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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胸、收腹……”日前，第 79 集团

军某旅组织召开基础体能课目示范现场

会，某连干部栾帅结合课目演示，认真讲

解单杠课目动作要领，百余名来自机关

和基层的干部骨干现场观摩。

“积极识变、主动应变，才能不断提

升练兵质效。”该旅领导介绍，新修订的

《陆军军事训练大纲》施行以来，一批新

课目亮相训练场，组训施考面临新的难

题和挑战。该旅在认真研学新《大纲》基

础上，组织召开解析式现场会，安排训练

骨干示范讲解新《大纲》中的新课目、新

变化，培养更多按纲施训“明白人”。

为确保演示到位、解读到位、标准到

位，他们遴选基础扎实、素质过硬的基层

教练员，对新《大纲》中变化较大及新增

加的训练课目展开专攻精研，采取“一课

一会”模式，分课目组织召开现场会，并

配套下发讲解教案，将研训成果及时辐

射全体官兵，第一时间把新《大纲》的变

化讲清楚、说明白，让官兵训有所依、考

有所凭。

战术训练场上，某连干部李苏洋结

合现地实景、投屏图解，全方位解读某新

课 目 的 场 地 设 置 、要 点 提 示 和 要 领 口

诀。理论讲解结束后，示范分队队员轮

番上阵，为大家演示分解动作和连贯动

作。分队队员屈身快速前进，利用各种

障碍隐蔽观察，动作标准、身手矫健，赢

得阵阵掌声。现场观训的中士郭富刚

说：“看到新课目如此紧贴实战，我迫不

及待想要赶快练起来！”

解析式现场会紧盯新课目新变化，

激活训练“一池春水”。手榴弹投掷训练

场上，官兵针对新规范的手榴弹使用课

目展开训练。走下训练场，二级上士唐

潇兴奋地说：“新《大纲》规范的训练课目

更加注重实战运用，形式更加灵活，我们

要持续强训研练，把各课目练精、练透，

真正练就制胜战场的过硬本领！”

第79集团军某旅—

培养按纲施训“明白人”
■张 可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战车轰鸣，尘土飞扬。日前，西藏

军区某旅综合训练场上一派火热的练

兵景象，各分队按照新年度计划有条不

紊展开训练。

训练场上，一群特殊的跟训人员

吸 引 了 记 者 目 光 —— 来 自 某 军 工 厂

的 技 师 杨 铖 和 他 的 同 事 们 。 他 们 在

训 练 场 上 全 天 跟 训 ，并 结 合 训 练 进

度，向官兵详细讲解某型装备的工作

原理、现场演示各类场景的操作要领

和装备后期维护保养事宜。据介绍，

他们已来队跟训两个多星期，在他们

的帮助指导下，不少官兵已经能够独

立操作装备执行任务，人才成长周期

明显缩短。

该旅一名领导介绍，针对近年来

不少新装备列装部队，导致部分课目训

练基础不牢等问题，旅党委按照“院校

联训教战术、厂家联保教技术、自学自

训打基础”的思路，多措并举加速官兵

成长成才。

“ 检 查 完 毕 ，可 以 起 飞 ！”无 人 机

训 练 场 上 ，某 新 型 无 人 机 在 操 作 手

周 渭 斌 的 操 控 下 ，迅 速 飞 向 目 标 区

域 。 很 快 ，一 组 组 侦 察 数 据 回 传 至

控制终端。

“新装备刚配发，旅里就邀请厂家

人员来队指导，如今我已能够独立操

控。”周渭斌高兴地说。

据悉，自去年 10 月以来，该旅已协

调多个厂家派人来队指导，邀请 10 多

名院校专家来队授课辅导，开设多门专

业化人才培养课程。他们还根据院校、

厂家送学情况，同步分层级、分专业、分

类型开办多个培训班，让最新组训施教

成果及时送达基层一线。

在刺杀训练场，某连连长结合院校

教员来队教学时录制的一段视频，为大

家讲解实战对抗动作要领。他告诉记

者，院校教员来队辅导，在规范训练内

容、方法、标准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该

课目训练的对抗性、实战性。

联 合 育 才 天 地 宽 。 该 旅 领 导 介

绍，前不久，该旅列装的某新型装备迎

来首次实弹射击检验，命中率达到优

秀标准。

西藏军区某旅—

联合育才天地宽
■本报记者 郭丰宽 通讯员 张子钦

一名两次问鼎“金头盔”的空军飞

行员，在谈及自己比武心得时说：本领

的“保鲜期”越来越短，如果满足于现

在的优势不求进取，今天的“撒手锏”

明天就可能成为致命软肋。这番感悟

告诉我们，再强的“撒手锏”也有“保鲜

期”，轻视战法创新，老旧的“撒手锏”

就可能变成新弱点。

兵法讲，战胜不复，知变为大。灵

活 是 战 场 的 灵 魂 ，知 变 是 胜 战 的 关

键 。 世 界 上 没 有 完 全 相 同 的 两 场 战

争，复制昨日的得意之作未必能取得

明天的胜利。特别是在信息化智能化

战争中，战争的非重复性和作战方式

的一次性效应，表现得愈加明显。因

循守旧，刻舟求剑，必定与下次胜利无

缘。诚如前苏联军事家伏龙芝所说：

“任何战术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阶

段；如果武器改进了，技术有了新的进

步，那么军事组织的形式、军队指挥的

方法也会随之改变。”

毛泽东同志曾说：“共产党打仗，

没 有 什 么 老 样 。”麻 雀 战 、地 雷 战 、地

道 战 等 经 典 战 法 ，“ 猛 打 猛 冲 猛 追 ”

“零敲牛皮糖”等策略战术，都是我军

根据战争实际情况随机应变、灵活用

兵 的 结 果 。 我 军 之 所 以 能 一 次 次 克

敌制胜，原因就在于善于针对不同战

场 、不 同 对 手 采 取 不 同 打 法 ，总 能 从

强敌之弱、我方之长上找出对付敌人

的 办 法 。 相 反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中 ，

波 兰 用 引 以 为 豪 的 骑 兵 对 阵 德 军 的

坦 克 ，很 快 就 战 败 亡 国 ；法 国 用 尝 过

甜头的防御战应对德军的闪电战，结

果 斥 巨 资 建 造 的 马 其 诺 防 线 被 德 军

绕过，形同虚设。

战争是最讲究创新的领域。过去

行之有效的战术，现在未必可行；上次

成功的路径，依样画葫芦可能会吞下

失败的苦果。“世界上最难翻越的山，

是由自己的成功经验、既有成见和传

统习惯堆积的山。”如果固守机械化战

争思维，一搞对抗就是迂回包抄、猛打

猛冲；如果缺乏联合素养，对新型作战

力量不会运用，习惯于单打独斗；如果

在战法设计上一厢情愿、闭门造车，在

战法创新上盲目跟风、纸上谈兵，结果

只能是被对手牵着鼻子走。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

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冯骥才的小说

《神鞭》中，主人公傻二靠祖传的辫子

功，打败天津许多武林高手。但当辫

子被八国联军的洋枪打断后，他又剪

掉辫子苦练枪法，从“神鞭”变成了百

发百中的“神枪”。“傻二”不傻，他懂得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绝技，真正的

绝技是应时而变的。今天，战争制胜

机 理 和 打 赢 能 力 标 准 已 发 生 深 刻 变

化，每名军人心中都要做好“撒手锏”

不灵了的准备，大力发扬我军机动灵

活的战略战术，瞄准强敌对手，设计创

新出“以能击不能”的有效战法。

（作者单位：75210部队）

“撒手锏”也有“保鲜期”
■方立波

本报讯 林泽、宋雨涛报道：“请假外出手

续 复 杂 、程 序 繁 琐 ”“ 政 策 法 规 宣 讲 照 本 宣

科”……1 月底，火箭军某旅组织机关基层双向

讲评会。参会官兵说问题不遮不掩、直击痛

点，让不少机关人员如坐针毡；机关部门通报

基层统计数据粗疏错漏等问题指名道姓、见人

见事，让基层主官红脸出汗。

“发现真问题，才能真解决问题。只有让

机关基层‘打开天窗说亮话’，才能群策群力，

找准破解难点、堵点、瘀点的方法路子。”该旅

领导介绍，此次双向讲评会召开前，他们明确

要求，机关基层要认真梳理问题清单、总结症

结原因，切实找准双方工作中的疏漏和不足，

让双向讲评会开出实效。

此次双向讲评会上，官兵指出的问题涉及

军事训练、福利待遇、办事程序等方面。会议

现场，参会旅领导明确要求，机关对官兵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现场答复，明确责任人和解决时

限；不能现场解决的要拉单列表，集中研究整

改措施，并及时向官兵反馈。

找 准 症 结 开 良 方 ，有 的 放 矢 促 发 展 。 机

关每周工作统筹形成“一张表”，防止基层工

作忙乱；组织炊事员、驾驶员、修理工等岗位

官兵集中培训，拓展能力升级渠道；定期开展

法规宣讲下基层活动，对公积金贷款、工资津

贴调整等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事项，及时组

织专题宣讲 ，现场答疑解惑……该旅领导介

绍，双向讲评会结束后，他们针对官兵提出的

意见建议，逐一制订整改措施并跟踪问效，基

层官兵对机关满意度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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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兵董荣森在全团歌唱比赛中

获评‘最佳歌手’。”这几天，新疆军区

某团“红缨”广播站播报的一条新闻，

在官兵中引起热议。看到身边战友投

来赞许的目光，董荣森的心头泛起阵

阵暖意，思绪不由得回到了比赛前的

那段时光。

去 年 ，董 荣 森 怀 揣 梦 想 走 进 军

营。新训刚刚展开，他不慎摔伤，只能

卧床休养。看着身边战友学习训练进

行得热火朝天，自己却只能与病床为

伴，董荣森心里很是失落。董荣森的

情绪变化，班长魏亚辉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

一天，连队公告栏贴出的一则关

于在官兵中开展文体活动的通知，引

起魏亚辉的注意。原来，为丰富军营

文化生活，激发官兵工作训练的热情

动力，该团计划在官兵中广泛成立军

营广播、演唱小队、军营 DV 等兴趣小

组，号召大家踊跃报名。

看到“演唱小队”几个字，魏亚辉

想起了学过声乐的董荣森。“让董荣森

加入演唱小队，给他一个发挥自身特

长的机会，没准能帮助他走出情绪低

谷。”最终，在魏亚辉的鼓励支持下，董

荣森决定报名参加。

精心布置的排练场地、丰富多样

的 音 乐 器 材 …… 第 一 次 走 进 演 唱 小

队，董荣森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那

一刻，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舞台上创

造属于自己的精彩。几次排练下来，

董荣森凭借扎实的唱功，被选为合唱

队主唱。舞台上的如鱼得水，让董荣

森一扫此前的消极情绪，自信的笑容

重新浮现在脸上。

合唱小队成立后，不仅利用每周

文体活动时间为官兵表演节目，还自

编自导自演情景剧《接过先辈的枪》，

广受全团官兵好评。走下舞台，董荣

森感慨地说：“排练这部情景剧，让我

深刻体会到革命先辈奋勇拼搏、无惧

生死的大无畏精神，点燃了我立足岗

位、建功军营的热情，激励我敢于战胜

困难、不断冲锋向前。”

“阵地在哪里，课堂就在哪里。”该

团领导介绍，与自上而下的说教式教

育相比，青年官兵更喜欢自主学习、全

程参与的实践式教育。为此，他们积

极探索深化群众性自我教育的有效路

径 ，不 断 激 发 官 兵 的 参 与 热 情 ，形 成

“人人参与、人人学习、人人受益”的良

好局面，教育质效显著提升。

随着活动深入开展，不少有特长

的官兵走到“聚光灯”下。该团党委一

班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思考：

如何让没有突出特长的普通官兵也能

登上舞台，确保活动的铸魂育人功能

触及每名官兵？经过调研论证，他们

决定，对军营广播、信息视窗等载体的

覆盖范围作出调整，聚焦坚守平凡战

位的普通战士，讲好每名官兵的强军

故事。

消息传出，该团某营“军营 DV”摄

制组组长张俊豪的脑海中，立即浮现

出上等兵罗梦浩的身影。去年部队赴

高原驻训期间，张俊豪曾与罗梦浩一

起站岗执勤。任务期间，哨位周围一

有风吹草动，罗梦浩总能第一时间察

觉并快速处置。他的严谨认真，令张

俊豪深感钦佩。

“既然舞台属于每名官兵，何不请

他出镜？”随后，张俊豪便将镜头对准

罗梦浩，为他拍摄了一部专题短片。

经过精心剪辑，张俊豪拍摄的短

片《普通战士的一天》上传至该团强军

网。短短 3 分钟的视频，浓缩了罗梦浩

平凡的一天。短片结尾处，一段文字

直击官兵心灵：“戍边守防、建功军营，

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做出多么轰轰烈

烈的大事。扎根岗位、默默奉献，就是

一名军人最纯真的本色……”

短片一经播出，迅速在该团官兵中

引起热烈反响。从罗梦浩身上，大家能

看到自己的影子，也更加深刻理解了

“平凡”的内涵、“坚守”的意义。

点亮军营“聚光灯”，让每名官兵

成 为“ 闪 亮 的 星 ”。 该 团 领 导 告 诉 记

者，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丰富拓展群众

性 自 我 教 育 形 式 ，聚 焦 身 边 人 、身 边

事，激励每名官兵以主人翁的姿态扎

根军营、融入战位，书写属于自己的军

旅青春。

新疆军区某团深化群众性自我教育引导官兵成长成才—

让每名官兵成为军营“闪亮的星”
■冯 炯 崔浩浩 本报特约记者 高 群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前不久，陆军某团组织实弹射击训练。 戚东波摄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官兵

踏雪巡逻。图为巡逻途中官兵清理界

碑附近积雪。

本报特约记者 张永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