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8基 层 传 真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２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刘伟祺

小 咖 秀

Mark军营

带兵人手记

自主组织模拟机降训练，开展协同

射 击 …… 连 日 来 ，第 71 集 团 军“ 临 汾

旅”呈现一派练兵新气象，官兵们按照

年初制订的训练计划，顺利展开多个课

目训练。

为啥要说“顺利”？记者采访了解

到，这背后隐藏着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去年，该旅炮兵营组织专业训练考

核。结果出炉后，倪营长看着手中的成

绩单，一脸的疑惑：相较一个月前，全营

官兵的优秀率、合格率并无起色。

原来，为备战新年度某项比武，倪

营长组建了尖子集训队，把骨干力量集

中起来强化训练。全营专业训练展开

后，余下的大部分战士尽心尽力，从基

础的炮上操作到精细的手工作业，你追

我赶，场面很是热闹。他没想到，大家

的辛苦付出并未获得应有的回报。

“大部分训练尖子都是各个专业的

教练员，他们一被抽走，整个专业的训

练质效就会下滑”“与训练尖子相比，在

及格线徘徊的‘困难户’更需要强化训

练”“训练器材本来就不是很多，这下可

好，都优先保障给集训队了”……官兵

们的反馈让倪营长恍然大悟：为了比武

拿名次，占用过多的训练资源，反而影

响了全营的整体训练。

他随即解散了尖子集训队，让专业

骨干回归本职岗位。同时，通过开展小

班化教学、差异化编组、精细化补差等

办法，探索推开分级分类细训；合理划

分训练场地，统筹调配训练器材，优化

训练周表，防止人员扎堆，避免场地空

置；定期组织训练形势分析，会诊难题

和不足，逐人逐分队设定阶段性目标，

让 每 名 官 兵 都 有“ 推 背 感 ”和“ 饱 腹

感”。多措并举，成效开始显现，倪营长

感慨：“看来，只要想方设法盘活训练资

源，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炮兵营的做法传开后，其他兄弟营

连深受触动。他们认识到，推动基础训

练提质增效，不能总是眼睛“往上看”，

动不动就要求上级新建新增训练设施，

还应该眼睛“向内看”，立足现有条件内

部挖潜，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训练资源用得好用得活，军事训

练的效费比就高，甚至能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党委议战议训会上，该旅领导

肯定了炮兵营的做法，并要求机关开展

调研，就如何盘活用好全旅训练资源

库，拿出可行性方案。

调研中，他们发现，有的连队专业

多、教练员少，造成一些课目漏训、弱

训；有的连队注重抓“两头”，对训练尖

子队伍和各种补差组格外上心，却忽视

了成绩中等的战士，登记统计工作、训

练日站哨、公差勤务等都“优先”安排给

他们；有的连队工作统筹做得不够好，

有时出现其他工作与训练抢人头、抢时

间、抢资源的现象；有的营训练场地明

明暂时闲置，也不愿借给兄弟单位使

用，理由是场地维护整修需要投入精力

和成本……

“一边反映缺少训练资源，一边又

在 浪 费 训 练 资 源 ，这 种 局 面 必 须 改

变！”分析调研情况，旅党委一班人研

究决定，全面盘点和精准测算全旅的

训练场地、教学组训骨干、模拟训练器

材等训练资源，采取内部调剂、重新规

划、拆分合并等方式进行整合，打破基

层营连建制，区分专业、装备、任务等

统一调配。在此过程中，他们还引入

了模拟仿真、虚拟现实、兵棋推演等训

练手段，依托“科技+”“网络+”挖掘新

的战斗力增长点。

于是，该旅训练场上，可喜的一幕

幕相继出现：同一个专业的各个分队，

虽然具有统一的训练目标，但训练节奏

不再“齐步走”，训练扎堆、排队等候的

现象减少了；各专业骨干跨单位传经送

宝渐成常态，一营的班长教会了五营的

兵；训练场地不再专属哪个营连，一张

计划表把场地使用情况安排得明明白

白。有时即便是班排训练，也能根据个

人能力水平、课目难易程度进行分组，

战士们“吃不饱”“吃不消”的情况大为

缓解。

火炮技师李文董扎根岗位多年，见

过不少“大场面”。那天，他牵头组织全

连官兵训练，体验到了盘活训练资源带

来的好处。“如今的火炮训练场，被划分

成不同的功能区，各种工具器材一应俱

全，车组分片摆开，各练各的，互不影

响。这要在以前，肯定又是一部分官兵

练、大多数官兵看。”李文董说。

训练资源高效利用，训练质效节节

攀升。新年度训练展开后不久，该旅组

织了单兵单装能力检验考核，结果显

示，官兵们的成绩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了

明显提高。

集训队解散了 资源库盘活了
—第71集团军“临汾旅”通过内部挖潜提升基础训练质效的一段经历

■华 瑞 本报特约记者 高骏峰

“我代表父亲向‘铁八连’官兵表示

衷心的感谢……”近日，第 74 集团军某

旅某连一级上士李月收到一条短信，发

信者是该连原副指导员刘泉深的女儿。

刘泉深今年 95 岁，解放战争时期，

他率领八连参加战斗时多次负伤，立大

功 2 次，八连因战功卓著被上级授予“铁

八连”荣誉称号。离开部队后，刘泉深始

终牵挂着连队建设。

后来，刘泉深将陈列在鞍山烈士纪

念馆的“铁八连”战旗复制了一面送给连

队，现场主持战旗交接仪式，并给官兵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勉励大家传承

革命精神，当好英雄传人。

去 年 初 ，该 旅 组 织 所 属 各 营 连 开

展寻根溯源教育活动，李月作为“铁八

连”官兵代表，利用休假时机专程拜访

刘泉深。看到这名后生身穿军装的样

子 ，刘 泉 深 仿 佛 看 到 了 几 十 年 前 的 自

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并邀请李月在

家中留宿。

当天晚上，刘泉深饶有兴致地向李

月讲述当年的战斗经过，李月也向他汇

报了连队建设情况，两人一直聊到后半

夜才睡下。

“当时，敌人的暗堡是我军进攻的最

大障碍。八连官兵不畏艰险，誓要拔掉

这根钉子。两名战士爬到碉堡顶部，一

人辅助另一个人倒挂着将炸药包塞进暗

堡，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休假归

队后，李月将收集的素材搬上教育课堂，

生动还原战斗场景，引发官兵共鸣。

去年年底，李月准备将连队取得的

成绩向刘泉深汇报，却从他女儿口中得

知老人病重住院。

当时，刘泉深需要大量输血，但医院

血库告急。连队官兵纷纷要求献血帮助

老英雄，但驻地与刘泉深所在城市相隔

2000 多公里，大家心急如焚。

该连迅速将相关情况上报至旅里，

旅里与距离那所医院最近的海军某部取

得联系。该部 29 名战士主动前去献血，

帮助刘泉深成功脱离危险。

“关爱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革

命前辈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官兵

勇毅前行。”该旅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

主动与像刘泉深一样的老兵建立联系，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邀请他们通过各种

方式为官兵授课。官兵们从他们身上汲

取精神养分，投身到强军实践中。

这几天，李月踏上了休假的归途，他

决定再去探望刘泉深。这一次，他把连

队官兵的祝福与取得的成绩写成一封

信，打算当面念给老英雄听。

左上图：刘泉深（左二）与“铁八连”

官兵合影。 王育民摄

一位英雄与一支荣誉连队的不解之缘
■李浩琦

前 不 久 ，海 军 某 保 障 队 开 展 装 备

应急保障训练，在最后的检测阶段，某

项参数始终显示不合格。装备出库在

即，大家纷纷提议：暂停检测，启用备

份预案。

如 果 选 择 备 份 预 案 ，应 急 保 障 时

间将大大延长。就在这时，一级上士

侯龙杰站了出来。只见他掏出随身携

带的小本子，快速翻动几页，便找到了

解决办法。一旁的战友见状，不禁称

赞：“这一次，又是侯班长的‘秘籍’起

了大作用。”

翻 阅 战 士 口 中 的 这 本“秘 籍 ”，笔

者看到里面分门别类记录着各型装备

的检修日志、检测数据及故障排除方

法。侯龙杰还在页边贴了标签，方便

快速查找。而这样的“秘籍”，他已经

整理了 23 本。

谈 及 整 理“秘 籍 ”的 初 衷 ，侯 龙 杰

陷入了回忆。那年，队里让他担任某

专业的负责人，刚一履新，他就时常被

繁杂的装备数据、各类意外情况搞得

晕头转向。

“如何更有条理地干好检修工作？”

心怀强烈的“本领恐慌”，侯龙杰深信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于是专门买来笔

记本，仔细记录每一次训练和实操的细

节，以及遇到的各种问题。

数 月 下 来 ，千 头 万 绪 的 业 务 工 作

一件件弄清了，侯龙杰不再手忙脚乱，

很快独当一面。

“ 秘 籍 ”越 写 越 厚 ，能 力 越 练 越

强。去年，该保障队列装某新型装备，

为了“先学一步”，侯龙杰决心啃下这

块“硬骨头”。

几 个 月 过 去 ，侯 龙 杰 总 结 梳 理 出

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招法，并记录在

本子上供战友们传阅学习。这些招法

中，有他自己提炼的经验，也有他向厂

家和兄弟单位请教得到的诀窍。

依靠侯龙杰总结的“秘籍”，战友们

与新装备的磨合期大幅缩短，装备保障

效率明显提升，一批批专业技术人才拔

节生长，在本职岗位上发光发热。

二级上士葛会昌是侯龙杰教出来

的徒弟。他告诉笔者：“我能成为技术

骨干，主要归功于师傅的培养。”

据 葛 会 昌 介 绍 ，侯 龙 杰 无 论 帮 带

谁 ，都 要 求 其 养 成 勤 记 笔 记 的 习 惯 。

他还把装备线路图分解成若干小图，

画给徒弟们背记，并逐一讲解工作原

理，直到他们全部弄懂后，才可以动手

操作。

葛 会 昌 好 学 ，侯 龙 杰 讲 解 的 工 作

原理，都被他记在了本子上。如今，葛

会昌已成长为一名能保障多型装备的

检测班长。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在侯龙杰的带动下，保障队的年轻

同志勇挑重担，连连取得佳绩。许多战

士把侯龙杰的“秘籍”奉为圭臬，侯龙杰

始终头脑清醒：武器装备更新换代速度

加快，任何经验做法不能简单套用，必

须时时更新，经受实战检验。

几 天 前 ，该 保 障 队 全 体 官 兵 顺 利

通过了新接装备保障能力考评。“能通

过这次考评，是大家扎根战位、努力奋

斗的结果，今后我还要总结更多的‘秘

籍’，帮助战友们提升打赢本领！”侯龙

杰说。

一句话颁奖辞：有 心 人 ，天 不 负 。

这些“秘籍”背后，是一颗矢志强军打

赢滚烫的心。

“秘籍”越写越厚，能力越练越强
■明 森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垣镔

彭贵钊不爱笑。还没下连，新兵连

的干部就嘱咐我，彭贵钊性格内向，训

练伤还没康复，需要重点关注。

新兵下连第一天，我一眼就认出

了彭贵钊。队列中，他皮肤黝黑、表情

肃穆，自我介绍时，操着浓重的口音，

全程不苟言笑，与其他战友形成了鲜

明对比。

找彭贵钊谈心，他一直低着头，简

短地回答我的问题。直到谈心结束，彭

贵钊才如释重负，礼貌性地朝我挤出一

个微笑的表情。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

笑，虽然笑得比较勉强。

为了带好这个不爱笑的新兵，我与

连长商定把彭贵钊交给班长郑鹏。郑

鹏心思细腻，带兵经验丰富，特别善于

团结新同志。同时考虑到彭贵钊的身

体状况，我还专门挑了一名军体教练员

对他进行帮带。

一段时间过后，彭贵钊的状态仍未

见改观。就在我纳闷之时，郑鹏告诉我

一个情况：彭贵钊刚入伍时素质不错，

好胜心强，新训期间手臂受伤后，看到

同班战友拿到手榴弹投掷课目第一名，

硬要参加训练，导致伤情恶化，只得继

续静养。

“指导员，其实彭贵钊没有我们想

象中那么内向，前几天我还看到他跟六

班的战士小王有说有笑的。”言谈间，郑

鹏透露一个细节：小王和彭贵钊是同

乡，但普通话说得更好。由此回想起之

前谈心时彭贵钊的局促情形，我明白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次找彭贵钊谈心，我主动聊起自

己的“兵之初”经历。当我提到曾因口

音问题而烦恼时，他好像瞬间找到了知

音：“您现在普通话说得这么好，能教教

我吗？”

“贵钊，你是不是觉得战友会嫌弃

你的口音？”我趁热打铁。

听到这里，彭贵钊点了点头。“战

友们对我很关心，但我总因口音问题

与战友沟通不畅，慢慢产生了自卑心

理。加上自己处于养伤状态，担心无

法跟上连队的训练节奏，思想包袱就

越来越重……”我耐心地听他讲完，紧

接着又是一番安慰疏导。

彭贵钊走后，我陷入了反思。浇花

浇根，带兵带心。带兵人既要善于从细

微处体察兵心，又要学会换位思考，唯

有如此，方能对症下药。从彭贵钊坚持

带病参训和他与同乡相谈甚欢就能看

出，我的工作做得还不到位，还没有走

进他的内心。

此后，我和郑鹏经常抽出时间私下

里指导彭贵钊学说普通话。随着一个

个发音被纠正，我感觉他渐渐有了自

信。那天，我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医

生诊断他的手臂已经完全康复。听到

这个喜讯，彭贵钊笑了，在返回路上说

了很多话。

滴水终能穿石。在大家的努力下，

改变正在彭贵钊身上发生。今年年初，

他的体能成绩取得了新突破，人也活泼

了很多，开始和战友们有说有笑。

前段时间，连队举办了小型晚会，

彭贵钊主动报名，演唱了一首家乡的山

歌，引得大家纷纷喝彩。

我把彭贵钊叫到旁边：“新一批战

友就要来了，你这个‘老兵’有信心带好

他们吗？”

“我有信心！”彭贵钊笑了，笑得那

么开心。

（陈游峰、周新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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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新疆军区某团开展巡逻。

杨 龙摄

身边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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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推进基础训练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