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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

新装备列装后迅速形成战斗力，

首次实弹射击成绩优异；开展极限练

兵 ，班 排 目 标 全 部 完 成 ；14 班 在 集 团

军防空专业尖刀班比武中勇夺桂冠；

战 士 罗 祥 辉 在 旅 里 创 破 纪 录 比 武 中

获得单项第一名……年终岁首，回顾

过去一年连队取得的各项成绩，第 72

集 团 军 某 旅 火 力 连 官 兵 难 掩 心 中 喜

悦。

“去年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今年

我们要‘更上一层楼’。”新年伊始，该连

组织新年度工作筹划，由于去年连队建

设势头蒸蒸日上，不少官兵都对新年度

的工作信心满满。有干部骨干建议，要

想工作取得更大进步，就要目标定得高

一些、步子迈得大一些。

就是在这样的激昂情绪中，该连提

出了“争创先进连、人人当尖兵”目标，

明确今年连队要与英模连队、标兵单位

对标对表，并积极和旅机关协调对接，

申请参加各类练兵比武活动。制订具

体工作计划时，除了上级要求的工作之

外，他们还自我加压增加了“每月组织

一次班排比武”“每季度组织全员全课

目考核”等诸多内容，希望尽快补齐短

板，实现连队建设水平大幅跃升。

将这份洋溢着“万丈豪情”的计划

上报营党委时，连队党支部一班人踌躇

满志，本以为会得到肯定，孰料他们收

到的反馈却是教导员的提醒和批评：

“虽然去年连队建设取得了一定突破，

但底子薄、基础弱、尖子少等问题还没

有得到根本解决，盲目设立难以实现的

高目标、随意增加中心工作之外的任

务，对连队建设有害无益。”

随后，教导员来到该连，带着骨干

一同查找分析过去一年连队在练兵备

战、日常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引导他们正确看待取得的成绩，

脚踏实地开展新年度工作筹划。

“制订工作计划既要‘仰望星空’

看长远，也要‘脚踏实地’看实际。”教

导 员 的 帮 带 引 起 连 队 党 支 部 一 班 人

的反思。随后，连队指导员带领干部

骨 干 对 照 学 习《军 队 基 层 建 设 纲 要》

等法规制度，紧盯连队日常训练和管

理存在的矛盾堵点和短板不足，把不

切 合 实 际 的 目 标 从 工 作 计 划 中 剔

除。此外，他们还采取细化分解的方

法 ，明 确 每 项 工 作 落 实 的 负 责 人 、完

成 时 限 、思 路 方 法 ，使 计 划 制 订 更 翔

实具体、更有操作性。

“‘瘦身’后的工作计划篇幅短了、

内容少了，但贴近连队实际，充分考虑

了官兵的承受能力，相信一定能收获丰

硕的成果！”一级上士刘汉青说道。

计划：科学“瘦身”
■陈 凯

“提高新装备实操与战友们的默契

度，今年比武力争第一”“军事训练达到

优秀水平”……

1月上旬，逐个审阅官兵制订的新年

度工作计划，海军某大队某技术队刘队

长颇感欣慰。这一次大家的想法不再千

篇一律，目标不再缺少挑战，而是紧贴个

人实际，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够实现。

然而，就在不久前，刘队长看到官

兵最初制订的新年度工作计划时，不由

得叹了口气。就拿下士朱宏超的计划

来说，他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3000

米跑到 13 分以内；按照‘一专多能’要

求掌握一个其他专业……”

相对于大多数战友而言，这个目标

定得没问题。但朱宏超作为技术队的

训练标兵，3000 米跑到 13 分以内没有

什么难度，在专业素质上早就成为一个

“多面手”。

刘队长发现，像朱宏超一样有意压

低目标预期的不是个例，还有一些官兵在

制订新年度工作计划时显得过于保守。

问题出在哪里呢？刘队长挨个和官兵谈

心得知，由于去年该队有几个月时间忙于

某大项任务，部分有短板弱项的官兵缺少

足够的时间查漏补缺，以致在年终考核时

没有达到年初设定的相对较高的目标，产

生了挫败感。因此，这些官兵在制订新年

度工作计划时便刻意降低了目标。

“虽不是目标越高越好，但也不能把

目标定得过低，起不到引领和带动作用，

只有把目标定在‘上限’，才能使官兵有

压力，才能激发动力。”原因找到后，该队

党支部一班人分工包干，与官兵重新研

究制订个人新年度工作计划，因人而异

制定目标，把之前轻易达到的目标，调整

为需要“跳一跳”才能够得着。

指导官兵合理设定目标只是第一

步，引导官兵稳步朝目标迈进才是关

键。采访中，笔者了解到，该技术队除

了为官兵“圆梦”创造条件、搭建平台、

提供帮带外，还建立了帮带对子随时督

促、班排骨干每天督促、营队每周督促

机制，让大家时时处处把目标放在心

头，落实在行动中。

“我今年的目标，就是积累专业知

识，弄懂装备原理。”上等兵靳培文从作业

包内拿出一沓纸，只见上边详细记录着他

每个月要学习掌握的内容。“班长张宝刚

帮我把这个大目标拆分成很多小目标，逐

个画出路线图，进一步坚定了我达成所愿

的底气和信心！”靳培文告诉笔者。

目标：定在“上限”
■邓天也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垣镔

特别推荐

上 月 底 ，正 在 武 警 警 官 学 院 训 练

基地参加初级指挥教育培训的学员蔡

林 成 喜 上 眉 梢 ，他 撰 写 的 某 项 战 例 分

析获得该基地优秀案（战）例库建设评

比 一 等 奖 。 据 介 绍 ，在 第 二 批 主 题 教

育中，该基地着眼为战抓教，首次在初

级指挥教育培训中开展案（战）例库建

设 活 动 ，广 泛 动 员 学 员 围 绕 部 队 实 际

问 题 展 开 案（战）例 分 析 ，组 织 骨 干 教

员指导修订优秀案（战）例 340 余个，让

备战打仗的实践成果第一时间进入教

材、进入课堂。

“推动战训深度耦合，实现作战和

训练一体化，落实到军队院校，就是推

动战教耦合，实现作战和教学训练一体

化。”该基地领导介绍，基地党委牢牢把

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

要求，坚持战教一致、以战领教，着力构

建战教耦合育人格局，积极推动主题教

育成效转化为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动能

和成果。

“我认为可以根据排射击地带，明

确 各 班 射 击 地 带 和 集 中 射 击 地 段 ，形

成多层交叉火力网……”日前，该基地

训 练 场 上 ，一 堂 分 队 作 战 实 案 化 研 讨

课正如火如荼进行。某教研室主任组

织 学 员 分 析 特 定 背 景 下 的 作 战 对 手 ，

研 究 制 敌 策 略 。 其 间 ，通 过 信 息 化 联

教联训平台，现场连线武警某部，围绕

特定任务条件下的防卫作战难题展开

研讨。

“ 联 教 联 训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使 办 学

育人直通一线战场、紧贴部队实际、对

接 岗 位 需 求 。”该 基 地 领 导 告 诉 记 者 ，

他 们 着 力 提 升 为 战 育 人 质 量 ，不 断 创

新 战 教 耦 合 育 人 模 式 ，先 后 与 陆 军 特

种 作 战 学 院 、陆 军 某 综 合 训 练 基 地 等

开 展 联 教 联 训 联 演 ，全 面 提 升 学 员 作

战 指 挥 和 专 业 技 术 能 力 水 平 ；在 模 拟

训 练 平 台 引 入 虚 拟 现 实 实 景 展 示 ，推

动 虚 拟 仿 真 技 术 进 入 课 堂 教 学 ，依 托

联 教 联 训 平 台 ，搭 建 视 频 会 议 系 统 和

在 线 教 育 平 台 ，使 训 练 环 境 与 作 战 环

境 紧 密 衔 接 ；探 索 工 程 救 援 力 量 纳 入

驻 地 应 急 力 量 体 系 路 子 ，使 教 学 课 堂

延伸到基层一线和任务现场。

“战教一致落到实处就是仗怎么打，

兵就怎么教”“战教深度耦合，表现为战

教需求共同提报、教学内容共同研究、评

估 标 准 共 同 制 定 、教 学 任 务 共 同 筹

划”……记者在该基地战教耦合教学交

流活动现场看到，来自部队一线的指战

员 纷 纷 为 基 地 教 学 把 脉 问 诊 、倾 心 指

导。近段时间以来，该基地先后邀请 5

批次 30 余名部队指战员来到基地，研讨

教学大纲编修、作战指挥重点教材建设、

课程教学计划修订等，推动人才培养供

给侧与部队任务需求侧精准对接、战教

训一体衔接。

战 教 耦 合 育 人 才 ，教 学 质 量 提 上

来。武警上海总队毕业学员鲁帅说：“战

教耦合育人模式让教学更好地对接一

线、面向部队、服务战场，我们回到部队

后能够马上学以致用。”

战教耦合育人才
■本报记者 安普忠 通讯员 李 峰 林建君

“田宇，停止训练！”1 月初，空军地

导某团指导员和乐为在验收阵地时发

现，身体尚未康复的发射班班长田宇训

练时动作明显变形吃力，于是急忙制

止。

田宇因不慎摔伤导致右腿腓骨骨

折，前段时间刚拆掉钢板，连队遵照医

嘱安排田宇继续休养一段时间。没想

到，歇了没两天，田宇就说身体已无大

碍，主动要求参加训练。

见田宇满头大汗，和乐为既生气

又心疼。其实，此前一天体能训练时，

和乐为就注意到田宇跑步姿势有些奇

怪，没跑两圈便被战友甩在身后。他

赶紧上前建议田宇再停训休养两周，

却遭到婉拒：“谢谢指导员，我恢复得

差不多了……”

而这一次，看着指导员关切的眼

神，田宇终于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现

在正是工作任务繁忙的时候，作为骨

干 ，我 更 要 作 好 表 率 ，不 能 拖 累 大

家。”

“工作任务你不用担心，连队会合

理 调 配 人 手 。 但 你 带 伤 参 训 加 重 伤

势，岂不是得不偿失？”做通田宇的思

想工作后，和乐为却躺在床上睡不着：

伤病是军营绕不开的话题，虽然有军

事训练伤临时停止和恢复训练相关规

定，但落实过程中不少官兵还是“跟着

感 觉 走 ”，生 怕 被 战 友 说 成“ 泡 病 号 ”

“怕吃苦”。

在随后几天的谈心交流中，和乐

为发现，连队其他官兵也存在类似的

想 法 。 中 士 张 龙 博 说 ：“ 小 伤 小 病 不

算什么大问题，哪个军人身上没几块

疤 呢 ？ 到 了 训 练 场 就 应 该 拿 出 血

性。”上等兵李光磊则反映，新训时有

战友经常“借病休息”，大家对病号产

生“偷懒”“娇气”的印象，导致他对自

己的小病轻伤隐瞒不报，担心被贴上

这种标签。

“有伤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由

于思想上的不重视导致二次伤害。”官

兵的真心话引起和乐为反思，“有血性

不一定非得带伤训练，合理的停训更不

是娇气的表现，一定要让有伤病的官兵

休养得心安理得。”

与连长沟通想法后，和乐为召集

骨干针对此事进行讨论，引导骨干在

带兵时要主动嘘寒问暖、靠前解难纾

困 ，打 消 战 士 思 想 顾 虑 ，切 忌 把 小 病

拖 成 大 病 ，也 莫 让“ 心 病 ”加 重 伤 病 。

同 时 ，该 连 邀 请 军 医 定 期 巡 检 ，对 伤

病 员 身 体 恢 复 情 况 进 行 判 断 并 给 出

专业建议。

“血性是军人的脊梁，轻伤不下火

线的精神固然值得肯定，但平时训练受

伤后盲目硬拼真的对提升自身能力有

帮助吗？”在不久后的一次教育中，和乐

为专门以“血性”为主题上了一堂讨论

辨析课。

暖兵心才能凝聚军心，讲科学更

能 提 高 成 绩 。 在 近 期 组 织 的 军 事 训

练 考 核 中 ，该 连 合 格 率 排 名 全 营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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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连队采访，总会到两
个地方看看。一个是荣誉
室，那里庄严、神圣，承载着
一支连队的荣光和底气。
另一个则是“照片墙”，那里
鲜活、生动，呈现着一支连
队的活力和状态。

“照片墙”上的照片，多
为官兵自己拍摄，自然在光
线、角度、构图上不像摄影师
拍得那么专业，但由于拍摄
者和被拍摄者都很放松、随
意，所以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本版从即日起开设《我
们连的照片墙》专栏，目的
就是想把全军各个连队的

“照片墙”搬到我们版面上
来。至于对照片的要求，贵
在真实传神，让人看一眼即
被“击中”。当然，如果能在
技法上有所讲究，那就更好
了。

来吧，亲爱的战友，让
我们一起把这面“照片墙”
建好！

——栏目主持人 张 良

投稿请登录强军网
解放军报投稿平台

我们连的照片墙

 1 月初的一天，陆军首支

女子导弹连新兵陈馨语再次紧紧

抓住了冰冷的单杠。

这一次，她屈臂悬垂的时间比

之前增加了一倍，再次突破了自

我。

参加考核前，陈馨语（中）

和同年兵一起跑步热身。她说：

“我可以自信地讲，入伍 4个月以

来，我们每天都在进步！”

特约摄影：下士戴蔓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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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都说“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起步决定后程”，可见一事之初、一年之始是多么
重要。新的一年已经开启，距离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后墙”更近了，需要我们站在高
起点、坚持高追求，继续跑出加速度。

本期，我们推荐两篇关于基层官兵制订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的稿件，希望对广大战友有所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