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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记者感言

营连日志一线直播间 野外驻训进行时

初秋大漠，大风卷起黄沙，吹得人

睁不开眼睛。电台里，接踵而至的特

情 ，像 这 里 的 天 气 一 样 让 人 难 以 预

料。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营无线报话班

班长、一级上士周亮再一次踏进这片

既熟悉又陌生的“考场”，心中只有一

个目标：打一个“翻身仗”。

这天，该旅组织无线报话班综合

考核。除了恶劣多变的天气，去年的

教训也在时刻提醒周亮，想要通过考

核并取得好成绩绝非易事。

去 年 ，差 不 多 也 是 这 个 时 候 ，在

同一片大漠，周亮所在的无线报话班

因 忽 视 高 压 电 塔 干 扰 出 现 信 号 传 输

中 断 ，影 响 了 演 练 进 程 。 那 时 ，周 亮

是 班 里 的 一 名 老 兵 ，关 键 时 刻 ，他 准

确判定电磁干扰源，帮助全班摆脱困

境。去年底，周亮接任班长。今年野

外驻训，他想用出色的表现为无线报

话班正名。

“阵地暴露，指挥所将遭‘敌’火力

覆盖。”各班组顶着漫天黄沙进入考核

地域，刚展开设备便接到特情通报。

“快速转移！”周亮果断决策，带领

全班完成电台撤收，并采用分散突围

的办法，有惊无险地冲出“敌”火力覆

盖区。

“首战告捷”，周亮紧绷的神经没

有 丝 毫 放 松 ，因 为 此 次 考 核 非 同 以

往。据他介绍，该旅探索推开“按实战

标准逐年滚动升级内容、形式、难度”

的全新考评模式，对无线报话班来说，

不 再 单 纯 检 验 口 令 传 输 是 否 快 速 准

确，而是将多项能力指标融合在一起

连贯组织，具体考什么、怎么考，都是

未知数。

说 话 间 ，“3 号 报 话 员 左 腿‘ 开 放

性骨折’”“遭小股‘敌特’袭击”等多

个特情纷至沓来。周亮快速反应、见

招 拆 招 ，一 边 组 织 伤 员 救 治 ，一 边 安

排人员设置佯动电台隐真示假，同时

给 每 人 指 定 了 警 戒 方 向 ，最 终 成 功

脱险。

记者了解到，去年野外驻训结束

后，无线报话班认真吸取教训，深刻反

思自身训练水平与实战的差距。针对

查找出的问题，他们借助复杂天候和

电磁干扰环境，苦练战场态势研判和

“零误差”指令传输能力。周亮当上班

长后，他认真分析大家的短板弱项，对

照大纲为每个人制订了一份补差训练

计划，一有机会就带领大家参加比武

竞赛、战备保障任务。经过一年的摔

打磨炼，全班人员不仅实战意识明显

增强，专业能力也有了很大提升。

考 核 还 在 继 续 。 抵 达 预 备 阵 地

后，周亮立即组织战友架设电台，没过

一会儿，传输信号突然中断——又是

熟悉的一幕，去年野外驻训遇到的情

形再次出现。

“是电磁干扰，大家按预案分头处

置！”周亮当机立断。

然而，侦测发现，此次电磁干扰极

为复杂，不仅强度大，而且来源广，他

们尝试多种手段恢复通联，均未能奏

效。

“难道要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

次？”一时间，大家慌了神，现场氛围骤

然紧张起来，周亮的额头上也渗出了

汗珠。

“没必要死守电台不放，想办法把

指令传出去才是关键。”突然，周亮眼

前一亮：放弃无线电通联，改用其他简

易手段。最终，无线报话班使用旗语

成功将上级指令传递了出去。

成绩公布，周亮所在班因灵活使

用战术战法，指令传输快速准确，夺得

综合考核第一名。

看着成绩单，该旅领导满脸欣慰：

“野外驻训年年搞，年年要有新进步，

发现问题就抓紧解决掉，不能重蹈覆

辙。”

下图：2023 年 9 月 1 日，本版刊发

关于第 82集团军某旅某营无线报话班

的报道。

2023 年 9月 1日，本版报道了第 82集团军某旅某营无线报话班通信传输受困于
高压电塔的经历。时隔一年，他们又来到这片训练场，再遇复杂电磁干扰—

今年驻训，没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解 潇 张 坪 本报记者 韩 成

实战化演训是助推战训耦合的有

效途径，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营无线报

话班班长周亮和战友的成长经历，让

我们看到了一线官兵在演训任务中吸

取教训、总结经验、学会打仗的可喜变

化。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深省之问”：

野外驻训年年搞，还有多少问题“涛声

依旧”？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

补齐短板、提升能力的过程。纵观今

日演训场，很多官兵都能像周亮所在

的班组一样，在反思整改中做到“打一

仗、进一步”，但也有个别单位和少数

官兵对演训复盘总结不够重视，或习

惯 性 地 将 暴 露 出 的 问 题 整 理 到 表 格

里、汇总在本子上束之高阁，或对问题

视而不见、坐视不管，不主动寻求破解

之策，或把大问题当成小问题、用旧办

法应对新问题，以至一些问题悬而未

决、久拖不决，成为制约战斗力提升的

瓶颈。

这几年，随着实战化训练不断深

入，出现一些新问题在所难免，怕就怕

发现问题不去解决。我们平时常诟病

“年年演训年年都上一年级”“战斗力

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等现象，细究其原

因，都与此密切相关。

如果把实战化练兵比作一场马拉

松，那么问题就是运动员鞋里的沙子，

谁清理得及时彻底，谁就能跑得更快

更远。在此过程中，每名官兵要敢于

暴露问题，勇于破解难题，形成集智攻

关的强大合力；各级党组织和组训者

更应主动扛起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强

化 结 果 导 向 ，始 终 保 持“ 不 清 零 不 撒

手”的韧劲恒心，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

一个问题，暴露一处短板就补齐一处

短板，决不能置之不理、养痈遗患。同

时，加强分类指导，按照“谁的问题谁

解 决 ”原 则 ，明 确 责 任 分 工 和 整 改 时

限，防止“查摆问题头头是道，解决问

题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尤其各级

领导机关，要认账领账、立行立改，须

知很多问题出现在基层，却是基层无

力解决的。

莫让问题“涛声依旧”
■韩 成

高原初秋，微风习习。晚饭时间，

火箭军某团某营食堂“家属就餐区”渐

渐热闹起来。餐台前，来队家属带着孩

子有序排队，挑选自己喜欢的餐食。

“这里的饭菜比家里的还好吃！”某

营干部刘定军 8 岁的女儿刘梓玥边吃

边开心地对爸爸说。来队探亲期间，一

家人每天都能坐在一起吃饭，刘定军的

妻子叶平心中倍感温暖。

和丈夫结婚以来，这是叶平第 3 次

来队探亲。前不久，她带着孩子从河南

老家出发，前往高原军营。来队路上，

叶平一直担心孩子能否适应部队伙食，

不承想，就在抵达当晚，丈夫带她们到

新设立的“家属就餐区”就餐后，她心中

的顾虑很快烟消云散。

刘定军告诉记者，部队地处高原深

山，家属临时来队公寓住房条件有限，

独立开伙做饭很不方便。以前，妻女每

次来队探亲，经常是等他在食堂匆匆吃

完后，再将饭菜打包带回。且不说饭菜

容易变凉，有些还因为口味过重，不太

适合小孩食用，一来二去，造成了一些

不必要的浪费。

据了解，该团担负任务较重，每年

只有 6 至 8 月家属可以来队探亲，又正

逢 暑 假 ，同 行 的 官 兵 子 女 人 数 非 常

多。部队驻地偏僻，加之住房条件有

限 ，日 常 买 菜 做 饭 成 了 家 属 们 的 挠

头事。

“ 临 时 来 队 家 属 虽 说 住 的 时 间 不

长，但也要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该

团领导告诉记者，为解决家属和子女的

就餐问题，他们查阅相关政策，依规设

立“家属就餐区”，依托社会化保障，彻

底解决来队家属就餐问题。

“香酥鸭、肉末蒸蛋、时令蔬菜、水

果酸奶……”走进“家属就餐区”，口味

清淡、营养丰富的菜品整齐摆放。温馨

淡雅的桌布，营造出一种家的感觉，富

有军营特色的屏风等设施，既给家属孩

子提供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又不干扰

官兵正常的就餐秩序。

用 餐 期 间 ，厨 师 长 会 不 时 来 到 食

堂，细心观察各类菜品消耗量，适时灵

活调剂。厨师长告诉记者，每周食谱都

会由食堂工作人员和家属代表共同制

订，并定期推出“特色食谱”，确保每名

家属都能吃得舒心。

此 外 ，该 团 考 虑 到 部 分 官 兵 子 女

年 龄 较 小 ，专 门 购 买 了 一 批 电 饭 煲 、

儿童餐椅，供家属借用。一个周末上

午，二级上士王学磊的妻子即将踏上

返乡的旅程，她将借来的电饭煲清洗

擦拭干净，归还给保障部门。“团领导

为我们考虑得如此周到细致，让我感

受到家的温暖，我更要支持丈夫安心

服役，不辜负组织的关心厚爱。”她激

动地说。

除了设立“家属就餐区”，该团还通

过举办军属“茶话会”、亲子夏令营等活

动，进一步加深官兵家属对军人职业的

理解，增进家属之间的情感交流，高原

军营暖意融融。

“把 政 策 用 好 ，让 福 利 落 地 ，官 兵

没了后顾之忧，才能全身心投入练兵

备战。”该团领导说。连日来，他们承

接“四会”教练员集训、新兵岗前培训

等任务，官兵们不讲条件、不辞辛劳，

主动研究新训法，展现出崭新的精神

面貌。

火箭军某团多措并举落实官兵福利政策规定—

食 堂 有 了“ 家 属 就 餐 区 ”
■岳小林 高飞虎 本报特约记者 任增荣

基层暖新闻

点名，在基层单位一日生活中再正

常不过，各连队每天都会组织，每次不得

超过 15 分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司空

见惯的小事，却在陆军某旅某连引发了

一场争论——

“全面讲评连队一日工作，即便是

‘新手’值班员，按照这个套路来也不会

出错。”

“每次点名都追求面面俱到，结果有

些问题讲不清讲不透，讲了和没讲差别

不大。”

“驻训期间日程安排不像在营区那

么规律，如果不明确次日任务内容，等工

作展开时，大家就会既被动又忙乱。”

……

这场争论的源头，还要从一名班长

担任连队值班员说起——

前段时间，由于工作任务较重，该

连很多骨干分身乏术。考虑到班长原

波性格沉稳、工作经验丰富，刚到连队

任职不久的指导员刁逸飞便安排他担

任连队值班员。

然而，连续两天晚点名，刁逸飞发

现，原波讲得很流畅，大家却听得很不耐

烦，甚至有些同志还走了神儿。原波的

讲评方式，也让刁逸飞直皱眉头：连队当

天并没有专门组织有关政治工作的活

动，但他还是将军事训练、政治工作、日

常管理 3个方面都讲评了一遍，宣布次日

工作时，却只点了任务负责人，对人数、标

准等均未明确，大家听后不明所以。

带着疑问，刁逸飞找到原波一问究

竟。“指导员，老班长都这样点名，我这是

跟他们学的。”原波的回答让刁逸飞更加

不解。

为此，刁逸飞来到各班排了解情况。

谈话中，战士们普遍反映野外驻训展开后，

点名讲评过于机械，安排工作模棱两可。

一名排长道出问题所在：在营区时，部队每

日工作安排比较有规律，各方面都有所涉

及，即便没有具体部署次日工作，大家也都

“心中有数”；来到驻训点后，每日工作安排

不固定，临时任务较多，如果依旧套用原来

的讲评模式，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不但得不

到解决，反而会越积越多。

“简单套用经验是典型的惯性思维，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可能有‘百试百

灵’的模板。”当周连务会上，刁逸飞抛出

这一问题，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点名的内容通常包括清点人员、

生 活 讲 评 、宣 布 次 日 工 作 或 者 传 达 命

令、指示等……既然条令条例有明确要

求 ，我 们 就 应 该 严 格 对 照 执 行 。”翻 开

《内 务 条 令》，刁 逸 飞 逐 字 逐 句 解 读 分

析，带领骨干反思这样一个问题：你真

的会点名吗？

最终，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当日生活

讲评，连队干了啥就讲啥，不但要指明具

体问题，还要提出改进方法；宣布次日工

作或传达命令指示，要讲明具体任务安

排，让官兵心中有数、提前准备。

“不能让‘点名’成为形式与过场”。

此后，该连每日点名，不仅值班员讲得具

体实在、有的放矢，官兵也听得认真信

服，很多困难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点名方式的变化，让破除惯性思维

辐射到了更多方面：年轻教练员不再机

械套用前辈的组训方法，专业课目教学

效果显著提升；不少同志规划成长路径，

紧贴个人实际和岗位需求，不再直接照

搬他人成功经验。

近日，该连组织战术演练，某项行

动 展 开 后 ，官 兵 们 打 破 以 往 思 路 和 做

法，大胆采用新型材料，有效缩短了作

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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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近日，第 71 集团军某旅

炮兵分队组织榴弹炮射击。

陈 楠摄

下图：前不久，海军某驱逐舰

支队组织开展高强度训练。图为

干扰弹出膛瞬间。

韦陈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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