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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教导员，我想参加！”这两天，大队将

组织开展学习竞赛活动，晚点名时，我的

简短动员刚结束，中士陈景涛就第一个举

手报名。我瞟了他一眼，然后迅速把目光

转移到班长骨干身上。见没有得到我的

回应，陈景涛缓缓放下了举起的右手。

接下来的几天，我明显感到陈景涛

心情低落、工作积极性下降——毫无疑

问 ，我 在 点 名 时 的 举 动 让 他 受 到 了 打

击。可这次竞赛各舰都会派出骨干力

量，必定“高手云集”，陈景涛虽然记忆力

较强、表达能力出色，但工作资历尚浅、

不够稳重。让他代表全舰参赛，我心里

着实不托底。

找陈景涛谈心，其实我心里清楚，不

让他参赛，说别的话只是苍白的安慰，并

不能让他完全解开心结。一天，舰上组

织观看《能文能武李延年》，我看到李延

年在调解战士间的矛盾时说：“尊重和信

任也是战斗力”，顿时灵机一动。

确 实 ，班 长 骨 干 参 加 竞 赛 的 经 验

丰富，可近段时间任务较多，他们难免

分身乏术。而这次竞赛的主要内容是

党史知识，陈景涛虽然年轻，但工作积

极 、反 应 敏 捷 ，专 业 素 质 更 是 过 硬 ，未

必没有一战之力。直接选派班长骨干

参 赛 看 似 稳 妥 ，却 可 能 影 响 年 轻 同 志

积 极 向 上 的 热 情 ，甚 至 会 影 响 全 舰 干

事创业的氛围。

“年轻人有干劲不是坏事，我应该给

他足够的信任和展示的机会。”打定主

意，当天晚上，我就宣布由陈景涛等 7 人

代表全舰出战。参赛人员中，除了陈景

涛，还有崔光星和刘宇来两名平时表现

不错的下士。随后的几天晚上，我与他

们一起学习备战，共同探讨竞赛中可能

出现的重难点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 7 名同志都在

竞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陈景涛更是观

点鲜明、表达清晰，其可圈可点的表现让

不少人记住了这个年轻的面孔。

竞 赛 结 束 后 ，舰 上 的 年 轻 战 士 备

受 鼓 舞 ，个 个 积 极 踊 跃 创 先 争 优 。 在

随后举行的大队群众性比武练兵活动

中 ，陈 景 涛 夺 得 了 防 化 专 业 第 一 名 的

好成绩。

这次经历给了我很大启发，让我对

“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这句话有了更

深的理解。每个战士都有闪光的一面，

只要充分尊重和信任他们，给他们提供

机会、搭建平台，就一定能收获意想不到

的惊喜。

（王 杰、倪子纯整理）

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
■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常熟舰教导员 吕 冰

战场感言

军人，自穿上戎装那一刻起，就

肩 负 起“ 除 了 胜 利 一 无 所 求 ”的 使

命 。 不 思 打 仗 的 兵 不 是 好 兵 ，第 82

集 团 军 某 旅 战 士 刘 国 华 善 于 从“ 牺

牲”中总结经验教训，补齐能力短板，

提升打仗本领，体现了一名士兵对胜

战的渴望和为了胜利奋力拼搏的坚

韧。每名官兵都要像刘国华那样，在

强军坐标系中找准自己的战位，思战

研训，将自己锻造成战斗力链条上最

坚固的一环。

万丈高楼平地起。推动部队练兵

备战水平持续跃升，不仅要在战场环

境、练兵模式等顶层设计上科学谋划，

还需要广大官兵行动起来，以“请党放

心、强军有我”的使命感和事业心，善

思打仗之事、能吃练兵之苦、勇挑转型

之担，推动我军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上蹄疾步稳、笃行致远。

军 人 的 最 大 付 出 是 牺 牲 ，军 人

的最大价值是打赢。回到本文的主

题，随着像打仗一样训练、像训练一

样 打 仗 日 益 成 为 常 态 ，演 训 中 的 难

局 、危 局 、险 局 层 出 不 穷 ，“ 阵 亡 ”与

“牺牲”在所难免。希望每一名官兵

都能将这种虚拟的生死投射到现实

中 ，以“ 生 命 只 有 一 次 、人 死 不 能 复

生”的危机感检视反思不足，苦练杀

敌 本 领 ，以 舍 我 其 谁 的 姿 态 制 胜 未

来战场。

在强军坐标系中找准战位
■吴少铧

年终盘点时，回想起前不久与某

陆航旅在朱日和展开的那场要地防空

对抗演习，我依然有些兴奋。演习中，

我 和 战 友 灵 活 运 用 战 术 优 势 险 中 求

胜，给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我

的练兵履历增添了闪光的战绩。

打仗本领不断提升，这要感谢朱日

和。这几年，我先后 7 次随部队到朱日

和参加实兵演习，大大小小打了十几场

战斗，从开始的懵懂迷茫到如今的游刃

有余，离不开那里黄沙风雪的“赐教”。

当然，我更要感谢那三次“牺牲”经历，

由此逐渐体悟到实战化练兵的真谛，不

断走向成长成熟。

2012年，一次侦察行动，连长命令我

带领侦察分队获取“敌情”信息。初次担

任指挥员的我既惊喜又兴奋，带队沿着山

谷向“敌”前沿隐蔽行动。本以为自己做

得滴水不漏，却半途就被导调员叫停，原

因是我们踩到了“敌人”埋的数十枚仿真

地雷，又误入“染毒”地带，无一生还。

放在以往演习遇有“敌情”，导调组

都会通过电台预先提示，或者下发“敌

情”类别列表，但这次采取“背对背”方

式对抗，所有情况都是未知的，让我们

一时有些不适应。

“打起仗来，敌人不会把招数写在脸

上。”当晚，我辗转反侧，反思败因。究其

根本，还是自己没有搞懂什么是实战化，

以不打仗的思想练兵，把演习当成走流

程、“跑龙套”，把自己当成战场局外人。

2014 年，我当上了地空导弹连发射

站站长。这一年到朱日和演习，我迎来

了军旅生涯的第二次“牺牲”。当时，演

习刚开始，同车战友就被判“阵亡”，操

作方舱内仅剩我一人。因不懂其他战

位的操作，慌乱之中，我只能坐以待毙，

眼睁睁看着多批“敌机”完成火力覆盖。

其实，我们当时使用的某新型防空

武器系统，信息化程度很高，一人完全

可以完成火力打击任务。这次“阵亡”

又给我上了一课：平时把打仗的功夫练

全面了，战时就能技高一筹、胜算一分。

吃这种“无知”的亏，一次就会让人

猛醒。在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我一边专攻精练地空导弹专业技能、恶

补新装备知识，一边拓展学习武装直升

机基本战法，研究对手的作战规律，恨

不得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说实话，第三次“牺牲”最让我感到

意外，那也是收获最大的一次实战经历。

那年，与某陆航旅展开对抗，我设想了很

多“敌机”可能来袭的方向，多次进行模拟

操作，可以说做足了准备。但万万没想

到，一架武装直升机出其不意，巧借草原

上风车的掩护贴地飞行，成功完成突袭。

演练复盘时，这名举止干练的飞行员拍拍

我的肩膀说：“小伙子，要多用非常规的思

维来研究实战问题。”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几乎颠覆了我以往对作战的认知。

历经三次“牺牲”的淬炼，我掌控战

场态势的能力不断提高，打法也更加刁

钻。比如今年这场要地防空对抗演习，

算是我在朱日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

一次显著进步吧。

那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最后防御

阵地仅剩我们一个发射站，数架残余“敌

机”空中编队准备发起第二波次攻击。当

时，如果坚持强行抗击，注定寡不敌众，重

演“牺牲”故事。于是，我灵机一动，指挥

战友将发射站隐蔽转移部署，在原阵地设

好假目标，通过雷达对“敌机”动态锁定实

施引诱。“敌机”果然中计，朝着假目标猛

扑过来。我抓住火力间隙，指挥发射数枚

导弹，将其一举击毁。事后复盘总结，我

们站被评为“红旗发射站”。

其实，我的“牺牲”经历很多战友都

有过，这是砺兵沙场蜕变成长必经的磨

难。演兵场上，我们不仅要知道怎么打

赢的，更要明白为何而输、因何而“死”，

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放眼朱日和，官兵

们向战而行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哪个不

是在失败、“阵亡”后得来的？

一级军士长丁辉不断挑战崖壁驾

驶的高度和坡度纪录，只为收集装备极

限越野性能数据，把手中武器装备练到

极致，把每一项本领练成绝招，在未来

战场先发制人、克敌制胜；

装甲步兵连连长王蛟龙探索出“多

专多能”训练法，让每名官兵在炮长、车

长等战位轮换锻炼，培养出一大批“全

能战士”；

虽已配备数字化侦察设备，但“杨

子荣英雄侦察连”依然坚持练习蒙眼操

作，确保在未来战场上即使失去了双

眼，依然能够完成装备架设，为后方提

供情报信息……

不可否认，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我

们 未 来 奔 赴 的 战 场 ，依 然 是“ 死 生 之

地”，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但战场上

不可能有第二次牺牲的机会，我们唯有

自觉投身备战打仗实践，不断把自己逼

入绝境、难到极限，锤炼过硬本领，才能

不负使命、不负重托。

（本 报 记 者 韩 成 特 约 记 者

姜 帅 通讯员 肖士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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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周末，第 83 集团军某旅运输勤务营

下士周欣鹏与一名战友去晾衣服。走进

晾衣房，两人有些诧异，因为晾衣架上的

晾衣单不见了，各种衣服晾在一起。二

人快速把衣服晾好，同时为晾衣房的这

一变化感到高兴。

要知道，以往衣服是要分类晾晒的：

迷彩服有迷彩服的晾晒区域、体能训练

服有体能训练服的晾晒位置，中间用晾

衣单隔开。虽然知道分类晾晒是为了保

持晾衣房的整齐，但战士们着实为此多

了不少头疼事。

一方面，战士衣物不多，原本可以一

次性晾好，但为把衣物分散晾在指定区

域，需要来回走动。晾衣房本就不大，赶

上人多时间紧，房内常常乱成一团。另

一方面，分类晾晒虽然美观，但收衣服时

非常易发生混淆，尤其内衣、袜子之类的

衣物经常被拿错。曾有个别官兵把自己

的各类衣物集中晾在一起，但很快就被

值班员通报批评。

有一天，该旅部队管理科参谋闫立

刚路过晾衣房时，看到两名列兵对着一

摞衣物讨论“归属权”：“这件秋衣是我的

吧？”“那我的去哪了？被别人收走了？”

“别说了，我的袜子也不见了……”了解

完相关情况，闫立刚将这个问题报到了

科里。科长王玉民对此十分疑惑：晾衣

房建立之初确实要求各单位使用时要保

持整齐，但从没有明确“分类晾晒”，这个

规定是从哪来的？

“到底什么样才算整齐，其实不好把

握。为了检查时不被扣分，有的连队开

始要求把晾晒的衣物按照类别排放整

齐，渐渐地，大家就都这么做了。”在进一

步调查时，一名班长的回答让王玉民哭

笑不得。细细回想，其实之前检查时，他

也见过晾衣单，只是没想到这小小的纸

片后面，竟藏着战士们那么多苦恼。

“如果晾衣场在室外，适当分类分区

还情有可原，但室内晾衣房确实没有必

要。晾晒衣物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为

啥搞得那么复杂？”王玉民将这个情况带

到了旅交班会上，现场提出质疑。旅领

导当即拍板，叫停了这一做法。

会后，部队管理科还牵头组织了一

次专门针对“生活中的形式主义”的问卷

调查，宿舍开关窗户要统一时间角度、熄

灯后水池里不能留有水渍、战士们脱掉

的汗湿外套要叠好并码放整齐等问题被

一一揪出、立即整改，其中有些是机关部

门的要求，有的则是营连的土规定。官

兵们纷纷为机关的务实作风点赞。

室内晾衣，需要“分类晾晒”吗？
■武志远 王渤然 魏启航

连日来，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在野外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训练，锤炼特战队员心理素质和小组协同能力。图为特战

队员交替掩护搜索目标。

果志远摄

值 班 员：第 72 集 团 军 某 旅 合 成

三营连长 陈 阳

讲评时间：12 月 21 日

最近新兵下连，班长骨干们开展相

关工作的积极性很高，这是好事。但在

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个别骨干刻意增加

训练难度和强度，导致新战友叫苦连连，

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在这里，我想提醒

大家，帮助新兵尽快适应连队生活虽然

重要，但应行之有方，不能急于求成，更

不可“拔苗助长”。

我能理解大家想让新兵加快成长的

心情，但这需要时间、需要科学的方法。

新兵下连前虽已接受过一些训练，但与

连队的岗位要求仍有差距。如果盲目增

加训练量，很容易起到反效果。

同志们，大家都当过新兵，都是从新

兵一步步走来的，应该能够体会新兵们在

这个阶段的心情。他们对进步的渴望一点

不会比我们少，希望大家对他们多些关心

和耐心，少点严苛与压力，科学有效组织训

练，帮助他们顺利度过“第二适应期”。

（张 朋整理）

培养新兵不能急于求成

演习中，第 82集团军某旅官兵正在快速突击。 刘 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