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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初秋时节，第 74 集团军某旅野

外驻训场上战车轰鸣，一场坦克分队

实弹射击正在紧张进行。

与以往不同，此次实弹射击不仅

要求车组快速通过多类复杂障碍，还

要在机动途中，对随机导调设置的

“敌”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前进！”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一辆坦克咆哮着冲向障碍路段。驾

驶员李杨涛稳控行进方向和车速，不

敢有丝毫大意。

“前方沟壑，减速通过！”车长范

江密切关注车外情况，实时向炮长和

驾驶员发出指令。

“全车注意，右前方发现‘敌’坦

克 1 辆！”考验接踵而至，范江指挥李

杨涛调整车身转向，炮长周剑红眼睛

死死抵住观瞄镜，双手快速转动炮

管，很快发现了目标。

装弹、瞄准、锁定……坦克飞速

前冲，炮弹呼啸出膛，“敌”坦克被精

准命中。

“这次实弹射击，驾驶员机动避

障、车长观察指挥、炮长瞄准射击，

三者缺一不可。”走下战车，周剑红

对 记 者 说 ，以 往 训 练 中 ，大 多 考 察

的是坦克单个乘员的技能水平，比

如专门考察驾驶员的驾驶能力、炮

长 的 射 击 命 中 率 等 。 改 进 训 练 模

式后，强化车组乘员间的协同配合

成为重中之重。

“只有牢固树立协同意识，将各

要素有机融合，才能攥指成拳，打出

制胜一击。”范江深有体会地说。今

年以来，他明显感受到各级都在积

极找准落实新大纲的实践途径，创

新 改 进 训 练 模 式 ，提 高 训 练 质 效 。

以射击场地设置为例，以往战车行

进路线是一条平整的跑道，如今却

布满障碍、崎岖不平，这对车组乘员

提升战场应急处置能力、协同作战

能力是一种有效锤炼。

该旅利用野外驻训时机，精细制

订实弹射击训练计划，依据训练大纲

构设 S 型限制路、弹坑、车辙桥等实

战场景，配置符合战术要求的移动

靶、固定靶和显隐靶等多类射击目

标 ，并 通 过 临 机 导 调 引 入 各 种“ 敌

情”。同时，广泛开展换岗锻炼，车

长、炮长和驾驶员“一专多能”，配合

起来更加默契。

“全程节奏非常快，有一种打仗

的感觉！”记者转到另一个车组采访，

刚刚结束行进间射击课目训练的驾

驶员何江涛满头大汗。他告诉记者，

在此之前，评价坦克车组射击水平高

不高，主要看炮长打得准不准，驾驶

员和车长在训练中发挥的作用并不

明显。而这一次，他既要控制车速、

调整车身方向、判断目标距离，还要

确保战车在有限时间内机动至最佳

射击位置，“一脚油门踩到底”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返了。

车长韩健也不轻松。向射击地

域开进不久，炮长袁东森传来紧急

通报：“电脑系统出现故障，无法正

常瞄准射击……”突如其来的情况，

让韩健惊了一身冷汗。他清楚，倘

若处置不当或耗时太多，“敌”目标

就会“逃脱”！

车长是车组的大脑，韩健审慎思

考后给出应对方案：“改用人工装表

射击！”收到命令后，驾驶员和炮长各

司其职、熟练操作。一道火光闪过，

千米之外的靶标应声炸裂。

记者注意到，射击结束后，考核

组并未闲下来，而是根据各类数据

对目标毁伤效果进行评估，并区分

车组、个人的考核成绩建立训练档

案，对下一步训练提出针对性改进

意见。

在该旅，练协同、练配合不仅是

坦克分队的常态，也是其他专业训

练的重点。记者在驻训场看到，指

挥所开设训练中，工兵、通信、电抗

一 体 联 动 、紧 密 配 合 ，很 快 织 就 一

张“ 指 挥 网 ”；实 弹 射 击 演 练 中 ，排

爆、抢修、救护等课目一并展开、连

贯实施……

据 了 解 ，该 旅 接 下 来 将 通 过 扩

大 交 叉 换 岗 、穿 插 互 训 等 方 式 ，充

分 利 用 野 外 环 境 ，设 置 险 难 条 件 ，

开展营连战术训练和指挥所演习，

牵 引 各 作 战 要 素 融 合 互 通 更 加 深

入 、协 同 配 合 更 加 紧 密 ，不 断 提 升

官兵打仗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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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设备运转正常！”一天

深夜，空军某部某营一级上士石振华奉

命 抢 修 设 备 ，仅 用 半 小 时 就 排 除 了 故

障。以前检修这类设备，他起码需要一

个 小 时 。 面 对 战 友 的 夸 赞 ，石 振 华 坦

言，自从单位将自己纳入高级军士“苗

子库”，他不仅专业水平进步飞快，干劲

儿也十足。

“石振华口中的‘苗子库’，是我们

为提升人才培养质效而拟定的一份高

级 军 士 培 养 名 单 。”该 部 领 导 介 绍 ，为

抓 好 高 级 军 士 的 预 置 培 养 工 作 ，他 们

专 门 制 订 出 台《推 进 高 级 军 士 培 养 措

施》，将 工 作 实 绩 突 出 、业 务 能 力 强 且

有长期服役意愿的军士列为高级军士

培 养 对 象 ，围 绕 军 士 长 期 发 展 应 当 具

备的学历层次、培训经历、技能等级等

方 面 ，为 优 秀“ 苗 子 ”成 长 成 才 提 供 具

体指导帮带。

翻开《推进高级军士培养措施》，记

者注意到“坚持战斗力标准，坚持服务备

战打仗”这句话出现的频率颇高，这与一

般性的岗位指导手册有所不同。

“‘选苗’‘育苗’必须向打仗聚焦。”

该部干部蒋斌斌说，他们在综合考量军

士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发展潜力等基础

上，把参加重大演训活动经历和比武竞

赛情况作为重要参考，只为把具备战训

经验的骨干人才选出来、培养好。

该部“英雄侦察连”二级上士王肖明

两次参加空军“猎人”集训，两次参加军

以上比武竞赛，均取得前 3 名的好成绩，

履历“含战量”十足。前不久，王肖明作

为侦察骨干入选“苗子库”，连队按照培

养计划，指导王肖明先后完成学历升级、

职业技能鉴定，为他在部队长期发展铺

平了道路。“我一定不负期望，以实际行

动回报组织培养。”王肖明激动地说。

“部队的好政策，让我进一步明晰

了发展路径，我会继续努力，为部队作

出更大贡献。”该部一级上士古锐常年

扑在任务上，忽视了学历升级，如果参

加高级军士选晋必定受阻。营干部姜

玮 得 知 这 一 情 况 ，立 刻 与 古 锐 结 成 对

子。在姜玮的帮助下，古锐后来成功通

过学历升级考试，现在已满足晋升高级

军士的各项条件。

入选“苗子库”，并不等于进了“保险

箱”。该部领导告诉记者，机关会组织常

态考评，及时与考核不合格、成长进步

慢、发挥作用不明显的军士进行谈话提

醒，必要时将其移出“苗子库”，确保进出

有序、良性循环。

空军某部抓好基层骨干预置培养工作—

建立高级军士“苗子库”
■彭小山 本报特约记者 戚勇强

营连日志

带兵人手记

新闻前哨

8月中旬，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开展工程机械专业训练，锤炼官兵应

急救援本领。 刘概鑫摄

秋风乍起，“退伍季”到来。前两天，

上级发来通知：根据安排，9 月满服役期

的战士因任务需要，将推迟离队。

“这个消息会不会给即将准备离队

的同志带来思想波动？”我的心里不禁犯

起嘀咕。之所以有这样的顾虑，缘于此

前我处理连队工作时遇到的几件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上等兵魏

超奇的教育笔记里夹着一张日历表，上

面的日期从 7 月开始便被一天天划去，

预计的退伍时间也被着重描红，看来魏

超奇早已开始了军旅倒计时。

当我以为这只是个别现象时，一次查

铺让我心里没了底。一天熄灯后，我走进

班排帐篷检查就寝秩序。我看见二排下

士李浩坤枕边放着一本日历，拿过来一

看，已被撕去大半，日期正停留在当天。

回到连部帐篷，我心绪难平：如果即将

服役期满的老兵都是这种心态，势必会影

响其他官兵的工作状态和接下来的考核。

当连长在军人大会上宣布推迟离队

的消息后，众人议论纷纷，我更加密切关

注这群满服役期的战士。

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他们工作训练

越来越积极：李浩坤是连队驾驶员，遇到

车辆保障任务，总是主动请缨，即使早出

晚归，也没听他有什么怨言；上等兵田仁

杰是器材室管理员，两年来，连队器材被

他管理得井井有条，尽管他已经将工作交

接给继任者，但仍旧干劲十足，经常到库

房帮战友整理器材、检查登记……

大家明明都在努力工作，为什么还要

数着天数过日子？这天，正当我纳闷时，几

名老兵找上门来：“我们还想多站几班岗、

多出几次公差……”原来值班员为了照顾

他们，有意减少了站哨、出公差的频次。

借这个机会，我向他们道出心中的

疑惑。听到这个，大家顿时笑了起来。

他们解释说，之所以数着天数过日子，是

因为每撕一页日历或划掉一天，都在提

醒他们要加倍珍惜在部队的时光。

“您太小瞧我们的觉悟了，我们坚决

服从组织安排”“还有机会为连队建设出

力，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保证在岗一

分钟，干好六十秒”……了解真相后，我

不禁被这批即将告别军营、挥别战友的

老兵深深感动。

既然大家都想为自己的军旅生涯画

上圆满的句号，连队也要多给他们制造

机会。连务会上，大家一致赞同成立“老

兵先锋模范队”，在连里大力营造“比学

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我相信，在这群老兵的带动和感召

下，各项工作任务一定能够圆满完成，连

队的明天会更好！

（滕宇飞、本报特约记者高群整理）

老 兵 的 日 历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干部 许立超

“连队的内务设置应当利于战备，

方便工作、学习、生活，不能搞‘面子工

程’！”在组织全连内务卫生检查时，我

发现问题当即指出，逐人逐班纠正。

想起任职之初，我还是个不善于指

出问题的“好好先生”，误以为这是“以情

带兵”的一种表现。为融入官兵，我选择

最大程度照顾他们的情绪需求，安排工

作与大家商量，减少批评，发现问题经常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段时间下

来，大家对我客客套套，我对大家和和气

气，开展工作也是“相安无事”。

一次夜间查哨，我发现战士小李在

哨位上打盹。考虑到近期训练强度大，

我只是口头提醒他好好站岗，并未批评

严肃指明错误。

然而，小李的糟糕表现被上级机关

检查发现，连队被点名通报。

安全底线守得不牢、党团活动落实

不够正规……接下来的日子，连队官兵

接连“冒泡”。“怎么就你们连的问题最

多？”营长当面对我提出批评，我的脸上

一阵阵发烫。

当 天 夜 里 ，我 向 连 长 请 教 带 兵 经

验。“适当的关心和照顾是必要的，但一

线带兵人要把握好严管与厚爱的分寸，

生活中我们应当与官兵心交心，回到工

作上，就要坚持原则，敢于较真碰硬，切

不可当老好人、和稀泥……”

躺在床上，我细细咀嚼连长的话，如

梦方醒。

当周的组织生活会上，我针对自己

前期的思想问题，展开深刻自我批评，

并请大家监督整改。从那以后，我试着

转变工作思路：训练中严格要求，敢于

叫响“看我的、跟我上”；生活中关心战

士、嘘寒问暖，及时回应大家需求；工作

中坚持原则，对出现问题的战士，利用

连务会、点名等时机提出批评，并跟进

做好思想工作……

本 以 为 大 家 对 我 的“ 不 迁 就 不 照

顾 ”，甚 至“ 不 讲 情 面 ”很 难 接 受 ，但 我

发 现 ，原 则 面 前 不 让 步 、标 准 面 前 敢

较 真 ，才 是 真 正 对 连 队 负 责 的 体 现 。

近 期 有 几 名 战 士 训 练 状 态 有 所 下 滑 ，

我 开 门 见 山 指 出 其 存 在 思 想 懈 怠 问

题 。 痛 定 思 痛 ，几 名 同 志 很 快 恢 复 了

干劲。

如今，经过官兵的共同努力，连队建

设蒸蒸日上，多名战士因工作成绩突出

受到上级表彰。

（王畅、丁波整理）

“好好先生”当不得
■陆军某部干部 郑小五

依依不舍
又到退伍时，又闻《驼铃》声。每逢此刻，天南地北座座军营里，总会充满依

依不舍的情愫。这几天，第 81 集团军某旅举行老兵退役仪式。摘下军衔、放下

钢枪，老兵们挥别摸爬滚打的迷彩军营，但军人本色不改，他们将带着荣耀与回

忆，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此刻，让我们向老兵敬一个军礼、道一声珍重，并送上

诚挚的祝福！

上图：退伍老兵合影留念。 高 勇摄

右图：一名班长正在寄语离队的战友。 赵伟齐摄

野外驻训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