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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 月，随着某旅上等兵李承龙

退 出 现 役 ，海 军 陆 战 队 某 训 练 基 地

2021 年春季预选军士培训炮兵侦察专

业一班 8 名全优学兵的去向基本明晰：

3 人退出现役，2 人转岗，剩余 3 名从事

本专业的学兵中，仅有下士魏琪轩 1 人

走上骨干岗位。

“我带过那么多届学兵，这是成绩

最好的一个班，班里 8 名同志都以全优

成绩完成结业考试。”每每提及这个全

优班，炮兵与通信教研室军士助教、一

级上士李治涛总会十分感慨。

明明是全优班，为什么这些学兵

出路各有不同？带着疑问，记者拨通

了这些学兵的电话。

“相比于干好专业，我更想在骨干

岗位上锻炼提升自己。”虽然因编制原

因没能走上侦察骨干岗位，但是担任

炮兵班长职务的下士毛嘉淋仍然干劲

十足。

“我也想从事炮兵侦察专业，但是

连队侦察岗位已经满编，而炮兵计算

岗位有空缺。考虑到两个专业有诸多

相似，所学课目内容大部分通用，我就

选了后者。”尽管不能定岗在炮兵侦察

专业，但下士胡恒宇也欣然走上了专

业相近的炮兵计算岗位。

“培训学到的知识与部队实际需

求存在一定差异，刚回单位那段时间，

我总想着在战友面前展示一下学习成

果，可大家并不买账，一来二去就没了

信心和动力。”已经退役的董文龙告诉

记者，有不少在训练基地学到的知识

回到原单位后用不上，而这也是他离

开部队的原因之一。

对 于 个 人 成 长 路 径 ，全 优 班 的 8

名同志各有打算。在他们的使用与安

排上，每个连队也都有自己的难处和

考虑。

“连队只有 1 个侦察班，全营也没

几个。这些学成归来的学兵们通常只

能作为骨干后备力量使用。”某炮兵连

连长包桓榕告诉记者，岗位限制是困

扰他的难题之一。

对此，同为炮兵连连长的黎子琦

深有同感。因为没有编设行政骨干岗

位，他们只能先把归队的学兵列入人

才 库 ，等 待 后 续 骨 干 岗 位 出 现 空 缺 。

有的连队兵龄长的军士多，在军士的

安排和使用上，优先考虑老军士；有的

连队认为年轻军士经历相对单一，经

验不足、组训能力不够，还需要在任务

中磨炼；还有的认为连队的老军士还

在继续发挥作用，年轻的军士可以先

放到其他岗位锻炼……记者发现，一

些学兵学成归来改换专业乃至退出现

役的原因林林总总，其中最令人揪心

的是“学用不一致”——有的学兵虽然

经过了外出培训，专业能力较为突出，

但由于性格原因，不适合担任行政骨

干，于是他们便成了各类“小教员”；还

有一些连队，对于专业技能有着“约定

俗成的理解和经验”，使带着新知识学

成归来的学兵缺乏一展身手的空间。

那么作为结业后唯一一个走上本

专业骨干岗位的学兵，下士魏琪轩的

经历又是怎样的？

海军陆战队某旅炮兵营一连连长

田茂彬介绍，魏琪轩培训结束回到连

队后，他们第一时间区分日常管理、专

业基础、教学组训等模块进行验收考

核，并让魏琪轩在全连范围内将所学

到的知识进行交流示范，全连官兵共

同研究讨论，吸收其中对战斗力建设

有所促进的部分。而后，他们安排魏

琪轩担任代理副班长，协助班长熊政

做好日常管理和组训工作。后期，他

们结合冬季军士选退正式将其调整到

副班长岗位。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让

连队所有相同专业的同志都能够了解

训练基地传授的新鲜知识和理念；另

一方面，发挥老骨干传帮带作用，提前

做好人才保留和接续工作。”一连指导

员李松介绍。

“送学培训，不能仅仅满足于帮助

学兵顺利选晋军士，更要瞄准将来他

们可能担任的班长、技术骨干甚至代

理排长等岗位。”该基地领导介绍，针

对学兵来源不同、能力参差不齐的实

际，他们通过系统教学强素质、专项学

研 强 技 能 的 方 式 ，抓 好 学 兵 管 理 、组

训、专业等能力的培养，让学兵既提升

了综合素质，又练精了专业技能。此

外，他们还注重在教学中立起“为战”

鲜明导向，紧盯学兵短板设置险情特

情，增加实弹实射实爆课目比重，深入

推进实战化教学，全方位培养和锤炼

学兵素质，让学兵在这里学会打仗、从

这里走向战场。

如何让专业的学兵走上专业的岗

位 ？ 魏 琪 轩 所 在 连 队 的 方 法 值 得 借

鉴，但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最优解”，还

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深入探索。

追踪8名全优学兵的成长轨迹
—对海军陆战队某训练基地学兵培训工作的新闻调查③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钟 欢

记者探营

采访手记

营连日志

Mark军营

“爆破作业组受领战斗任务后，人员

迅速前出……”这几天，按照营里的通知

要求，我负责实施破坏作业行动课目示

范。看着我的动作、听着我的讲解，不少

战士投来赞许的目光。我心中顿生感

慨，因为此次任务的完成，少不了战友们

的配合与支持，而为了获得大家的认同，

我可是颇费了一番功夫。

去年 11 月，我从军校毕业回到原单

位，恰逢连队接到抢修受损道路课目示

范任务，我主动请缨并圆满完成。首战

告捷让我信心倍增，觉得自己能力出众

又熟悉单位情况，“听我的，就这么干”成

了我的口头禅。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次战术课目考

核中。当时，我刚刚部署完任务，却看到

几名战士在窃窃私语，我的老班长陈浩

也欲言又止。但已经习惯“一言堂”的我

没有多想，一句“听我的，就这么干”便让

大家行动起来。

然而，考核开始没多久，“侦察组组

长牺牲”的特情就传了过来，给了我当头

一棒——由于我在预案中没有考虑此类

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只能硬着头皮继

续指挥。最终，我们排因为无法测量计

算炸毁目标的炸药量，导致目标未清除，

被判定为“不及格”。

接 到 导 调 组 的“ 差 评 ”，我 十 分 失

落。陈浩见状凑了上来，道出了心里话：

“排长，你年轻、干劲足，想带领大家干出

成绩，我们理解，但缺乏工作经验是你的

短板。有时我们想提建议，却总被你顶

回去。这次考核，你没有考虑到战场实

际，规划侦察路线没有结合现地情况，人

员编组也考虑不周……”

陈浩的一番话，让我开始反思这段

时间自己的行为——我一直沉浸在自满

骄傲中，很多时候对大家的意见建议充

耳不闻。可这次考核告诉我，我距离一

名合格排长的标准还差得远。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把一个人

闷头写好的教案拿给排里的几名老军

士，虚心向他们请教，大家见状也纷纷与

我分享经验。随后，我依照他们的建议

修改教案，并提交给导调组，最终顺利地

通过了补考。

这件事后，我摆正心态、从零起步，

排里经验丰富的老班长、技术过硬的老

骨干都成了我的老师。我也时刻提醒自

己，基层藏着大学问，要多借鉴“过来人”

的经验，脚踏实地提升能力素质，才能成

为合格带兵人。

（茅蔚业整理）

新排长，要多借鉴“过来人”经验
■第 76 集团军某旅机动保障二营道路三连排长 李兴华

1月下旬，空军某后勤训练基地组织官兵开展排爆专业训练。图为使用控

制装备进行模拟爆炸物排除作业。

本报特约通讯员 申卫红摄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在极寒条件下组织狙击手培训。图为教练员曲研（中）带领官兵分析子弹命中情况。

李杰忠摄

“1 分 38 秒！黄班长，恭喜你突破了

自我！”军体运动会上，我刚刚结束 400

米障碍课目比武，排长李陈席慕就跑来

向我祝贺。看着他笑盈盈的面庞，我不

由想起过往与这名新排长的“纠葛”。

时针拨回数月前，那时的我正精心

准备旅里组织的军体运动会。在 2021

年的军体运动会上，我因状态不佳与冠

军擦肩而过。为弥补这个遗憾，此次运

动会我志在必得。

“ 黄 班 长 ，你 都 要 满 服 役 期 了 ，没

必 要 那 么 拼 吧 ”“ 就 是 啊 班 长 ，你 年 纪

也不小了，别把自己弄伤了”……看着

我 苦 练 备 战 到 有 些 疯 狂 的 样 子 ，不 少

战 友 出 言 相 劝 ，我 却 根 本 听 不 进 去 。

就 在 此 时 ，新 任 职 不 久 的 排 长 李 陈 席

慕走过来说：“班长，我有些新方法，你

要不要试试？”

对此，我颇有些不屑。要知道，我是

营里有名的“健身达人”，凭借坚持多年

的运动习惯，练出了一身让人艳羡的肌

肉，在军事体能方面连队鲜少有人敢与

我叫板，虽然上次与金牌失之交臂，但还

不至于听一个新人的指指点点。

于是，我并没有理会大家的好意，而

是给自己制订了新的训练计划：每天跑

一个 10 公里，把“三个一百”升级成“三

个两百”。

一天下午，刚结束训练的我正拖着

酸痛的身体准备回宿舍，却看见一群战

士围在小操场不停地呐喊助威：“坚持住

啊，马上就赢了！”我有些好奇，便也凑了

过去。只见人群中，3 名战士脸涨得通

红，手握粗绳上下甩动。原来是李陈席

慕正组织他们用新配发的战绳进行体能

比拼。

“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能有多大作

用。”正当我嗤之以鼻准备转身离开的时

候，眼尖的李陈席慕叫住了我：“黄班长，

要不要也来试试？”这么多人看着，我可

不能“认怂”，于是我大步上前抓住战绳

开始挥舞。然而，这看起来没什么重量

的绳子在手中却越来越沉，才练了几分

钟，我的手臂就变得僵硬，腰、腿、背也开

始酸麻，动作越来越慢。

见此情景，李陈席慕笑着问我：“怎

么样？这战绳训练不比‘三个两百’差

吧？”我心知此言不假，但想起自己之前

对李陈席慕的不理不睬，有些抹不开面

询问战绳训练的细节，便随便应付了几

句就转身离开。没承想，李陈席慕竟跟

了上来，一路上都在念叨战绳训练的好

处。我虽然没有搭话，但心里却深受触

动：确实，拘泥于过去老旧的训练方法

是行不通的，创新训练方法才能提高战

斗力。

回到宿舍，我又查阅了不少战绳训

练的相关资料，更加坚定了改进训练方

式的想法。第二天，我便找到李陈席慕，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李陈席慕并没

有因为我之前态度不好就出言推脱，而

是毫无保留地给出意见建议。在他的帮

助下，我将战绳训练融入每天的训练当

中，重新制订了一套详细的“夺冠训练计

划”。

击掌俯卧撑变换着地点、战绳训练

中增加“负重”练习……按照全新的训练

方法，一个月后，我的核心力量更强了，

各项训练成绩都有所提高，最终在军体

运动会上成功夺得桂冠。

思绪从记忆中拉回，我紧紧握住李

陈席慕的手，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谢

谢你，李排长！”

（杨志伍、谢子宜整理）

老班长，不妨听听“年轻人”意见
■第 74 集团军某旅防空营二级上士 黄以峰

排长方阵

带兵人手记

“ 班 长 ，这 次 考 核 我 排 名 全 连 第

五！”这两天，第 80 集团军某旅便携式

地空导弹连专业考核成绩公布，上等兵

熊浩华第一时间找到班长韦宏伟，迫不

及待地分享自己的喜悦。看着熊浩华

如今自信开朗的样子，韦宏伟心里悬着

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前段时间，韦宏伟发现熊浩华总是

“不在状态”：军容风纪不严整、队列行

进不规范、站岗执勤常走神……这让他

感到十分担忧。经过了解得知，在连队

“工作之星”评比民主测评中，熊浩华成

绩不理想，他受到打击，整个人都变得

消极起来。

“军人就要奋勇争先，只因一次民

主测评结果不理想就撂挑子，未免有些

小题大做。”为帮助熊浩华尽快摆脱消

极情绪，韦宏伟便在谈心时与他聊起这

件事。而熊浩华吐露的心声，让韦宏伟

意识到问题其实并不完全出在熊浩华

身上：“班长，能不能评上‘工作之星’，

我都能正确对待，但民主测评只得了几

票，却让我感到有些心寒。我平时负责

管理连队学习室，每次大家加班学习结

束后，都会打扫卫生，平时工作也是认

真负责、勤勤恳恳，但是这些付出很少

有人看到……”眼见熊浩华的眼眶湿润

起来，韦宏伟赶忙安慰。

送走熊浩华，韦宏伟陷入沉思：熊

浩华平时沉默寡言，工作尽职尽责，属

于“老黄牛”型。这种努力没人看见、付

出不被认可的滋味一定很不好受。排

里、连里还有多少像熊浩华一样默默付

出的战士？他们是否也因“光干不说”

而被忽视？

很快，韦宏伟便将此事和自己的思

考向指导员作了汇报，指导员又将这一

情况带到了支委会会议上。“要引入述

职自荐做法，让大家说说自己做了啥。”

为此，党支部研究决定，在全连开展“说

说自己做了啥”“我为战友点个赞”等活

动，鼓励大家将自己的工作成绩大大方

方讲出来，同时引导官兵关注身边战

友，发现对方的闪光点。

随 着 活 动 如 火 如 荼 开 展 ，全 连 官

兵凝聚力越来越强，“比学赶帮超”的

劲头也越来越足。在最近一次的“工

作 之 星 ”评 选 中 ，许 多 新 面 孔 登 台 自

荐，他们大方述职，以工作实绩公平公

开展开竞争。

第 80集团军某旅便携式地空导弹连“工作之星”评选实行述职自荐——

让战士“说说自己做了啥”
■王 旭 王崇嘉

回到这一组新闻调查的主题：专

业学兵如何选送、培训质量如何提升、

学成归来如何使用？答案其实并不难

找。古人云：“虽有良剑，不锻砺则不

铦；虽有良弓，不排檠则不正。”人才培

养同样如此，资质再好的人才，如果不

放到合适的岗位磨炼，也无法充分发

挥应有的作用。

送学培训的目的，在于为学兵能力

素质完成升级、为基层部队培养骨干人

才。人才是培养出来的，更是用出来

的。从大的方面讲，要坚持以用为本，精

准高效配置军事人力资源，确保人才得

到最佳配置、发挥最大效能；在具体实践

中，应注重人岗相适、人事相宜，把合适

的人放在适合的岗位上，为他们施展才

干提供舞台、创造条件，不能一边喊着缺

少人才，一边又在无形中浪费人才。

人才要培育更要使用
■宋子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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