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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军营正迎来越来越多

拥有专业技能的义务兵

伴随着旋翼的嗡鸣，无人机瞬时腾

空而起。

在第 72 集团军“四会”教练员比武

场 上 ，某 旅 上 等 兵 刘 国 夫 边 讲 解 边 实

操。他操控的无人机快速飞行，躲避了

高低错落、大小不一的障碍物，精准击中

高速移动的靶标。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 8 秒。“砰”的一

声，当考官听到靶标的爆裂声时，眼前甚

至还浮现着无人机飞行的影子。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一名考

官不由自主地站起来鼓掌。刘国夫的成

绩单上，清晰地写着“飞行平稳、技能娴

熟、紧贴实战”几句评语。

除了无人机实操教学，刘国夫还在

教案编写、理论授课、体能考核等方面的

比拼中，表现出色。

比武结束后，刘国夫被评为优秀“四

会”教练员，他所展示的《小型无人机实

战应用》课程也被集团军收录为精品课。

刘国夫的突出表现让部队领导注意

到，军营正迎来越来越多拥有专业技能

的义务兵。从该旅的统计数据看，近 3

成义务兵拥有某方面专业特长，其中不

少人经由实践锻炼成长为专业岗位教练

员，并取得一定教学成果。

上等兵彭阳华的大学专业为建筑

学，前段时间，他向战友们讲授了建筑

制 图 相 关 课 程 ，几 笔 简 单 线 条 快 速 描

绘 建 筑 物 的 技 能 ，很 快 被 大 家 应 用 于

某课目训练。

军 事 体 育 课 堂 上 ，曾 是 国 家 二 级

运 动 员 的 上 等 兵 曾 国 涛 ，向 大 家 普 及

跑 步 方 法 和 技 巧 。 经 过 他 的 培 训 ，一

名 老 班 长 的 5 公 里 武 装 越 野 成 绩 比 以

往提升不少。

义务兵在军营大显身手的背后，是

时代列车的高速前进。

2008 年，孙仲国胸前戴着大红花，

在赶往部队的火车上按捺不住兴奋的心

情。10 多年过去，已是一级上士的他坦

言，曾经的自己更像是一张白纸，每天想

的都是怎么跟着老班长们把专业学好。

成为底盘技师兼驾驶专业教练员，他花

了整整 7 年时间。

2015 年，余国梁从大山里一路奔赴

军营。2020 年，当兵的第 5 个年头，他才

开始站上教练员的舞台。去年，他第 3

次参加集团军“四会”教练员比武，终于

跻身“优秀”行列。

2022 年，在地方院校教授无人机课

程的刘国夫走入军营。他穿上了期盼已

久 的 迷 彩 服 ，着 手 研 究 军 用 无 人 飞 行

器。因为具备扎实的基础功底，不到 1

年的时间，他便佩戴上了优秀“四会”教

练员的红绶带。

从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我们能感受

到时代气流带来的巨大升力——

教 育 进 步 培 养 出 多 元 的 能 力 ，社

会发展激发更多创新的思维。许多义

务 兵 在 步 入 军 营 前 ，已 经 具 备 一 定 的

知 识 广 度 和 思 维 深 度 。 来 到 部 队 后 ，

他 们 能 够 越 来 越 快 地 乘 风 而 起 ，加 速

奋飞。

一份“教练员培养方

案”带来的改变

加速奋飞需要有力的臂膀。如何让

新兵们在军营稳步成长，始终是该旅人

才培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回忆自己过往的经历，二级上士余

国梁坦陈，连长和指导员对于他的成长

路径有过分歧。余国梁颇有语言天赋，

新兵时期，指导员建议他朝着理论教员

的方向发展，连长则认为他勤奋好学，将

来能在专业研究上有所建树。

未 来 何 去 何 从 ，那 时 的 余 国 梁 也

感到有些困惑。直到他所承担的一次

全 旅 课 目 示 范 任 务 圆 满 完 成 ，成 为 专

业 领 域 教 练 员 的 目 标 才 在 他 心 中 扎

根。

中士张自友曾学习体育专业，入伍

后很快取得全旅 3 公里武装越野第一的

好成绩。连长看中了他的专业才华，培

养他担任军事体育专业教练员。然而在

教学岗位投入的大量时间非但没有使他

变得更优秀，反而导致他另外一些课目

成绩下滑。张自友的教练员之路只得遗

憾暂停。

实际上，让表现优秀的义务兵挑起

专 业 技 能 教 学 的 担 子 ，不 是 件 容 易 的

事。该旅领导意识到，被动等待义务兵

自己成才不可取，操之过急、拔苗助长同

样不可取。为了给年轻战士“添翼”，并

创造机会让他们“展翅”，该旅探索形成

了一份义务兵担纲教练员的人才培养方

案，助力优秀的义务兵在合适的时机起

飞，进而飞得高、飞得远。

该方案涵盖了“申请条件”“培养措

施”“考评办法”等方面。根据方案，体能

和专业技能达到良好以上水平，拥有某方

面技能且具备良好语言表达能力的义务

兵，可申请成为预备教练员，之后经由相

关培训、考核，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教

练员。

医学专业毕业的上等兵沈宇恒是该

方案的受益者。手持相关医学资格证书

的他，常向战友们科普医学常识。连长

曾尝试让沈宇恒讲授战伤救护课程，但

由于他缺乏授课经验，且自身所学与该

课目契合度不高，授课结果并不理想。

了 解 到 该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后 ，连 长

鼓励沈宇恒递交了申请表。很快，沈宇

恒被 定 为 卫 勤 专 业 预 备 教 练 员 ，并 得

到旅队为他量身订做的成长计划。

“具备专业医学知识，但和部队卫

勤 专 业 结 合 不 紧 密 ，创 新 能 力 有 所 欠

缺……”成长计划系统分析了沈宇恒的

优劣势，并提出“3 个培养周期”的针对

性提升方案，以及“初步具备 2 个课目以

上教学组训能力”的成长目标。

起初，沈宇恒与卫生排班长结成帮

扶对子，学习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夯

实 战 伤 救 护 等 技 能 基 础 。 之 后 ，沈宇

恒 被 派 往 院 校 继 续 进 修 卫 勤 相 关 专

业 。 从 院 校 结 业 后 ，他 又 被 派 到 教 导

队进一步集训，学习教案编写、课堂设

计、语言表达等技能。

沈宇恒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 ”

着 ，并 迎 来 了 最 终 的“ 大 考 ”。 专 业 理

论、技能实操、授课教学……多方面的

考 核 中 ，沈宇恒都 有 精 彩 的 表 现 。“ 随

机微课”环节，他为大家讲解了气胸的

发 病 过 程 和 紧 急 治 疗 方 法 ，现 场 掌 声

连连。

不 到 半 年 时 间 ，沈宇恒完 成 了 由

“ 会 ”到“ 精 ”的 转 变 ，个 人 素 质 全 面 提

升。前段日子，他拿到了“卫勤专业教

练员”资格证。手捧证书的那一刻，沈

宇恒觉 得 曾 经 略 显 稚 嫩 的 自 己 ，换 羽

新生了。

相比沈宇恒，上等兵任豪的成长之

路有些曲折。大学时期，他就考取了“游

泳教练资格证”。但身为炮手，他的射击

专业成绩始终在及格线徘徊。

旅队注意到任豪具备发展潜力，专

门制订方案为他补足短板。在组织的精

心培育下，如今任豪已是军事体育专业

教练员，负责 3 个课目的教学任务。在

他的教学指导下，其所在连队“武装泅

渡”课目优良率大幅提升。

诚然，并不是每一名义务兵都带着

特长入伍。刚下连时，上等兵陈匀臣并

无特长优势，细心严谨的他一直跟着老

班长学习驾驶技能。如今经由培养锻

炼，他已成长为驾驶专业教练员。

方案实施以来，该旅共筛选 28 名义

务兵担任预备教练员，目前已有 15 名经

过培养后顺利走上教练员岗位。

“就像每一滴露珠都能折射属于自

己的光芒，每一名战士都有独一无二的

特质。”该旅领导表示，发现并放大他们

的优势，是各级鼓励和培养更多义务兵

当教练员的初衷。

新兵与老兵携手，不

断激励着彼此的成长

2012 年，江滕蛟怀着成为“许三多”

的梦想，走进部队。

他说，《士兵突击》里有一句他最喜

欢的台词——“想要”和“得到”中间还有

两个字，那就是要“做到”！在战友眼里，

已是二级上士的江滕蛟事事拼搏，认真

得甚至略显执拗。

从一名普通战斗员，到被评为全营

侦察专业的“金牌教练员”，江滕蛟“做

到”的时候，已经是入伍 7 年后。

而中士文敬走入教练员行列只用了

2 年。2020 年来到军营的文敬，在 2021

年底便凭借出色的集训成绩，代表旅队

参加集团军狙击手比武，并一举夺魁。

2022 年，当连长宣布文敬担任狙击专业

教练员时，江滕蛟脸上瞬间流露出错愕

的表情，时至今日，他仍能回忆起自己当

时不解的心情。

一直以来，江滕蛟都相信，唯有时间

的积累能带来成果。而那时，他觉得文

敬成为教练员的速度太快了。“技能过硬

不代表能够承担教学任务。”江滕蛟多次

找到连长，希望组织能对文敬的任命再

做考虑。

实际上，不仅是江滕蛟，不少战友对

文敬当教练员这件事也充满疑问。很长

一段时间，文敬被“小教练”的称呼困扰

着。20 多岁的文敬长着一张娃娃脸，看

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可他知道，战

友们喊他“小教练”，不仅是因为他年纪

轻。一个“小”字，隐约透露着大家对他

专业技能和教学技巧的怀疑。

“文敬的各方面素质都不错，很有潜

力。”连长并没有改变决定，反而让江滕蛟

和文敬结成了帮扶对子，希望他们能互帮

互助，都有所改变。

自 己 要 改 变 什 么 ，江 滕 蛟 还 不 清

楚，但他准备给文敬提些建议。“干教练

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江滕蛟主动

把自己那本翻得卷边的《教学日记》拿

给了文敬。

对 于 老 班 长 的 指 导 ，文 敬 很 珍

惜。深夜，学习室的角落里，两人时常

围绕专业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在江

滕蛟的启发下，文敬自制便携式教具，

让瞄准景况从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可

感 ；他 同 时 将 呼 吸 与 瞄 准 点 相 对 位 置

的 变 化 曲 线 绘 制 在 坐 标 系 中 ，通 过 更

加 直 观 的 图 像 ，解 决 部 分 官 兵 呼 吸 节

奏的问题。

慢慢地，文敬将许多狙击专业的全

新理念和独到见解融入教学之中，并取

得可喜成果。除了年轻战士，越来越多

的班长骨干也开始主动向文敬请教专业

问题，战友们对他的称呼也从“小教练”

变为了“文师傅”。

从教学一种枪型到所有枪型，从为

连队战士组训到为全旅狙击手授课，又

是 2 年的时间，文敬有了很大改变。

改变，也悄然发生在江滕蛟身上。

某新型装备列装后，相应组建的新班组

急需一个素质过硬有干劲的班长带领大

家冲锋。很想走上新岗位的江滕蛟有些

犹豫：“教材和经验几乎都是空白的，对

于未知，我内心难免恐慌。”

“江班长，军旅生涯是没有边界的，

人生的价值在于勇敢地求索，不断打破

圈在内心的‘围墙’。”在文敬的鼓励下，

江滕蛟主动向上级申请扛起了这个担

子。之后的时间里，他带领新班组圆满

完成各项任务。

“2 年前，如果有人问我文敬当教练

员行不行，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可现在，

我会坚定地说行！除了文敬，我们身边

还有很多优秀的义务兵，他们的才华为

部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江滕

蛟说。不同的答案背后，是一名义务兵

从被质疑到被肯定、从尝试起飞到加速

翱翔的成长过程。

新兵与老兵携手，不断激励着彼此

的成长。

江滕蛟学习到了“快”。这种“快”已

不是此前他所以为的冒进和浮躁，而是

一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敢于尝试、勇于

展现、追求创新的特质愈发成为义务兵

群体的共性，这也是他们成长进步的有

力引擎。江滕蛟说：“文敬像一辆战车，

油 箱 里 总 是‘ 能 量 满 满 ’，还 一 直 为 我

‘加油’。”

文敬则体会到了“慢”。这种“慢”

并 不 是 止 步 不 前 或 犹 豫 不 决 ，而 是 对

本领的积淀和对理想的坚持。“江班长

的执着和顽强一直影响着我。”文敬感

叹 ，“ 面 对 困 难 ，最 重 要 的 是 保 持 韧 性

和 定 力 ，让 心 中 的 信 念 始 终 指 引 着 自

己砥砺奋进。”

一个人可以飞很快，一群人才能飞

更远。在快与慢的辩证法中，更多的“江

滕蛟和文敬”正在快速成长。

从义务兵到教练员的培养之路
■杨茂生 高 鹏 肖雨轩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第 72 集团军“四会”教练员比武的通

知下发后，某旅教导队王队长有些兴奋。

这次比武不同于以往，各旅至少要派出一

名义务兵参加。王队长找到上等兵刘国

夫：“一展身手的机会来了！”

20 岁出头的刘国夫曾被评为省级优

秀大学毕业生，手持多个创新奖项，并获

得“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入伍后，

他在训练任务中很快崭露头角。

近 些 年 ，一 大 批 学 历 较 高 、素 质 全

面 的 优 秀 青 年 投 身 军 营 。 如 何 对 接 这

些优秀青年，让义务兵群体的潜力得到

进 一 步 挖 掘 ？ 这 是 基 层 部 队 面 对 的 一

个课题。

透视第 72 集团军某旅一些义务兵教

练员的成长经历，我们感受到义务兵群体

对于自身进步的热切追求，观察到各级对

于培养义务兵所做的努力和探索。

近年来，义务兵的素质日趋全面、

能力愈发多元，兵情录上的本领特长、

训练场上的英姿风采，无不让人眼前

一亮。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接天

莲叶无穷碧”，我们意识到，这些现象

早已不是个例，而是时代的新风、进步

的产物、发展的必然。

只有抓住人才迸发的高峰期，才能

赶上发展建设的窗口期。第 72 集团军

某旅探索义务兵培养模式，鼓励优秀义

务兵当教练员，是部队重视义务兵群

体、积极建设人才队伍的生动样本。各

级要有敢用人才的胆识，善用人才的担

当，为强军事业厚实人才基础。

从部队的现实情况来看，岗位任

职看年龄、选人用人看资历、调整使用

看服役时长等情况依然存在。各级必

须摆脱思维惯性，对于义务兵要敢于

给 岗 位 实 践 、给 机 会 历 练 、给 平 台 展

示，营造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形成百

舸争流的良好局面。

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人才培养

亦是如此。各级要提高识人之能、用

人之道，精准把握人才发展方向，按照

“人岗适配”原则，最大化激活义务兵

身上的能量。要细致规划成长路径，

“扶上马，送一程”，用目标牵引、学习

升级、系统考核、多岗实践等方式加快

义务兵成长速度。

义 务 兵 的 成 长 成 才 并 非 一 日 之

功，要谨防重点培养的好苗子“高开低

走”，科学合理地压担子、给任务，避免

“特长兵”成了“特忙兵”，甚至在某些

方面成了“短腿兵”，真正让专长特长

成为义务兵军旅生涯高速起步的坚实

基础，为“兵之初”赋能成长搭好舞台。

为“兵之初”赋能成长搭好舞台
■方立波

人 才 强 军 进 行 时人 才 强 军 进 行 时 ·· 一 线 调 查一 线 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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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集团军某旅上等兵刘国夫（左三）正在向战友讲授无人机飞行课程。 湛泽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