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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扎伤口时要有敌情意识，随时

观察战场环境……”训练场上，上等兵

李育鸿正在开展自救互救课目教学。

看着他逐渐适应教练员角色，我心里悬

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让义务兵担任军事课目教练员，在

我们连其实尚属首次。

去 年 12 月 ，连 队 负 责 自 救 互 救

课目教学的骨干，被借调到机关帮助

工 作 ，教 练 员 岗 位 出 现 空 缺 。 当 时 ，

李 育 鸿 刚 参 加 完 上 级 组 织 的 卫 勤 专

业 集 训 ，入 伍 前 又 是 一 名 教 师 ，有 一

定的授课经验，连队党支部一班人商

量决定，让他接替负责自救互救课目

教学。

“给学生上课和给战友教学可不

一 样 ！ 我 资 历 尚 浅 、经 验 不 足 ，恐 怕

无 法 胜 任 这 项 工 作 。”没 想 到 ，得 知

连 队 的 安 排 后 ，李 育 鸿 第 一 时 间 表

示拒绝。

看他如此反应，我当即鼓励道：“你

不要有思想负担，可以把战友当作你的

学生看待。万事开头难，你要勇于迈出

第一步。”

在我的劝说下，李育鸿接受了连里

的任命。然而，他的履职并不顺利，第

一次授课就遭遇了挫折。

“理论讲解照本宣科”“动作示范

不够正规”“授课形式过于死板”……

课后，听到战友们的评价，李育鸿羞红

了脸。他再次找到我，想要辞去教练

员一职。

“战胜困难是成长的必修课。”我一

脸严肃地对李育鸿说，“遇到困难不去

想办法解决，却选择了逃避，这可不是

一位好老师该做的。”

我心里清楚，虽然“第一炮”没有打

响，但李育鸿仍大有发展潜力，假以时

日 肯 定 能 胜 任 自 救 互 救 课 目 教 学 工

作。只是眼下这一关，他如果闯不过

去，以后再遇到挑战，很可能会习惯性

放弃。

第二天，我带着李育鸿到一个兄

弟连队“拜师取经”。当时，这个连队

正好在组织自救互救课目教学。教练

员高成龙动作标准规范，内容讲解既

专 业 又 不 失 风 趣 ，课 堂 氛 围 十 分 活

跃。李育鸿听得入了神，直到结束时

还意犹未尽。

“ 你 学 历 比 我 高 ，普 通 话 比 我 标

准 ，还 参 加 过 专 业 集 训 ，比 当 年 的 我

强多了。”课后交流，高成龙得知我们

的来意，与李育鸿聊起了自己的成长

经历。

在担任教练员之初，高成龙遭遇的

窘态不比李育鸿少：理论功底不扎实，

经常被战友问得语塞；口音严重、吐字

不清，授课效果大打折扣……但他没有

被这些困难打倒。他相信“勤能补拙”，

于是抓紧时间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刻苦

练习普通话，积极听取意见建议，坚持

边教学边总结，不断优化组训任教方式

方法。

只用了半年时间，高成龙不仅自己

胜任了教练员岗位，还把战友们的训练

成绩提升了一大块。

也 许 类 似 的 经 历 更 容 易 产 生 共

鸣 ，高 成 龙 的 故 事 极 大 鼓 舞 了 李 育

鸿。回到连队后，李育鸿一头扎进学

习室，翻找资料、设计教案，把操作技

巧整理成易于背记的口诀。而且一有

时间，他就反复练习操作。为了让授

课更加流畅，他还进行了多次试讲，邀

请我当“评委”，指出不足之处，提出改

进建议。

从第二次授课开始，李育鸿明显进

入了状态：理论讲解条理清晰、动作示

范标准娴熟、授课方式灵活多变……战

友 们 嘴 上 慨 叹“ 士 别 三 日 ，当 刮 目 相

看”，心里对他越来越认可。

努力没有辜负李育鸿，李育鸿在战

胜困难中不断成长。前不久，营里组织

“四会”教练员比武，李育鸿作为唯一一

名义务兵参赛，最终凭借出色的表现，

获得了第三名。

（崔雅庆、闫帅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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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要说海军某部某中队班排宿舍里，

什么最吸引人？中队干部郭经纬的回

答是：“个人目标规划表。”

该中队每名官兵的衣柜门上，都安

装着一个塑料插纸盒，里面放着一张设

计精美的表格。在标题一栏，“2024 年

度个人目标规划”几个字十分醒目。再

往下看，是年度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目

标内容、完成时限、个人自评、组织评

定，条分缕析、清晰明了。

“目标是官兵自己制订的，党支部

负责把关审核。”郭经纬介绍说，每年年

初，组织官兵制订年度个人目标规划是

中队的一件大事。

“这有啥新鲜的？很多基层单位都

是这样做的啊。”记者心中嘀咕，话未出

口，就听郭经纬接着介绍：“官兵们年度

目标的最大特点，就是与中队建设目标

紧密相连。要知道前些年，情况可不是

这样。”

看着郭经纬一脸郑重的表情，记者

感到这背后肯定有不少故事，便索性暂

时当一名忠实的听众。

原来，郭经纬刚到中队任职时，正

值中队调整组建不久，处于转型起步阶

段。如何尽快适应新的使命任务，如何

让官兵尽快掌握新装备……一系列难

题摆在中队党支部面前，但现实却给他

们泼了一盆冷水：官兵们普遍士气不

高、干劲不足，各项建设徘徊不前。

怎么办？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

从改变官兵们的精神面貌开始。中队

党支部采用“时光邮局”的办法，让官兵

们制订奋斗目标，以此牵引官兵成长、

推动单位建设。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过

去，这两个方面均不见明显起色。

问题出在哪里？干部骨干一番“把

脉问诊”，终于发现了“病因”：目标制订

不合理，官兵们想干啥就干啥；完成时

限未明确，缺乏必要的过程管控。

“第一点尤为‘致命’。把目标写在

纸上就万事大吉，由于缺乏跟踪问效，

很快就被官兵们抛诸脑后了，结果就是

‘雷声大雨点小’。”郭经纬坦诚地说，这

个过程还暴露出一个重要问题：有些官

兵的目标脱离了中队转型建设的需要。

就在此时，该中队的上级单位进

行了干部调整。新一届党委班子明确

提出，各单位要锚定如期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核心能力建设和

全面建设。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队

建设发展的关系是什么？时间紧迫，他

们该干什么、能干什么……郭经纬和其

他干部骨干一起思考，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中队该何去何从。

为此，中队党支部多次开会，讨论

规划中队建设发展蓝图，从专业训练、

作战能力、人才建设等方面着手，确定

具体目标。

该中队面临的困境，也引起了上级

领导的关注。他们专门给中队提出了

奋斗目标，以目标牵引全面建设。

思路还是原来的思路，方法还是

原来的方法，但这一次，中队党支部一

班人有了新的“破局利器”——“目标

管理法”。

“目标管理法”以结果为导向，强调

把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个人发展与单

位发展结合起来，注重过程管控和动态

评估。郭经纬说，这正是中队急需的“对

症良方”。一系列新的变化，由此发生。

重新制订年度个人目标，中队官兵

明显感到了不同——不仅要尽可能与

中队建设发展结合起来，还必须明确达

成时限。同时，中队党支部加强把关审

核，综合考虑个人情况和组织需要，进

行干预调整。

“制订目标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

是如何实现目标。”该中队吸取此前教

训，在检查督导、评估问效等方面，采取

了多种有效手段——

平日里，班长骨干负责监督提醒；

每月底，各班汇报目标实施进度；每季

度，结合“双争”阶段性评比，中队定期

开展评定考核；到了年底，组织“回头

看”，将目标完成情况以及取得的成绩

成果等，纳入评功评奖依据。

“目标确立，务期必成。”郭经纬要

求官兵们将“年度个人目标规划”制成

统一的表格打印出来，置于衣柜门上，

以此互相提醒、彼此激励、共同进步。

“ 个 人‘ 小 目 标 ’连 着 中 队‘ 大 蓝

图’。奔跑在强军路上，我们走的每一

程方向明确、我们过的每一天动力十

足。”郭经纬介绍，采用“目标管理法”两

年多来，中队官兵年度个人目标达成率

保持在 90%以上，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中队转型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全面建设

初见成效，多名战士立功受奖。

令郭经纬欣喜的是，在此过程中，

一些官兵对荣誉的追求，更加注重个

人与中队的“双赢”，有的战士开始自

觉用“对中队建设的贡献率”“对战斗

力的贡献率”衡量自身付出、校正目标

取向，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单纯为了追

求个人名利争着担任骨干、执行任务、

参加比武等。

这种趋向，在今年年初制订“年度

个人目标规划”时，体现得更为明显。

越来越多的官兵有意识地从中队建设

发展出发，规划设计个人成长路径。

大学生士兵王乙森，刚从义务兵直

接晋升为中士，就立志成为一名专业骨

干。今年初，在制订年度个人目标时，

他主动提出在半年时间内掌握无人机

操作，具备数据处理能力。郭经纬闻之

倍感欣慰，因为这正是中队提高实战能

力所急需的。

“与那些荣誉单位比起来，与使命

任务要求比起来，我们这个新组建的中

队还有不小差距。”欣慰之余，郭经纬保

持着清醒头脑，“我相信，官兵们只要按

照制订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

去，一定会收获更大的成绩、取得更大

的进步。”

海军某部某中队采用“目标管理法”引导官兵成长和单位建设同向同行——

踩实奋斗拼搏的每一个脚印
■本报记者 胡 璞 特约记者 王冠彪 通讯员 陈 凯

“在上周体能考核中，王飞综合评

定达到‘优秀’标准，在此提出表扬！”听

到区队长的肯定，信息工程大学某学员

队学员王飞更加坚定了自信，暗暗发誓

要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从完成体能训练很吃力，到考核成

绩达到“优秀”，王飞的成长进步，离不

开带兵人的不吝夸奖。

刚入学时，王飞体型偏胖、性格内

向，很多方面出现了“水土不服”，经常

犯错。这让从小被视为“别人家的孩

子”的他，受到不小打击：“明明已经很

努力了，我为什么总是做不好？”那段时

间，王飞一度陷入了自我否定之中，无

论学习训练，还是参加各项活动，都提

不起精神。

谁也没想到，王飞的转变，竟与一

次点名有关。那天下午，学员队组织队

列训练，王飞站在排头位置，就属他们

排面走得最齐。晚上点名时，学员队队

长对王飞提出表扬：“这个排头当得好，

起到了标杆作用！”

就是队长这句表扬，给了王飞莫大

的鼓励，也重新点燃了他内心快要熄灭

的激情。此前屡屡受挫的王飞，第一次

感觉到：自己的努力被认可了。

“下次队列训练，我还站在排头，肯

定走得更好！”点名一结束，王飞迫不及

待地找到班长李民，激动地表达自己的

想法。

看着王飞发亮的眼神，李民如释重

负。因为，对于王飞此前的消沉，他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一直苦无办法。“没

错，好兵也是夸出来的。”见此情形，李

民感到自己一下子找到了突破口。

“那天被队长表扬后，王飞很受鼓

舞。看来他非常渴望被别人肯定，咱们

以后要多夸夸他。”一天，李民主动找到

区队长，提出了建议。“做经常性思想工

作本来就讲求因人而异，‘一把钥匙开

一把锁’。你放心，我会配合好的。”了

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区队长也加入了

“表扬王飞”的行列。

“王飞，这次训练表现很好”“王飞，

今天考核进步很大”……在干部骨干的

一次次表扬声中，王飞学习和训练积极

性不断提高，逐渐适应了军校生活，各

方面进步明显。

“能得到干部骨干的及时肯定，说

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点滴进步也会

被看见。”王飞感慨地说。

王飞的转变，也给该学员队教导员

带来了新的思考：很多时候，对于促进

一名学员的成长进步来说，表扬比批评

可能更管用。

从那以后，该学员队主动调整工作

方法，要求学员队干部骨干平时注意观

察和收集学员们在学习、训练、工作、生

活中的可圈可点之处，对表现突出的个

人，及时进行肯定和表扬。

“当然，也不能无原则地表扬，必须

坚持实事求是。”该学员队一名干部说，

他们希望通过正向激励的方式，营造积

极奋进的良好氛围，不断激发学员的动

力热情，增强大家的归属感、获得感和

幸福感。

“夸”出来的 转变
■周西南

营连日志

连日来，第 71集团军某旅开展实战化训练，锤炼官兵协同作战能力。图为官兵互相配合突入楼房。 劳洪超摄

“将‘个人梦’融入‘强军梦’。”结束

对海军某部某中队干部郭经纬的采访，

记者脑海中闪过这样一句话。

实话实说，该中队真正打动记者的

地方，并不是他们采取了“目标管理法”

这项具体举措，而是干部骨干有意识地

教育引导官兵将个人成长目标与单位

建设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同向奔

赴”实现了“双赢”。

之所以将这个问题突出出来，是因

为记者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些基

层单位，有的官兵在制订个人奋斗目标

时，表现得非常“自我”，过分考虑自身

利益得失，忽略了对班排、对营连的贡

献、对战斗力建设的助益。

比如，个别基层主官将参加比武竞

赛作为努力目标，将大量时间精力用在

提高个人能力素质上。摘金夺银、争得

荣誉，关注自身成长成才无可厚非，但

如果只是为了提高个人履历的“光鲜

度”，借以增加提拔晋升的资本，就不可

不察。

衡 量 一 名 基 层 带 兵 人 的 工 作 实

绩 ，不 仅 要 看 他 的 能 力 素 质 ，更 要 评

估 其 所 在 单 位 的 建 设 情 况 。 倘 若 某

个 连 长 、某 个 教 导 员 ，只 盯 着 个 人 荣

誉 和 成 绩 设 目 标 、下 功 夫 ，而 把 单 位

建 设 放 在 一 边 ，也 许 会 成 就 自 己 ，影

响 的 却 是 整 个 团 队 ，其 中 的 利 弊 轻

重，不难分辨。

采访郭经纬时，还有一个细节触

动了记者。在提到他们从如期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思考规划

中队建设发展时，郭经纬竟带着一丝

羞涩。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说，一个刚

调整组建的基层中队，还没走上转型

建设正轨，就谈及这么宏大的目标，会

不会被认为是“好高骛远”？“不过，我

们确实就是这么考虑的。”郭经纬话锋

一转，坚定的言辞、严肃的表情，让人

不容置疑。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宏大吗？确

实宏大。距离基层官兵们远吗？一点

儿也不远！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无不

是积土成山、汇流成海。如期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取决于一支支部队如

期实现各自的奋斗目标；而一支支部队

如期实现各自的奋斗目标，有赖于每一

名官兵的努力付出。这个“梦想的链

条”环环相扣、首尾相接，少了谁都不

行。因此，在制订个人目标时，不妨问

问自己为了啥，用“对单位建设的贡献

率”“对战斗力的贡献率”衡量一下，看

看自己是不是一直走在强军兴军征程

上，是不是始终与伟大的奋斗目标同向

同行。

问问自己，制订目标为了啥
■胡 璞

闪耀演兵场

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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