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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 82 集团军某旅开展

战车机动训练。

于文旗摄

一丝不苟展开操作、沉着冷静处置

特情……秋日，海军某支队某艇员队新

兵王博康顺利通过专业考核。走出潜

艇，看着远处蔚蓝的海面，他感觉自己

离实现梦想又近了一步。

今年 5 月，王博康在完成新兵训练

和一段时间的专业学习后，走上了梦寐

以求的战位。

第一次进入潜艇，王博康心生自

豪。那一刻，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岗

位上干出成绩，驾驭“蓝鲸”潜航深海。

然而，真正面对精密的装备、复杂

的 操 作 时 ，王 博 康 发 现 ，此 前 学 习 的

专 业 知 识 远 远 不 够 用 。 第 一 次 上 手

实 操 ，背 不 下 操 作 要 领 、记 不 住 装 备

结构、分不清按钮功能……巨大的落

差，让王博康颇为沮丧。每次站在码

头看着老兵解缆远航，王博康的心里

既羡慕又失落。

“驾‘鲸’远航，是需要实力的。而

实力的提升只能靠勤学苦练，没有任

何 捷 径 可 走 。”班 长 语 重 心 长 的 一 番

话，激起了王博康锻炼提高、实现自我

价值的斗志。

此后，王博康全神贯注锤炼专业

能力。日常训练，他反复琢磨装备原

理 和 操 作 要 领 ；故 障 排 除 ，他 目 不 转

睛地盯着班长的操作步骤，生怕错过

任 何 一 个 细 节 ；装 备 检 修 ，他 耐 心 细

致地维护保养每一个组件……

在该艇员队，新艇员下队之初，都

会收到一本小册子，里面印着老一辈

艇员手绘的装备构造图纸。在那个资

料稀缺、条件艰苦的年代，老一辈艇员

细心勾勒出潜艇的构造，给官兵留下

了宝贵的学习资料。如今，装备资料

已经非常完善，但这本手绘图纸在艇

员队一直保存至今，激励着一代代潜

艇兵勤学苦练。

那段时间，王博康一有空便拿出这

本小册子认真学习，对照绘制装备结构

图，甚至连注释和说明都不放过。

“学习前辈精神，赓续优良传统”，

这是王博康等新艇员共同的心声。他

们在克服一个个困难、取得一次次突破

中不断成长。

与王博康相比，新兵易吉华的战位

显得有些“局促”——一个必须弯着腰

作业的狭小空间。在这个战位上，易吉

华和战友仔细检查管路，常常一干就是

几个小时。

满身油污的易吉华告诉记者，每次

听到工作结束的指令，都有一种如释重

负的感觉。

“空间狭小，闷热潮湿。”易吉华很

难想象，自己工作几个小时都感到疲惫

不已，老兵们跟着潜艇出海那么长时

间，是靠什么坚守战位的。

一次，支队组织新艇员参观军史

馆，易吉华在那里找到了答案。

“这是多年前支队一艘潜艇执行

远 航 任 务 时 ，从 大 洋 深 处 取 回 的 海

水。第一次潜航极限深度，艇员们既

自豪又激动，将取回的海水用玻璃瓶

密封带回，放进了军史馆。”站在军史

馆里一个并不起眼的玻璃瓶前，讲解

员 向 新 艇 员 们 介 绍 这 件 具 有 特 殊 意

义的藏品——任务区域潜艇到达最深

位置的海水样本。

海水很苦，但完成使命的自豪感很

“甜”。参加过那次远航任务的官兵都

说，这瓶海水不仅是潜艇成功深潜大洋

的“证明书”，更是他们胜任岗位、勇担

使命的“合格证”。

那天，站在那个小小的玻璃瓶前，

易吉华出神地看了许久。他终于明白，

潜艇兵就是在忠诚使命、奋勇前行中品

味别样的苦，收获特别的甜。

回到战位，易吉华的心态发生了变

化。参加训练时，他认真细致地观察身

边老兵的操作。娴熟的技能、默契的配

合、无言的坚守，让易吉华心生敬意的

同时，更渴望成为其中一员。

“一人一教材，一物一课堂。潜艇

部队的精神传承，是一茬茬官兵在战风

斗浪、艰辛探索中凝结而成的宝贵财

富。”该支队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针

对年轻官兵思维活跃但思想积淀不够

的现象，注重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

动，打造具有浓郁潜艇兵特色的军营文

化，在潜移默化中浸润新兵心灵、激发

新兵斗志，营造“强军目标牵引成长进

步”的良好氛围。

驾驭“蓝鲸”潜航深海、远航大洋

虽苦犹荣，也是潜艇部队新兵的共同

心愿。该支队领导告诉记者，他们因

势利导，采取为新兵量身定制成长路

线 图 、组 织 新 老 兵 结 对 帮 带 、常 态 开

展专业技能比武竞赛等方式，引导新

兵 立 足 战 位 精 武 强 能 ，向 着 驰 骋 大

洋、守护海疆的目标奋勇前行。

目 标 指 引 方 向 ，梦 想 激 发 动 力 。

在该支队采访，处处可见新兵们刻苦

训练、逐梦深蓝的身影：某舱室内，新

兵陆文昊跟着班长学习操作技能，朝

着成为一名“深蓝舵手”的目标奋力前

行；声呐室里，新兵刘相佐敏锐捕捉耳

机里传来的各种信号，仔细辨别那些

转瞬即逝的关键信息；某武器平台，新

兵周保杰反复检查武器状态，不放过

任何异常信号……

清晨，朝阳从海面缓缓升起，阳光

洒在一艘艘枕戈待旦的“蓝鲸”身上。

“蓝鲸”腹内，年轻的艇员们精神抖擞，

时刻等待着出征的命令。

绘图：唐建平

海军某支队新兵扎根战位苦练精训，为实现梦想奋力冲锋—

驾“蓝鲸”潜航深海最光荣
■陈泽生 赵 峰 本报记者 向黎鸣

坚守潜艇战位 20 多年，我从一名

新兵成长为一级军士长。每逢新战友

下队，总有人问我，潜艇兵长期战斗在

封闭狭小的空间，环境艰苦、工作劳累，

能长时间坚守的秘诀是什么？

我 的 回 答 总 是 很 简 单 ：“ 甘 守 寂

寞，为国砺剑。”对潜艇兵来说，甘守寂寞

是潜心专注，为国砺剑是责任担当。回

顾支队数十年发展史，一茬茬潜艇兵之

所以能够随时听令出征，向着更深、更

险、更陌生的海域潜航冲锋，就是因为我

们敢于将潜航的寂寞化为行动的力量，

把挺进深蓝作为使命来践行、把砺剑大

洋作为责任来担当。在关键时刻、生死

关头，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祖

国的万里海疆。

我的老班长总对我说：“当潜艇兵，

就要敢于拍着胸脯闯大洋！”今天，随着

潜艇航迹向远海大洋不断延伸，履行使

命的接力棒传到了新战友手上。作为新

时代的潜艇兵，我们选择了逐梦深蓝，就

是选择了甘于坚守寂寞、敢于舍生忘

死。愿新战友们早日练就过硬本领，驾

“蓝鲸”冲锋深海、亮剑大洋！

甘 守 寂 寞 捍 卫 海 疆
■海军某支队某艇员队柴油机技师 胡建永

老兵寄语

本报讯 张宇、宋昊朗报道：“停机

坪‘遇袭’，多人‘负伤’，卫勤分队迅速处

置！”近日，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组织一

场战伤救护训练。接到指令，该场站卫

勤分队紧急出动，处置组、救治组、后送

组等迅速奔赴各自任务地域。

“发现 4名‘伤员’，其中两人大出血！”

到达目标点位后，官兵立即前出搜索“伤

员”，处置组随即判断伤情、止血包扎……

完成伤情评估后，担架员将“伤员”分别送

至各救治组。救治组按照“先重后轻”的

原则，对“伤员”实施分类紧急救治。

“遭‘敌’袭扰！”就在救治组对“伤员”

展开紧急救治时，潜伏于周边的“敌人”突

然发起攻击，分队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指

挥火力组交替掩护，将“伤员”有序转移。

“一名战士腹部贯穿伤，需紧急手

术。”他们将“伤员”从一线转送至场站医

院后，手术组迅速展开救治……该场站

领导介绍，卫勤分队先后完成战场搜救、

野外营救、紧急后送等重难点课目训练，

战场救治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突如其来的特情处置，争分夺秒的

救援过程，让我切身感受到战伤救护的

紧迫性、重要性。只有平时练就过硬本

领，关键时刻才能拉得出、上得去、救得

下。”走下训练场，救治组军医张生焱深

有感触地说。

该场站领导介绍，他们在持续狠抓

一线救治能力普训的同时，强化卫勤人

员快搜、快救、快送等课目训练，有效提

升卫勤分队战伤救护能力。

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

紧贴实战锤炼战伤救护能力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场刀

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也是一份上下联动、

同题共答的作风考卷。贯彻落实《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就要坚持

上下联动、同行共治、源头把关，做到真减

负、减真负。

中国的汉字很奇妙，“上”“下”两个字，

既可组成一个“正”字，也可组成一个“卡”

字。下之所以为，惟上是视。形式主义带

来的基层负担问题，往往“表现在基层、根

子在上面”。“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

其源。”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必须找

准“负”的根源、抓住“减”的要害、拿出“行”

的举措、体现“实”的要求，上下联动，同频

共振，勠力同心，而不是上下相背，互相掣

肘。只有正确认识“上”与“下”的关系，摆

正“上”与“下”的位置，坚持从上级机关部

门抓起、领导干部改起，从上游关闸分流，

才能关上基层负担“大水漫灌”的闸门。

形 式 主 义 实 质 是 主 观 主 义 、功 利 主

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各

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应带头树立和践行正

确政绩观，主动把自己摆进去，设身处地

为基层考虑，多想想哪些事不干或少干

反而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应本着从

严 从 紧 、破 立 并 举 的 思 路 ，采 取 顶 层 统

筹 、末 端 控 制 的 办 法 ，坚 决 不 做 无 补 之

功，不为无益之事。要上下同行，对困扰

基 层 的 形 式 主 义 问 题 进 行 一 次 排 查 起

底，主动认账，立行立改，推动为基层减

负不断向治本深化。下力杜绝不接地气

的政策、轮番轰炸的检查、大而无当的活

动等，确保基层官兵全部心思向打仗聚

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

整治形式主义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

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在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上，人人都要主动作为、躬身实践。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应树

立重视基层的工作导向、重心下沉的政策导向、关爱基层的用人导向。深入基

层一线摸真情、察实情，掌握第一手材料，把减负的重点聚焦到官兵反映的突出

问题上。坚持让减负对象主导评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真正做到上

下联动、同题共答、同行共治，提高减负实效性。

上下同欲者胜。权责一致是现代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从机关到基层，应

厘清权责边界，理顺职责关系，把应减之负与应尽之责区分开来，做到各司其

职、各尽其责，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形式主义具有很

强的顽固性、复杂性和隐蔽性，极易发生反弹回潮。必须坚持“当下改”和“长久

立”相结合，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既关注老问题也关注新问题，既解决显性问题

也解决隐性问题，既破解表层问题也破解深层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

“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做到思想同步、问题同解、机制同建、责任同担，画出标本

兼治的最大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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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成长进行时

秋分时节，丹桂飘香。当红红的石

榴果挂满营区枝头，陆军某旅也迎来收

获的喜悦：经过 3 个月集训，又一批新兵

加入部队大家庭。

营 区 大 门 口 ，迎 新 的 锣 鼓 声 回 荡

耳 畔 ，新 兵 张 国 林 心 情 有 点 忐 忑 。 新

兵 训 练 期 间 ，他 的 各 项 训 练 成 绩 只 能

达 到 合 格 标 准 。 此 刻 ，张 国 林 心 中 在

想 ：“ 我 能 不 能 适 应 部 队 生 活 、能 不 能

快 速 掌 握 岗 位 专 业 技 能 、能 不 能 与 战

友们融洽相处？”

简 短 的 欢 迎 仪 式 结 束 后 ，张 国 林

被一名老兵领进连队。一到连队，“合

格不是标准、过硬才是合格”的红色标

语映入眼帘。看着龙虎榜上战友们的

训 练 成 绩 ，张 国 林 心 想 ：“ 我 现 在 的 成

绩 在 连 队 只 能‘ 吊 车 尾 ’，怎 样 才 能 追

上来呢？”

带着心事走进宿舍，一位面带笑容

的老兵走到张国林面前：“你是国林吧？

我是你邻班的副班长熊辉，也是你的生

活辅导员，以后不管遇到啥困难，随时告

诉我。”亲切的话语，让张国林心中涌过

一阵暖流。

“国林你好，我是你的专业辅导员谭

泽亚，咱俩同班，后续学习训练中遇到难

题，问我就行。”一个亲切的声音从身后

传来。转身看去，张国林眼前一亮。原

来，刚才从营区主干道走过时，张国林在

灯箱上看到过他的照片——旅里有名的

“神炮手”。

紧接着，连队副连长也走上前来，嘘

寒问暖。作为张国林的训练辅导员，副

连长鼓励他增强信心、刻苦训练，年底考

核争取考个好成绩。

一场简短的见面会，让张国林心里

踏实了许多。谈及未来的军营生活，他

满怀憧憬：“有这么多干部骨干关心我、

帮助我，我要努力建功军营！”

随后，在连队组织的迎新兵茶话会

上，指导员的一番话彻底打消了他的顾

虑：“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连队的每一

朵‘后浪’，都能在‘前浪’的带领下，奔涌

向前……”

原来，这是旅里坚持多年的一项传

统 —— 每 当 新 兵 下 连 ，连 队 都 会 按 照

“专业相同、教学相长”的原则，为每名

新兵配备 3 位“编外辅导员”，分别从学

习、工作、训练、生活等不同方面为他们

提供帮助，助力他们尽快度过“第二适

应期”，融入部队大家庭。

“ 咋 样 ，还 适 应 不 ？ 我 刚 下 连 时

也 很 紧 张 ，不 过 我 那 3 位 辅 导 员 都

尽 心 尽 责 ，帮 助 我 成 长 。”茶 话 会 上 ，

老 兵 杨 勇 热 情 地 跟 张 国 林 聊 起 家

常 ，“ 咱 们 一 起 努 力 ，到 明 年 这 个 时

候 ，说 不 定 你 也 能 成 为 下 一 批‘ 后

浪 ’的 辅 导 员 。”

听到杨勇的鼓励，张国林很开心。

你一言我一语中，一新一老两名战士相

谈甚欢。见状，连队文书于乐乐举起相

机抓拍了一张照片。看着镜头里的两

人，于乐乐笑着说：“他们像是相识多年

的好朋友。”

陆军某旅一名新兵的心声—

“我要努力建功军营”
■王 杰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李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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