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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右翼攻击受阻，穿插分队快速前

出！”夜色正浓，东部战区陆军某旅训练

场激战正酣，少尉排长李冲冲带领分队

悄然穿插至“敌”后，一举捣毁其火力

点。事后复盘，李冲冲没有亮摆成绩，

而是指出自身存在的多个问题短板，营

连主官听后频频点头。

“我能有今天的表现，主要得益于

战友们的悉心帮带。”李冲冲说，毕业刚

到连队，上级就给他指定了导师、师傅

和对手。

根据岗位特点和能力需求，精准配

备成长帮手，是该旅探索推出的少尉排

长培养新模式。该旅领导介绍，这些帮

手各有分工，其中导师用来指明成长方

向，师傅用来强化技能本领，对手用来

激发前进动力，旨在通过全方位帮带、

全过程引领，为少尉排长走好“官之初”

的每一步打牢能力基础。

记者了解到，受益于这种培养模

式，像李冲冲这样下连不久便在本职

岗位崭露头角的少尉排长，在该旅还

有不少。

如今已成长为中尉的排长李亚然，

是大学生士兵提干，在同批少尉排长中

年龄最大，与所在连连长同岁。刚下连

时，为了帮助他快速成长，旅里特意指

定营教导员当他的导师。

一次训练考核，由于考虑不周，他

在组织实施中出了岔子，被连长点名批

评。虽然知道是自己的问题，但看到与

同龄人之间的能力差距，他心里很不是

滋味。

热 爱 军 营 、渴 望 在 部 队 建 功 立

业，是李亚然参军入伍的初心。然而

自身年龄上的劣势，让他对前途产生

了迷茫。

注意到李亚然的变化，他的导师很

快行动起来。“年龄不是成长路上的‘绊

脚石’，努力学习训练，加快提升自己，

才是你现在最需要考虑的事情。”谈心

交心中，同为“大龄干部”的教导员，以

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帮助李亚然找到

了努力方向。接下来，教导员与李亚然

一起制订成长规划，将岗位任职能力细

化为一个个阶段性目标，并督促他逐个

实现。一段时间过后，李亚然取得了长

足进步。一次战术演练，他被任命为小

队长，在突击受阻的情况下，带领队员

大胆实施迂回包抄，一举扭转战局。

“我这个一等奖，有我师傅董世昌

一半的功劳。”说话者，是该旅装甲步兵

连少尉排长熊小强。

去年 7 月，通过层层选拔，熊小强

代 表 旅 队 参 加 军 委 组 织 的 联 合 作 战

实 验 创 客 研 练 。 他 一 路“ 过 五 关 、斩

六将”，战胜上百个竞争对手，斩获一

等奖。

但很少有人知道，熊小强刚下连

时，不仅训练成绩平平，甚至一度还产

生了“躺平”的想法。

当时，坦克专业出身的熊小强尽

管被分到了装甲步兵连，却走上了通

信岗位。面对全新的专业、从未接触

过的装备，熊小强一时不知所措，每次

参加训练都倍感煎熬。不久之后，通

信技师董世昌成为熊小强的师傅，事

情才有了转机。

董世昌带领熊小强从零学起，一有

空闲就铆在车炮场研究武器装备，钻研

战术理论。对董世昌专业上的造诣，熊

小强心悦诚服，心生向往，他一扫先前

的萎靡重新振作起来，如饥似渴地苦学

新专业，最终从“门外汉”成长为“内行

人”。熊小强的转变，让大家刮目相看，

两个人的师徒情谊在该连传为佳话。

“成长路上，除了明确方向和学精

专业，有一个好对手同样重要。”这是少

尉排长梁东和孙大彬的共同体会。

梁东和孙大彬，一个是战士提干，

体能素质过硬；一个是生长学员，学习

能力强。两人同时下连，又被分到了同

一个连队，彼此谁也不服谁，暗中憋着

一股劲。组织上因势利导，索性让二人

互为对手。

在某次对抗训练中，信心满满的孙

大彬按照原定路线，一边侦察“敌情”，

一边带队向前沿阵地突进，却被接二连

三的袭扰打乱了进攻节奏，导致行动出

现迟缓。而作为对手的梁东，则根据现

地情况，组织灵活穿插，带队抢先一步

夺占高地。

走下训练场，孙大彬没有抱怨和气

馁，而是主动找梁东复盘，及时发现自

身不足之处。梁东也向他请教了一些

战术技巧。交流碰撞间，两人产生了惺

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

就这样，在互为对手的较量中，他

们彼此磨砺、相互成就，共同成长。前

不久，梁东通过了军事体育“特三级”考

核，孙大彬被集团军评为优秀“四会”教

练员。

“在军营追光前行，从来不是一个

人的战斗。”几天的走访中，记者感受

到，该旅对少尉排长的培养，既有“自己

跌倒自己爬起来”的粗放，也有“扶上马

送一程”的细致。在此过程中，机关与

基层营连共同携手，通过“压担子”“建

台子”“搭梯子”，帮助少尉排长在基层

沃土快速拔节成长。

夏秋之交，到了又一批新排长下

连的时候。记者在该旅机关看到，一

张 新 的 帮 带 人 员 名 单 即 将 拟 定 完

毕 。 有 道 是“ 一 个 篱 笆 三 个 桩 ，一 个

好汉三个帮”，记者坚信，借助这份名

单 ，在 少 尉 排 长 身 上 ，一 定 会 有 更 多

的精彩发生，会有更多的“不可能”被

创造出来。

一人多帮手，走好“官之初”
—东部战区陆军部队少尉排长成长经历微观察③

■杨 光 余睿喆 本报特约记者 高骏峰

少尉排长刚到基层任职就赶上政策调整，有

些 同 志 对 自 己 的 未 来 一 时 感 到 迷 茫 属 于 正 常 现

象 。 军 旅 生 涯 路 漫 漫 ，要 想 少 尉 排 长 走 得 远 、不

迷 航 ，就 要 在“ 官 之 初 ”定 好“ 思 想 指 南 针 ”、选 好

“职业引路人”，让他们学有榜样、做有标杆、行有

方向。

选择朝哪里奔跑，青春就会在哪里扎根；选择

用 拼 搏 的 姿 态 奋 勇 前 行 ，军 旅 之 路 注 定 七 彩 斑

斓。少尉排长好比军队干部群体里“八九点钟的

太阳”，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过来人”的帮带

引导下，找到适合自己成长成才的路径和方式，叫

响“我的青春我做主”，让青春不再迷茫，让人生闪

闪发光。

成长有导引，青春不迷茫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政治工作部 陶艮虎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少尉排长

的培养亦是如此。面临繁重的任务、工作的琐碎、带

兵的压力，单打独斗注定步履维艰。要想在基层快速

成长、站稳脚跟，必须坚持全面发展、经受全面历练。

人们常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旅对少尉排

长进行全方位帮带、全过程引领，就是在发挥集体的

力量。无论“三个帮”也好，还是“多帮一”也罢，只要

有助于少尉排长成长进步，完全可以采取多种不同

的方式，我们单位的做法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借此机会，向广大战友发出一个“英雄帖”，如

果哪个兄弟单位在这方面有更好更成熟的经验举

措，请及时告诉我们。大家互通有无、相互借鉴，

共同把少尉排长队伍培养好。

互通有无，相互借鉴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人力资源科 李睿晨

“一个好汉三个帮”。少尉排长到底能不能成

为“好汉”，帮手固然重要，最终还得取决于自己，这

就应了那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如果自己不努力、不上进，即便有再多的帮手和师

傅，也难以成才成器。作为一名基层带兵干部，这

些年我亲眼见证有些少尉排长发展得很好，有些则

走得磕磕绊绊，影响因素有很多，但究其根本，问题

还是出在少尉排长自己身上。

如今，官兵们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

化。少尉排长一定要适应这种变化，找准自己的定位，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勤于学习、刻苦训练、大胆实践，把

自己根植在基层沃土里，不断汲取养分，茁壮成长。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某连 吴 迪

“ 这 次 我 的 民 主 测 评 结 果 都 是

‘好’！”上个月，我回家休假期间，恰逢

单位阶段性“双争”评比结果公示，排里

战士小杨给我打来电话报喜。听到他

兴奋的声音，我感到十分欣慰。

小杨是去年秋季入伍的新兵。由

于连队人手不足，他下连后不久，便随

队一起出公差布置会场。工作期间，我

注意到大家都在休息时，小杨却在会场

里到处转悠，不时捡起细碎的纸屑垃

圾。于是，在点名时，我专门对他提出

了表扬。

此后，小杨的表现越发亮眼：平时

执行任务，脏活累活抢着干；参加体能

训练，经常给自己“开小灶”……我对小

杨的印象越来越好，认为他吃苦耐劳，

是个踏实肯干的好苗子。

没承想，连队组织第一季度“双争”

评比，在民主测评环节，只有几名干部

骨干给小杨的评价是“好”，其他同志大

多选了“中”，还有个别同志认为他表现

“一般”。我心生疑惑：为啥有这么多人

不认可小杨？是连队内部关系出了问

题还是另有隐情？

经过调查发现，原来在我“视线之

外”的小杨，却是另外一副样子：执行公

差勤务，如果干部骨干不在场，他就经

常“溜边”；参加体能训练，只有干部骨

干盯着看，他才会发力猛练……由此看

来，我以为的“亮眼表现”，其实是小杨

的“刻意表演”，难怪战友们对他整体评

价不高。

了解到这个情况，我有些生气，认

为小杨投机取巧不老实，打算狠狠批评

他一顿。在与他谈心的过程中，我惊讶

地发现，小杨之所以这样做，原因竟在

我身上。

原来，我那次带队布置会场时专门

表扬小杨，就是一场误会。当时，捡拾

纸屑垃圾本就是班长布置给小杨的任

务。由于是第一次出公差，小杨干得比

较慢，其他战友完成各自任务原地休

息，他还在“磨磨蹭蹭”赶进度。恰好这

一幕被我看见了。我没有核实情况，就

想当然地表扬了他，这给初入军营的小

杨传递了一个错误信息——工作要干

给干部骨干看。

听到这里，我立即对小杨的思想行

为加以纠正，告诉他要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把心思和精力放在精武

强能和完成任务上。小杨深刻认识到

自己的问题，当场保证改过自新。

“平时讲评工作、点评战士一定要

实事求是，不搞一厢情愿地想当然、不

打先入为主的印象分。”在随后召开的

连务会上，我以此事为例作了检讨，引

起干部骨干共鸣，不少人表示有过类似

的“误判”经历：“有一次我看见小李出

公差时无所事事，就劈头盖脸批评一

顿，后来才知道他是提前完成了任务”

“休息时间总看见小张捧着手机不放，

我就认为他是‘网瘾少年’，其实人家在

上网课学技能”……你一言我一语中，

大家达成共识：作为一名带兵人，一定

要谨言慎行，须知“眼见不一定为实”，

不能动不动就给战士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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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配发防虫驱蚊物资、下发野外安全

常识提示卡、邀请医院专家传授野外急

救技能……这两天，第 81 集团军某旅

官兵刚到某野外驻训点，就收到了机关

提供的“服务套餐”。

“以往官兵遇到困难，大多是先提

出需求，机关科室再组织办理，虽然也

能解决问题，但‘坐等接单’和‘服务上

门’带给官兵的感受完全不同。”该旅领

导介绍，为了让官兵能够心无旁骛、集

中精力投入练兵备战，在此次野外驻训

筹划阶段，机关各科室就充分考虑官兵

可能出现的需求，想深一层、先行一步，

有预见性地开展工作，完成各种物资器

材准备，打好服务官兵“提前量”。

“通信网络已调试完毕，请放心使

用，有问题拨打电话……”这天，该旅炮

兵营官兵结束训练回到宿营地，被帐篷

前的一块提示牌吸引了目光。

原来，他们安营扎寨后，发现驻训

点通信信号时有时无，对外联系很不方

便。本打算联合兄弟单位一起向机关

反映，没想到机关早已知道情况，抢先

一步把问题解决了。

“这个‘提前量’打得好！”该营官

兵 纷 纷 为 机 关 的 作 风 点 赞 。 负 责 此

事的机关干部告诉笔者，该营驻训点

地 处 偏 僻 ，在 前 期 勘 察 场 地 时 ，他 们

就发现这里的通信信号很不稳定，因

此提前协调当地通信公司，按照保密

规定和相关协议，请技术人员加装了

服务器。

组织把官兵冷暖放在心头，官兵把

使命任务扛在肩上。前不久，在指控通

信要素训练中，该旅官兵顶着高温酷

暑，围绕组网建链、调网调链等课题展

开攻关，为确保复杂条件下指挥所通信

畅通摸索出一些新的招法。

第 81 集团军某旅预先考虑驻训需求提供

上门服务—

这个“提前量”打得好
■赵祥祥 赵世超

天山北麓，烈日炙烤。在此驻训的

新疆军区某团，将“炊事尖兵”比武现场

设置在大漠戈壁。

一番激烈的比拼过后，成绩出炉，该

团某营参赛队的糟糕表现出乎很多人的意

料。要知道，这个营的炊事班有团里鼎鼎

有名的“金牌厨师”，不仅做得一手好菜，此

前参加各类比武，也是屡屡夺冠。然而，这

样一支队伍，却在此次比武中排名垫底。

原因何在？

“以前主要看‘口味’，现在更突出

‘战味’。”炊事班班长董耀介绍，相较以

往，此次比武不仅场地设在大漠戈壁，条

件多有不便，还结合部队动散特点和任

务实际，新增了“作战食谱制订”等内容，

要求参赛人员在规定时限内自行完成烹

饪，这可比平时在厨房里做饭难多了。

翻看比武细则，笔者看到，在武装越

野结束后，炊事员需立即归整炊具装备，

分析研究作业想定，针对现有条件环境和

官兵需求科学制订食谱，饭菜做好后，还

要完成热食前送。整个过程，环环相扣，

紧密衔接，根本没有多少调整的时间，同

时还要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敌情”。

“参加这次比武，总有一种‘有劲使

不出’的感觉。”谈及比武结果，炊事员苏

志强有些无奈，“在高海拔地区做饭，本

来就不容易，还要考虑和处置那么多情

况，更是难上加难。”

炊事员李娜向来以膳食营养搭配见

长，此次比武同样表现不佳。“这顿饭真难

做！”李娜说，比武中，他们不仅要估算出官

兵们的热量和营养需求，挑选相应的食材，

还需根据不同战场环境选择合适的炊具和

烹饪方法，以往仅靠“一份食谱、一个灶台”

就能从容应对的保障方式行不通了。

“这些问题，其实每支参赛队都存

在 ，只 是 在 他 们 身 上 表 现 得 更 突 出 而

已。”该团干部熊光涛对比武结果似乎早

有预料。在他看来，以往的炊事比武内

容设置比较笼统，而且过于注重炊事员

的烹饪技艺和菜品的色香味形，很多参

赛人员只需精心做几道评委认可的拿手

菜，就能取得不错的名次。长此以往，炊

事保障就渐渐脱离实战、少了“战味”。

“炊事员首先是战斗员，做饭也是打

仗。”比武结束后，团机关组织各营连炊

事员开展了一次专题教育，廓清了模糊

认识，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同时，他们将

部分炊事员战斗体能薄弱、使用野战炊

具不熟练、战时饮食保障手段单一、敌情

意识欠缺等列入问题清单，在接下来的

驻训中加以解决。

炊事比武“战味”足
■侯江飞 王敏哲

官 兵 寄 语

烈日炎炎，西藏军区某边防

团官兵前往一线点位执行巡逻任

务。图为官兵协力通过乱石坡。

陈武斌摄

野外驻训进行时

谢谢 岩岩绘绘

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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