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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带兵人手记

新闻前哨

记者探营

前不久，海军某部一场实战化专项

训练在某地域展开。

“对 战 场 环 境 实 施 监 测 ！”依 据 命

令，某监测连中士徐涛立即放飞无人

机。不多时，相关数据传输至指挥员电

脑终端上。

在同一块场地的另一边，勘测连刚

刚展开勘测设备，上级机关导调组临机

设难：连队 2 人因伤战斗减员！

一 个 专 业 性 极 强 的 连 队 ，人 员 本

就不多，现在又遭遇意外减员，很难按

时完成任务。无奈之下，连队干部詹

涛向导调组提出申请，由监测连补充 2

名战士。

这两个连队，专业并不相同，临时调

人过来，能行吗？面对笔者的不解，詹涛

自信一笑：“通过长时间的共同训练，两个

连的官兵均已熟练掌握对方的装备，紧

急关头，在很多方面可以彼此‘平替’。”

得到批准后，过了一会儿，徐涛带

着一名下士赶了过来。确定点位、架平

全站仪、水准校正……笔者发现，临时

加入的两名战士熟练操作仪器设备，与

勘测连官兵配合默契，水平不相上下。

训练结束，詹涛向笔者道出了原委。

几 个 月 前 ，一 次 训 练 形 势 分 析 会

上，该部参谋提出，几个连专业骨干在

位率低，不具备完成专项训练任务的条

件，建议推迟一段时间，待各连齐装满

员后再行开展。

这 一 建 议 得 到 不 少 与 会 者 的 认

可 ：这 些 连 队 的 专 业 比 较 小 众 ，人 员

编配“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缺人较

多 ，有 些 装 备 根 本“ 玩 不 转 ”，执 行 演

训任务难上加难，恐怕到时候场面不

太“好看”。

“ 是 要 场 面 好 看 ？ 还 是 要 本 领 过

硬？”该部领导严肃指出，战争随时可

能 打 响 ，必 须 保 持 部 队 战 斗 力 随 时

“在线”。

随后，他们群策群力，研究解决办

法 ，最 终 形 成 这 样 的 思 路 ：针 对 专 业

多、人员少的实际，打破建制和专业壁

垒，创新组训方法，在各连实行小专业

跨岗互训，瞄准短板弱项开展专攻精

练，人人制订能力生成“路线图”“时间

表”，让每名官兵在精通本职专业的同

时 ，熟 悉 掌 握 两 门 其 他 连 队 的 专 业 。

从那之后，监测连和勘测连的官兵经

常在一起训练。

翻开这两个连队的《跨岗共同训练

计划》，笔者看到，周三由监测连为勘测

连讲授监测仪器操作规范和样品处理

注意事项，周四则是勘测连指导监测连

进行测量无人机专业实操实训，同时从

理论基础、实操水平、创新能力 3 个方

面，定期考评官兵掌握情况。如今，两

个连的大部分官兵基本做到“精一通

二”，具备 3 项专业技能。

受益于全新的组训模式，该部各连

的训练质效有了保证，执行演训任务不

再捉襟见肘。“未来战场，单打独斗难以

取胜，‘一招鲜吃遍天’也不灵了，只有

多练几手，掌握更多打仗本领，才能增

加胜战的底气。”该部干部王宏涛说。

海军某部创新小专业组训方法—

跨岗互训：一个单兵具备三项专业技能
■邹雨良 李海青

8月上旬，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飞行训练。图为战机加力升空。 赵雨桐摄

在今年第二季度“四有”先进个人

评 选 中 ，战 士 小 张 看 到 自 己 总 评 为

“好”，激动地说：“这下心里的‘包袱’总

算放下了。”

今 年 初 ，在 营 组 织 集 约 化 训 练 期

间，小张违反了相关规定，被纠察发现

并上报。自此，小张就成了营里抓正规

化秩序的“反面典型”。每次召开营务

会，营主官都会把小张犯错的事拿出来

讲评一番。

隔三岔五地被揭“伤疤”，小张产生了

“年初出事，一年白干”的想法，工作起来

动力不足。其实此前，小张一直表现不

错，工作认真、训练刻苦，还积极承担连队

展板制作、视频剪辑等工作。

看 到 小 张 垂 头 丧 气 的 样 子 ，我 意

识 到 问 题 的 严 重 性 ，认 为 应 当 给 予 小

张 一 次 表 现 的 机 会 ，这 既 能 帮 他 卸 掉

“思想包袱”、树立自信，也有利于密切

内部关系。

之后，在营里的一次会上，我提出了

小张的问题，客观陈述了小张的近期状

况，并提出停止对他的过度批评以及帮

带他进步的建议。经过讨论，大家认为

对犯错的同志不能老揭其“伤疤”、揪着

不放，应该给予更多关心帮助，为他们提

供 改 过 自 新 的 机 会 ，营 主 官 对 此 表 示

赞同。

会后，我找到小张让他放下“思想包

袱”，专心投入到工作和训练中，争取年

底进入先进行列。当时正逢我们营开展

无人智能化建设试点，看他平时喜欢操

弄各种智能设备，我便跟他介绍了相关

情况，鼓励他努力学习相关知识。

没 想 到 一 段 时 间 后 ，小 张 竟 拿 到

了《轻 型 民 用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器 安 全 操

控理论培训合格证明》，这更加坚定了

他 的 信 心 。 经 过 努 力 ，小 张 很 快 成 长

为 一 名 穿 越 机 飞 控 手 ，得 到 战 友 们 认

可。从那以后，营里开会，小张经常被

点名表扬。

看着小张的干劲越来越足，我在欣慰

的同时也在思考：带兵人一定要做战士的

贴心人，当战士处于顺境时要学会帮他们

认清不足、踏实前行；战士身在逆境中更

要帮他们提振状态、找到解决办法。

从那以后，我开始耐下心来观察战

士们的思想和行为变化，遇到犯错的同

志第一时间纠偏正向，对近期取得突出

成绩的同志则引导他们找差距、补短板，

并制订改进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

力，官兵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李润科、李闯整理）

对犯错的同志要给予关心帮助
■第 81 集团军某旅某连干部 宋先峻

一个晚上，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干

部李晨城结束查铺查哨，回到帐篷，像往

常一样打开“倾诉箱”查看里面的纸条，

并逐一作了回复。

李晨城这个习惯的养成，还得从一

封“倾诉信”说起。

当时，野外驻训刚开始，各项工作全

面展开。按照惯例，该连每周都会组织

官兵建言献策。

“库房物资的摆放不够规范，进行适

当调整，能腾出不少空间。”“我们可以自

制一个水压调节器解决用水问题”……

打开挂在帐篷外的“建言箱”，看到大家

提出的各种意见建议，李晨城很是欣慰。

突然，新任班长李想写的一段话引

起了他的注意：担任班长以来，深感自己

管理经验有限，体能又因伤病下降很快，

思想压力比较大……

李想是连队的“放心人”，平时工作

尽职尽责。此前找他谈心，李晨城并未

发现异样。利用建言的机会“诉苦”，莫

非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我是班长，虽然压力大，但是实在

不好意思讲出来，生怕连队干部对自己

有看法。”第二天，李晨城找来李想一问

究竟，李想的回答让他想起前段时间发

生的一件事。

作为连队“开心果”的小王，一度变

得沉默寡言，李晨城组织集体谈心时，小

王只是说身体不舒服。后来，在班长的

追问下，他才承认家中发生了变故。“遇

到这么大的麻烦，为何闭口不提？”小王

回答，害怕说出去大家对他有看法，所以

只能一个人默默扛着。

李想和小王两个人的行为，让李晨

城陷入深思。他感到，之所以会出现这

种现象，固然有一些战士性格内向、内心

敏感的原因，但主要还是他们对组织、对

战友不够信任。当务之急是尽快构建一

个方便他们倾诉的渠道，勇敢地把心事

说出来，否则会形成“思想疙瘩”，影响野

外驻训安全稳定。

经与干部骨干商议，李晨城决定设

立“倾诉箱”，引导官兵以写纸条的方式

敞开心扉。

很快，几个崭新的“倾诉箱”出现在

官兵面前。第二天夜里，李晨城打开一

看，果然有所“收获”。

“我是一名新炮手，临近实弹射击，

有点害怕，又不好意思说。”纸条上没有

署名，但李晨城对这名战士的心理反应

感同身受。教育课上，他特意讲了这样

一番话：实弹射击在即，有的新炮手担心

打不好，这是正常现象。野外驻训本来

就是锤炼官兵身心和打仗本领的好机

会，大家要放下“思想包袱”，勇于展示自

己，不要被一时的成绩遮住双眼、束缚手

脚。各位教练员要加强跟进指导，对新

炮手的操作严格把关……李晨城相信，

那名战士听后肯定会深受触动。

果然，在实弹射击前一周，李晨城又

在“倾诉箱”里看到那名新炮手的回信：

“我已经克服了恐惧心理，肯定能打出好

成绩。”短短的一句话，让李晨城心里倍

感欣慰。

自从有了“倾诉箱”，在这方小园地畅

诉心声的官兵越来越多。李晨城及时掌

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并与其他干部骨干一

起，做好一人一事思想工作。一个可喜的

变化是，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连队内部

关系比以往更加团结和谐，“有心事向战

友倾诉、有苦难找组织解决”渐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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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 76集团军某旅在训练间隙组织小比武活动。图为两名战士在掰手腕。 臧乾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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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营优良率超过了 90%。”手拿

一张体能考核成绩单，火箭军某旅王

营长终于松了一口气。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该营官兵的

体能训练成绩遭遇“平台期”，一直很

难提高，这可急坏了王营长。

在这个旅，该营官兵素以体能见

长 ，屡 次 在 军 体 运 动 会 上 摘 金 夺 银 。

每逢兄弟单位前来学习请教经验，他

们都会介绍体能训练的独特做法。

什么独特做法？见记者好奇，王

营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个人训练目

标清单》，只见上面详细记录了每名官

兵的体能训练课目、训练频次和考核

成绩。

“ 以 前 可 不 是 这 样 ，大 家 一 起 吃

‘大锅饭’。”王营长介绍，当初，官兵的

体能训练由营里统一组织，制订训练

目标也未因人而异，时间一长，就出现

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两极分化

局面，全营体能成绩提升缓慢，优良率

不到 70%。

后来，营党委决定改变体能训练

方式，由各班负责组织，结合个人短板

弱项展开针对性训练。经过一段时间

的努力，效果逐渐显现，全营体能成绩

优良率提升了 10%。

然而，好景不长，今年年初，官兵们

的体能成绩再度停滞不前，该营组织各

连干部骨干召开恳谈会研究对策。

“ 今 年 大 项 任 务 压 茬 推 进 ，官 兵

们 精 力 有 限 ，自 行 开 展 体 能 训 练 时

有 懈 怠 ”“ 体 能 各 练 各 的 ，全 凭 个 人

摸 索 ，不 少 人 的 成 绩 进 入 了 瓶 颈 ，甚

至 出 现 训 练 伤 ”“ 建 议 统 一 组 织 训

练 ，请 优 秀 教 练 员 带 队 指 导 ，如 此 一

来 ，训 练 时 间 有 了 保 证 ，训 练 起 来 也

更科学……”

“统一组织训练？”一名连主官打

断了大家的发言，“这样岂不是回到了

原来的老路？”

“此一时彼一时，情况变了，工作

方法要跟着变，训练组织形式也必须

随 着 情 况 变 化 及 时 作 出 调 整 。”经 过

讨论，该营决定再次调整体能训练模

式 ，改 由 各 连 统 一 组 织 ，根 据 当 前 成

绩对官兵进行分组，实行能力进阶升

级，并指定学成归来的优秀教练员组

训任教。

新方法一出，官兵们的体能成绩

很快明显改观，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

那一幕。

这 段 经 历 引 起 该 营 党 委 一 班 人

的思考：经验做法、常规套路、规定举

措都有一定的“保鲜期”，如果墨守成

规 ，就 会 陷 入 经 验 主 义 的 窠 臼 ，产 生

思 维 惯 性 和 路 径 依 赖 ，让 有 的“金 点

子”最终变成“绊脚石”。

为 了 进 一 步 提 升 抓 建 质 效 ，营

党 委 举 一 反 三 ，对 正 在 推 行 的 一 些

做 法 进 行 梳 理 ，重 新 评 估 其 是 否 科

学合理。

他 们 自 查 发 现 ，问 题 果 然 不 少 。

就拿每日召开思想骨干碰头会来说，

原 本 是 为 了 确 保 值 班 期 间 官 兵 思 想

稳 定 ，但 如 今 部 队 退 出 了 值 班 状 态 ，

碰 头 会 还 是 照 开 不 误 ，确 实 没 有 必

要；再比如，模拟训练器材数量有限，

平时在营区由营里集中统管，便于按

照 训 练 计 划 进 行 调 配 。 但 野 外 驻 训

开 始 后 ，各 连 高 度 分 散 ，训 练 课 目 和

进度各不相同，使用模拟训练器材的

需 求 也 不 一 样 ，此 时 应 该 有 所 侧 重 ，

灵活分散配置……

“我们既要善于根据新情况制订

新举措，也要善于针对新变化进行‘立

改废’。”该营立即行动，叫停当时行之

有效、如今不合时宜的做法。两位营

主官专门给各连干部骨干提出一个特

别要求：今后如果觉得营里出台的哪

项规定和措施与实际脱节，应立即指

出来，要敢于较真碰硬。

“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

则 法 不 同 。”看 着 营 党 委 勇 于 自 我 否

定 、自 我 完 善 ，某 连 干 部 王 可 对 这 句

古训体会更深，“各级在制订政策、部

署 工 作 时 ，一 定 要 坚 持 实 事 求 是 、与

时俱进，并按实际情况及时应变。”

工作方法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火箭军某旅某营坚持实事求是提升抓建质效的一段经历

■本报记者 李攀奇 特约记者 莫珀滔

这一组，加强

上肢力量训练

这一组，强

化有氧耐力

根据现有成

绩进行分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