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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踏入军营，一位“新战友”总会如约而至、一路同行，在

相识相交中，变成相知相伴的“老战友”。

从黑白文字到彩色图文，从展报阅读到“掌上”浏览，光

阴流转间，《解放军报》已创刊 68 年。顺应时代，几番革新；

新故相推，墨香不改。这张为军队服务、为军人服务的新闻

纸，似一方成长沃土，如一座精神家园，厚植一代代革命军

人强军兴军的光荣与梦想。

在这里，我们想把版面留给作者，留给与军报有故事

的“你”，在“我和军报的故事”专栏中，娓娓道来军报与读者

的“双向奔赴”，触摸一段青春，品味一缕情愫，收获一丝温

暖，汲取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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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数艘

舰 艇 组 成 编 队 展 开 实 战 化 考 核 ，雷

达 战 位 迅 速 捕 捉 并 锁 定 目 标 ，各 舰

主 炮 纷 纷 打 出“ 开 门 红 ”。 返 港 后 ，

该 支 队 主 炮 专 业“ 首 席 军 士 ”、某 舰

主炮班班长王超召集参训各舰主炮

号 手 ，围 绕 考 核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进行分析复盘。

“当‘首席’就要担首责，想在前、

冲在前。”今年年初，该支队“首席军

士”任命大会上，王超作为新当选的支

队主炮专业“首席军士”，昂首挺胸走

上主席台，从支队领导手中郑重接过

任命书，台下响起热烈掌声。回想当

时场景，王超表示，接过的不仅是荣

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选拔‘首席军士’，要实现自我

认知、角色认同、群众认可。”该支队

人 力 资 源 科 干 事 李 陈 易 介 绍 ，评 选

“ 首 席 军 士 ”以 来 ，他 们 聚 焦 重 要 岗

位、主战专业，通过基层推荐、机关考

核、党委研究、公开公示等环节，经过

层层选拔，将从事本专业 6 年以上、列

入军士人才库的专业“领头雁”选为

“首席军士”。

翻开该支队“首席军士”名册，笔

者发现其中不仅有王超这样的中级军

士，更有任雪松、李长增等高级军士。

“不论资排辈，靠实打实的成绩说

话。”某舰声抗区队长任雪松曾多次当

选声呐专业“首席军士”。在他眼中，

评选“首席军士”就是一场各领域各专

业的“擂台赛”。“要想稳坐‘首席军士’

的位置，必须不断钻研学习。只有专

业过得硬，才能承受住‘后起之秀’的

轮番‘打擂’。”任雪松坦言，他在参评

“首席军士”时，有几名战友与自己水

平不相上下。正因为如此，更要靠过

硬本领让大家心服口服。

一 次 ，任 雪 松 随 舰 执 行 战 备 任

务。侦听到疑似某装备噪声后，他立

即上报指挥所，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

过硬的能力素质，多次在目标即将消

失时正确判断下一步动态。任务结束

后，他将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编分析，为

上级研判该型装备提供可靠的数据支

撑。在支队声呐专业集中训练时，任

雪松复盘任务场景，参训人员纷纷竖

起大拇指。

“首席军士”能力如何，不仅要看

他是否有过硬的专业技能，还要看他

能否发挥“酵母作用”。据了解，该支

队深化挂钩帮带，要求每名“首席军

士”每年培养 3 至 4 名本专业领域的军

士骨干，挂钩帮带一至两个专业班（分

队），以班（分队）完成任务、日常管理、

训练水平等整体考核情况作为“首席

军士”考核的重要指标。

“徒弟成绩好，‘师傅’受奖励；徒

弟成绩差，‘师傅’被‘问责’。”该支队

作训科负责人介绍。该支队某专业

“首席军士”、某舰一级军士长李长增

曾两次参加亚丁湾护航，执行重大演

习演练任务 60 余次，完成多型装备故

障分析与排除资料汇编，是名副其实

的“兵专家”。

“如果教不出好徒弟，‘师傅’本领

再高也算不上称职。”李长增将大量精

力放在培养年轻骨干上，结合帮带对

象完成任务、培训经历、职业等级等能

力底数，将培养目标与作战能力生成

的指标进行细化，规划年轻骨干成长

成才的“路线图”。

名师育高徒。李长增先后培养出

20 余名班长、技师、区队长。如今，这

些技术骨干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专业

军士人才。

在该支队，像任雪松、李长增这样

优秀的“大师傅”还有很多。他们运用

“首席军士”机制，让各专业技能拔尖

的军士人才“站排头”、搞好传帮带，实

现人才接续成长——

一级军士长、雷达班班长王爱国

作为海军唯一一名当选党的二十大代

表的军士，登舰艇、进战位，进行理论

巡回宣讲，带领官兵深学深悟党的创

新理论；

二级军士长、轮机班班长左国庆

排除故障百余次，保障舰艇动力系统

平稳运行数万小时，连续 8 年被所在

单位评为“装备管理先进个人”，带教

出 10 余名骨干；

三级军士长、报务班班长付成多

次参加护航、海上阅兵等重大任务，确

保通信畅通，多次斩获专业比武第一

名……

“知人善任，量才而用。在争当

‘ 首 席 军 士 ’中 兴 起 争 先 创 优 热 潮 ，

引 导‘ 首 席 军 士 ’将 他 们 的 精 湛 技

艺、丰富经验传承下去，打造一支高

素质的军士队伍。”该支队政治工作

部领导表示，他们坚持树立“当兵就

要 过 得 硬 、打 仗 就 要 打 头 阵 ”的 导

向，不断创新军士人才培养模式，以

建 强“ 首 席 军 士 ”队 伍 激 活 练 兵 场

“ 一 池 春 水 ”，助 力 部 队 战 斗 力 建 设

向更高层次迈进。

左上图：海 军 某 护 卫 舰 支 队 某

舰主炮班班长孟维明（右二）给战友

讲解装备操作技巧。 吴帅广摄

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发挥军士作用加强骨干力量—

当兵就要过得硬 打仗就要打头阵
■邬兴羽 杨海帆

3 月的一天，我正在为选择政治教

育课的主题发愁时，连队文书邵建磊兴

奋地拿着一份《解放军报》找到我：“指

导员，你的稿子又见报了。”

原来，我的一篇短文刊发在“军人

修养”版的“影中哲丝”专栏。短文描

述的那张图片中，山顶群松被白雪覆

盖，在恶劣环境下依然保持傲然挺立

的姿态。这样的美景不仅令人心生震

撼，还给人以“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

心”的启示。

那一刻，我萌生了一个念头：近段

时间训练压力较大，何不以这张图片为

题，给官兵讲述“直面艰险挑战、成就精

彩军旅”的道理？那堂教育课上，我展

示 了 这 张 图 片 ，让 官 兵 谈 想 法 、话 见

解。大家热烈讨论之际，我拿出那份报

纸，点出这堂课的主题，教育引导官兵

在当前练兵备战的火热氛围中不畏困

难、敢打硬拼。

作为一名基层连队指导员，军报于

我而言不仅是良师益友，更是并肩同行

的“编外指导员”。“读其真理、学其前

瞻、悟其哲思、用其方法”，我从军报上

学习借鉴基层管理的先进做法，也将自

己的带兵心得用心记录下来在军报上

“分享”，与天南海北座座军营的基层带

兵人相互“取经”。

2022 年 11 月，军报“军营观察”版

“ 我 和 我 的 连 队 ”专 栏《有 线 连 的“ 无

限墙”》一文，刊载了海军某部指导员

雷彬在连队设置荣誉墙激励官兵奋进

的故事。无独有偶，我在连队设置了

一面官兵和家人的合影墙，并在 2022
年 10 月 的“ 基 层 传 真 ”版 刊 发 文 章

《“官兵家人合影墙”是这样建成的》。

看到《有线连的“无限墙”》后，我受到

启发，在连队增设了荣誉墙。“两面墙”

相互呼应，战士们很受鼓舞，连队创先

争优氛围变得更加浓厚。值得一提的

是，我还通过编辑获得雷彬的联系方

式 ，彼 此 成 了 没 见 过 面 的“ 笔 友 ”，经

常 一 起 探 讨 带 兵 心 得 和 新 闻 写 作 技

巧。

我和很多扎根基层的新闻报道员

一样，在“自学成才”中与新闻、与军报

结下不解之缘，写下了《讲评工作别掺

人情》《“个别同志”闹“乌龙”》等知兵

情、贴兵心的文章。很多指导员找到我

说，能不能把这些稿件整理一下，有些

类似情况他们连队也发生过，却没想到

里面会有如此“文章”。一些营主官也

与我交流，说这些文章给他们很多启

发，可以梳理成一本“带兵手册”在营内

推广。

军报让我获益匪浅，我也想把这份

“获益”传递下去。这本“带兵手册”中，

关于连队战士成长的文章有 20 余篇。

考虑到文中一个个“主人公”因为自己

的成长经历登上了军报而感到骄傲，我

继续在“墙”上做文章，继“官兵家人合

影墙”和荣誉墙之后，又设了一面名为

“媒体上的我们”的文化墙，将在各类新

闻媒体特别是军报上留下名字的“主人

公”们记录下来。

这 3 面“ 墙 ”，成 为 连 队 官 兵 都 想

登 上 的“ 光 荣 榜 ”，特 别 是 这 面 文 化

墙，凡是被我写进文章、登上军报的官

兵，都会把当期军报收集起来，在文化

墙前拍照留念，并把报纸和照片寄给

家人，作为军旅生涯的特殊纪念。此

外，我还组织连队官兵开展读报评报

活 动 ，从 军 报 上“ 结 识 ”平 凡 岗 位 的

“ 不 平 凡 一 兵 ”，作 为 自 己 的“ 军 报 之

星”，以“看军报、学典型”的形式激励

他们奋发进取。

回 望 12 年 军 旅 岁 月 ，军 报 作 为

“编外指导员”，“督促”我在基层一线

观察了解连队官兵的一人一事、一言

一行，创造性思考总结带兵方法。我

常常设想，当我把在军报上发表过的

文章收集起来，待十年甚至几十年后

再品读时，我一定会感慨万千。那些

人、那些事、那些情，作为一段历史被

军 报“ 存 档 ”，我 庆 幸 自 己 是 见 证 者 ，

也是记录者。

又是一个深夜。当战士们都已入

眠，我查完铺后继续撰写军报编辑的

一篇约稿。望着电脑屏幕上的文字，

我期待它们伴着军报的墨香，浸润出

军旅岁月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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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新疆阿克苏军分区某部官兵来到阿

克苏市第四小学开展“读书进校园”

活动。 朱峻志摄

下图：近日，武警甘肃总队平凉

支队开展“书香军营”读书活动，引

导官兵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王治国摄

制图：扈 硕

军营内外书香浓

仲春的一个傍晚，飞行保障任务

刚结束，空军航空兵某旅驱鸟员黄佳

兴来到连队学习室，参加消防专业知

识培训。黄佳兴告诉笔者，培训结束

后，旅里会组织跨专业人员职业技能

鉴定。通过鉴定的官兵，将纳入复合

型人才库。

“培养复合型人才，有助于提升飞

行保障力。”该旅领导介绍，随着训练

任务不断增加，飞行保障中时常出现

骨干“供不应求”的现象，一人一专业、

一岗一技能已不适应实战需求。对

此，他们对照年度战训任务，全面摸清

保障工作底数和官兵跨专业学习需

求，按照人岗相适、人尽其才的原则，

制订针对多个紧缺岗位的培训计划，

鼓励官兵在练精本专业技能的基础上

跨专业学习深造。

针 对 该 旅 师 资 队 伍 授 课 经 验 缺

乏等短板，他们积极邀请军队院校、

行 业 领 域 专 家 辅 导 授 课 ，并 制 订 带

有 实 战 背 景 的 强 训 计 划 ，让 训 练 对

接战场。

笔者在外场看到，3 名拟转岗通

信 专 业 的 官 兵 正 在 进 行 维 修 作 业 。

突 然 ，对 讲 机 里 传 来 指 令 ：“ 塔 台 遭

‘敌特’袭扰，通信中断，迅速排除故

障。”在专家骨干的带领下，他们迅速

到达故障位置，一边做好隐蔽防护，

一边抢修通信线路……在近似实战

的训练中，大家的专业能力、战场意

识得到强化。

为避免出现“贪多嚼不烂”“考核

门槛低”等现象，该旅严把“入门”和

“考核”两个关口，明确原专业评定未

达到优秀的官兵，不能提报跨专业培

训需求。对培训考核成绩不理想的官

兵，全面查找问题原因，通过延长学

时、小课教学、专人带教等方法强化辅

导，2 次考核不达标者，暂时停止从事

跨专业保障工作，确保培养出的骨干

一专多能、全面过硬。

空军航空兵某旅跨专业培养人才提升保障质效—

从一人一岗到一专多能
■饶华清 张 鹤

“核心肌群好似发动机，只有它

足 够 强 健 ，跑 步 时 才 能 不 断 发 力 。”

前不久，在空降兵某旅训练场，刚选

晋为军士的赵浩拿下连队 3000 米跑

第 一 名 后 ，作 为 连 队 军 体 教 练 员 为

大 家 讲 解 核 心 肌 群 强 化 训 练 技 巧 。

与 此 同 时 ，还 有 其 他 几 名 专 业 素 质

过硬、能力突出的新选晋军士，在训

练考核中脱颖而出，被纳入基层“小

教员”队伍。

“新选晋军士是军士队伍的新鲜

血液，培养使用好他们，能够给部队

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该旅领导介绍，

为帮助新选晋军士快速蓄能，他们按

照“扶上马”更要“送一程”的思路，制

订了“重基础提升、多渠道培养、靠实

践提高”的培养计划，助其适应角色

转变、胜任本职岗位。他们区分不同

专业，结合个人经历、现实表现、岗位

需要等为新选晋军士建立成长档案，

科学制订个人成长路线图，并通过定

期考核评比动态掌握能力底数，适时

调整训练计划；按照“送出去学、请进

来教、岗位上练”的方式，开展院校厂

家送学、专业技能培训、资深骨干一

对一帮带等针对性培养，促进新选晋

军士队伍实现从按部就班成长到精

准规划培养的转变。此外，他们还注

重通过任务牵引培养新选晋军士，在

实战化训练中摔打磨砺、淬火加钢、

增长才干，缩短成长成才周期。

连日来，该旅训练场上，一大批

新选晋军士作用发挥明显，在演训任

务中挑大梁、扛重担，多项考核纪录

被刷新，多个战法训法研究课题取得

新成果。

空降兵某旅科学规划助力新选晋军士队伍快速成长—

从按部就班到精准培养
■张朋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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