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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潜 望 镜

日 前 ，第 72 集 团 军 某 旅 按 照 计

划开展野外驻训。从营区驶出后，各

型装备车辆驰骋在行军道路上，与以

往不同的是，这次不见连成一线的钢

铁“长龙”，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灵活

编组。

说起这一变化，该旅运输连连长岳

晨兵感触颇深。此前一次长距离机动

演练中，车队驶上公路后，按照惯例所

有车辆保持一定距离，连成一条线。

令岳晨兵没想到的是，在机动途

中，他们偶遇一处路段正在施工，只剩

两条行车道。当时社会车辆较多，车队

被分隔成几段。但好在施工路段较短，

加之驾驶员们训练有素，车队很快重新

连接起来。

这个小插曲成了复盘会上的“重头

戏”。“如果这次行军途中，遇到的不是

道路施工而是敌特袭扰，我们的车队还

能安全行驶吗？”该旅领导的发问，让与

会官兵陷入了沉思。

其实这种假设并非毫无缘由，在

过去的演练中，他们曾经遇到过类似

情 况 。 比 如 去 年 整 建 制 投 送 演 练 期

间 ，他 们 在 凌 晨 时 分 受 命 紧 急 出 动 。

由于连降大雨道路湿滑，加上夜间视

线不佳，为了保证安全，几公里长的车

队全部压缩间距缓速行驶。这让“敌”

无人机不费吹灰之力就捕捉到了他们

的动向。刚走了不到 10 公里，他们就

连续遭遇“敌”炮火覆盖、“敌特”袭扰、

通过“染毒”地带等多个特情。车队处

处受阻、疲于应付，最后被导演组判定

为“损伤严重”。

“远程机动行军，我们习惯采用大

车队行进方式，让车队始终保持固定

速 度 和 间 距 。 但 这 样 走 起 来‘ 一 条

线’，停下来‘一大片’，很不利于隐蔽

伪装和临机处置突发情况。”

运输投送科科长顾健的发言引发

热议，大家纷纷发表看法：车队排成“一

字长龙”匀速行驶，容易影响交通，也易

受地方车辆干扰，可谓“牵一发而动全

身”；在公路上绵延数公里，目标暴露太

明显，遭到打击难以快速反应；驾驶员

和带车干部考虑安全因素多，考虑战场

情况少，这种“和平行军”方式看起来壮

观，实则很脆弱……

会后，该旅根据训练大纲要求，修

改完善战场机动方案预案，明确组织长

距离投送演练时，须根据任务实际，将

部队进行战斗编组，按照不同行驶路

线，采用小群多路的方式机动行军。

这次前往野外驻训场地前，该旅充

分考虑车辆类别、任务类型等因素，将

装备车辆划分为多个模块，指定专人负

责；同时选定高速公路、省道等多条道

路，分批次、分阶段机动行军。行军过

程中，他们临时加设了车辆故障、“敌

特”袭扰、临空侦察等课目，检验官兵的

特情处置意识和能力。

“现在车队‘分头行动’，让机动行

军更加灵活、安全了。”顺利到达驻训地

后，岳晨兵松了一口气，“战场态势瞬息

万变，只有平时做足准备，战时才能赢

得主动。”

漫画绘制：韩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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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行军，车队不再排“长龙”
■刘 煜 张 朋 肖雨轩

“本周值班员工作认真负责，点评

一针见血……”连务会上，听到连长的

肯定，再次担任值班员的我暗暗松了

口气。

前段时间，为锻炼非骨干军士的

能力，连队决定让我们轮流担任连值

班员。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充满了

期 待 。 为 了 在 第 一 次 值 班 时 给 大 家

留 下 好 印 象 ，我 熟 读 各 类 规 章 制 度 ，

掌握连队基本情况，还向班长请教值

班 经 验 ，但 做 足 准 备 的 我 ，最 后 还 是

“翻车”了。

那是周一上午，连队组织军容风纪

检查，队列里大家军容严整。就当我认

为集体过关时，队尾一名同志未系上的

纽扣，进入了我的视线。抬头一看，竟

然是与我关系最好的战友小李。知道

自己被发现后，他一个劲儿地向我挤眼

睛，其用意不言而喻。

一边是纪律规定，一边是人情关

系，当众指出不足，可能会伤了和气，

但视而不见就是不尽责。思考再三，

我采取了一个自认为稳妥的办法：在

全连官兵面前不提此事，但私下提醒

小李改正。

本以为事情会被我“圆”过去，没想

到检查结束后，连长把我叫到一旁，对我

语重心长地说：“维系战友关系，可不能

没有原则啊。”瞬间，我脸上火辣辣的。

如果说这件事是我的私心所致，那

3 天后发生的事让我真正认识到了自

己管理能力的不足。

当时，全连官兵正在进行体能训

练，营部突然通知连主官开会。临走

时，连长交代我要组织好训练。然而，

连长走了没一会儿，一名老兵小张便放

松了训练要求，变得心不在焉，还拉着

旁边的战友聊天。

“连长在就劲头十足，一走就开始

偷懒，这不明摆着不配合我工作吗？”

我本打算批评这名老兵，但转念一想，

要是当众让他下不来台，说不定会影

响我日后工作开展。一番思虑后，我

决定不把事情弄得难堪，只是提高嗓

门象征性地对大家喊了句：“都注意点

啊，认真训练。”

体能训练结束后，连长把我叫到连

部，问道：“不是让你好好组织训练吗，

怎么有些人都没怎么出汗啊？”

连长的话让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我索性把心里话一股脑倒了出来：“连

长，不是我不负责，我确实想管理严格

一点，但有些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口，

抹不开面子。”

“你作为年轻军士，第一次值班缺

乏经验，担心因讲评问题而影响战友

感情，这可以理解。但连队值班员是

工作训练秩序的维护者和监督者，如

果你遇到问题不敢说不敢讲，不仅问

题得不到解决，还会影响你的威信和

值班员的形象。”

连长的话让我恍然大悟：我这种只

顾及面子不看重里子的管理方式，对连

队而言，看似是在维护团结，实际损害

了集体战斗力和凝聚力；对我个人来

讲，表面上看是自己“软弱”，归根到底

还是自己能力不够，缺少方法。

晚上，再三思索后，我主动敲开了

连长的房门：“连长，我申请下周还当值

班员！”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许艳伟、周嘉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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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展开新一轮实战实训，重点锤炼

体系对抗能力。

图①：飞机滑出。

图②：飞行员登机。 于青雷摄

“指导员，我不想在这个班待了！”一

天晚饭后，战士小李找到我，一脸忧伤地

提出调班请求。

我心里一震，忙问其缘由。小李支

支吾吾地说出实情。

班长刘康，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对

班里战士要求较高。下连后，小李的体

能成绩一直提升很慢，每次考核基本都

在 连 队 下 游 徘 徊 ，为 此 没 少 挨 刘 康 批

评。但班里战友或多或少都被班长表扬

过，小李打心底渴望自己能得到班长表

扬，哪怕一次也行。

于是，小李私下里偷偷加练体能。

为了提高 3000 米跑成绩，他早上提前半

小时起床，到操场练习跑步；晚上熄灯

后，还会进行肌肉力量练习。尽管很努

力，他的进步幅度却始终不明显。得到

班长表扬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但前不久，情况有了改变。在排里

组 织 的 3000 米 跑 考 核 中 ，小 李 跑 出 了

个 人 最 好 成 绩 。 这 让 他 十 分 开 心 ，满

心期待晚点名时会得到班长表扬。不

承想，直到队伍解散，班长都未提只言

片语。

小李伤透了心，之后干什么都提不

起劲儿。日子久了，他觉得自己在班里

可有可无，便滋生出离开的念头。

了解完前因后果，我没有立即答应

小 李 的 请 求 ，但 允 诺 会 给 他 一 个 解 决

办法。小李走后，我陷入了沉思：很长

一 段 时 间 里 ，对 待 成 绩 暂 时 落 后 的 战

士，“小批评小进步，大批评大进步”的

思想在一些带兵人心中根深蒂固。但

仔 细 想 想 ，这 些 战 士 更 需 要 鼓 励 和 肯

定 ，一 味 批 评 可 能 会 把 他 们 的 心 劲 儿

都批评没了。

随后的教育课上，我组织了一次讨

论，让大家围绕“带兵，批评和表扬哪个

更有效”发表看法。大部分官兵认为，和

过多的批评相比，表扬和肯定更有激励

作用。

“作为带兵人，你的表扬很重要，因

为这是对战士的肯定，也是对他们的激

励！”听完大家的发言，我总结道，“另外，

我还想提醒各位带兵人，要看到战士的

成长和进步，即使是小幅度的进步，也要

及时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应……”

课后，刘康主动找到了我，诚恳地

说：“指导员，我知道错了，你看我的表现

吧！”原来他知道了小李想要调班的事，

也认识到自己带兵方法存在问题。此

后，刘康一改往日的作风，不仅把表扬用

到日常工作训练生活中，还在班内开展

“互学互赞”活动，让大家帮带小李共同

进步。

一天熄灯后，小李找到我，不好意思

地 开 口 ：“ 指 导 员 ，我 能 收 回 以 前 的 话

吗？我现在不想离开这个班了！”我故意

一脸严肃地说：“你可要想好啊！我正打

算和连长研究这事呢。”“想好了，我要在

班里好好干！”他斩钉截铁地说。“那好

吧！”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我相信你

肯定行。”

（王明洪整理）

“ 你 的 表 扬 很 重 要 ”
■第 79 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朱 磊

带兵人手记

野外驻训阵地上烈日炎炎，刚刚执

行完任务的我正准备歇歇脚，却突然接

到通知——又轮到我帮厨了，内心的喜

悦顿时被烦躁取代。

我反感帮厨其实是有原因的。刚

下连时，我第一次到炊事班帮厨，炊事

员安排了许多重活累活。

作为新同志，我没想太多，觉得炊

事班是因为事多人少才需要帮厨，便

一心一意埋头苦干。然而，蔬菜还没

洗完，又让我切肉，这让入伍前鲜有下

厨经历的我手忙脚乱。而就在这时，

我无意间扭头，却看到炊事员在一旁

休息。

瞬间，我心里有了怨气。此后，我

对炊事班的印象越来越差，每次接到帮

厨任务都很抵触。

前不久，全营官兵机动千里开展野

外驻训。演训任务压力骤增，但帮厨的

次数却没有减少。在一次伙食意见调

查中，我鼓起勇气在意见栏写下：“野外

驻训期间任务繁重，炊事员不体谅帮厨

人员，安排工作过多过重”。

“官兵的吐槽声里往往藏着我们忽

视的管理问题，要引起重视。”看到这条

意见的教导员随即找来一些帮过厨的

官兵了解情况，没想到大家都对炊事班

有怨言。

在这之后，教导员专门组织了一次

随机教育，围绕帮厨人员应该怎么使

用，让炊事员和官兵代表当面交流。

“帮厨重在帮，是协助而不是替代”

“ 有 的 炊 事 员 把 活 都 让 帮 厨 人 员 干

了”……官兵代表率先发言。

听完战友们的牢骚，炊事员们忍不

住立刻反驳：“为了保证全营官兵按时

按点吃上热腾腾的早饭，我们每天都要

早起 2 个小时准备”“遇到重大演训任

务，点位众多、人员分散，伙食保障更加

困难”……

双 方 你 来 我 往 ，一 时 间 火 药 味 很

浓，然而随着发言的进行，双方渐渐了

解到对方的难处，抱怨的声音渐渐弱了

下来。

“每名官兵都有自己的岗位职责，

但部队是个大集体，讲求的是团结互

助。大家在履职尽责的同时也要学会

换位思考。”教导员在总结发言时说，

“现在，营连驻训任务重，炊事班保障

压力也大，帮厨人员要理解炊事员的

辛苦，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与此同

时，炊事员要负起责任来，带着帮厨人

员一起干，不能当甩手掌柜……”

教 导 员 发 言 结 束 后 ，炊 事 班 战 友

表示今后会合理安排帮厨人员工作，

其他官兵也表示会积极配合炊事班完

成帮厨任务。

“帮厨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几天

后的营战术演练中，炊事班班长主动申

请减少帮厨人员，同时结合任务实际让

炊事员加强到战斗班排战术考核中，锤

炼提升炊事员的基本战斗技能。

（朱 峰、陈 翔整理）

“帮厨风波”平息了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防空营指挥保障连列兵 洪海瑚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