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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潜 望 镜

“砰！”火光迸射，如墨的夜色被撕开

一道明亮的弧线。中军帐内，第 71 集团

军“临汾旅”炮兵营倪营长指挥各连快速

机动射击，在新装备验收考核中打出了

“满堂彩”。

“经过传统有效技战术的强化训练，

我们应对各种战场态势的底气更足了！”

谈起最近一段时间训练取得的成果，倪

营长向记者讲述了一段演训经历。

今年上半年，该营换装新型火炮，官

兵们围绕新装备展开集智攻关，全面熟

悉掌握装备性能。

“练得怎么样，实战‘见真章’！”走上

演兵场，二连李连长信心满满。

一场实兵对抗训练拉开战幕，二连

迅速占领阵地，完成射击准备。各炮位

利用计算机自动算出射击参数，指挥员

一声令下，炮弹呼啸出膛。

然而，出乎李连长意料的是，火炮连

续两次开火均未能命中目标。

“阵地暴露，遭‘敌’炮火覆盖。”导调

组就此判定二连“出局”。

“各项参数准确无误，炮弹为何脱靶

了？”复盘总结会上，李连长言语中除了

沮丧，还有疑惑：新装备信息化程度高，

很多操作都由系统自动完成，排除了人

为误差，按说应该打得更准才是，到底哪

里出了问题？

听了一番解释过后，他终于知道了

“失利”原因：由于受到强电磁干扰，火炮

计算机射击坐标计算错误，炮手未能及

时发现并加以修正。

这引发了倪营长的反思：有了新装

备，勿忘老本领。未来战场，什么情况都

可能发生，平时训练固然要掌握新技能，

但传统技战术也不能丢。只有多备几

手、多练几招，才能胜敌一筹。

手动装改瞄、手动赋予射向、手动调

炮……随后，该营在练好新装备的同时，

将一些实用管用好用的传统技能和战术

战法纳入强训计划，进行专攻精练。与

此同时，在友邻单位支持下，他们常态引

入电磁干扰等背景条件，有意识地设置

难局困局险局，锤炼一线指挥员指挥素

养，提升官兵应急应战能力。

受 此 启 发 ，旅 党 委 决 定 将 这 一 做

法向全旅推广，一时间，训练场出现了

新景观：夜间射击训练，系统操作与人

工作业互为“备份”；通信训练，完成无

线组网，再练有线组网；强化独立作战

能力，甩掉支援保障等“拐棍”，将自身

逼到极限……

前不久，又一轮对抗训练打响，电磁

干扰再度“织网”。这一次，李连长命令

官兵立即改用手动计算射击参数，一枚

枚炮弹呼啸而出，对目标区域实施了火

力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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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这个连队和我们连不太一样！”

近日，记者到第 81 集团军某旅装

步七连采访时，正赶上该连五班班长、

下士方贵刚刚从反坦克导弹连见学归

来，站在队伍前面分享心得。在他眼

里，反坦克导弹连仿佛有一种神奇的

合力，将每名同志紧紧连在一起，大家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装步七连被誉为“金汤桥连”，是

旅里连续多年的比武优胜单位；反坦

克导弹连则是出了名的“官兵团结模

范连”。两个荣誉连队各具特色、各有

亮点，都是旅里的标杆。上半年，因为

一次共同参加某保障任务的契机，两

个连的技术骨干携手解决装备故障，

产生了“1+1>2”的喜人效果。

为了碰撞出更多“火花”，尝到合

作甜头的两个连队，不约而同提议开

展联学联建活动。经旅里批准后，他

们商定，每月各派出 5 名军士骨干前往

对方连队进行一周的沉浸式体验，互

提建议、互学方法。

方贵是来到反坦克导弹连的第一

批“交换生”。虽早就听说该连以“爱

兵”闻名，但真正接触之后，他仍感到

震撼不已。

初 到 连 队 ，恰 逢 战 术 对 抗 演 练 。

对“久经沙场”的方贵来说，这是个难

得的“亮相”机会。他暗下决心：“一定

要把装步七连的风采展示出来。”

果不其然，方贵在演练中敢打敢

拼，连续端掉“敌方”两个火力点。然

而，继续向前突击时，由于配合失误，

方贵被困在一个山坡上，身上也“挂了

彩”。“快撤！”危急时刻，班长柴照林不

惜暴露自己位置，果断开火掩护，将方

贵解救出来。

“一场演练而已，何况我只是连队

的临时一员，班长为什么甘愿冒险救

我？”面对方贵的不解，柴照林给他讲

起了革命年代，连队老排长马仁义无

微 不 至 关 心 战 友 的 故 事 。 方 贵 意 识

到，几十年过去，爱兵为兵的好传统，

在这个连队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虽是临时见学，但你也是连队成

员。不放弃任何一名战友，早已成为

我们的‘本能反应’。”柴照林告诉方

贵，平时团结友爱、肝胆相照，战时才

能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爆发出强大的

战斗力。

此言非虚。在“官兵团结模范连”

的日子里，方贵耳闻目睹，有了更真切

的感受。

列兵迪力沙提下连之初，生活饮

食很不习惯，加上性格内向，心理压力

很大。班长刘世浩主动学习了解少数

民族文化习俗和饮食习惯，协调炊事

班制作少数民族餐食，并积极做好迪

力沙提的思想工作。听说迪力沙提有

提干意愿，指导员为他搜集学习资料，

制订了成长规划。

渐渐地，迪力沙提变得开朗起来，

训练成绩水涨船高，很快在同年兵中

脱颖而出。谈及过往，迪力沙提眼眶

湿润，感慨地对方贵说：“战友们把我

当亲人，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努力。”

“干部骨干晚上查铺，轻手轻脚，生

怕吵醒战士”“不管谁成绩落后，大家都

会自发提供帮助”……一周的交换体验

生活很快接近尾声，反坦克导弹连官兵

的 种 种 暖 心 细 节 在 方 贵 心 中 越 积 越

多。“细微之处见真章，正是这些点滴日

常凝聚成了强大向心力，将连队每一名

同志紧紧团结在一起。”方贵说，他要把

这些故事讲给七连的战友听。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交换

体验的不断深入，两个连队互学互鉴，

各项建设均发生了明显变化：装步七

连内部关系更加融洽，官兵内生动力

明显增强；反坦克导弹连学到了不少

组训方法，训练水平持续提升。

然而，一段时间过后，两个连队的

一些官兵却产生了顾虑。原来，在大

小比武和日常训练中，两个连队经常

“狭路相逢”、一较高下。传授经验要

不要“留一手”、展示优长要不要“回避

人”，大家莫衷一是。

一次教学法考核前夕，装步七连刘

指导员接到反坦克导弹连王指导员的电

话：“这次交换体验，能否把你们连的廖

博文派过来？我们也选派几名优秀教练

员到你们连，咱们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刘指导员欣然同意，一旁的文书小

侯提出反对意见：“廖博文是陆军表彰

的‘金牌教练员’，论经验、论能力，旅里

无人能出其右。让他给我们的竞争对

手培训，不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啊？依我看，还是别派廖博文为好。”

连队几名骨干也有相似看法。两

名指导员决定，将两个连队的官兵集

中 起 来 ，展 开 一 场 关 于“正 确 看 待 竞

争”的讨论。

“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给自己找

一个‘蓝方’挺好的”“互鉴互惠、合作

共赢，能少走不少弯路，何乐而不为”

“个人得失事小，战斗力建设事大，我

们要分清利害轻重”……讨论的结果，

赞成的意见占了上风，起初反对的一

些人也解开了“思想疙瘩”。

自此，两个连队的联学联建更加深

入。为了向反坦克导弹连官兵传授某

组训方法，廖博文精心准备，上门“送

课”，把自己“压箱底”的经验倾囊相授；

反坦克导弹连也经常选派“王牌教练

员”到七连，分享“步兵班战术”“爆破器

材使用”等优势课目训练方法，帮助七

连官兵补齐这方面的短板……

在两个连队的影响带动下，联学

联建活动在该旅蔚然成风。旅党委因

势 利 导 ，整 合 全 旅 优 质 资 源“牵 线 搭

桥”，又有 8 个连队申请加入其中，结成

对 子 。 各 单 位 相 继 开 展“互 学 连 史 ”

“难题会诊”“读书分享”等活动，走开

了“理论联教、成绩联创、困惑联解、人

才联育、建设联商”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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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好帽子、擦亮皮鞋……解说开始

前，我反复整理着装，不漏掉一个细节。

入伍 2 年来，我一直担任旅史长廊

解说员，按说早该驾轻就熟，可讲解次数

越多，我在军容镜前停留的时间反而越

长了。

我所在的旅队历史悠久、战功赫赫，

其 前 身 曾 在 松 骨 峰 阻 击 战 中“ 以 气 胜

钢”，赢得“最可爱的人”的美誉。

担任解说员之初，班长告诉我，不能

只在几页解说脚本上下功夫。刚开始我

并不理解，直到那一次解说，才真正明白

这句话的深意。

当时，我正在为来队参观的抗美援

朝老兵讲解松骨峰阻击战的过程，突然

被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兵打断：“小姑娘，

你刚才提到‘无险可守’，能给大家解释

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我愣在了原

地——“无险可守”这 4 个字，我不知道

说 了 多 少 次 ，却 从 未 深 究 实 际 情 况 如

何。片刻沉默后，老兵摆摆手，没多说什

么，只留下一句话：“当时可没有现在说

得那么轻松，太难了。”

当晚，我带着愧疚与好奇，查阅松骨

峰阻击战的相关资料。我发现，确实有

资料用“无险可守”这个词形容当时的战

场，也有文献将阵地描述为“小高地”“小

山包”或者“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

我突然明白那名老兵提问的言外之

意：“无险可守”说得太过轻飘了，后世的

人们应该全面了解当时的艰难。

那晚，在我眼里，4600 字的解说词

顿 时 变 得 立 体 具 象 起 来 。 我 意 识 到 ，

解 说 决 不 能 照 本 宣 科 ，真 实 的 历 史 远

比解说词生动感人。倘若不知道文字

背 后 的 故 事 ，就 无 法 懂 得 今 天 的 幸 福

生 活 从 何 而 来 ，今 天 的 强 军 重 任 如 何

担 起 。 于 是 ，我 将 搜 集 到 的 资 料 整 理

备份，背记下来。

就这样，我养成了给解说词作备注

的习惯。不到 8 页的解说脚本上，现在

已变得密密麻麻——那多出来的部分，

足有 13000 字。

一位班长曾对我说，解说员是没有

编制的岗位，但责任不比任何一个有编

制的岗位轻。是啊，这支部队走到今天，

几十年的历史被浓缩到几页解说词里，

对我而言，不仅要把过去的故事生动地

讲给“后来人”，更要把今天的故事自豪

地讲给“过来人”。

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中，不乏像那

位老兵那样与这支部队有着千丝万缕关

系的人，但他们的愿望大多一样：正因为

了解这支部队的过去，才更想看看这支

部队的现在和未来。

“真是太震撼了！”如今，每每参观

到 新 时 代 主 题 展 板 前 ，参 观 者 无 论 年

龄大小、身份如何，总会发自肺腑地感

慨 。 那 一 刻 ，我 在 心 里 为 自 己 悄 悄 点

赞 ，不 仅 因 为 我 把 这 里 的 故 事 讲 给 了

他 们 ，更 因 为 我 也 在 这 宏 大 的 叙 事 当

中，何其幸运！

旅 史 长 廊 有 尽 头 ，奋 斗 强 军 无 终

期。这支从烽火硝烟走来的英雄部队，

如今已是崭新模样，我们这一代军人创

造的辉煌仍在继续……

（曹壮、陈超整理）

难忘那一次老兵的提问
■陆军某旅某连上等兵 卢心宇

“ 你 终 于 回 来 了 ，我 现 在 可 以‘ 交

权’了！”那天，我把厚厚一摞材料交到

指导员杜善需手里，为期 6 个月的代理

指导员工作正式结束。

交 接 之 际 ，我 心 绪 难 平 ，感 慨 颇

多。要问代理指导员以来最大的收获

是什么，那我一定告诉你，我学会了如

何上一堂好课。

前 段 时 间 ，指 导 员 因 外 出 培 训 半

年，上级指定我暂时接替他的工作。上

任第一天，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

讲好一堂教育课？

在此之前，营连组织的教育课，我

一次没落，深知讲好一堂思想政治教育

课的不易。听课时，我不禁在想，如果

这堂课让我来讲效果会怎么样？说实

话，我真的心里没底。

按 照 计 划 ，我 的 第 一 堂 教 育 课 主

题是“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为此，我

精 心 准 备 了 一 份 教 案 ，把 切 入 口 放 在

“如何应对失恋挫折”上。起初，大家

听得很认真，没想到互动环节，出现了

这样的一幕——

“路宗澳，你谈谈自己失恋后是怎

么处理的？”

“指导员，我谈一次恋爱就结婚了，

没失恋过……”中士路宗澳此言一出，

官兵哄堂大笑，我一下子红了脸。在接

下来的提问中，我接连“碰壁”……一时

间，课堂陷入“僵局”，我只好草草总结，

结束了授课。

“为啥大家一点儿都不配合？”苦闷

之时，我打电话向指导员诉苦，指导员

一句话就点到了关键：“那是因为你对

大家不够了解。”

是啊，不了解就没有针对性，教育

就失去了“靶心”。从那之后，我白天见

缝插针找大家谈心，夜里加班加点整理

资料。短短一周，全连官兵的情况被我

掌握得滚瓜烂熟。

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

单。课堂上，仍有不少战士走神、打瞌睡。

“ 讲 的 道 理 都 对 ，就 是 不 解 决 问

题。”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一名战士

的牢骚话让我意识到：解决思想问题一

定要与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于是，我更加主动地融入大家，在

工作、训练之余积极为他们解难。上等

兵张帅帅家中出现变故，我多方协调，

很快为他办好了请假事宜，并送他到机

场；二级上士范焘和家属闹矛盾，我耐

心调解，让两人和好如初；下士赵立江

补办证件因工作任务耽误了，我与机关

协调，特事特办，终于让赵立江拿到了

新证件……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官兵们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对我的态度悄悄发

生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向我敞开心

扉。当然，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大家爱

听我讲的课了。

什么才是一堂好课？回顾代理指导

员的这段经历，我心中有了答案：好课不

只是“讲”出来的，更是“做”出来的。

（刘凡整理）

“一堂好课”的由来
■陆军某部某连副连长 邵雲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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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期“兵说兵事”的主人公，是一名旅史长廊解说

员。在很多人印象里，解说员只是形象佳、口才好、善背记。殊

不知，在解说背后，他们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深刻的思考。请

看解说员卢心宇的自述——左图：反坦克导弹连的战士来到装步七

连，班长方贵（左三）与他们探讨战法应用。

罗凯健摄

右图：装步七连的战士来到反坦克导弹

连，班长胡耀翔（右一）为他们讲述连队历史。

王 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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