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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3月上旬，空军航空兵某旅

组织飞行训练。

虞达显摄

下图：近日，海军某支队开展

实战化训练。

张东杰摄

3 月南海，春暖花开。南部战区

海军某旅一场实战化训练如火如荼

展开。

装备方舱内，任务官兵针对目标

空域展开侦察搜索，键盘敲击声、电

台嘀嗒声此起彼伏。

该 旅 某 连 上 等 兵 、操 作 号 手 刘

毅 林 第 一 次 担 任 主 号 手 ，感 到 有 些

紧 张 。“ 深 呼 吸 ，保 持 专 注 。”一 旁 负

责 指 导 的 副 班 长 陈 国 斌 不 时 提 醒 。

在 他 的 耐 心 帮 助 下 ，刘 毅 林 顺 利 完

成任务。

“新时代官兵关系的呈现方式趋

于 多 样 化 ，既 是 战 友 ，也 可 能 是‘ 球

友 ’‘ 网 友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以

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纽带，官兵之间更

容易拉近距离、密切关系，陈国斌与

刘毅林这对训练场上的“搭档”，便是

从军营慕课评论区的“网友”发展而

来的。

前段时间，刘毅林通过军营慕课

学习专业理论时，感到不少内容晦涩

难懂，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在评论

区提出自己的疑问。很快，一个署名

“猛虎”的网友跟帖作出了详细的解

答，让刘毅林豁然开朗。

此后，刘毅林多次在军营慕课评

论区提出问题，“猛虎”总能给出令他

眼前一亮的答案。就这样，两人渐渐

成了评论区里的“好友”。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毅林发现，

“猛虎”的真实身份，竟是自己的副班

长陈国斌。意外之余，刘毅林对平时

不苟言笑的副班长多了几分亲近感，

不仅积极向他请教专业理论学习秘

诀，还经常一起探讨工作训练中遇到

的各种难题。

面对勤奋好学的刘毅林，陈国斌

也乐于将自身所学倾囊相授。经过

一段时间努力，刘毅林的专业理论成

绩取得明显进步。

“比起带有强制性的指令，新时

代官兵更乐于倾听来自战友的意见

建议。”该旅领导介绍，为更好地融洽

官兵关系，他们积极打造“砺电”品牌

文化矩阵，建立“砺电之声”广播站、

“深蓝书吧”、军营唱吧等文化活动场

所，组建电声乐队等兴趣小组……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平台，吸引更多官

兵同关注、同参与、同交流、同奋斗。

不知不觉中，许多干部骨干成了战士

们的“书友”“球友”“队友”，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更加得心应手。

密切官兵关系，不仅要让官兵玩

到一起、聚在一块，更重要的是把官

兵的心融在一起。为此，该旅除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外，还积极组织

军体活动，充分发扬集体感召力，增强团队荣誉感，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官兵团结

互助精神。

为备战一场军体运动会，原本性格内向的上等兵吴昊在指导员的鼓励下，

报名参加了“五人圆木”项目比赛。

赛前合练时，吴昊所在团队表现并不出众。训练结束后，吴昊感觉自己

肢体力量较弱，担心会拖团队的后腿。

看出吴昊的顾虑，团队成员、一级上士冯蒙鼓励他：“‘五人圆木’项目比的

不是单纯的力量和速度，而是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只要我们心往一处靠、劲

往一处使，就有赢得胜利的希望。”

那段时间，5 名团队成员利用每一次练习的机会，一点一点提升默契度，训

练成绩稳步提升。

决赛那天，听着震天的加油声，吴昊与队友默契配合，圆木在均匀的节奏中

一起一落。哨声响过，裁判宣布，吴昊所在团队打破该项目纪录。一瞬间，吴昊

热泪盈眶，与战友的心贴得更近了。

该旅一名连队干部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有的干部骨干感觉“兵难带”，与

大家朝夕相处久了才发现，带兵人不仅跟着他们变“潮”了，与战士之间的共

同话题也明显多了起来。

“带兵，就是一个‘融’的过程。”该旅一位领导说，一个凝聚力强的连队，走

出来的官兵都带着这个集体的精气神。

的确，刘毅林与陈国斌互帮互助、携手共进，不仅专业理论成绩突飞猛进，

在管理、指挥方面也崭露头角；性格内向的吴昊逐渐对战友敞开心扉，越来越愿

意融入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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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工作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抓落

实难在精准、成在精准。正如习主席所

强调的：“要强化精准思维，做到谋划时

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以绣花功

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

精准思维是思维活动、工作方法和

行为方式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化繁为

简、化抽象为具体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

法，有利于抓住事物的关键和要害，有

助于保障工作开展的针对性、准确性和

有效性。“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对

国防和军队建设来说，越是现代化越要

精准化。“在信息化战争中，你可能拥有

100∶1 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可能因

为一根保险丝而全面改变。”不论是练

兵备战还是日常管理，不论是深化改革

还是落实规划，不论是后装保障还是正

风肃纪，都要聚焦“精准”二字，下足“绣

花”功夫，少些“概略瞄准”，多积“尺寸

之功”。

精准领会政策精神。毛泽东同志

曾 深 刻 指 出 ：“ 政 策 和 策 略 是 党 的 生

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

不可粗心大意。”任务越是艰巨繁复，

工作越是千头万绪，越要求各级领导

干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政策意图，

真正吃透政策的精神实质、理解政策

的核心意图、把握政策的规定要求，善

于把工作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考

量和推进，努力把政策的“含金量”转

化为发展的高质量。如果对事关部队

建设的方向性、政策性、关键性问题心

中无数，工作就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发

生偏差。

精准把脉问题症结。问题是政策

的落点和工作的着力点，明确的问题意

识是扎实推进工作、提高工作实效的关

键，也是应用精准思维改进和推动工作

的重要一环。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

除；有的放矢，才能事半功倍。要想使

工作中多些“精准滴灌”，少些“大水漫

灌 ”；多 些“ 恰 如 其 分 ”，少 些“ 过 犹 不

及”，就必须在精准把脉问题症结上下

功夫，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

提实。

精准施策推进工作。运用精准思

维最终是为了有效解决问题，精准施策

是 贯 彻 应 用 精 准 思 维 的“ 最 后 一 公

里”。一些工作落实不到位，不是因为

思路办法不对，不是因为人力财力不

够，而是因为在执行上走形变样。不论

落实上级的决策部署，还是推进一项重

大工作、完成一项重大任务，都应注重

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方案的具体性、措

施的可操作性，严格规范工作标准、完

成时限、运行流程，建立全过程、高效

率、可核实的责任落实机制。

精准是方法，是能力，是作风，也

是担当。精准的背后，是落实“国之大

者”的坚定坚决，是心系打赢的落细落

小，是防范风险的专业敬业，是不计名

利的无私忘我。当年，周恩来同志对

待工作一丝不苟，尤其是对数字的准

确性要求格外严格，不允许工作人员

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等字眼回答

问 题 ，对 一 些 重 要 数 据 还 要 亲 自 核

对。今天，我们也应树牢精准意识，强

化精准思维，养成在工作中精准谋划、

精准施策、精准推进、精准检查、精准

评价的好习惯。

以 精 准 思 维 抓 落 实
■杜柏松 马春雨

本报讯 景红纬、潘炜报道：日前，

陆军工程大学文职教员李南轩结束一线

部队当兵锻炼返校后，第一时间梳理来

自演训一线的典型案例，将其融入课程

教学，受到学员欢迎。

带着课题下部队，收集案例回课堂。

近年来，该校注重将教学实践与部队战斗

力建设紧密相连，坚持教学活动向打仗聚

焦、课题研讨向战场靠近，着力培养一支

素质过硬的文职教员队伍。

针对文职教员群体学历高、思想多

元等实际，他们根据文职教员身份定位、

岗位需求、职责任务等，从强化职业精神

和“姓军为战”思想品质入手，组织文职

教员赴一线部队当兵锻炼，培塑文职教

员强军兴军的使命情怀和献身国防的精

神追求；以竞赛培训为牵引，着力提升新

入职文职教员教学能力和军事训练水

平，锤炼文职教员综合业务能力；结合课

程特点，找准专业知识与部队需求结合

点，优化完善教学设计和课程内容，在教

战研战中不断提升“军味”“战味”。

三尺讲台“战味浓”。文职教员高黎

在英语教学中聚焦国际维和任务中的对

外交流，强化学员的战略思维和世界眼

光；文职教员翟文茜将边塞诗引入教学

设计，在增强文化意蕴的同时，激发学员

报国之志……

文职教员队伍加速成长，助力夯实

为战育人根基。近年来，该校文职教员

指导学员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获国家级

奖励上百项，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技能、创

新能力和综合素质过硬的打仗型军事人

才投身强军实践。

陆军工程大学

培养过硬文职教员队伍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姚欣彤、通讯

员梁超报道：初春时节，第 82 集团军某

旅组织分层集约化组训，战士刘家鹏在

实弹射击比武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走下训练场，刘家鹏高兴地说：“旅里探

索实施的分层集约化组训模式，帮助我

补齐了多项技能短板。这次考核，我的

成绩有了明显提升。”

“分层编组、精细补差，才能更好地

夯实官兵训练根基。”该旅领导介绍，他

们根据人员实际需求改进组训施教方

式，打破以往按建制人员一起组训的传

统模式，将全旅同专业官兵区分不同能

力水平，分层级制订训练计划，把技能水

平相当的官兵统一编组，实施差异化、精

细化训练，大幅提升训练质效。

“按照新的组训模式，成绩靠后的官

兵能更好地补齐短板、查漏补缺；基础过

硬、成绩优异的人员则可以往‘深、精、

全’方向强化训练。”同步展开分层集约

化组训的该旅某侦察分队领导介绍，通

过这样的组训方式，分队全员考核成绩

均达到优良以上。

考核结束后，某无人机分队战士郭亚

澳感慨地说，在教练员的精准指导帮带下，

他逐个课目攻克难关，如愿取得优异成绩。

分层组训施教，提升训练质效。该

旅领导介绍，精细化分层组训有利于最

大限度挖掘资源潜力，有效避免有的“吃

不饱”、有的“跟不上”的问题。下一步，

他们将继续优化分层组训施教的方法和

流程，不断提升基础训练水平。

第 82 集团军某旅

分层组训为基础训练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