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8基 层 传 真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４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胡璞

推进基础训练转型升级

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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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东部战区陆军某旅装步二连

训练场，笔者感到眼前一亮：全连官兵

都在有条不紊地训练，一部分在练习

手榴弹投掷，一部分在开展卫生救护，

一部分在进行低姿匍匐……

“这块训练场是各连轮换使用的，

轮到我们使用时就将训练场划分成不

同的功能区，以便全连官兵同时开展

不同课目训练。”该连干部告诉笔者，

今年以来，他们主动探索改进基础训

练组训模式，整合训练资源，提高训练

效益，让场地不再闲置、器材不再轮

空、人员不再漏训。

主动寻求改变，源自现实问题的

困扰。一次上级组织的考核中，该连

官兵快速完成战术基础动作后，却被

考官判定“不合格”，理由是“不符合大

纲要求”。连队干部因此被上级批评：

组织开展基础训练不扎实。

这 件 事 给 了 该 连 主 官“ 当 头 一

棒”，其实他们心中也有困惑：明明每

个课目都按训练计划落实了，为啥官

兵们还是练得不扎实？随后，他们召

集班排骨干开会讨论，骨干们普遍反

映：虽然连队的训练时长达标了，但官

兵的个人实际训练时间还不够。

比如，连队训练计划表安排的内容

为“战术基础动作练习”，好几个班都选

择从低姿匍匐练起。于是，训练场上为

数不多的低桩网受到了广泛青睐，结果

官兵们的大量训练时间都在排队等待

中被浪费掉了。与此同时，训练场上的

其他器材设施却无人问津。

某班班长洪志航回忆说，当时，为

了缩短其他班战友的等待时间，他们

班的战士一心想着快点练完，无意间

降低了动作标准。结果一场训练下

来，基础好的战士水平没有提升，基础

差的战士动作未能精练，训练效益打

了折扣。

“我们之前采用‘一锅煮’的组训

方式，加之训练计划安排较为粗放，经

常出现全连官兵使用同一场地、训练

同一个课目，‘一人练、多人看’的现

象。”该连连长说，他们后来反思认为，

这样的训练方式，看似大家齐头并进，

实则训练效益低下，场地、器材等训练

资源更是无法发挥最大效益。

带着这样的思考，连长在一次议

战议训会上抛出问题：“当前，我们的

基础训练专业多，课目分得很细。如

果沿用老办法组训，不仅训练时间和

质量难以保证，官兵们的能力水平提

升也十分有限。我们应该如何优化整

合训练资源，提高训练质效呢？”

“一场多用，错时轮训。”一级上士

高立富提出的建议，引起了在场干部

骨干的兴趣。经过反复讨论研究，他

们决定尝试调整基础训练方式：根据

训练内容将训练场划分不同区域，按

照班排建制，开展不同课目轮换训练，

同时对各课目训练时间进行了调整规

范，使其能够有序衔接。

旅里“大轮换”，连内“小轮训”。

新的组训方法施行后，该连训练气象

焕然一新，正如本文开篇所说，不仅训

练场地、器材得到了充分使用，官兵的

有效训练时间也得到了保障，尤其是

基础较弱的战士，训练成绩有了显著

提高。

然而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新的

组训方法衍生出了“落后练、尖子看”

的新情况，即本身能力素质较强的官

兵，能够轻松完成规定训练内容，之后

只能干等轮训的到来。也就是说，对

于这些官兵，还是存在训练时间浪费

问题。

为此，该连在“一场多用，错时轮

训”基础上，提出了“过关升级”理念。

他们根据使命任务需要、训练大纲要

求、个人能力水平，将每个课目训练内

容细化为不同的阶段目标，官兵们可

以即到即训、达标即走，提高了训练时

间使用效率。中士毛诗成说：“‘过关

升级’增加了难度强度，拉开了能力梯

次，练得越好越吃香，不再训好训坏一

个样，让我训练起来更有动力了。”

“目前，我们只是迈出了创新集约

化组训的第一步。”该连连长说，接下

来，他们将进一步发掘训练资源潜能，

优化组训模式和训练方法，继续推动

基础训练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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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感言

为破解“训练场地闲置 、器材轮

空、人员漏训”问题，东部战区陆军某

旅装步二连进行的创新实践，将一个

在基础训练中积弊已久的问题，清晰

地摆在我们眼前。必须承认，训练设

计欠科学、训练资源利用不充分、训练

时间无谓浪费多等现象，在一些基层

单位仍不同程度存在。

随着作战样式的发展演变和武器

装备的换代升级，部队基础训练专业多、

课目细、要求高的特点越来越突出。这

意味着，一些过去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组

训模式，如今已成为制约基础训练提速

增效的桎梏，尤其是不顾实际情况、只为

开展方便的“一锅煮”“一刀切”“齐步走”

组训任教方法，其反向作用更加明显。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全军基

础训练现场会明确提出“集约化组训”

的要求，就是要各级摆脱粗放式的训

练模式，更加精细设计训练方案、精确

统筹训练资源、精准开展组训任教，确

保兵力训齐、课目训全、时间训够、标

准训到。

各级要以创新求突破，向集约要

质效，勇于探索实践，敢于打破路径依

赖——按照能打胜仗要求重设基础训

练逻辑，按照联合作战要求夯实基础

训练根基，按照岗位能力素质要求抓

好基层训练设计，按照效益最大化要

求规范基础训练资源投向投量，切实

推进基础训练转型升级，进一步稳固

制胜未来战场的“能力底盘”。

以创新求突破 向集约要质效
■胡 璞

前段时间，一场实战化演练在南国

密林上演，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

一支车队突然接到命令：前方道路损毁，

无 法 正 常 通 行 ，需 要 掉 头 另 选 行 进 路

线。驾驶员们迅即停车，纷纷拿出该团

修理所自研的车辆原地掉头支架，整个

车队很快便完成了 180 度大转弯。

该团领导告诉记者，驾驶员们能够

快速反应并顺利处置特情，得益于他们

紧贴实战需要，主动将原地掉头、无千斤

顶更换轮胎、油箱应急修补、战地组合越

障等 12 项战场应急技能，纳入全团官兵

训练必修课，以提高部队应急作战能力，

而这些技能在联勤保障部队现行训练大

纲中并未明确提及。

该团之所以自主探索丰富训练内

容，不仅是从现代战争对运输保障能力

的需求出发，更是因为他们曾在演训任

务中有过教训。

一次参加上级演习，该团一支运输

分队负责物资紧急前送。经过某城镇路

段时，因道路狭窄且遭遇拥堵，该分队行

进极其缓慢，再延误下去就将影响任务

进度。分队指挥员果断处置，安排人员

疏导交通，终于使他们得以在有限空间

内完成车辆调头，随后另选道路继续前

进。虽然最后将物资送达指定位置，但

比原计划迟到了 20 分钟。

“在现代战场上，20 分钟足够打完

一仗了。”复盘检讨会上，团领导一语中

的，“提高部队应急应战快速保障能力，

不能满足于训练达到了大纲要求，我们

还要主动作为，针对各种难局困局险局，

练就更多‘超纲’的高招硬招绝招！”

随后，该团要求训练部门总结此次

“失败”经验，紧盯现代战争下的运输保

障特点，梳理实战中可能遭遇的突发情

况，进一步改进训练内容、完善训练计

划，同时鼓励基层官兵大胆探索训练创

新、进行发明创造。

他们通过任务引领，围绕装备性能

提升、训练创新等内容，成立技术攻关小

组，邀请院校专家、装备厂家技术人员等

来团开展专业指导。经过验收评比、实

践检验，一批实用管用好用的创新成果

被应用于该团日常训练。

“运输车轮胎严重破损，需立马更

换 轮 胎 ！”一 次 演 练 中 ，驾 驶 员 杨 麟 发

现 车 辆 出 现 特 情 ，副 驾 驶 员 徐 建 兵 迅

速 下 车 ，将 一 块 木 板 垫 在 汽 车 内 车 轮

后方。随后，在后车驾驶员的配合下，

他 们 快 速 完 成 了 无 千 斤 顶 更 换 轮 胎 。

杨 麟 告 诉 记 者 ，无 千 斤 顶 更 换 轮 胎 就

是 他 们 总 结 以 往 行 车 经 验 ，新 增 加 的

日常训练内容。

“训练大纲规定的课目要练精练强，

其它实战管用的技能也要全面掌握。”该

团领导说，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人员、装

备遭遇突发情况时，不能一味等靠专业

保障力量。只有在平时把内容训全、能

力练实，遂行战斗保障任务时才能游刃

有余，不会手足无措。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不满足于训练达到大纲要求——

12项“超纲技能”纳入训练必修课
■本报记者 孙兴维 通讯员 黄北东

我曾因伤病无奈换岗，也曾凭借个

人努力重回侦察分队，参加上级比武获

得冠军。班里战士问我：“是什么支撑

着你愈挫愈勇，取得骄人成绩？”我告诉

他们，诀窍就是“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短短 5 个字，平平

无奇，却被我当成了人生格言，这也是

参加比武集训时，一名战友对我的鼓

励。当时，正在进行选拔考核，只要顺

利通过最后的 5 公里武装越野，我就能

如愿取得比武入场券。

然 而 ，在 距 离 终 点 只 剩 1 公 里

时 ，我 突 感 膝 盖 不 适 ，每 跑 一 步 都 钻

心 地 疼 。 我 头 上 直 冒 冷 汗 ，速 度 越

来 越 慢 ，心 里 想 放 弃 的 念 头 却 越 来

越强烈。

就在这时，一名战友从我身边经

过，见我踉踉跄跄，大喊了一声：“再坚

持一下，不然全部努力就白费了！”

这句话让我猛地一振，集训期间的

种种艰难过往闪过眼前，一种强烈的

“不甘心”瞬间涌上心头。我咬紧牙关，

强忍疼痛，奋力冲向终点。最终，我如

愿以偿获得了参加比武的资格。

短 暂 的 欣 喜 之 后 ，回 望 军 旅 生

涯，我发现原来“再坚持一下”的信念

始终支撑着自己“披荆斩棘”，一路走

到现在。

入 伍 第 二 年 ，因 为 受 伤 ，我 不 得

不 转 岗 成 为 给 养 员 。 连 队 干 部 的 本

意是希望我养好身体，但我内心还是

更想当一名侦察兵，因为走上赛场摘

金 夺 银 、走 上 战 场 英 勇 杀 敌 ，一 直 是

我的梦想。

心中有了目标，行动就会愈发坚

定。成为给养员之后，在完成本职工

作之余，我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

恢复训练。给养员需要凌晨 5 点起来

备菜，我就提前一小时起床跑步；晚上

还要清扫后厨卫生，我就等熄灯后再

自我加练……

说实话，坚持并不容易。一个月

后，繁重的工作和训练，让我渐渐感到

力不从心。一天早上，到了起床跑步的

时间，然而听着帐篷外呼啸的风声，我

身体里的疲惫感一下子涌了出来。前

一晚，我参加了保障任务，直到后半夜

才睡。

“ 要 不 今 天 休 息 一 下 ，别 出 去 跑

了。”这时，想要“偷一天懒”的念头在

心里浮现，并很快“说服”了我。然而

躺回到床上后，我却辗转反侧，大脑里

像过电影一般，回放这段时间自我加

练的场景，最后定格在自己的从军梦

想上。

再坚持一下！如果这一次我轻易

放过自己，可能就有下一次，从此半途

而废，难以继续下去。想明白这一点，

我快速起身穿好衣服，顶着寒风，义无

反顾地冲向训练场。

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我最终用优

异的表现打动了连队干部。经过主动

申请，我重回侦察岗位，后来参加上级

比武，收获了理想的成绩。

其实，人生没那么多的不可逾越，

只要你“再坚持一下”。曾经觉得天大

的困难，当你经历过后回头看时，就会

发现它可能微不足道。成为班长后，我

经常告诉班里战士：当遭遇困境时，一

定“再坚持一下”，因为前面就是“柳暗

花明”。

（丛镕基、朱春丞整理）

“再坚持一下”
■海军某部班长 刘作仁

10月上旬，陆军某旅组织开展实战化演练，全面锤炼部队快速突击、立体攻防等能力。图为一名士兵正在机降。 吴权顺摄

士兵格言

闪耀演兵场

10月 19日，武警重庆总队机动支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单兵喷火器实喷训练，进一步锤炼官兵专业技能。

李 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