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8基 层 传 真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刘伟祺

潜 望 镜

随着硝烟与落日余晖一同散去，一

场战术演练在东部战区陆军某旅野外

训练场落下帷幕。当晚，演习导调组成

员、作训科沈参谋来到担任主攻分队的

某营，组织展开复盘检讨。

“通联方式单一，多手段通信训练

有短板”“应急保障考虑不充分，油料补

充不及时”……记者注意到，这一次，沈

参谋不仅指出该营存在的短板，还对特

情构设背景、目的及其正确处置方法等

进行了说明。

记者了解到，今年该旅野外驻训开

始以来，各营连参加了多次演练，每次

演练结束，导调人员都会来到官兵中

间，与大家一起复盘，共同研究破解遇

到的训练难题。

该旅领导介绍，在以往的演练中，

担任“考官”的机关导调组根据战场态

势和实战要求，构设各种特情，要求参

演官兵当场处置，并作出评判。结果一

场演练下来，导调组指出问题一大堆，

但对如何解决语焉不详，一些参演分队

有时连应急处置究竟错在哪里都不知

道，更别提整改提高了。

有一次，某连参加上级组织的演

习，战士李博文奉命带领先遣侦察组搭

载直升机抵达目标地域。然而，正当他

们准备展开对“敌”抵近侦察时，耳机里

却传来全组“阵亡”的消息。

到底咋回事？一头雾水的李博文

把身边战友问了一遍，没有一个人知道

原因，他只好向附近的导调人员请教。

“既然被判‘阵亡’了，就该立即撤

出战斗，还问那么多干嘛？”导调人员一

句话，就把李博文“打发”了。

满怀信心地走上战场，稀里糊涂地

败下阵来。在那次演习中，类似情况不

在少数。旅党委一班人事后分析认为，

问题出在导调人员身上。

“导调人员不能只负责‘出题’和

‘判卷’，还要辅导基层官兵展开‘错题’

分析，举一反三。”旅党委改变以往做

法，明确导调人员不仅要站在“考官”的

角度，在演训中构设危局、险局、困局，

还要参与事后复盘，和基层官兵一起分

析情况处置有无不妥之处，并提出“最

优解”，帮助大家打一仗进一步。

其实，旅党委还有另外一层考量。

他们发现，有的导调人员为了增加难

度，经常构设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特情，

让参训官兵束手无策、解无可解，在一

定程度上使演训失去了应有的练兵价

值。

解铃还须系铃人，让“考官”与“考

生”共答一张卷的想法由此产生。

回到本文开头的复盘。针对解决

“应急保障考虑不充分，油料补给不及

时”的问题，沈参谋给出的思路是，在制

订应急保障方案时，各营要在“规定基

数”之外多准备一些余量，以应对战场

出现的各种情况。除此之外，还要考虑

补给途中的路况，以及可能遇到的干扰

因素。

受其启发，在后续训练中，该营展

开专题攻关，根据不同天候、地域、路

况、敌情等，分门别类制订保障方案，并

进行了实兵实装检验。

“考官”和“考生”共答一张卷，受益

的不只是“考生”。沈参谋告诉记者，导

调人员也能根据部队官兵的反馈，优化

导调方案、改进导调文书。

一次，防空营参加旅里组织的对抗

演练，在一场对空战斗中，对“敌”造成

严重毁伤。接到转移阵地命令后，他们

立即组织转场，不承想刚抵达新阵地就

收到“‘敌’战机升空，需立即组织对空

防御”的导调特情。

“‘敌军’刚吃败仗，怎么有力量组

织反攻？”惊愕之余，官兵们只得仓促应

战。气未喘匀，导调指令再次传来：“一

个装步分队已突破你营警戒阵地……”

“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该营指挥

员对照地图研判，提出质疑，“我营警戒

阵地背后是断崖，‘敌’装步分队根本爬

不上来！”

“将部队逼入绝境、难到极限的出

发点是好的，但不能为了导调而导调。”

演练第一阶段结束后，情况反馈给了机

关导调组，他们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对

导调文书和特情想定重新进行了推敲，

在贯彻实战化要求的同时，对“随意导

调”现象予以坚决纠正。

如今，在该旅，但凡组织带有战术

背景的演练活动，导调人员不仅深度嵌

入全程、设置各种特情，还实时采集记

录战场信息。每次复盘，他们主动为参

演营连提供一张成绩明细表、一份总结

报告、一套视频资料以及对策建议，并

指派能力素质突出的导调员到部队跟

训，跟踪督导问题整改情况。

这几天，某连正在展开补差训练。

此前担任导调员的温参谋来到官兵中

间，对照问题整改清单一个课目一个课

目过，确保把该连的短板弱项全部补上。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充分发挥导调人员作用，帮助基层提升训练质效—

导调：不能只出题不指导
■邓 磊 郑建杰 本报特约记者 陈 凯

野外驻训进行时

“带车干部骨干是安全员、观察员，

也是监督员，一定要明确职责，确保行

车安全……”前段时间，海军某部安全

形势分析会上，该部领导提出的要求，

引发不少营连主官反思。

由于工作需要，该部派车外出执

行重大任务时，通常安排干部骨干带

车，但对带车干部骨干该干啥，以前一

直没有明确，全凭带车干部骨干“跟着

感觉走”。

有一次，该部某连前往某地执行运

输保障任务。出发前，连长张明清将车

辆编好队后，为每辆车配备了一名带车

骨干。

一 级 上 士 巨 少 冬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个。行车途中，他嘴上叮嘱驾驶员小马

注意安全，心里却不以为意，认为带车

骨干纯属多余。

“班长，你只管在副驾驶座位上休

息，我自己能行。”小马行事稳重，担任

驾 驶 员 一 年 多 来 从 未 发 生 过 安 全 事

故。听到小马这么说，巨少冬便自顾自

地开起了“小差”。

“班长，跟不上前面的车了，你快

用对讲机说一声，让他们等一等！”在

小马的催促声中，巨少冬回过神来，这

才发现，自己所在的车已经掉队了。

由于建筑物遮蔽，对讲机的通信条

件不佳，巨少冬与前面的带车骨干联系

不上，便要求小马加速追赶。

“注意变道，前方避让行人……”一

路 上 ，巨 少 冬 打 起 精 神 ，不 时 发 出 指

令。虽然两人最终追上了车队，但受到

张明清严厉批评。

“带车干部骨干要履行好自己的职

责，不能当摆设。”事后，张明清以此为

案例，组织大家讨论反思，想一想带车

干部骨干到底该干啥。

“遇到崎岖路段，后车厢比驾驶室

颠簸更剧烈，此时要提醒驾驶员放慢

车 速 ”“ 要 注 意 观 察 驾 驶 员 的 精 神 状

态，防止他们犯困”“对驾驶员的驾驶

行为进行监督，严防交通违章”……讨

论中，干部骨干们发现，带车途中，还

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以前竟然没有

意识到。

张明清随后与大家一起梳理带车

的“学问”：路况复杂，及时提醒；长途机

动，轮流驾驶；编队行进，保持间距……

“这些看似小事，却是关系行车安

全的大事。”张明清说，此次讨论反思还

有意外收获，那就是分析查找出 20 余

个以前没有发现的安全风险点。他把

任务完成情况连同自己对带车问题的

思考写成报告，上交给了机关。

很快，一本“带车手册”下发各营

连，里面写明了带车干部骨干的职责

任务，张明清第一时间组织大家学习

掌握。

“前方有弯，放低车速”“前方行人

较多，小心避让”“前面路段不平，开慢

些”……这天带车外出，某营干部陈杰

不仅按照手册上的要求认真履职，还专

门带了一个记录本，随时记录带车感受

和注意事项。

“既然坐上了车，就不能把自己当

乘客。”陈杰介绍，现在大家对带车干部

骨干职责有了清晰的认识，再也没人小

看带车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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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28……”身 体 在 单 杠 上 翻

转，耳边传来战友计数的声音，此时的我

手掌灼痛、精疲力竭。

翻身落地，新兵们围拢过来，向我伸

出大拇指：“班长，你能做这么多，有什么

诀窍？”

我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伸出手掌，上

面又硬又厚的老茧，引来一阵惊叹。

“当血泡磨成老茧，你离成功就更近

了一步。”迎着大家求知的目光，我讲起

自己的成长经历。

记得刚下连不久，中队组织单杠二

练习考核，因表现出色，我受到班长表

扬。但我没有沾沾自喜，我深知掌握单

杠二练习仅仅是基础，“器械高练习”才

是季度考核和年终考核的必考课目，而

这恰恰是我的短板。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队一直在组

织单杠二练习，我的内心急不可耐，打算

通过网络学习、请教干部骨干等方式尝

试“器械高练习”，提前为考核作准备。

说干就干。当我摆动身体，准备向单

杠四练习发起冲击时，双手突然传来强烈

的灼痛感。原来，由于没有经验，我动作

幅度过大，手掌被单杠磨出了血泡。

“进行‘器械高练习’很容易出现这

种情况，很正常。”班长见状，轻描淡写地

说着，摊开了自己的手掌。

那是一双粗糙而宽大的手，掌心疙

疙瘩瘩的，分布着几块凸起——那是经

过长年累月训练而磨出的老茧。

“当血泡磨成老茧，你距离成功就更

近了一步。”班长说。

我顿时明白了：没有谁可以轻轻松

松成功。从那以后，我在训练中稳扎稳

打，尤其单杠课目，更是不厌其烦。一段

时间过后，手上的血泡渐渐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一块块老茧，它们像长在皮肤里

的小石头，坚硬而粗糙。

血 泡 磨 没 了 ，我 内 心 的 急 躁 消 退

了。有一天，我伸出手掌给班长看，班长

重重地捏了捏，点了点头：“基础打得不

错，可以‘进阶’了。”

他所说的“进阶”，就是我一直心心

念念的单杠四练习。不过真正开始训练

时，我反倒没有那么兴奋了。挂腿、屈

身、翻上……一举一动不急不慢，力求标

准规范。

在班长指导下，我逐渐攻克了单杠

四练习的所有技术动作。当我一气呵

成、稳稳落地时，心中满是成功的喜悦。

“怎么样，没骗你吧？”班长一把拽过

我的双手，摊开给我看。

“是不是跟你班长的手掌差不多？”

说到此处，新兵们好奇地发问。

“还差得远呢！”思绪回到眼前，看着这

些稚嫩的面孔，我淡淡地说，“血泡磨成老

茧，只能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要想成为

一名合格的军人，还得付出更多……”

（唐楚豪、黄海粮整理）

当血泡磨成老茧
■武警湖南总队张家界支队某中队下士 陆恒勤

营连日志

近日，海军某支队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官兵打赢能力。图为主炮对海射击。 梁张明摄

炎炎夏日，新疆军区某团官兵在集会前拉歌，各连互不相让，官兵精神抖擞。 李 峰摄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前段时间，记者来到第 82 集团军

某旅采访，由于大部分官兵远赴外地

驻训，往日热闹的营区冷清不少。看

着 修 剪 整 齐 的 草 坪 、井 然 有 序 的 队

列 ，记 者 不 免 心 生 好 奇 ，与 官 兵 们 聊

了起来。

说到野外驻训，防空导弹技师孙德

振话语里透着不甘。在这名三级军士

长看来，参加野外驻训，有更多机会与

战友们同台竞技，肯定能学到不少真本

事。但由于牵头负责的某技术革新项

目到了关键节点，再加上其他一些原

因，他这次不得不选择在后方留守。

孙德振已经连续 3 年达标“体能特

三”，今年他打算更进一步，朝着“体能

特二”发起冲击。孙德振居住的部队家

属院距离营区近十公里，他每次往返都

是跑步。“战友们在野外驻训场挥汗如

雨，咱也不能落后。”孙德振说。

二级上士郭峰在驻训前一个月腰

伤犯了，只能留了下来。入伍至今，这

是他第一次没能参加驻训。

“这一个多月，我瘦了 10 公斤。”郭

峰说。

“为啥留守还瘦这么多？”记者一脸

惊讶。

原来，虽然身在后方，他可没闲着，

除了盯着营区的装修改造任务，每天的

训练雷打不动。

尽 管 体 能 已 经 达 到“优 秀 ”标 准 ，

郭峰仍坚持早上 5 点起床锻炼。“在我

们连，体能过硬是最起码的要求，如果

连这个都做不到，就根本待不下去。”

郭峰说。

聊得兴起，一级上士王兵兵刚打扫

完卫生，满头大汗地加入进来：“别看现

在营区里官兵很少，但该干的工作、该

完成的任务一样没落下。”

留守期间，这名擅长投掷手榴弹的

侦察班班长一有时间就到健身房，练习

上肢、腰腹和腿部力量。王兵兵说：“今

年旅里要举办军体运动会，正好利用这

个机会抓紧备战，力争拿个好名次。”

记者以前听说，部队留守人员不好

管理，也比较闲散。此次一见，才知根

本不是那回事。一级上士王东东负责

几台装备的维修，每天铆在车场，公差

勤务照样干；二级上士陈聪，一只手受

了伤，他便用另一只手扫地、擦玻璃；中

士高浩有腿伤，但不影响上肢力量训

练，他也是健身房里的常客……

最令人伤感的，是炊事班班长王建

成，他今年服役将满 16 年，年底面临退

伍。他说，今年特别想去驻训，为战友

们好好做做饭。

“会有遗憾吗？”记者问道。

“有一点儿，不过在后方做饭也是

一样的。”王建成笑着回答，“革命同志

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说得好！”记者话音未落，王建成

补充道：“无论在哪儿，先让自己成为一

块好砖。”

看着眼前的官兵，品味王建成这句

话，记者终于知道，同样是留守，为啥他

们干劲那么足了。

走近野外驻训的“留守兵”
■王 轶 本报记者 李由之

记者探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