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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眼 下 ，各 部 队 年 度 军 事 训 练 考 核 陆 续 展

开。如何考出好成绩 、考出战斗力？一位部

队指挥员的话斩钉截铁：军人的考场就是战

场，必须以应战状态应考，那种只顾考场“打

分”、忽视战场“打赢”的思想和做法，万万要

不得。

训练考核，是检验训练水平、衡量训练效

果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打赢能力、提升战场

胜算的有力杠杆。临近年终，训练水平提高了

多少，制胜强敌的把握有多大，都有必要通过

考核验一验。然而，分数虽是训练水平的一种

体现，却不一定是打赢能力的真实反映。“目标

目的连着职业态度。”考核时是为了应考还是

为了应战，是为了过关还是为了过硬，检验着

一名军人的忧患意识、责任观念、使命担当。

从往年情况看，绝大多数单位的年度军事

训练考核都能坚持训战一致，真考、严考、全面

考。但也要看到，纯粹为了应考的现象依然存

在。比如，有的为了拿高分，对上级要考的课

目下苦功、不考的课目则应付，对考得多的课

目重点训、考得少的课目简单练；有的考前训

练不补短板，而是在“押题”上动心思，搞所谓

的“针对性”训练。这种应考心态完全违背“练

为战、考为战”的初衷，如不坚决纠正、彻底纠

治，必然损害战斗力。

兵法云：“教练之法，自有正门，美观则不

实用，实用则不美观。”意为练兵不能只图好

看或是应付检查考核。考场如同战场，最终也

是为了战场。年度军事训练考核时，要做到眼

光 瞄 准 战 场 、眼 界 超 越 考 场 ，不 把 考 官 当 对

手，而把敌人当对手；不把过关当目标，而把

打赢当目标。这样考出的成绩，即便不一定

是高分，却是“含战量”很高的分数。这样的

考核，会考出实战味，考出真水平，考出差距

感，考出紧迫性。

年度军事训练考核的一个主要功能，就

是 暴 露 问 题 、发 现 问 题 ，进 而 解 决 问 题 。 考

场暴露和解决的问题越多，战场打赢的把握就越大。平时能绕过短板，战时

绕不过敌人；平时向短板低头 ，等于战时向敌人投降。因此 ，受考时“露一

手”固然重要，但“露点怯”也未尝不可。这是因为，平时的奖牌拿得再多，

也无法替代战时的一次失利；战时的一次决胜，却足以补偿平时的无数次挫

败。以应战状态应考，就是要通过考核把暴露出来的短板补齐、弱项补强，

努力通过“考”来提高“战”的能力。

唯分数论的考核，只会逼着部队挖空心思追求高分；“考为战”的考核，部队

自然会想方设法提高打赢能力。由此可见，受考者是应考心态还是应战状态，

决定权其实在组考者手里。教育引导部队以应战状态应考，对组考者来说，应

强化考核对训练的导向作用、对“能战”的促进作用，始终坚持在什么条件下打

就在什么环境下考，实战需要什么就考什么，什么在实战中最管用就把什么作

为考核重点，突出考核的实用性、实战化，将训练、考核、运用、实战四者有机结

合起来，实现以考促建、以考促训、以考促战、以战领考。

（作者单位：空军后勤部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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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第 76 集团军某旅新兵张浩

昭如往常一样，走进学习室，拿起自己

心爱的画笔。

“绘画是我从小到大的爱好。在

我 看 来 ，画 作 是 承 载 回 忆 的 生 动 载

体。”张浩昭一边向记者展示自己创作

的题为《迷彩青春》的画册，一边激动

地说，“我想用自己的画笔，记录军营

生活的点点滴滴，定格我和战友的成

长瞬间。”

翻开画册，第一页描绘的，是张浩

昭参军入伍当天的场景。

那天，张浩昭站在队列中，胸前戴

着大红花，扭头看向送别的人群，却发

现母亲早已哭成了泪人。

“昭儿，到了部队以后要好好干，有

机会多拍一些你穿军装的照片，给妈看

看你的模样。”母亲哽咽着叮嘱。张浩

昭连连点头：“我一定努力训练，争取早

日捧个荣誉证书回来。到了部队，我每

周都给你发照片。”

谁知，一到新兵连，新兵们的手机

就按规定被集中保管起来。新兵连连

长还强调：“严禁将军装照随意发布到

互联网上，不得暴露军人身份。”

答应母亲的事看来要食言了，张浩

昭为此焦虑不已。转念一想，他有了新

主意：“不让拍照，我可以画给母亲。”

队列训练、连队会餐、夺得流动红

旗、参加实弹射击……每到周末休息时

间，张浩昭就用画笔与母亲分享自己军

营生活的点点滴滴。

渐渐地，张浩昭的画作引起了身边

战友的好奇和关注。在他们的请求下，

张浩昭开始用画笔记录新兵战友们训

练生活的精彩瞬间。

一次体能训练结束后，新兵夏淼找

到张浩昭：“今天是我第一次跑进及格

线，你能不能帮我记录下来？”

没有推辞，张浩昭爽快地答应下

来。很快，战友在训练场上奋勇拼搏的

画面跃然纸上。

“太感谢了！我爸妈看到这个场

景，一定很开心。”夏淼兴高采烈地打通

家人的视频电话，向家人展示画作。

取得突破的喜悦、对亲人的思念、

对班长骨干的感激……自那以后，请张

浩昭帮忙作画的新兵越来越多。只要

时间允许，他总是来者不拒。对此，张

浩昭说：“都说军营是个大家庭，能为战

友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感到很

骄傲。”

新兵训练临近尾声，张浩昭顺利

通过结业考核，迎来了授予军衔的光

荣时刻。

雄壮的军歌声中，一名老兵为张浩

昭佩戴上列兵军衔。军衔很轻，但他却

感到肩上责任重千钧。

“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面对炮弹

卡壳的险情，我主动申请前出处置，最

终成功排除故障，顺利完成任务。”授衔

完毕，为张浩昭授衔的老兵登上讲台，

向新战友分享自己参加演训的经历。

老兵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们刻苦训

练、勇往直前，不要辜负身上的军装和

亲人对你们的期待。”

聆听老兵的深情寄语，张浩昭热血

沸腾。当天晚上，他绘制了一幅画：画

中，他成了前出处置险情的“勇士”。落

款处，他一笔一画地写道：“新兵训练结

束，新的征途开启，我要练好专业本领，

担起肩头使命。”

带着这样的信念，张浩昭开始了新

的冲刺。专业课理论性很强，常常让他

感到枯燥难懂。于是他把那幅画从画

册中裁下来，夹在专业教材扉页。每当

感到学不进去时，他都会用这幅画来为

自己加油打气。

顺利通过理论考核、第一次参加

实 装 作 业 …… 随 着 笔 下 画 面 一 次 次

变换，张浩昭也在不断拔节成长。前

不 久 ，连 队 组 织 专 业 小 比 武 ，他 主 动

报名参加，并取得了同年兵中的最好

成绩。

这天，连队举办“士兵说成长”群众

性自主教育活动，张浩昭带着自己的画

册登上讲台。

“ 青 春 旅 途 上 ，成 长 是 最 好 的 风

景。我要刻苦训练，用实打实的成绩为

军旅画册增添色彩。”语毕，台下响起如

雷般的掌声。

活动结束后，张浩昭与指导员约

定：继续用画笔记录成长，等到自己戴

上军功章的那天，再带着画册登上讲

台，为战友讲述“奋斗青春最美丽”的成

长故事。

上图：张浩昭的部分画作。

设计：方 汉

一名新兵的成长画册
■本报记者 张磊峰 贺美华 通讯员 王 皓

●第 76 集团军某旅

一 支 画 笔 能 起 多 大 的 作 用 ？ 起

初，我只不过想用它把自己的军旅生

活记录下来，以解母亲的思念之情。

然而，随着一笔笔绘出青春的模样，一

个个军旅瞬间被收入画册，我蓦然发

现，每一幅画以及它背后的故事，都承

载着向上的力量，激励着我和战友们

不断奋进。

无论是与战友朝夕相处的感动瞬

间，还是登上领奖台的高光时刻，抑或

是平日里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点滴，都

是我们的“迷彩青春”，终将成为我们

最难忘的军旅记忆。

定格瞬间、记录时光，是画册最重

要的作用。一次谈心时，指导员告诉

我画册的另一层意义：每一幅画都是

开展教育的生动教材，都是激励官兵

奋斗强军的有效载体。他希望我把这

个习惯坚持下来，用画笔记录下我与

战友的成长与蜕变，描绘出属于我们

的奋斗轨迹。

奋 斗 的 青 春 最 美 丽 ，美 丽 的 青

春 值 得 被 记 录 。 未 来 ，我 会 继 续 一

边 紧 握 钢 枪 ，一 边 攥 紧 画 笔 ，用 汗

水 浇 灌 青 春 之 花 ，用 奋 斗 为 这 朵 绚

丽 之 花 增 添 属 于 我 们 青 年 官 兵 的

亮色。

（本报记者 贺美华整理）

绘出属于我们的奋斗轨迹
■第 76 集团军某旅新兵 张浩昭

本报讯 贾丽萍、陈航报道：“大学

生士兵雷群的住房补贴已按新政策计入

个人账户”“驾驶员谷旭乾执行任务期间

的夜餐补助已落实”……连日来，随着一

件件福利待遇相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官兵幸福感大大

增强。

“政策有温度，落实靠力度。”该部政

治工作处领导介绍，今年年初，党委领导

挂钩帮带基层时发现，多项惠兵暖心政

策相继出台后，落实起来却存在一些“梗

阻”：有的机关干部对政策把握不准，漏

办福利待遇事项；部分福利待遇的审批

权限过严、办理流程复杂，让不少基层官

兵跑“回头路”；误餐补助费、出差交通费

等“小钱”，报销起来费时费力，有的官兵

“嫌麻烦”主动放弃……

对此，该部党委一班人召开专题会

议，结合单位实际出台多项改进措施：机

关相关科室认真梳理政策法规，制作下

发《福利待遇办理流程问答手册》，让基

层官兵“一看就懂、照着能做”；建立军人

军属信息数据库，尽量避免官兵因信息

填报“折返跑”；主动靠前对接官兵需求，

在符合政策规定的前提下，能办尽办；成

立落实福利待遇专项检查小组，对落实

力度不够的部门严肃问责。

前不久，一级上士常圆圆结束任务

返回单位，惊喜地发现工资条上多了“父

母赡养补助”的款项。原来，机关在落实

福利待遇相关政策时，因常圆圆在外执

行任务，便主动联系其家人对接办理相

关手续，并由其家人代为提交办理材料，

确保相关款项按时发放。

战士郝丽河家里面临的土地纠纷，

在单位法律援助服务队的帮助下妥善解

决；保障队干部刘万杰驻训期间，爱人生

病住院，机关组织看望慰问……政策红

利精准对接官兵福利，打通了福利待遇

落实“最后一公里”，官兵幸福感大幅提

升，练兵动力更加高涨。今年以来，该部

圆满完成大批量物资收发、综合保障演

练等任务，官兵士气高昂，部队打赢能力

稳步提升。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靠前服务提升官兵幸福感

政策有温度 落实有力度

本报讯 杨超凡、记者安普忠报道：“互联

网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它是宝库；用不好，它

是潘多拉的魔盒……”近日，武警陕西总队西

安支队文化骨干创演的文艺情景课《我的世

界》火热上演，受到官兵欢迎。

“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紧扣时代脉搏，紧贴

青年官兵思想特点，才能拨动官兵心弦、引起

广泛共鸣。”该支队领导介绍，为深化铸魂育人

效果，他们在集中授课的基础上，着力创新思

想政治教育形式，组织军地专家、优秀政治教

员、基层文化骨干，精心打造一批以文铸魂、以

文化人的文艺情景课，让官兵在寓情于剧、以

事明理中受到教育和启发。他们从基层常见

问题、真实案例中取材，从风气整治等官兵关

注度较高的问题入手，通过微小品、情景演绎、

特长展示等多种形式，让官兵或在轻松诙谐中

受到教育，或在触目惊心中得到警示。

舞台上，由战士卢勇主演的《天上不会掉

馅饼》文艺情景课，生动展现主人公不知不觉

进入预设“捐款”套路、踏进“输入身份信息”陷

阱，最终落入“借贷利滚利”圈套的悲剧。

“这堂文艺情景课，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说

教，但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让我清楚地

懂得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警示我时刻保

持清醒，远离网络陷阱。”这堂短短 20多分钟的

情景课扣人心弦，让下士李润江深受触动。

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还在创新舞台艺

术 形 式 、探 索 军 事 文 艺 作 品 新 样 态 、融 合 吸

取流行文化新元素等方面大胆尝试，按照问

题引入、案例明理、文艺呈现的思路，让教育

授课通过戏剧化、情景化演绎，更具感染力、

冲击力、吸引力。《牢记事故“杯”剧，不做千

古“醉”人》《保密为打赢“撑伞”，泄密给打赢

“拆台 ”》《廉洁自律 ，永葆初心报党恩》……

今年以来，该支队官兵创演的一堂堂文艺情

景 课 ，不 仅 受 到 支 队 官 兵 热 捧 ，还 吸 引 不 少

友邻单位前来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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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陆军某部组织侦察

分 队 战 术 训 练 ，提 高 官 兵 协 同 作 战

能力。 屈荣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