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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某地，寒风凛冽，陆军某团一场

夜间综合训练拉开帷幕。

“前方出现小股‘敌军’，你部迅速前

出 支 援 ！”接 到 命 令 ，某 营 官 兵 迅 速 行

动。就在此时，对讲机传来报告：“5 号

车发生故障，请求靠边检修！”随队考核

员闻言不由抬头望向该营营长，只见他

胸有成竹地远程指挥 5 号车驾驶员进行

检修，命令分队其他车辆正常行进。不

一会，对讲机再次传来 5 号车的报告：

“故障已排除。”很快，故障车辆追上并加

入编队正常行驶，整个过程用时不到 10

分钟。

“远程机动过程中，单靠一支修理分

队很难及时保障每一辆车，因此我们要

求驾驶员做到‘驾修双能’。”该营营长介

绍，在过往的一次山地长距离机动训练

中，一辆运输车右前轮爆胎。更换轮胎

时，驾驶员发现车轮有轻微幅度摆动，疑

似轴承松脱。虽然清楚故障原因，但因

缺少独立完成轴承调试的经验，加上修

理人员无法赶来，驾驶员只能硬着头皮

自己动手，感觉无碍后便匆忙发动车辆

追赶车队。

然而，这样的处理并没有完全解决

问题，没过多久，轴承就因耦合不严出现

了更严重的故障，车辆一时间无法继续

行驶。这名驾驶员只能坐等救援，拖慢

了整个车队的行进速度。

“不想在战场上‘掉链子’，就必须提

升驾驶员自主抢修能力。”复盘会上，驾

驶员自主抢修能力不足的问题引起了团

领导的关注，他们很快制订推出一系列

举措：组织驾驶员与维修骨干“结对互

学”，利用日常训练、换季保养等时机补

齐驾驶员维修能力短板；修理专业培训

名额适当向驾驶员倾斜，以点带面，培养

“驾修双能、业务一流”的专业骨干；科学

制订训练计划，在符合大纲要求的基础

上，增加故障诊断与排除训练课目时间

占比，并将考核成绩纳入年度考评……

该团领导介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

力，驾驶员队伍应对处置突发情况的能

力明显提高。在最近一次的长距离机动

训练中，分队官兵密切配合，高标准完成

任务。

陆军某团加强驾驶员队伍培养—

提升自主抢修能力
■谢 威 陈 希

“李家出了个‘花木兰’嘞！”新年伊

始，万象更新。伴着欢快的鼓点，在军地

领导和父老乡亲的簇拥下，一份立功喜

报送到了火箭军某旅二级上士李沛仪的

父母手中。李沛仪的父母披上绶带，接

过“三等功臣之家”牌匾的那一刻，小小

院落里响起热烈掌声。

“军地领导把咱姑娘的立功喜报送

到家，真是开年见喜啊，这是最好的新年

礼物！”一遍遍抚摸喜报，李沛仪父亲的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激动和喜悦。

“喜报寄送工作关乎军人军属荣誉

感、获得感，关乎部队凝聚力、向心力。”

该旅领导介绍，为立起崇尚荣誉、争当先

进的鲜明导向，激励官兵在岗位上争优、

在实干中建功，连日来，他们开展“喜报

送家门”活动。该旅派出专人与退役军

人事务局和人武部等军地单位部门通力

协作，成立“送喜小队”，将 49 份立功喜

报送到立功官兵家中，并同步展开家访，

解难纾困。

“祝贺王亚鹏同志荣立三等功！”读

喜报、披绶带、挂牌匾、照合影……在亲

朋好友的祝贺声中，上士王亚鹏与妻子

李雪菲紧紧相拥。王亚鹏和李雪菲都是

军人，在为丈夫喝彩的同时，李雪菲也对

他说出了自己的新年目标：“今天见证了

你的荣光时刻，明年此时，我也要让你为

我骄傲。”

“大家看镜头！”伴随着话音，“送喜

小队”成员按下快门，为上士张安曌和其

家人拍下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全家福”。

作为军营“摄影小达人”，张安曌经常记

录战友训练工作生活的精彩瞬间。如今

手拿照片，他有些感慨：“10 多年来，我

记不清拍了多少张送喜报照片，却是头

一次站在镜头前，这张照片我一定好好

保存。”

该旅某营二连干部向桂林家中，“三

等功臣之家”牌匾旁还挂着一幅毛笔字，

上书“再立新功”。这是喜报送达当天，

向桂林父亲写下的对儿子的期盼。“虽然

我取得了这项荣誉，但是工作仍有需要

改进完善的地方。”看着荣誉牌匾和“再

立新功”4 个大字，向桂林决心今年带领

连队取得更大荣誉。

喜报传递温暖，荣誉催人奋进。近

日，该旅展开战备拉动训练，二级军士

长 余 国 华 冲 锋 在 前 ，带 领 分 队 迅 速 处

置 各 种 特 情 。 就 在 前 一 天 ，他 的 父 亲

发 来 收 到 喜 报 的 视 频 ，父 亲 脸 上 无 比

自 豪 的 笑 容 ，让 余 国 华 干 劲 十 足 ，他

说：“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新的一

年，我一定以更昂扬的状态投身训练，

争取再创佳绩！”

上图：“送喜小队”成员与立功官兵

家人合影。 吴 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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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

新闻前哨

1月上旬，第 76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兵全要素连贯考核，检验提升官兵遂行作战任务能力。图为翻越障碍。 崔获阳摄

一般而言，每天晚饭前的一段时

间，基层部队会组织体能训练，但隆冬

时节，记者走进第 77 集团军某旅却看

见另外一种情景：某连官兵没有前往

运动场，而是按计划赶到刚落成的装

备训练专修室，开始进行通信装备操

作训练。

“怎么在这个时间段练习装备操

作？”面对提问，该连连长告诉记者：

“我们现在开展基础训练时，大多实行

‘错峰训练’，今天的体能训练内容，大

家已经在上午完成了。”

“你经历过堵车吧？其实装备操

作训练也会‘堵车’，导致时间在等待

中被白白浪费掉。”这名连长向记者打

了 一 个 形 象 的 比 喻 ，“ 所 谓‘ 错 峰 训

练’，就是各连按需错开训练时间，避

免官兵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堵车’上。”

说着，这名连长道出一段往事。

去年，连队按照原定训练计划组

织开展某导航系统终端操作训练。由

于终端数量有限，在完成理论授课后，

官兵们只能“排队”进行操作练习，等

到最后几名新兵上手时，此前的授课

内容已被他们忘记了大半。

“不仅如此，由于该导航系统终端

操作讲究又快又准，基础好的官兵可

能七八分钟就能掌握要领，而底子薄

的战士或许要小半天才能弄懂如何使

用。因此，官兵们的学习进度各有不

同 ，很 难 像‘ 使 枪 弄 炮 ’那 样 分 批 组

织。”谈及此事，这名连长感慨颇深，

“偌 大 的 训 练 场 上 ，更 多 的 官 兵 在 干

等，实际训练时间很有限。”

针对这种现象，有人提出向别的

连队借用导航系统终端，但训练计划

是旅里统一制订的，这个阶段几乎所

有连队都在训练这一课目，很难借到

多余的装备。此外，出于避免装备损

坏的考虑，一些连队即便有装备闲置，

也不敢随意借给他人。

“不仅是导航系统终端，诸如通信

电台、一体化指挥平台等装备训练也不

同程度存在类似问题。”该旅作训科科

长告诉记者，训练大纲要求官兵人人掌

握这些装备，可装备并非配发到单兵，

若有关课目集中在同一个时间段一起

训练，就会出现“排队”等待、“一人练、

多人看”的情况，训练质效并不高。

为解决这个问题，该旅党委经过

研究，决定实行“错峰训练”，在制订训

练 月 计 划 和 周 表 时 通 盘 考 虑 各 连 需

求，避免装备训练扎堆展开。与此同

步，他们着手建设多间装备训练专修

室，以机关的名义整合全旅装备资源，

供官兵集中使用。

“错峰训练”效果如何？记者走进

另一间装备训练专修室探访。只见某

连正在进行某装备操作训练，官兵们

以班为单位各自围坐在装备前，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

“按照原有计划，这个课目训练本

来 统 一 安 排 在 基 础 训 练 阶 段 之 后 进

行。如今旅里实行‘错峰训练’，连队

二 级 上 士 以 上 的 战 士 已 提 前 投 入 训

练，其他官兵则另找时段有序展开。”

该连连长告诉记者，“由于该装备只配

发到指挥班，过去每名战士实操训练

时长至多不过一两个小时，组训难度

较高。现在旅机关把各连的装备都集

中到了专修室，这样一来，每名官兵的

平均训练时间大幅延长。”

“有了充分的时间作保证，学习掌

握新装备更高效。”说着，这名连长取出

一张成绩单，“以往连队该课目考核合

格率常年徘徊在 70%左右，而在前些天

组织的阶段性摸底考核中，这个课目首

次达到全员合格，优良率突破 85%。”

“我们常说神枪手是用子弹‘喂’

出来的，装备操作训练也同样如此。”

谈及“错峰训练”带来的变化，该旅领

导感触颇深，“过去那种‘齐步走’的组

训方式固然方便，但科学施训应当坚

持目标导向，必须事不嫌繁，以成效论

优劣高下。”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

还会继续把“错峰训练”的理念推广到

其他对装备、器材、场地要求较高的课

目中，确保每一次训练都分秒必争，让

官兵练出高水平、练出真本事。

第77集团军某旅装备操作训练，官兵不再“排队”等待—

“错峰训练”盘活装备保障资源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王 杰 陈 昊

这条新闻中所讲的“错峰训练”，

其实质是通过对训练的科学管理，避

免训练资源的浪费和不必要的冲突，

从而提高训练效益。

随着军队调整改革，越来越多的

高技术、信息化装备配发至基层部队，

各级带兵人在组训施训中须特别重视

科学管理，才能推动这些新装备尽快

形 成 战 斗 力 。 正 如 文 中 一 名 连 长 所

说，要避免官兵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堵

车”上，只有通过科学管理盘活训练资

源，让更多的官兵有充足的时间来学

习新装备，才能尽快熟悉装备性能、熟

知工作原理、掌握操作技巧。相反，若

是训练计划不够科学精细，势必无法

产生理想的训练效益。

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和组训者强

化精细化的科学训练思维，在训练筹

划、训练组织上下更大的功夫。各级带

兵人应深刻认识到，在“专业更多、装备

更新”的练兵新形势下，过去那种片面

强调形式上统一、场面上热闹的施训组

训模式，看似抓训有力、轰轰烈烈，实则

并不符合战斗力生成规律。唯有跳出

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采取更加科学的

组训模式，才能真正训出质量训出效

益，不断推动基础训练转型升级。

基础训练呼唤科学管理
■李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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