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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营连日志

记者探营

“右翼遭‘敌’袭扰！”盛夏时节，骄

阳似火，第 74 集团军某旅一场连战术

综合训练火热展开。

刚完成战备等级转进、机动集结，

七连就遭遇蓝方分队伏击。由于高强

度连贯作业且进攻受阻，有的官兵产

生心理波动。发现情况后，该连指导

员郭乐迅速带领战时宣传鼓动组展开

战场动员，提升战斗士气；连长黎龙冷

静分析战场态势，拟定攻坚计划，重新

组织战斗。两人各司其职、默契配合，

带领官兵顺利夺占要点。

“ 七 连 官 兵 能 打 胜 仗 ，在 于 有 个

过硬的支部班子。”走下训练场，一名

旅 领 导 说 ，近 年 来 ，七 连 全 面 建 设 取

得明显进步，多次在演训任务中表现

突 出 ，被 上 级 表 彰 为“践 行 强 军 目 标

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二等功 1 次。今

年 ，郭 乐 和 黎 龙 搭 档 默 契 ，任 务 完 成

标 准 高 ，被 战 区 陆 军 表 彰 为“一 对 好

主 官 ”，连 队 党 支 部 也 被 上 级 评 为 先

进党支部。

军政主官是连队建设发展的“领

头雁”，双方团结协作，才能推动连队

建 设 不 断 发 展 ，若 是 配 合 不 当 ，连 队

建 设 和 备 战 打 仗 必 然 受 影 响 。 七 连

两名主官的成长经历，再次印证了这

个道理。

起初，黎龙和郭乐的步调并不一

致。黎龙习惯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训

练上，对其他工作过问不多；郭乐则一

心扑在政治工作上，搞教育创新、抓思

想管理。两人各抓各的，缺乏统筹协

同，连队工作时常“撞车”，官兵难免心

气不顺。这些问题，被一名挂钩帮建

的旅领导发现。

“ 主 官 合 不 合 拍 ，官 兵 心 里 很 清

楚，只有带头讲团结、顾大局，才能让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名

旅领导分别与两人谈心交流，分析单

位情况，传授解难方法。

“相互补台，才能好戏连台。”认识

到问题所在，两人都主动做出了转变，

经过坦诚深入沟通，两人在抓建思想

上达成一致。

很快，这种可喜的变化被连队官

兵看在眼里——战术作业示范，郭乐

不再袖手旁观，而是发扬军事民主，为

黎龙出谋划策，提供“金点子”；教育先

行试点，黎龙主动参与，帮郭乐承担部

分任务，参与连队文化氛围建设。大

家发现，两位主官互相“串门”多了，配

合互动多了，连队运转和各项工作开

展变得顺畅高效了。

成为“一对好主官”，光有互相配

合的意识还不够，还需要具备相互补

位的能力。

黎 龙 记 得 ，一 次 郭 乐 出 差 ，他 组

织召开支委会，因对议事原则理解不

深 ，会 前 酝 酿 不 充 分 ，导 致 几 名 支 委

交流意见时始终不能统一思想，场面

一 度 陷 入 尴 尬 ；郭 乐 也 记 得 ，一 次 黎

龙休假，自己在组织连战术训练时秩

序不够规范，被上级检查组指出许多

问题……这些经历让他们深刻感到，

连 队 主 官 必 须 兼 具 过 硬 军 事 政 治 能

力 ，指 导 员 不 仅 是 政 治 工 作 的“明 白

人 ”，而 且 要 做 军 事 训 练 的“ 行 家 里

手”；连长作为党支部副书记，不仅是

军事训练第一责任人，也要当党务工

作的“政策通”。

为此，两人开始在日常工作中主

动互帮互学、固强补弱。黎龙对党务

工作不熟悉，郭乐就找来相关法规资

料帮他补课；郭乐组训施训能力不够

精，黎龙就在训练现场指导帮带。一

段时间后，他们不仅个人综合素质得

到提升，彼此配合也更加默契。

连队主官“一条心”，官兵才能“一

盘棋”。一次，连队组织战术训练，黎

龙就各项行动进行统筹部署。觉察到

存在不足，郭乐及时提出优化建议，并

针对任务需求进行战前动员，引导训

练尖子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多项训练

指标得到提升。

两人工作能够互相补台，外出休

假也更加安心。前段时间，郭乐家中

有事需要处理，但考虑到连队任务繁

重，便打消了休假念头。得知情况后，

黎龙找到他表示：“你放心休假，单位

有我在。”

郭乐休假期间，两人常连线沟通，

分析工作训练状况，一起研究解决问

题，连队工作一点也没受影响。

前不久，在“一对好主官”经验分

享交流会上，黎龙和郭乐讲述了两人

搭档协作的经历心得，让现场官兵很

受启发。

这个连队主官的奋斗经历，发挥

了 很 好 的 辐 射 带 动 效 应 。 该 旅 更 多

基 层 主 官 扎 实 强 能 力 、密 切 搞 配 合 ，

形成良好局面。野外驻训期间，火力

连两位主官与官兵一同顶烈日、战酷

暑，连长抓任务部署、制订训练计划，

指导员带骨干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进

行动员鼓劲，连队高标准完成各项任

务，受到上级表扬。

上图：郭乐（左一）和黎龙（左二）

带领连队骨干进行战斗筹划。

鲁 粤摄

第74集团军某旅七连党支部带领官兵齐心协力推动连队高质量发展—

军政主官“一条心”官兵才能“一盘棋”
■张海阳 程锡南 刘 杰

“ 没 有 了 转 诊 名 额 的 限 制 ，我 的

腰 伤 这 周 就 能 到 医 院 检 查 治 疗 了 。”

一 天 下 午 ，第 82 集 团 军 某 旅 医 务 室

内，某连一名战士拿到外出就诊证明

后十分欣喜。

笔者了解得知，按照该连此前的工

作惯例，官兵外出看病每次只能出去两

到三人，这容易让一些战士患病后无法

及时就医。

战士有看病需求应当尽量满足，为

何进行名额限制？该连指导员说，为方

便基层官兵及时就医，相关政策规定，

官兵去部队医院就诊不再需要基层卫

生机构出具转诊介绍信，只需持本人保

障卡前往即可。但规定实行后，基层连

队请假外出人员一度增多，有时甚至影

响到正常训练。

一次，因申请外出就医的战士较

多，到基层检查训练情况的旅领导有些

疑惑：“难道是基层组织训练不够科学，

导致训练伤病增加？”

他深入调研发现，除正常转诊就

医 需 求 外 ，个 别 战 士 故 意 夸 大 病 情 ，

有 的 甚 至 打 着 看 病 就 医 的 旗 号 外 出

办事……为纠治此类问题，有的连队

便 采 取 了 限 定 官 兵 外 出 看 病 名 额 的

办法。

“就医政策为兵服务的初衷是好

的，在落实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考虑官

兵现实需求，不能因为容易出现问题

就 限 制 名 额 搞‘ 一 刀 切 ’。”一 次 旅 交

班会上，该旅领导叫停限制就医名额

的 做 法 ，要 求 相 关 单 位 立 即 整 改 ，同

时要求机关相关部门细化规定，指导

基层科学落实。

经讨论研究，旅相关部门明确：官

兵操课期间外出看病，要先经卫生连值

班医师诊治，能本级收治的一般不转

诊；经诊治无明显好转或者加重，遇有

较重并发症或者处理困难，需要特殊检

查、处理的，由值班医师开具转诊证明

后，可向连主官请假前往部队医院就

诊；转诊通常安排在每周五，官兵统一

搭乘单位车辆前往医院，并指定负责人

进行人员管理。遇有看病人员较多或

出现急重病号等特殊情况，可灵活调整

转诊时间及次数。同时，各连有针对性

地进行教育引导，纠正少数官兵错误思

想行为。

这些管用举措实行后，基层官兵合

理就医需求得到有效保障，申请外出人

员也明显减少。如今，卫生连定期对外

出看病情况进行调研，了解各单位就医

人数及详细病因，并协调相关部门制订

完善《伤病员就诊规范》《住院（陪护）、

在外养病和伤病残待移交人员管理规

范》，明确零散伤病员的就诊流程及人

员管理责任，官兵转诊就医的权益得到

持续保障。

科
学
调
整
确
保
官
兵
及
时
就
医

■
关

棕

王
力
平

前不久，我独自带队完成实弹射击

保障任务。归队途中，看着战友们豪情

满怀，对我投来信任的目光，我更加坚

信，无须假借上级名号，凭借过硬能力也

可以带队完成好工作。

刚到连队时，我对开展工作有些信

心不足：论资历，我是大学生士兵提干，

兵龄仅比义务兵稍长；论能力，我的管理

经验还比较欠缺……果然，随着工作展

开，一些问题接踵而来。

一次，教导员安排我负责军营广播

播报。我每天忙着收集稿件和后期制

作，但由于个别连队交稿不及时，经常加

班熬夜才能完成任务。我先后提醒几

次，但效果并不理想。

那天，眼见过了时间点，几个单位仍

不见动静。我觉得大家认为我资历浅好

说话，或是对这项工作不重视，因而有意

拖延，于是我召集各连报道员说：“我已向

教导员报告了情况，他要求以后广播稿必

须按时上交，不然就点名批评。”

没想到这招挺管用，以前迟迟交不

上来的稿件，第二天早早就交齐了。尝

到甜头的我，开始在其他工作中也常使

用这个“新招”。

后来有一次，连长安排我带几名战

友清理车场库房，要求当天完成即可。

我想尽快完成任务给连长留个好印象，

但又怕自己“镇”不住其他排战友，便在

开展工作时说：“连长说了，上午必须完

成任务，咱们都加把劲。”面对艰巨的任

务，战友们虽有些许迟疑，但还是埋头干

了起来。

时间一晃而过，眼看着就到午饭时

间，工作还差一些没有完成。我再次开口

提醒：“要确保完成连长交给的任务，大家

再辛苦一会儿！”恰在此时，连长出现在库

房门口，这让我顿时有些慌神。原来，他看

我们到了饭点还没回去，便过来察看情况。

“大家都辛苦了，是我安排工作不够

科学合理。咱们先回去吃饭，下午再继续

干。”连长看了我一眼，便主动揽下了责任。

午饭后，我主动找到连长说明情况

并承认了错误。“我以前也觉得上级的话

更管用，但随着任职时间长了，我越发感

受到，资历深浅其实没那么重要，要想在

基层立足还得靠能力素质。”连长指出我

的思想误区，讲述了自己一些类似的经

历，然后让我回去再好好想想。

“落实上级指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

打着上级的名号安排工作，或许能管一时

之用，但时间长了总会露馅，这是不自信的

表现，更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任……”一次连

务会，连长将此类现象摆上台面，教育引导

大家纠正认识偏差，端正工作态度，严肃作

风纪律。

“凭素质立身，靠过硬能力赢得信

任。”课后，我反复品读连长的话，深刻意

识到，作为一名带兵人，首要的是不断提

高本领，主动担当作为，而不是遇到困难

绕道走，或是假借上级名号逼大家落实。

从那以后，开展工作时，我开始更加

积极融入，更注重提高自身能力——生

活中，跟着班长骨干学带兵；训练场，与

战士们一同摸爬滚打；课堂上，认真学习

授课技巧……渐渐地，我靠着自己的踏

实苦干赢得了战友信任。

“李排长，你组织的这场活动很及

时，很受大家欢迎！”近日，一场“军营文

化夜市”活动在高原驻训地展开，战友们

参与积极，认可度高，这让我对于“凭素

质立身”有了更深的理解。

（李尊民、本报特约记者高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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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记者前往第 77 集团军某

旅采访，正逢基层营连组织基础课目考

核。考核中，某连下士教练员杨勇负责

组训的班排，整体成绩再次提升。

年轻训练尖子的带兵成效越来越明

显，这让该连何连长很是欣慰。他向记

者介绍，近年来，随着岗位练兵活动不断

深化，基层涌现出一批专业能手和训练

尖子，许多年轻战士在比武竞赛和考核

评比中摘金夺银，经常刷新各项纪录。

为盘活训练资源，促进年轻教练员成长

胜任，旅党委研究决定，探索“以优带新”

的人才培养路子，遴选一批优秀的训练

尖子走上教练员岗位，充分发挥他们的

酵母作用。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杨勇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杨勇入伍时间不长，但凭借自身努

力，连续两年在各项训练考核中表现优

异，成功跻身教练员行列。初为教练员，

他丝毫不敢懈怠，教学组训尽心尽力，可

所在班排成绩始终不理想。

“考核成绩一出，我和战友都感到有

些受挫。”那段时间，杨勇内心十分焦虑。

了解情况后，何连长经常在训练场仔

细观察。他发现，杨勇并非教学组织不认

真，而是组训时方式方法不够灵活有效，没

有考虑战友个体素质差异，针对性不强。

“自己擅长的训练方法并不一定适

合其他人，要因材施教，善于引导……”

何连长找到杨勇，耐心指出问题所在。

从那以后，杨勇平时深入了解战友，

根据每个人的训练特点和短板弱项，一

人一策制订训练计划，科学安排训练时

间。一段时间后，他带教的班排整体成

绩明显提升。

调研发现，一些年轻教练员往往会存

在类似问题。比如，中士小丁受限于经验

和技巧，虽然自己明白，但授课时表达不清

楚，战士听得云里雾里；下士小甘性格比较

急躁，有时缺乏耐心，容易和战友起口角争

执；上等兵小李示范某课目动作时不够详

细规范，遭到战友质疑，等等。

“个人能力素质突出，并不代表组训

能力也强。”何连长将这些问题反馈后，

引起旅领导重视。

经过分析研究，旅队决定采取集中帮

教、课前培训、综合考评等方式，帮助新任

教练员提高组训施训能力。年轻教练员

组训经验不足，他们按照岗位专业展开结

对互助，安排经验丰富的教练员与新手结

对子，手把手帮带提升教学基本功；按照

教学前有审核、教学中有监督、教学后有

考评的思路，对年轻教练员组训能力进行

考评。此外，他们还在光荣榜上新开设

“组训能手”评比栏，表扬先进、树立标杆，

浓厚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随着“以优带新”的人才培养路子逐

步推开，该旅训练尖子酵母作用愈发凸

显。某连二级上士巴文静曾在旅掩体构

筑比武中获得好成绩，但组训施训能力

差些火候，获得过优秀“四会”教练员的

谭泽亚主动和他结成对子，传授经验技

巧。在最近一次考核中，巴文静负责组

训的班排一半以上战士获得优秀。受他

启发，谭泽亚也对组训方法有了新的思

考，准备进一步探索实践。

第77集团军某旅提高新任教练员组训能力——

探索“以优带新”人才培养路子
■王 杰 本报记者 李攀奇

前不久，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侦察分队开展水上射击训练。图为冲锋

舟快速抵近。 罗 寒摄

密切内部关系 深化革命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