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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某团训练专修室内，一轮

模拟射击过后，某连上等兵田仁杰从系

统中调出战友们的射击数据。随后，该

连首席射击教练员、中士杨鑫飞和他一

起，逐人分析讲解。

今 年 3 月 ，该 连 在 基 础 课 目 训 练

中，尝试采用“新老搭配组训”的方式，

让优秀义务兵加入教练员队伍，和军士

教练员一起合作教学，发挥各自优长，

努力实现“1＋1＞2”的效果。

“ 以 往 ，基 础 课 目 训 练 通 常 由 经

验丰富、兵龄较长的军士负责。”该连

干 部 赵 小 龙 介 绍 ，随 着 兵 员 素 质 提

高，一些军士教练员的教学方法遭到

了挑战和质疑。“新老搭配组训”方式

的 推 出 ，就 缘 自 新 兵 与 老 兵 的 一 次

“碰撞”。

今年初，杨鑫飞在一次训练中要求

“枪管前挂水壶”，一些战士表示“不理

解”。田仁杰不仅不配合，更是当场反

问杨鑫飞：为什么不用自动步枪模拟系

统组织训练？

用了多年的训练方法，竟然被一个

上等兵质疑，杨鑫飞有些“下不来台”。

“枪管前挂水壶”练的是据枪稳定性。

此前，他就是凭借该方法，多次在射击

比武中取得好成绩。在杨鑫飞看来，基

础训练没有捷径可走，就得下苦功夫。

田仁杰虽然兵龄不长，但射击训练

成绩不错。他认为，依托团里训练专修

室的自动步枪模拟系统组织训练，可以

分析子弹运行轨迹，帮助战士们更好理

解射击原理，训练效果肯定比杨鑫飞的

方法好得多。

“两个人都有道理，只是关注重点

不同，没有对错之分。”然而，还没等赵

小龙着手解决这个矛盾，又发生了一件

类似的事。

新的《陆军军事训练大纲》施行后，

手榴弹使用课目的标准要求更高了。

为此，该课目教练员、二级上士李金帅

没少琢磨改进训练方法。然而一次教

学中，他发现列兵李光清有些心不在

焉。李金帅问他原因，李光清回答：“你

教的投掷方法有问题，这样练既投不远

也投不准。”

新战士接连质疑专业骨干的教学

方法，引起了赵小龙的关注。他分别找

到两名年轻同志了解情况。

田仁杰在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他

认为应该借助科技手段加速战斗力生

成。而李光清入伍前是一名铅球运动

员，他发现李金帅在教学时，一些动作

发力方法不科学，不仅会导致手榴弹投

掷距离过短，还可能造成训练伤。

听到这里，赵小龙意识到问题所

在：对于如何组训，老兵主要靠的是以

往经验，而新兵多是基于入伍前的专

业学习，虽然理念有分歧，但出发点相

同、目的一样。“何不让双方合作教学，

实现优势互补？”赵小龙心里有了一个

想法。

经过连队党支部研究讨论，他们决

定将表现优秀且具有一定相关专业知

识的义务兵，充实到教练员队伍，与军

士骨干搭配编组，扬长避短提高组训质

效。这下，同为射击训练教练员的田仁

杰和杨鑫飞有了明确分工，一个负责射

击模拟系统的操作调试，一个现场组训

和示范教学。李金帅则搭档李光清牵

头手榴弹使用课目组训，李光清利用人

体运动学知识，辅助李金帅更加科学地

开展训练。

不过，新的组训模式刚推出时，曾

遭到一些官兵质疑，他们担心义务兵的

能力素质不托底。但随着义务兵教练

员带来的新颖训练理念、科学训练方

法，提高了大家的训练热情和训练成

绩，质疑声渐渐消散了。

这些天，田仁杰又有了新任务，连

队 让 他 负 责 撰 写 俯 仰 角 射 击 训 练 教

案，杨鑫飞提供指导帮助。赵小龙说：

“让义务兵教练员撰写教案，一方面是

希 望 进 一 步 提 高 他 们 的 组 训 施 教 能

力，另一方面也是在为连队储备专业

骨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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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着，让我来！”

刚走进东部战区陆军某旅野外驻

训场，一声大喊定住了笔者的脚步。

循声望去，一名皮肤黝黑的中年汉

子，矫健地爬上 3 米多高的人字梯。随

后，他双脚勾住梯子，一只手掏出工具，

熟练操作起来。

此人正是笔者此行的采访对象——

某连三级军士长、装甲通信技师李占。

可他怎么干起了电工的活？

“ 抱 歉 ，让 你 们 久 等 了 。”10 分 钟

后，李占下了梯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解

释，“昨夜下大雨，营区的电断了。水电

工接手工作没多久，让他高空作业，我

放心不下……”

李占不是水电工，但对水电工这套

技能很在行。连长告诉笔者，李占平时

一有空，就随身带着工具到处转悠，发现

哪有问题立马上手解决。“他这个人就是

闲不住，连队的大事小情，他都爱操心。”

说起李占的“爱操心”，战友们频频

点头。还有人私下称他“总管”：无论是

不是“分内事”，总要管上一管。

去年 9 月，连里进行骨干调整，二

排新上任一名班长。不管战士们表现

得怎样，这名新班长都要挑出点毛病

来。久而久之，班里成员对他颇有意

见，内部关系出现了裂痕，连队很多官

兵对此有所耳闻。

眼看情况不妙，二排排长准备介

入，没想到被李占抢了先。

李占得知这个班的情况后，没和其

他人打招呼，就主动找上门来，开始做

思想工作。随后，他单独与班长深谈了

一次，传授了不少带兵方法。在这之

后，这个班内部关系明显融洽许多。

棘手的问题解决了，二排排长心里

有些不是滋味：李占是三排的战士，为

啥要管二排的事？

得知二排排长有意见，李占再次登

门，一个劲地“服软”，最后还是撂了一

句“硬话”：“班排建设事关连队发展。

看到问题，我哪有放着不管的道理！”

二排排长没办法，也不再生气。李

占就是这样的人，连休假在家，也牵挂

着连队工作。

去年的一天，李占正在老家休假，

突然接到排里征求他意见的电话——

因家人病情加重，排里要给战士小李申

请困难补助。

“连队可能失去一个值得培养的好

苗子。”得知小李因此萌生了退伍的想

法，李占心里很着急。

思考良久，李占向连队文书要来小

李老家地址，打算亲自探望一番：“说不

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得知李占的决定，妻子的脸顿时拉

了下来：好不容易休假回家，本想着他

能好好歇歇、陪陪家人，结果他心里想

的还是连队的事。

“这个小伙确实不错，不留队是连

队损失。作为连队的党员，帮他渡过难

关是我的责任……”架不住李占的软磨

硬泡，妻子只得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

早点儿回来。

到了小李老家，李占详细了解情

况，走访小李的亲戚，拜托他们照顾小

李父母，还跑前跑后帮忙干了不少活

儿。离开后，李占第一时间向连队作

了汇报。

李占前脚刚走，小李的父母就给小

李打去电话，讲了最近发生的一切，叮

嘱他安心服役，好好报效国家，不要担

心家里。小李深受感动，很快递交了留

队申请。

别以为李占只爱管“分外事”，对待

自己的专业，他更是毫不含糊。

正式采访李占前，还发生了一个小

插曲。笔者一行刚到这个连队，板凳还

没坐热，连值班员就进来向连长报告：

大雨冲倒了车场围墙，营里组织抢修，

需要各连派遣 10 名公差。

没等连长张嘴，李占已经起身，打

算往外走。连长一把拉住他：“营里已

经在组织抢修了，没你什么事……”

“连队的事就是我的事。”李占听后

不乐意了，“库里停着的都是‘宝贝疙

瘩’，不瞧瞧，我不放心。”连长无奈，只

得放他去现场看看。

当兵将近 20 年，“操心”已经成了

李占的习惯。有一任指导员评价他：当

战士操骨干的心，当骨干操连长的心，

当党员操支部的心。

战友们嘴上说他“爱操心”，私下里

都爱找他谈心，就连入伍不久的义务

兵，也喜欢向他倾诉。

“ 大 家 心 里 明 镜 似 的 ，李 占 不 图

名 也 不 为 利 。”该 连 现 任 指 导 员 说 ，

“他做这些事，就是出于一名老兵、一

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就是一心想为

单位好。”

此前一次训练，兄弟连队一辆突击

车的电台通联不畅，反复调试仍不见

效 。 有 人 提 议 让 这 辆 突 击 车 退 出 任

务。但任务即将开始，装备临时退出会

有什么影响，谁都不敢保证。

众人进退两难之际，李占闻讯赶

来，主动提出让他试试。经过仔细排

查，李占发现，由于海边空气潮湿，再加

上平时维护保养不到位，电台内部电路

短路了。

故障排除后，有人打趣道：“你可真

爱操心啊！”李占郑重回应：“作为装甲

通信技师，解决通信问题就是我的‘分

内事’，操心是应该的！”

去年，上级计划组织专业尖子集

训，李占得知后打算报名参加。战友劝

他：“你已经是特级技师了，还受那个累

干啥？”

“眼睛不能只盯着自己看啊，连队

训练质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抓紧

学习怎么行？”“爱操心”的李占想的跟

别人不一样。

果不其然，李占集训归来，带回不

少组训抓训新方法，让连队专业训练

有了明显的提升。看到新方法这么奏

效，李占又动起了心思：“能不能推广

到全旅？”

说干就干，李占针对当前专业训练

中的矛盾问题，连夜撰写一份报告上交

旅里。看到报告，旅领导既惊讶又欣

喜：“没想到，一个战士这么有大局观！”

李占常年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上

面记录着连队各种事情。

曾经有人问李占，操心这么多事忙

得过来吗？他大手一挥：“今天干不完，

就记下来，明天接着干！”

上图：李占在检查电路。

彭志富摄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三级军士长李占—

“连队的事就是我的事”
■李 健 毛英椿

盛夏练兵忙。日前，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开展对抗训练。图为起飞前飞

行员准备完毕，向地勤人员致意。 赵雨桐摄

闪耀演兵场

编辑感言

一个战士的责任是什
么？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就
是做好本职工作、干好“分内
事”。但在部队大家庭中，总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眼里有
时没有“分内事”与“分外事”
的界限，只要是对战斗力建
设有益、对部队发展有利的
事，就用心操心、爱干愿干、
敢抓敢管敢担当。

主题词：责任

某部有一名基层干部，不论分内分

外、大事小情，总是风风火火、兢兢业业，

不仅把平凡的工作干出了精彩，还在潜

移默化中感染带动了很多官兵，推动单

位建设不断进步。有人这样评价他：每

天都在主动“燃烧”自己，全身散发着正

能量。

主动“燃烧”自己，释放的是对工作

的无限热情，体现的是“时时放心不下”

的高度责任感，彰显的是把事业爱到骨

子里的深厚情怀。相比之下，有的同志

不愿主动作为，对工作敷衍塞责、懈怠散

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的不推不动、

推一推动一动，干劲严重不足；有的时冷

时热，跟着感觉走、由着性子来，不能持

之以恒、慎终如始……显而易见，这样的

基层干部，很难把工作干好、把队伍带

好、把单位建好。

有人把基层干部分为三类：熊熊燃

烧的“自燃型”，点火也烧不起来的“不燃

型”，介于两者之间的“可燃型”。这样的

比喻颇为形象，也引人深思。现实工作

中，一些基层干部之间的差异，恰恰就在

这里。有的不用点火便能“自燃”，眼中

处处有事，事事积极主动；有的相对被

动，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充分，但只要被

注入动力、点燃激情，也能顺势而为、发

光发热；有的无论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遇事能躲则躲、能推就推，看到别人干得

热火朝天，甚至还会冷嘲热讽泼冷水。

可以想见，如此截然不同的处事态度和

行为方式，必然带来工作效果和成绩上

的千差万别。

身在基层，面对工作，应该选择什么

样的心态与姿态？答案不言自明。试

想，如果没有一次次的自我加压、专攻精

练，陆军某旅连长孙金龙如何带领官兵

续写“济南英雄连”的荣光？如果没有一

次次的领舞刀尖、向海图强，海军一级飞

行员张敏和战友如何实现从试飞着舰到

全时起降、从机舰协同到体系融合、从近

海飞行到远洋练兵等一系列突破……无

数“强军先锋”的先进事迹告诉我们：激

情如火、主动做事才能有所作为，萎靡不

振、被动干事难以成就精彩人生。

“你要追求工作，别让工作追求你。”

基层岗位虽然平凡，却是强军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基层工作虽然琐碎，同样能够

实现人生价值。“有理想的人，生活总是火

热的。”广大基层干部要把工作当事业，以

执戈在手、不辱使命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不待扬鞭自奋蹄、撸起袖子加油干，忠实

履职尽责，努力把经手的每一件工作做

好，把组织赋予的每一项任务完成好，用

问心无愧的付出书写青春华章。

当然，要让广大基层干部主动“燃

烧”自己，始终保持事业至上、奋楫争先

的有为姿态，各级党委和领导还须主动

靠前做工作，在积极搭台子、主动扶梯

子、善于压担子的同时，立牢鲜明导向，

让有才者有机会、实干者有舞台、有为者

有地位，激励更多基层干部心无旁骛、心

情愉悦地干事创业。

干事创业要激情如火主动作为
■周燕虎 旦增达旦

是“敢担当”还是“热心肠”？是“责

任使然”还是“爱管闲事”？初看这篇稿

件时，对李占的所作所为，编者心中出

现这样的问号。编完稿件，掩卷沉思，

编者认为，“热心肠”与“爱管闲事”都不

能体现李占的思想境界。

由此想到，当一个人主动做一些

“分外事”时，为什么会被说成是“管闲

事”呢？这反映出一种社会现象：在面

对一些矛盾问题时，有些人想的是“我

们”，有些人眼里却只有“我”，表现出

“精致的利己主义”。官兵们身在军营，

也会或多或少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影

响。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并加

以引导和纠治。

在编者以往收到的投稿中，一个现

象被不时提及：几个基层连队卫生区的

交界处，有时会打扫不够彻底。我想，

如果当时李占在场，肯定不会出现这种

情况。心中有责，才能担当作为。李占

之所以爱操心爱干事，就是他心中始终

装着连队、装着战友、装着责任。

部队是个大家庭，战斗力建设离不

开每名官兵的辛勤付出。尤其当前，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了攻坚期，更

需要全军上下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如

果每个人都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对单位存在的问题、战友面临的困难视

而不见，何谈提升备战打仗能力、实现

部队全面发展呢？“连队的事，就是大家

的事。”希望更多的官兵能像李占一样，

心中常想“大家”，在工作训练中强化事

业心、责任感，做一个“爱操心”的人。

心中有责，才能担当作为
■胡 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