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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基层建设新气象新风貌

前不久，在第 78 集团军某旅七营

举办的迎新晚会上，二级上士占湧给

新战友来了个劲爆的“肌肉秀”。清晰

的人鱼线、充满力量感的表演燃爆全

场，台下赞叹声、欢呼声不断。

然而，新战友们不知道的是，眼前

身材壮硕的“肌肉男”，曾是大家眼中

的“小胖墩”。

入伍之初，个头不高的占湧体重

超标，且不爱运动。经过新兵连的磨

炼和战友们的帮助，他的体重才逐渐

减下来。可好景不长，随着各项考核

达到合格标准，他渐渐放松了自我要

求，饭量增了、运动少了不说，还经常

找机会逃避体能训练。不知不觉间，

占湧又一点点胖了回来。

“其实自己也不是真的不爱动，只

是觉得体能训练有些乏味。”回忆起那

段时光，占湧有些难为情。他坦言，过

去由于场地条件限制，体能训练课目

单一，想到自己反正成不了“尖子”，索

性开始追求“60 分万岁”。“五公里越

野、单双杠好比饭桌上的主食，虽然不

可或缺，可如果每顿饭都只吃米饭馒

头，也会感觉噎得慌。虽然两者都是

打牢体能基础的好方法，但练得多了

也会产生厌烦情绪。”

与占湧相比，大学生士兵丛庆逃

避体能训练的理由是“爱惜身体”。大

学期间，丛庆热爱健身，是学校健身队

的一员。对健身颇有研究的他，独有

自己一套训练理念。

“一味重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不

仅不易于成绩提升，还容易造成训练

伤。”丛庆说，那时候没有专业训练器

材的辅助，提高体能训练成绩多是靠

加量加压，经常早上下午各跑一个五

公里，到了夜晚睡前，俯卧撑、仰卧起

坐、深蹲各做 100 个，周末和节假日有

时还要“开小灶”。

“白天跑、晚上跑，刮风跑、下雨也

跑，五公里越野就像家常便饭，早晚天

天见……”担心自己受伤，丛庆也开始

选择逃避。

官兵有所呼，机关有所应。在相

关政策和上级的支持下，该旅下大力

改善官兵训练生活环境，为每个连队

建设文体活动室，购置下发一大批哑

铃、卧推器、腹肌轮、臂力棒等健身器

材。同时，拿出专项经费建成多功能

中心健身房，区分长跑耐力、核心力量

等功能训练区，配备专业体能训练设

施，用来满足官兵日益增长的文体生

活需求。

丛庆至今忘不了，自己第一次走

进多功能中心健身房那兴奋的感觉。

“跑步机、划船机、动感单车……各类

健身器械一应俱全，简直可以与地方

健身房媲美！”

打那以后，丛庆一有机会便拉着

占湧训练健身。渐渐地，占湧也开始

爱上训练，经常在体能训练后到健身

房 加 练 。 两 人 还 在 连 里 组 建 了 健 身

队 ，研 究 健 身 方 法 、安 排 训 练 计 划 ，

约 战 友 一 同 到 健 身 房“ 撸 铁 ”。 如

今 ，健 身 队 从 起 初 的 两 个 人 ，发 展 到

40 多 人 。“ 设 施 环 境 好 了 ，越 来 越 多

人 爱 上 体 能 、爱 上 训 练 ，军 营 里 刮 起

‘健身风’。”

不仅训练设施环境升级换挡，官

兵们的训练理念也在不断更新。记者

采访时看到，在五公里越野起跑处，官

兵必做开合跳、冲刺跑等充分热身；在

动感单车区，官兵在激昂的音乐下踩

动 踏 板 ；在 组 合 器 械 区 ，官 兵 三 人 一

组、一人卧推两人保护；在礼堂前广场

上，官兵在军体教员的带领下，欢快跳

起了健身操……体能训练时间，组训

施训更加科学合理，官兵们脸上洋溢

着笑容。

“兵种专业对体能要求各有不同，

官兵训练基础也各有所异。”该旅某保

障连军体教员告诉记者，有了专业训

练器材场地的保障，可以根据兵种专

业需求、官兵身体素质差异，科学设计

训练计划，安排针对性训练内容，让训

练效益大幅提升，极大地激发调动官

兵体能训练的积极性、主动性。

日前，在该旅组织的军事体育创

破纪录比武中，官兵们一个个激情似

火、赶超比拼，8 项纪录被刷新，多个课

目平均成绩得到较大提升。

军 营 刮 起“ 健 身 风 ”
■张光轩 程 程 本报记者 宋子洵

五公里越野、单双杠、俯卧撑、仰

卧起坐等，是部队打牢官兵体能素质

基础的传统训练课目。但随着时代的

发展，新生代官兵在生活训练、文体娱

乐方面的需求更加多样，需要各级在

继续发挥“老传统”作用的同时，积极

改善训练条件、树立科学理念、丰富训

练方式，进一步调动激发官兵的训练

热情。

这 些 年 来 ，各 级 坚 持 基 层 至 上 、

士 兵 第 一 的 理 念 ，想 方 设 法 为 基 层

解 难 纾 困 ，不 仅 文 体 活 动 设 施 更 新

换 代 ，训 练 环 境 条 件 配 套 建 设 也 在

加 速 推 进 ，各 种 基 础 训 练 中 心 、各 型

专 业 训 练 模 拟 器 等 陆 续 走 进 官 兵 训

练 生 活 ，训 练 保 障 愈 加 科 学 高 效 、聚

焦实战。

有了“神兵利器”，不代表就能练

成“ 绝 世 武 功 ”。 各 级 要 树 立 科 学 理

念 ，着 眼 提 升 全 周 期 、精 细 化 训 练 管

理 水 平 ，科 学 制 订 训 练 计 划 ，优 化 资

源 调 配 ，提 高 训 练 保 障 质 效 ，以 时 代

眼光、创新方法助推专业设施为训练

服务。

让专业设施助力训练
■杨 钊

微议录

空中战机呼啸，地上雷达飞转，一

场高强度陆空对抗演练激战正酣。第

74 集团军某旅某导弹连雷达方舱内，雷

达 主 操 作 手 、下 士 银 墨 然 紧 盯 方 寸 荧

屏，迅速捕捉目标。

“遭‘敌’强干扰压制，目标消失！”

不料，狡猾的“敌机”突然施放强电磁干

扰，雷达显示屏上瞬间一片“雪花”，目

标随之消失。

紧急关头，银墨然快速判别电磁干

扰种类，运指如飞调整各项参数，重新

锁定目标。

“ 报 告 ！ 干 扰 消 除 ，雷 达 恢 复 正

常！目标信号跟踪正常！”“导弹发射！”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导弹精准命中来

袭“敌机”。

“这个战士不简单，眼中永远有股

不服输的劲！”演练结束，营长曾祥彬这

样评价道。

那 年 ，该 导 弹 连 雷 达 主 操 作 手 岗

位 出 现 空 缺 ，时 任 导 弹 装 填 号 手 的 银

墨然第一个报了名。然而，年龄小、个

子 不 高 的 她 ，起 初 并 不 被 大 家 看 好 。

银 墨 然 暗 自 下 定 决 心 ：不 管 转 型 路 上

遭遇多少“拦路虎”，都要勇敢前行。

隔行如隔山。翻开雷达专业理论

教材，复杂的专业术语晦涩难懂，一连

串技术参数让她眼花缭乱，深奥的专业

理论知识无疑给这个“00 后”士兵带来

很大挑战。

“扎实的理论基础是用好武器装备

的前提，再难也要翻越这座山！”憋着一

股 子 劲 儿 ，银 墨 然 从 零 起 步 、迎 难 而

上。白天，她广泛查阅理论书籍，虚心

向兄弟单位战友学习取经；夜幕降临，

她在学习室里挑灯夜战研究理论、背记

专业要点，装备说明书被她翻了一遍又

一遍，一本本厚厚的专业教材被她记满

了 注 解 …… 就 这 样 ，仅 用 了 几 个 月 时

间，她硬是做到了每个装备部件构造、

功能原理及各项性能参数“心中清”。

为 了 练 就 快 速 捕 获 目 标 的 能 力 ，

她 扎 进 雷 达 方 舱 ，对 着 雷 达 屏 幕 一 盯

就是半天，经常眼睛红肿，眼泪直流 ；

为 了 探 寻 导 弹 最 佳 射 击 角 度 ，她 在 纸

上 一 遍 遍 演 算 弹 道 路 径 ，直 至 烂 熟 于

心 。 一 次 次 重 复 枯 燥 的 训 练 ，让 她 最

终摸清雷达的“脾气秉性”，练出一双

“火眼金睛”，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雷达

主操作手。

“打中了！打中了！”夕阳西下，硝

烟散尽，雷达方舱内的战士沸腾了。一

次次不言放弃、一回回拼搏进取，让银

墨然尽情绽放青春，成为该旅战斗力生

成画卷中的一抹亮丽风景。

一句话颁奖辞：巾 帼 不 让 须 眉 。

转型路上，你在如花的年纪，用奋斗的

汗水书写军旅诗行，用打赢的追求绽放

青春芳华。

第74集团军某旅下士银墨然—

转 型 路 上 绽 芳 华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郑 烨 刘倬严

小咖秀

连日来，东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支队舰艇编队开展实战化训练，检验部队

实战能力。图为升信号旗。 李 昊摄

最近，连队正在备战阶段性基础课

目考核，训练强度较以往提高不少，班里

的战士杜举辉还因此患上了骨膜炎。看

着他愁眉苦脸的样子，我觉得似曾相识，

主动走上前去，同他分享了一段自己的

难忘经历。

记得还是当新兵那会儿，由于入伍

前经常运动，到了部队后，我的体能成绩

很快便在同批新兵中脱颖而出。可不巧

的是，在一次新兵连组织的 3000 米跑考

核中，我一心求快，不小心崴了脚。经过

军医诊断，我的左脚踝软组织中度损伤，

需要静养 1 至 2 周。

就这样，我从新兵连小有名气的训

练尖子成了整日无所事事的病号，成天

在班里唉声叹气。好在战友们对我关心

有加，不仅帮我整理内务、打扫卫生，还

为我准备了营养可口的病号饭，就连平

日里不苟言笑的新兵班长杨春茂也对我

嘘寒问暖……

尽管大家体贴入微，可我的内心却

很受煎熬。尤其是每次训练结束后，听

着其他人兴奋地讨论那些陌生的训练课

目，我便感到十分焦急。可急归急，伤却

恢复得很慢，虽然我也曾尝试过下地行

走，但左脚刚落地便感到钻心的疼。

不仅如此，见我的伤迟迟未愈，班长

也开始着急上火，频繁地问我恢复得怎

么样，有时还在我面前提起跟我同期受

伤的新兵已经恢复训练了。渐渐地，班

里其他新兵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变化，甚

至还有个别人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故意

“泡病号”……

相比于身上的伤痛，我更受不了心

理上的落差与周围异样的眼光。再三犹

豫之下，我主动找到班长，谎称自己的伤

已经痊愈，可以参加训练。

其他训练还好，可一到跑步时，我

的左脚踝便疼痛难忍。无奈之下，我只

得调整跑步姿势，改用右脚重点发力。

久 而 久 之 ，跑 步 动 作 竟 发 生 了 严 重 变

形。尽管班长也曾尝试帮我纠正，但始

终没有奏效。

我的异常表现很快被排长李长辉注

意到。一次体能训练时间，排长叫住了

我，询问动作变形的原因。本想继续隐

瞒带伤训练的事，可耐不住他的再三追

问，我只得和盘托出。听完我的讲述，排

长先是对我带伤训练的行为提出了批

评，接着他告诉我，出现伤病不可怕，但

带伤训练不提倡，只有养好了伤才能更

好地训练。

当天点名，排长重点强调了伤病号

问题，要求所有人受伤后第一时间报告，

切不可硬撑着参加训练。此外，他还特

意嘱咐大家，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伤

病号。

排长的话让我如释重负。接下来的

日子里，我在安心养伤的同时，不忘锻炼

上肢力量。那天，新兵排组织单杠小比

武，我主动报名参加，一举夺得全排第三

的好成绩。听我讲完，杜举辉皱起的眉头

明显舒展开来……

（杨凯博、古东贤整理）

带伤训练不提倡
■新疆军区某炮兵旅车载二营一连战士 陈星星

基层暖新闻

开 开 心 心 归 队 来 ，风 风 火 火 练 兵

去。春节过后，火箭军某团防化一连中

士马本驰休完年假，便以饱满的状态投

入新年度工作之中。据悉，该团按照去

年年初个人上报的休假计划，休假率达

到 100%。

“母子平安，今后更要努力工作。”

前 不 久 ，该 团 勤 务 连 连 长 李 开 放 在 微

信 朋 友 圈 公 布 了 这 一 好 消 息 ，连 队 官

兵 纷 纷 点 赞 。 在 那 之 前 ，李 开 放 妻 子

即 将 临 产 ，可 他 考 虑 到 驻 地 疫 情 形 势

和 任 务 需 要 ，便 悄 悄 收 起 了 自 己 的 休

假申请表。

“你赶紧把连里的工作交接一下，安

心回家陪产。”教导员汤鹏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向机关反映，李开放当天就踏

上了返乡的列车。“当时真没想到自己能

顺利休假，真的特别感谢组织的关心厚

爱。”目前正在负责该团新兵岗前集训的

李开放，说起团党委的暖心举措，言语中

满是感动。

为 了 保 证 官 兵 能 够 休 好 假 ，该 团

及 时 掌 握 官 兵 休 假 底 数 ，细 致 梳 理 未

休 满 假 人 员 及 天 数 ，结 合 工 作 任 务 制

订详细休假计划。对两地分居和家属

患 病 的 官 兵 优 先 安 排 休 假 ，合 理 安 排

人 员 岗 位 轮 换 交 接 ；对 关 键 核 心 岗 位

人 员 ，在 保 证 人 员 在 位 率 和 值 班 任 务

不 断 线 的 情 况 下 ，实 行 分 批 休 假 和 错

峰 休 假 ；对 各 单 位 休 假 情 况 进 行 讲 评

通 报 ，将“ 不 得 擅 自 更 改 休 假 计 划 ”

“严禁随意召回休假官兵”等列为硬杠

杠 ，确 保 官 兵 应 休 尽 休 ，安 心 休 假 、休

满假。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针对家庭出现

重大变故的官兵，开设“一小时批假”通

道，确保“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对涉及

官兵福利待遇和优抚政策的事项，压减

优化工作流程，及时发放官兵搬家补助、

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费、军人两地分居

费等，将组织的温暖第一时间送到官兵

心坎上。

“不等官兵开口，组织想在前头。”该

团某队教导员敬凯感慨地说，一系列暖

心惠兵举措的落实，有效激发官兵思打

仗、谋打赢的训练热情。连日来，全团上

下以昂扬奋进的姿态投入练兵备战，一

批技术骨干脱颖而出。

火箭军某团维护基层官兵合法权益—

落实休假计划 官兵应休尽休
■段得成 本报特约记者 张新凯

投稿请登录强军网
解放军报投稿平台近日，武警安徽总队机动支队组织多课目训练，锤炼官兵军事技能。图为官兵进行刺杀训练。 马守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