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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引擎轰鸣，朝霞绚丽，一架预警机

平稳落地。从黑夜到天明，已连续飞行

数个小时，飞行员董澄星回到休息舱，

从保温箱中取出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

准备的战备保障餐，一股暖意从胃里一

直蔓延到心头。

据悉，以往开展长航时战备拉动训

练，飞行人员大多以面包、压缩干粮作为

间餐。然而，近年来，训练强度增大、频

率增加，对官兵的身体素质提出了更高

要求。在此前的战备拉动训练中，曾有

官兵因高强度连续飞行，经常错过饭点，

导致注意力下降、飞行表现欠佳等情

况。军医给出建议，保证官兵饮食规律、

营养均衡有利于改善这些情况。因此，

军需股股长张翼在党支部会议上建议：

在战备拉动期间开展伴随伙食保障。

此言一出，立即引发支委讨论，有

人认为战备拉动时间紧、节奏快，对于

炊事班而言，这个要求有些强人所难；

但也有人指出，后勤保障要为战斗力

服务，一线有需求，后方就要全力提供

支持。最终，他们决定先让炊事班尽

力一试。

对此，炊事班没有任何异议，立即

着手准备。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们反复

调整饭菜制作方法，改进战备保障菜

单。翻看炊事班班长戴夯的笔记本可

以看到，菜单上每一道菜的工序及所需

时间都有明确限定。

然而，战备保障餐的首次推行并不

顺利。一次，炊事员紧赶慢赶推着饭菜

来到机棚时，飞机舱门已经关闭。顾不

上失落，戴夯立即组织大家讨论：“烹饪

时间已经压缩到极致，还有哪里可以改

进？”“如果路上再跑快一点就好了……”

这时，炊事员刘世林无意中的感慨让戴

夯眼前一亮。

原来，首次制作战备保障餐，炊事

班按照平时工作习惯，在厨房进行烹

饪。但厨房与战备飞机距离较远，路上

花费不少时间。于是，他们回到班里，

对照营区地图测算距离，决定向上级申

请使用飞机跑道附近的地面灶开设简

易“战备灶”。

对此，场站领导大力支持，不仅为

“战备灶”添置相关必备炊具，还在灶旁

设置值班休息室。与此同时，他们协调

汽车连提供值班车辆，方便炊事班利用

飞机起落间隙，将饭菜及时准确送达指

定位置。

又是凌晨，战备拉动骤然展开。炊

事班闻令而动，赶在战机起飞前让飞行

人员吃上了可口的饭菜。

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

随时供应战备保障餐
■许泽豪 李 周

金秋时节，第 82 集团军某旅举行

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岗位标兵”走上

讲台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悟，朴实的言

语和贴近官兵训练生活的事迹赢得阵

阵掌声。

据悉，为引导官兵立足本职岗位，

苦练打赢本领，上个月，该旅区分不同

专业遴选出 10 名“岗位标兵”，并准备

举行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为充实报

告内容，该旅机关人员多次下基层采访

调研，挖掘标兵闪光点，加班加点撰写

事迹材料，力求人物塑造尽善尽美。然

而，这些文笔工整、辞藻华丽的材料没

能获得标兵及其身边战友的认可。

“服务保障标兵”、炊事班班长王东

方多年来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工作中作

出不平凡的贡献，他作为普通一兵的辛

勤付出有目共睹。但这样的事迹，在准

备材料的机关人员眼中看来有些“乏味

平淡”，于是他们自作主张，为王东方增

加了理论学习成绩突出、军事素质过硬

等“亮点”。王东方对此并不认同：“我

的大部分精力用于全营的伙食保障工

作，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都是一般水

平。让我上台分享这种‘有水分’有的

经验，合适吗？”

“之所以成为典型，说明他们身上有

过人之处，只需如实反映，何必多此一

举、人为拔高？”几名“岗位标兵”反映相

关情况后，引起该旅领导的重视。他们

明确，典型事迹必须真实可信，才能被官

兵认同学习。为此，该旅立即舍弃机关

人员“美化”后的事迹材料，并要求机关

人员与“岗位标兵”一起重新准备，实事

求是，不搞面面俱到、刻意包装。得知消

息，王东方十分高兴：“当选标兵我当然

觉得很光荣，但我更希望能够以真实面

貌走上讲台，与战友分享自己的感悟和

经验，帮助大家一起成长进步。”

第 82 集团军某旅—

宣扬典型事迹不拔高
■罗 印 本报特约记者 陶 磊

前不久，大队计划组织军事体育比

武竞赛活动，文书王磊汇总报名情况发

现，好几个课目没人报名，部分课目报

名人数没有达到要求。似曾相识的情

况让我不禁叹了口气。

去年，大队组织比武竞赛，尽管我

在报名前多番动员，队里同志的参赛热

情仍旧不高，不仅多个课目无人报名，

比武结束时队里的成绩更是糟糕——

近 20 个课目，仅有 2 人取得名次，整体

排名位居末尾。

此事过后，中队专门进行了针对性

教育，现在看来收效甚微。似乎是看出

了我的失望，王磊出言解释：“其实大家

的参赛积极性比去年高多了……”但这

样的话在我看来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此后几天，我多次利用晚点名时间进行

动员，但情况并未好转多少。我对此感

到十分无奈，似乎已经提前看到重蹈覆

辙的场景。

然而，比武当天，队里同志着实给

了我不少惊喜：单杠卷身上课目时，中

士鲁鹏政双手破皮依旧咬牙坚持，直到

精疲力竭才下杠；五公里武装越野，下

士潘逸锐身体不适，即使被拉开差距仍

坚持跑完全程；班长宾哲亮参加手榴弹

使用课目比拼，手肘刮破、满身泥泞，比

武结束后顾不上清理伤口，开口就问自

己的成绩和名次……

“大家在比武场上的表现，为何与

平时反差这么大？”事后，我找几名干部

骨干交流，班长杨玉范告诉我，其实去

年那次比武后，大家都进行了检讨反

思。这次比武前，不少同志积极备战，

有的还提前进行强化训练。蔡排长的

话更是彻底消除了我之前对于大家的

误会：“没人报名的基本是中队训练大

纲上没有、平时很少接触的课目。加上

队里老同志多，在一些高强度的体能课

目中不占优势，所以才会看起来不够积

极主动。”

听他们这么一讲，我的脑海中浮现

出训练场上一个个加练的身影。其实，

我之前看见过大家努力的样子，只是没

有将其与此次比武联系起来。

当天晚上，大队公布了比赛的成

绩：中队总评第二名、个人夺得手榴弹

使用课目第一名、爬绳课目第二名、单

杠卷身上课目第三名……我既为大家

取得的进步欣喜不已，也为自己没有全

面了解情况就妄下结论感到惭愧。有

些变化总在不经意之间发生，需要带兵

人通过细致观察去感知。这次比武，他

们没让我失望。

到了周末，鲁鹏政发了一条朋友

圈，配图是被单杠磨破的双手，我为他

点赞留言：“你们是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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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新闻前哨

闪耀演兵场

仲秋时节，第 71
集 团 军 某 旅 组 织 坦

克 分 队 进 行 实 弹 射

击考核。

左图：火力打击。

胡庆峰摄

下图：战场机动。

孙海波摄

该旅“蓝军”分队狙击班组正在突进。 江二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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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发烟罐掩护，破障组前出”

“呼叫炮兵支援，装甲车利用射击间隙

快速冲击”……塞北大漠，战车轰鸣，第

79 集团军某旅营连战术考核以红蓝对

抗的形式拉开帷幕。就在红方指挥员、

某营夏营长下达一系列命令，准备发起

总攻之际，电台突然响起杂音——指挥

所与各分队失去了联系。

夏营长果断下令切换备用频道，指

挥尖刀排绕过障碍场，迂回至侧翼突

入。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原本应

该与“敌”正面交锋的尖刀排却迟迟没

有传来消息。夏营长一拍大腿：糟糕，

他们可能中了对手的埋伏。

“真是既狡猾又难缠！”这个让夏营

长头疼的对手，是该旅组建的“蓝军”分

队。该旅装步二连在革命战争年代被

授予“常胜支队”荣誉称号。多年来，连

队官兵始终赓续传统，紧盯备战转型抓

建设，战斗力水平始终排在旅队前列。

2020 年，该旅决定立足自身力量常态

开展红蓝对抗训练，于是依托装步二连

成立了“蓝军”分队。

分队组建之初，由于缺乏相关经

验，时任连长刘定潭翻阅书籍搜集资

料，积极向兄弟单位的多支“蓝军”请

教。在此基础上，他为分队官兵普及

军事理论、战术战法，培养出多名训练

骨干，逐渐搭建起“蓝军”分队的四梁

八柱。

那年首次登场，“蓝军”分队利用主

场优势，逼真构设战场环境条件，与全

旅主战分队挨个过招，取得了“一边倒”

的胜利。机动途中侦察袭扰不断，还没

到指定位置，红方三分之一的兵力就被

打掉了；红方破障组刚接近前沿障碍物

就被蓝方火力覆盖，根本无法开辟通

路；阵地前大片的空地遍布陷阱，人车

进去就是活靶子……走下训练场，红方

分队指战员纷纷找到考核组诉苦，坦言

“这仗没法打”。

“‘蓝军’的职责就是当好敌人，他

们的战术战法越刁钻，‘红军’越能在从

难从严的对抗中提升战斗力，在危局险

局的应对中练就制胜本领。”对此，该旅

领导态度鲜明，“对抗输了还有探讨的

余地，真上了战场，敌人可不会跟你说

打法合理不合理！”

刀快不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磨

刀石”好不好。该旅依托装步二连组建

“蓝军”分队，就是要打造出一块能磨快

刀的“磨刀石”。

在此后的一场场对抗中，“蓝军”

分队结合实战要求和战术运用，不断

优化完善对抗规则。与此同时，通过

一次次对抗训练，红方分队指挥员也

发现了自身不足，积极补齐战场意识

不强、战术战法运用不灵活等短板弱

项，红蓝双方对抗手段越来越丰富，实

战能力水涨船高。

今 年 7 月 ，装 步 二 连 牛 连 长 带 领

“蓝军”分队参加连战术考核。入夜，

红方分队官兵本想抢占先机，趁着夜

色展开袭扰。没承想，“蓝军”分队早

已 通 过 空 中 侦 察 识 破 他 们 的“ 小 花

招”，并且将计就计布下“口袋阵”。毫

不知情的红方分队就这样一步步掉入

陷阱。随后，牛连长果断下令，切入红

方的通信频道，实时掌握对手的下一

步动作，先“敌”一步出招阻击。考核

结束，红方复盘分析，深刻认识到：不

能只注重加强有形防护，而忽略无形

空间里的战斗。

“这样的对抗，能让我们更加清晰

地看到自己与实战的差距。”交战中，

红方分队始终处于被动，还没展开正

面对抗，兵力就损失过半，但指挥员败

得心服口服，“发现问题，比一时输赢

更重要。”

建强“蓝军”，全旅受益。各级指挥

员和通信专业官兵加强密语训练和使

用，并且准备了多个备用频率；火力分

队强化伪装训练，研究如何规避侦察方

式方法……经过一场场对抗，“蓝军”分

队战法运用越练越熟，各营连也在一次

次磨砺中查缺补漏，在失利中总结经

验，达到了“打一仗进一步”的目的。

前段时间，该旅某合成营展开营

战术训练，“蓝军”分队使用“无人机+”

打法，通过前期侦察确定该营火力分

队的精确位置，引导己方火力实施精

准打击。相持阶段，他们又转守为攻、

化 整 为 零 多 路 出 击 。 在 这 样 的 攻 势

下，该营官兵密切协同、灵活应对，经

受住了战火考验，应急应战能力得到

了检验和提升。

第79集团军某旅依靠自身力量常态开展红蓝对抗训练—

用好“磨刀石”砥砺打赢功
■王立军 刘瀚文 本报记者 张东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