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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大漠戈壁，导弹腾空。

数分钟后，靶标被击中，气浪卷着沙

尘四散开来。

此时，一名军士正蹲在靶场掩体后

面，操控无人机实时拍摄回传现场画面。

此人叫肖春龙，是某部靶场保障站

三级军士长。身高一米七，说话带四川

口音，一双眼睛格外明亮有神。

尘烟落定，肖春龙收起设备，带着班

组直奔落区，开始搜排靶场中大大小小

的弹坑。

这是肖春龙的主要工作，除此以外，

他还承包了营区设施的维修，战友们夸

他“啥都会”。

肖春龙会学习——

2018 年，肖春龙与部分战友转隶到

位于大漠戈壁的某部，他从一名修理兵

转型成为靶场保障兵。

单位刚调整组建，哑弹搜排是空白

领域。肖春龙被送去学习导弹知识，同

样要从零开始。

肖春龙给自己制订了详细计划，起

早贪黑地背记、逐课逐项地攻关。跟岗

见学期间，他天天跟在技术人员后面，争

取一切机会学习请教。

久而久之，密密麻麻的线路和数千

个零部件的参数，都被肖春龙刻在脑中。

学习结束时，肖春龙写满 4 本学习

笔记，总结整理出一本《未爆弹销毁处理

手册》。

搜排哑弹，光懂理论可不够，还要

精准操作大型机械。肖春龙有修理功

底，操作机械不在话下，难的是如何做

到精准。

精准投篮、悬挂水桶、瓶口穿刺……

肖春龙操作大型机械苦练“绣花”功夫。

两个月后，他驾驭“庞然大物”如臂使指，

练就了不少“绝活”。

两年时间，肖春龙先后学会了无人

机操作、靶标布设、特装车辆驾驶、工程

机械维修等 10 余门专业，成了靶场保障

的“全能型”人才。

肖春龙会带头——

一次任务后，班组搜排发现 1 枚未

爆弹。弹头深深钻入地下，引信处于解

保状态，危险系数高、排爆难度大。

“让我去！”肖春龙自告奋勇、当仁不

让。他说，作为班长骨干，他有责任保障

战友的安全，也有责任用实际行动为战

友作出表率。

会同专家研究后，肖春龙戴上头盔，

穿着厚重的搜排服，在战友们的注视下，

走进挖掘机驾驶方舱。

挖掘未爆弹，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但

肖春龙艺高人胆大。4 小时过去，这颗

“哑弹”被成功挖了出来。

接下来是引爆。浑身大汗的肖春龙

又换上排爆服，走向地下掩体。

“3，2，1，起爆……”指令声起，未爆

弹成功引爆，肖春龙如释重负。

肖春龙会带兵——

入伍 17 年，肖春龙深知一个道理：

年轻战士的成长进步离不开带兵人悉心

指导。他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实践经验

整理成册，或制作教学视频，毫无保留地

分享给年轻战友，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近 6 年，肖春龙培养出 30 余名靶场

保障骨干，其中 14 人考取初中级职业技

能鉴定证书，6 人能独立完成靶场全流

程保障任务。

有人问：“肖班长，你咋啥都会？”肖

春龙笑着回答：“其实我会的也没那么

多，就是多学多练呗。”

已知的半径越大，未知的半径也就

越大。如今，“功成名就”的肖春龙反而

产生了一种“本领恐慌”。因为，他的心

里不仅装着眼前的这座靶场，还有更大

更复杂的未来战场。

一句话颁奖辞：“啥都会”，缘于勤学

苦练、永不知足。能力转型，这名老兵交

出了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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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海军某部一营排长陈杰

格外兴奋——由他组织的全连夜间射

击课目训练取得了新突破，得到了上

级表扬。

然而，就在一周前，陈杰还在为全

连夜间射击成绩不理想而苦恼。

原来，由于组织日间射击训练效

果较好，连里指定由陈杰组织下一阶

段的夜间射击训练。陈杰没想到，同

样的射击课目，看似只是换了时间，但

组织起来产生了不少新问题：“如何适

应夜间条件”“如何快速捕捉目标”“怎

样最大化降低训练风险”……

为此，陈杰赶忙打电话向机关作

训科请教。

“夜间射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问题……”电话里，作训参谋谢俊向

他说明了夜间射击的场地设置要求和

组织流程。最后，他主动提出帮助联

系兄弟营队的一级上士杨鹏程。“他是

咱们单位第一批夜训示教骨干，组训

经验很丰富，一定可以帮到你。”谢俊

言之凿凿。

接下来的几天，在谢俊的牵头协

调下，陈杰与杨鹏程经常坐在一起，交

流探讨夜间射击组训要领。

“没想到，兄弟营队的战友能给我

带来这么大的帮助。”陈杰事后向谢俊

表示感谢，“您真是找对人了，我遇到

的难题都被他指导解决了！”

“ 身 处 机 关 ，我 们 对 训 练 流 程 和

大纲要求比较了解，但是涉及具体课

目中的某些经验方法，经历过一线实

践 锻 炼 的 基 层 骨 干 往 往 更 有 发 言

权。”谢俊介绍，为了统筹训练资源，

提 高 训 练 质 效 ，他 们 推 开 跨 营 连 、跨

专 业 、跨 方 向 训 练 人 才 共 享 互 助 机

制，协调“过来人”指导“后来人”，破

解训练难题。

“过来人”的经验，如何惠及更多

“后来人”？

谢俊告诉记者，他们在部队党委

的支持下，通过自主收集和各营连上

报等方式，专门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员

的“人才档案”，每一名基层骨干都会

被 纳 入 其 中 ，并 根 据 专 业 特 长 、培 训

经 历 、发 展 方 向 等 进 行 细 分 和 标 注 。

当基层单位需要经验指导时，参谋只

需 在 档 案 中 检 索 关 键 词 即 可 找 到 对

应骨干人才。谢俊边说边做示范，只

见 他 在 档 案 检 索 栏 中 输 入“ 夜 间 训

练”，“杨鹏程”三个字便赫然出现在

表格第一栏。

“ 我 们 在 实 践 中 发 现 ，很 多 宝 贵

经 验 是 能 够 跨 营 连 、跨 专 业 、跨 方 向

实现共享互通的，这需要机关积极组

织协调，从中牵线搭桥、成人之美。”

说着，谢俊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伞训分队教练员、某连排

长李嘉元遇到了组训瓶颈：在复杂条

件下进行伞降课目训练时，不少战士

难以保持姿态平衡。此后的很长一段

时间，他都在苦苦探索提升官兵平衡

感知能力的有效方法和实用经验。后

来，李嘉元在和作训参谋程鹏的一次

聊天中找到了突破口。

“ 与 伞 降 课 目 一 样 ，多 因 素 干 扰

条 件 下 的 射 击 同 样 需 要 战 士 具 备 过

硬的平衡感知能力。档案记录显示，

负 责 狙 击 课 目 集 训 的 中 士 黄 远 恒 曾

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你们之间可以

多多交流……”

程鹏一个电话打过去，黄远恒专

门来到李嘉元所在连队，还带来一份

他自己总结的“在移动载具上进行瞄

准射击”的训练方案。李嘉元将其原

理运用到伞降课目训练，摸索出新的

训练方法。试行一段时间后，李嘉元

惊喜地发现训练质效显著提高。

“基层很多营连之间，因为专业方

向 、使 命 任 务 不 同 ，以 往 经 验 交 流 较

少。但李嘉元和黄远恒的合作证明，

不同专业的训练方法有时也能‘殊途

同归’、触类旁通，一些令自己头疼的

困惑和难题，可能在别的战友那里早

就已经解决了。”谢俊说，这就是他们

建立“人才档案”的初衷。

作训科的做法引起其他科室的关

注，他们纷纷效仿，在自身业务范围内

建立了“人才档案”。

某 连 排 长 扶 建 雨 今 年 第 一 次 参

与 接 兵 任 务 ，机 关 干 事 除 了 向 他 讲

明 接 兵 程 序 和 离 队 流 程 外 ，还 帮 他

联 系 了 去 年 接 过 兵 的 某 连 副 连 长 李

鑫 。 李 鑫 向 扶 建 雨 传 授 了 很 多 接 兵

经 验 ，最 终 扶 建 雨 顺 利 完 成 接 兵 任

务 ，少 走 了 弯 路 ；人 力 资 源 科 经 常 接

到 基 层 官 兵 关 于 异 地 购 房 的 业 务 咨

询 ，由 于 各 省 市 政 策 不 尽 相 同 ，机 关

干 事 在 耐 心 解 读 的 同 时 ，专 门 把 有

类 似 经 历 的 官 兵 集 中 在 一 起 ，方 便

大家互通有无……

为 鼓 励“ 过 来 人 ”更 好 地 发 挥 作

用，该部机关及时跟进，将他们的表现

记录在案、反馈所在连队，作为评功评

奖的参考。

在此过程中，机关干部同样受益

匪 浅 。 他 们 不 仅 积 累 了 机 关 业 务 经

验，而且在服务官兵中不断改进工作

作风、提高履职能力。在近期开展的

调查中，该部基层官兵对机关的满意

度再创新高。

海军某部机关引导基层共享训练资源，破解训练难题—

跨营连交流 跨专业互助
■夏泽华 本报记者 刘伟祺

“站住！口令！”

深夜，第 82 集团军某旅车场执勤

哨兵小黄送走了查岗的陈连长，开始

巡逻不久，他突然发现小路上有个人

影忽隐忽现，当即大声询问并发出警

告。听到来人准确回令后，小黄才让

其靠近哨位。

定睛一看，来人正是刚从大路离开

的陈连长。原来，陈连长为了检验哨兵

执勤效果，特意从小路绕回，杀了个“回

马枪”。

陈连长对小黄的表现深感欣慰，他

接过登记本，在“查岗情况”一栏签上

“一切正常”。

要知道，一个月前，小黄可不是这

种状态。那天深夜，陈连长来到车场查

哨，还没到点位，他就借着昏暗的灯光

远远看到本应在岔路两侧巡逻的小黄，

此刻正站在道路中央，盯着办公楼的方

向发呆。

陈连长随即从侧方小路走近哨位，

小黄却没有发觉。直到手电筒灯光从

背后射过来，小黄这才猛地转过身。

车场是重要点位，站哨怎能如此麻

痹大意？面对连长的质问，小黄吞吞吐

吐：“右侧这条水泥路直通办公楼，距离

最短、路况最好，首长和机关人员习惯

走这条路过来查哨。面朝这个方向‘值

守’，自己方便及时调整状态以‘应付’

检查……”

陈连长心里一颤：这样做存在严重

安全隐患，不是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

机吗？陈连长当即对小黄提出严厉批

评。接下来的一周，他经常对各执勤点

位突击检查，发现大多数战士都能做到

认真执勤，但确实存在少数战士站哨警

惕性不强的现象。

一个凌晨，陈连长来到某点位，只

见战士小李站在岗亭里低头发呆，直到

他走到近前，小李才听见动静反应过

来。小李说，他以为指导员刚刚查过

岗，机关人员也巡查过了，按一般情况，

查岗后往往都是“空档期”，他这才放松

了警惕。

“执勤站哨是为了及时应对突发情

况，确保营区安全，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决不能思想放松。”陈连长同样对小李

进行了批评。

“现 在 看 来 ，干 部 骨 干 的 查 哨‘ 套

路’在哨兵心中逐渐形成了应对检查的

思维定式！”全连军人大会上，陈连长将

查哨时发现的问题摆上台面，指出这是

战备意识淡化的表现。会后，他与连队

骨干商定，以后查铺查哨要突出随机

性，不能有规律可循。

“随机查哨”实施一段时间后，战士

执勤的警惕性明显提升。前不久，该连

还在一次综合演训中，多次阻止“敌方”

夜间渗透，得到了上级表扬。

“培养官兵的敌情意识、危机意识

和战备意识，不能只在大项演训任务

中，要抓住平时的一点一滴进行熏陶和

强化。”陈连长介绍，近一个月来，他查

哨仍不时杀个“回马枪”，但没再发现战

士站岗执勤走神的情况。

夜间查哨，连长杀了个“回马枪”
■王 轶 赵 奇

小 咖 秀记者探营

营连日志

值班员：陆军某团干部 马中亮

讲评时间：6 月 18 日

这几天，我在翻看《连队要事日记》

时发现，前几期值班员填写的内容，字迹

有些潦草凌乱，很难辨认，甚至连续几天

的日记都是相同的。询问当时的值班员

得知，他们是为了图省事，“复制粘贴”了

前一天的内容。

《连队要事日记》记录的是每日重要

事项和训练、教育等主要情况，是一个连

队按纲抓建的直接反映。值班员在填写

过程中应付了事，是不落实登记统计有

关规定的表现，而且这种不认真、不细致

的作风也会随着工作交接延续下去，不

利于连队各项工作开展。

今后，值班员要切实负起责任，规范填

写《连队要事日记》和其他本簿表册，在全连

营造讲标准、抓细节、严养成的良好氛围。

（雷洪智、崔浩浩整理）

规范填写《连队要事日记》

近日，火箭军某部开展应急训练，军犬“雷霆”表现出色。图为战士们与这位“无言战友”在一起，其乐融融。

李 昌摄

6月盛夏，武警新疆总队吐鲁番支队开展军事考核。图为双杠课目考核。 王小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