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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我参加预提指挥军士培训

被评为了‘优秀学员’！您看，这是我的

荣誉证书！”

“真不错，继续努力！”

……

从战士何江涛手中接过荣誉证书，

陆军某旅某连班长韩健欣慰地竖起大

拇指。看着眼前这名年轻战士逐渐成

熟的面庞和愈发坚毅的目光，韩健不由

得回想起去年新兵刚下连时的情景。

去年，新兵下连不久，何江涛就进

入了韩健的视线。作为一名在军营摸

爬滚打多年的老兵，韩健看人一向很

准。一个兵到底怎么样，经过一段时间

观察，他能摸个八九不离十。凭借“犀

利”的眼光和泼辣的带兵风格，这些年，

韩健为连队培养了不少管理骨干和专

业尖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韩健对何江

涛有了一个大致的“画像”：能吃苦、肯

钻研，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头，是个“好

苗子”。何江涛工作训练中的表现，韩

健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连队的班长和

骨干，哪个不是经过长时间摸爬滚打，

在一次次任务中练就钢筋铁骨的？为

此，韩健不仅为何江涛量身制订了一套

成长计划，还有意在训练和工作中给他

压担子，力争让他更快成长。

面对班长格外的关注，何江涛一

开始很争气，连续几次登上连队光荣

榜。然而一段时间后，何江涛突然像

是变了个人，训练开始有意无意地往

后躲。眼看“好苗子”打了蔫，韩健有

些坐不住了。

一次促膝谈心，何江涛敞开了心

扉：“班长，我不是不能吃苦，也明白您

的良苦用心，但有时候确实压力太大，

又怕辜负您的期望和厚爱……”

聆听何江涛的倾诉，韩健一时五味

杂陈。他没想到，自己的“关爱”，却无

形中成了何江涛心头的“包袱”。面对

这种落差，韩健不禁反思：在培养何江

涛这件事上，自己是否有点太着急了？

“每名战士都是一粒能开花的种

子，要想收获花朵的芬芳，我们要做的

是灌溉、施肥、除草，然后静待花开。作

为带兵骨干，望兵成才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人才成长并非一日之功，得有耐

心。”一天晚饭后散步时，指导员的一番

话令韩健醍醐灌顶。

那天晚点名后，韩健诚恳地向何江

涛表达歉意：“我本是希望你能快速成

长，但在方式方法上操之过急了……”

“班长，我理解您。我会重新调整

好状态，迎接新的挑战！”看着韩健真诚

的目光，何江涛感动地说。

自那以后，韩健主动调整方法路

子，定计划、交任务少了一些急躁，多了

几分耐心；何江涛也恢复了往日的良好

状态，青春飞扬的脸庞绽放出自信，训

练成绩节节攀升。

何江涛的改变，让韩健真正意识

到：带兵就像育苗，要学会辩证看待战

士成长的“快”与“慢”。在这个过程中，

既要适当压担子、引路子，增强战士能

力升级的紧迫感，也要遵循其成长的客

观规律，就像要给种子一些破土、生长

的时间，静待花开方能硕果累累。

遵循这样的带兵理念，韩健引导越

来越多的战士成为“更好的自己”：

战士麦森龙刚入伍时身材瘦、力气

小，拉动坦克操纵杆比较吃力。韩健为

他专门制订了一套补差训练计划，还针

对 个 人 实 际 为 其 设 计 了“ 成 长 路 线

图”。如今，麦森龙已从当初的“门外

汉”变为“专业通”，成为连队优秀的坦

克驾驶员；

上等兵袁东森刚下连时，体能训

练 成 绩 常 常 垫 底 ，一 度 产 生 自 我 怀

疑。韩健主动帮他树立信心，并针对

他 的 问 题 手 把 手 指 导 、一 对 一 帮 带 。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袁东森的训练

成绩有了很大提升，如今已是连队公

认的“尖子兵”；

……

一 棵 苗 要 长 成 树 ，需 要 一 个 过

程 。 在 班 长 的 精 心 呵 护 和 耐 心 培 养

下，战士们逐渐成长进步，在属于自己

的季节，实现了自我价值，成为了“更

好的自己”。

“ 带 兵 是 一 门 艺 术 ，也 是 一 门 科

学。作为带兵人，推动战士成长进步既

要有紧迫感，又要有工匠心。一步一个

脚印走、一棒接着一棒传，才能促进战

士不断成长进步。”在该旅组织的带兵

经验分享会上，韩健深有感触地说。

用力精心催生培养，“新苗”反而打蔫。陆军某旅骨干从中得出带兵启示—

悉心“浇灌” 静待“花开”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梅凯华 陈 奕

本报讯 马青峰、特约记者高宏伟

报道：“一艘外籍货船突遭海盗劫持，情

况危急。我团直升机紧急出动，成功解

救人质……”日前，海军某舰载直升机团

任务分队临时党支部，利用任务间隙展

开随机教育，分队负责人为官兵讲述执

行护航任务经历，引导官兵主动作为、勇

担使命。

据 介 绍 ，该 团 随 舰 执 行 远 海 护 航

和战备训练任务。为提升动中抓教质

效，确保兵撒大洋不断线，他们立足实

际，科学制订思想政治教育计划：选拔

素 质 过 硬 的 党 员 骨 干 担 任 政 治 教 员 ，

为 开 展 教 育 配 置 精 干 高 效 的“ 火 车

头 ”；灵 活 组 织 施 教 ，把 教 育 内 容 细 分

为 阶 段 性 任 务 ，用 兵 言 兵 语 为 官 兵 剖

析 讲 解 、答 疑 解 惑 ；积 极 融 入 编 队 、航

空 联 队 教 育 协 作 体 系 ，补 齐 分 队 教 育

难集中、专项教育效果弱等短板；扎实

开展特色仪式教育和形式多样的教育

配合活动，激发官兵学习动力，确保教

育走深走实。

“ 我 们 着 力 夯 实 官 兵 制 胜 远 海 战

场 的 思 想 根 基 ，不 断 激 发 任 务 分 队 驶

向 深 蓝 、冲 锋 一 线 的 热 情 动 力 。”该 团

领导介绍，针对远海任务航时长、人员

分 布 散 等 实 际 ，随 舰 政 治 干 部 利 用 训

练间隙、舱室读书等时间，灵活开展教

育活动；引导政治干部做好知兵情、解

兵 忧 工 作 ，营 造“ 时 时 处 处 受 教 育 ”的

浓厚氛围。

甲 板 上 设 课 堂 ，机 翼 下 受 教 育 。

谈 及 任 务 期 间 开 展 的 随 机 教 育 ，一 名

飞行员说：“思想政治教育的触角延伸

到 每 一 个 战 位 ，让 我 们 始 终 保 持 着 充

盈 的 胜 战 士 气 。”今 年 以 来 ，该 团 官 兵

扎根任务一线、坚决履行使命，圆满完

成多项任务。

海军某舰载直升机团

甲板上设课堂 机翼下受教育

高空，“敌机”穿云突袭；陆上，雷达

飞旋搜“敌”……初冬时节，随着一阵急

促的防空警报声响起，北部战区空军某

旅任务分队官兵迅即奔赴战位，一场与

友邻航空兵部队互为对手的对抗训练拉

开战幕。

“发现‘敌机’！”方舱内，各席位人员

紧盯屏幕、快速研判，雷达很快锁定目

标。“敌机”步步逼近，刚进入火力打击范

围，却突然改变航向、下降高度，试图摆

脱雷达跟踪。分队指挥员迅速切换搜索

模式，再次锁定“敌机”。

战场态势波谲云诡。“敌机”释放电

磁 干 扰 ，雷 达 显 示 屏 上 突 然 一 片“ 雪

花”。“采取反干扰措施。”指令下达，各号

手 全 神 贯 注 ，很 快 获 取“ 敌 机 ”目 标 诸

元。掌握目标方位后，分队指挥员下令

持续跟踪，并在确认目标信号稳定后，果

断下达“发射”指令，顺利完成模拟抗击。

“刀在石上磨，兵在险中练。只有模

拟真实战场环境，多出奇招、险中练兵，

才能在实打实较量中不断升级战术战

法，提高官兵实战能力。”该旅领导介绍，

此次训练，他们不仅高强度、满负荷练

兵，还设置多个特情课目，在近似实战环

境下锤炼官兵临机处置能力。

据介绍，为提高官兵实战能力，近年

来，该旅远赴高原、戈壁等陌生地域开展训

练，在复杂环境中检验装备性能，与多个兄

弟部队常态化开展互为背景、互为对手的

对抗训练。他们聚焦实战最需要、训练最

薄弱的环节，让官兵在危局、险局、难局中

不断验证战法训法，提升战斗本领。

北部战区空军某旅—

空地对抗瞄准险难练兵
■单 涛 鲁泰来

某部在军事考核中，坚持用训练

实绩说话，既看弹药消耗量，更讲训练

效费比，对个别年度弹药消耗量大但

训练成绩提升不明显的单位进行通报

批评，立起“让一枪一弹都打出战斗

力”的鲜明导向。

随着实战化训练深入推进，实弹、

实爆、实投等训练课目得到较好落实，

危不练兵、险不施训等问题得到有效

纠治，完不成摩托小时、弹药消耗指标

等现象基本杜绝。然而在个别单位，

官兵们汗水流了不少，油料消耗不少，

装备磨损不少，训练的质量效益却不

高。原因在于，有的把实弹化等同于

实战化；有的把“时间到点、装备到位、

人员到齐”等同于训练落实；还有的单

位组训方法不科学，年年都上“一年

级”，弱的强的“齐步走”。

人们常说，“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

的”“好司机是路上跑出来的”。然而，

过去的“常理”应当辩证看待。靠量变

的积累来引发能力的质变，的确有助

于训练质量提高，但粗放式训练的损

耗太大、收益不高，特别是现在很多

高、精、尖武器装备列装部队，它们技

术复杂、掌握难度大，制造成本、训练

成本、维护成本越来越高，很难支持大

规模、长时间的低效训练。过度使用

高价值实装、大量消耗弹药的训法已

不可持续，甚至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

提升。

向精准施训要效费比。同样的武

器装备、同样的训练时间、同样的保障

条件，不同单位在训练质量上却存在

差距，区别就在于组训模式是否精细、

施训方法是否精准。针对不同任务、

不同装备和不同人员技战术水平，应

坚持精确计划、精确组织、精确考评、

精确保障，提高全周期、精细化训练管

理水平，提升装备使用和维护的标准

化、规范化水平，确保每一滴油、每一

发炮弹、每一分钟训练都物有所值。

向 科 学 组 训 要 效 费 比 。 随 着 部

队合成化、专业化、联合化水平不断

提高，训练课目明显增多，教学资源

难统筹、场地设置难规范、教学进度

难把握、组训标准难统一等训练难题

逐渐凸显，迫切需要在科学组训上下

功夫。应进一步统筹好训练内容、对

象 和 资 源 ，在 做 好 安 全 评 估 的 前 提

下 ，多 设 置 技 术 战 术 融 合 的 综 合 课

目 ，多 统 合 保 障 需 求 接 近 的 训 练 任

务，多安排互为条件的对抗训练，力

求训练效果最大化。

向科技强训要效费比。“顺理而举

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创新发展

先进训练手段和方法，是强化科技练

兵、科技强训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训

练质效的可靠途径。各单位应积极开

展科技练兵活动，大力加强模拟化、网

络化、对抗性手段建设，坚持改进练兵

手 段 ，提 高 训 练 科 技 含 量 ，探 索“ 科

技+”“网络+”等训练方法，走开“模拟

多训、实装精训”的练兵路子，全面推

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努力把科技优

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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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中旬，某地战车列阵、炮声轰

鸣，第 72 集团军某旅一场合成营体系进

攻训练火热展开。

战术规避、高空盘旋、低空突防……

战斗伊始，侦察队员快速渗透至预定地域，

多架侦察无人机悄然升空，地面侦察车同

步行动，快速对“敌”展开立体侦察。

战场诡谲多变，特情不期而至。正

当炮兵分队准备展开协同打击时，突遭

“敌”强电磁干扰。指挥员沉着冷静、见

招拆招，采取多种抗干扰措施保持通信

畅通，并组织电子对抗连采取反制措施，

顺利突破电磁屏障。

“唯有加强各兵种各要素协同，淬炼

合成硬功，才能在未来战场上夺取制胜先

机。”该旅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注重培

塑合成思维，深入查摆平时训练中存在的

各类问题；着眼未来战场需求，狠抓主战

专业与小特专业的协同训练，提升合成营

整体作战能力。

据介绍，下一步，该旅将在复盘总结

的基础上，制订针对性改进措施，组织强

化训练、专攻精练，积极探索优化体系练

兵新路子。

第72集团军某旅—

兵种协同淬砺制胜刀锋
■刘 煜 肖雨轩

作为军队的主力、军营的主体，年轻

战士的成长成才，事关个人进步、影响部

队建设。“留不常迟，遣不恒疾”，老班长希

望新战友尽快适应快节奏的军营环境，

“望兵成才”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战士成

长成才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需要以辩证的视角来看待。

答好新时代带兵课题，要学会在

“快”与“慢”之间寻求平衡。“快”是时

代的命题：武器装备日新月异，战斗力

建设等不得、拖不起，带兵人和战士都

必须不断强化忧患意识，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切实扛起

强军使命。“慢”是能力的积蓄：经验的

获取、水平的提高，都需要下细功夫、

慢 功 夫 、长 功 夫 ，非 一 朝 一 夕 所 能 完

成，“浇水、施肥、剪枝、除草”都要掌握

好节奏。唯有把握好“快”与“慢”的辩

证法，才能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带出

高素质、能打仗的好兵。

慢是成事的基础，快是前进的姿

态。我们不能因为求进而忽视了“慢”

的考量，也不能因为求稳而轻视了“快”

的节奏。只有“快”与“慢”相辅相成、取

舍得当，才能谱出新时代带兵之道的和

谐旋律，培养出一个个尖子，锻造出一

支支劲旅。

答好“快”与“慢”的辩证题
■刘 飞

带兵人说

11 月上旬，第 77 集团军某旅

组织实弹射击训练。

黄 伟摄

11月中旬，武警兵团总队执勤

第五支队开展捕歼战斗训练。

任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