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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西北戈壁，黄沙蔽日。

冷风中，一阵悠扬的歌声在旷野传

来。“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

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循声望

去，某部一级上士张文涛正带着几名年

轻战士边走边唱，朝着任务点位行进。

“张班长，我到前面去了，你们快跟

上！”“慢一点，山头有大风……”张文涛

正要提醒，第一次在国门旁巡线、按捺

不住兴奋冲在最前面的列兵陈佳涛，就

被一阵大风吹得脚底一滑，顺着沙坡滚

了下去。

“我没事！”还未等战友上前，陈佳

涛利落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沙土，追

上战友继续前进。

驻足点位高处，广袤的戈壁滩上，

一座营盘静静矗立，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两排白杨树格外挺拔，给荒原增添

了一抹绿色。

眼前的一幕，勾起了张文涛的回

忆。他初到单位时，营区还未通水电，

他和战友只能每天推着人力车去镇外

的水厂接水，有时取不到水，就用锅煮

雪水喝；由于缺乏电力，大家晚上洗漱

经常用应急手电筒照明。有一年大雪

封山，运输车进不来，他们也出不去，大

家每天只能吃挂面……

“条件这么艰苦，你没想过下山去

吗？”陈佳涛这样问班长。

“说实话，不到一个月，我就想下山

去了。”张班长坦言，这一切，被当时他

的班长看在眼里。

“班长很快找我谈心，和我约定，如

果能将一棵树苗栽活 3 个月，就送我下

山。结果呢，我就从此‘栽’在这儿了！”

张文涛说，戈壁滩是盐碱地，降水量又

少，不适宜草木生长，种下的树苗不是

被大风刮走，就是冻死旱死。哨所官兵

尝试很多年，树苗始终无法成活。

可那时张文涛不信邪，栽下一棵白

杨树苗，想尽办法让它扎根，可树苗终

究还是枯死了。

“一棵种不活就多种几棵，树吃不

到养分就多挖深一些，不再坚持一下，

怎么知道完成不了。”快要泄气时，班长

的鼓励让张文涛重新振作。此后，他每

天工作完成就去照看树苗，每次还把刷

牙洗脸的水省出一点来浇灌它。

“发芽了！发芽了！”不知过了多

久，一天早上，看到那棵不起眼的小树

苗竟真的长出嫩芽，张文涛高兴地蹦了

起来。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过下山

的事，小白杨在这片贫瘠的土地里扎下

了根，他也把心扎在了这里。

16 年过去，当初不见片叶的营区

里，现在已有 20 棵杨树、10 棵榆树迎风

挺立，为这片土地来带盎然生机，也陪

伴着一茬茬青年官兵茁壮成长。

前些年，哨所周边要修公路，官兵

负责维护的架空光缆要从平地迁到山

上，这对大家来说无疑是个难题。

柏油泡过的木柱子几十公斤重，张

文涛二话不说，全力扛起一根就往山上

爬。战友受到感染，也都纷纷干起来。

很快就有人脸上胳膊上磨破了皮，但没

有一人叫苦叫累。“班长以身作则，我们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撸起袖子加油

干！”中士布穷说，张班长告诉大家，要

像小白杨一样不惧严寒风霜，把根扎在

国境线上。

千里无人区，茫茫戈壁滩。为了守

好国门，推进沿线监控部署，张文涛和

业务骨干经常天蒙蒙亮就出发，越高

山、穿戈壁，沿着边境铁丝网巡查作业，

经常忙到晚上八九点。任务完成，当看

到边境线上的画面清晰呈现在值班室

大屏上时，官兵都深深感到了作为戍边

人的成就和自豪。

那年冬天，张文涛的妻子赵玉霞第

一次来队探亲。火车转班车，一坐就是

10 几个小时。一路上除了戈壁滩就是

光秃秃的黑山，手机也没有信号。见到

张文涛那一刻，赵玉霞忍不住哭了。

“在这里坚守到底值不值？”面对劳

累憔悴的妻子，张文涛虽然心疼，但回

答却毫不犹豫——“值！”

看着丈夫坚定的眼神，赵玉霞没再

追问，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两人的合照，眼

含热泪叮嘱他：“苦地方，累地方，你觉得

值就是好地方！家里有我，你别担心。”

“ 因 为 这 句 话 ，我 这 一 待 又 是 6

年。”张班长话虽轻松，但眼眶已湿。

如今，在这一望无际的巴丹吉林沙

漠西面，哨所已旧貌换新颜——营区通

水通电，新鲜果蔬充足，网络信号全面

覆盖……每次和丈夫通话，赵玉霞也为

这些变化感到欣喜。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张文涛深

知，自己终有一天会离队，但在离队前，

他要让更多“小白杨”明白扎根的意义，

找到成长的方向。

今 年 秋 天 ，营 区 又 迎 来 几 名 新

兵，他们也在挺拔的树旁栽下一棵棵

白杨幼苗。悠扬的歌声，也时常在营

区 回 荡 ——“小白杨，小白杨，它长我

也长，同我一起守边防……”

做一棵扎根边疆的“小白杨”
■郭 斌

“冷敷处理后，喷涂了一些镇痛剂，

已经不肿不痛了！”近日，第 72 集团军某

旅工兵连下士汤明赵在营区的康复理疗

室治疗后，训练伤很快痊愈，第二天就返

回了训练场。

该旅领导介绍，近年来，部队训练任

务增多、训练强度加大，很多跨昼夜、多

课目连贯实施的训练常态化开展，对官

兵的军事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训

练后放松不及时、伤后康复不到位，容易

在训练中造成二次损伤。为抓实训练伤

防治和恢复工作，该旅梳理各营训练内

容和训练伤多发易发情况，在各营医疗

点开设康复理疗室，统一购置超低温镇

痛仪、磁振热疗仪、特定电磁波治疗仪等

医疗器材，在营连健身房配备运动康复

训练仪、牵引床、松紧带等拉伸恢复器

材，并组织骨干到部队医院学习康复理

疗专业技能，确保官兵训练后出现的小

伤轻伤不过夜、不出营区就能得到及时

有效处置。

记者了解到，基层营连使用训练康复

理疗方法后，需要送诊医院治疗训练伤的

官兵人数明显下降，因训练伤处置不当造

成的二次损伤情况基本没再发生。有关

数据显示，对比往年，官兵基础体能及格

率、优秀率都有提升，多项高强度、高险难

度训练内容顺利完成实训，官兵身体素质

和打仗本领稳步提升。

“训练伤防治既要有科学治疗仪器，

也要有科学训练方法。”该旅领导介绍，

他们在运用医疗手段的同时，坚持按纲

施训、科学组训，制订分级分类细训、集

成集约统训计划，针对不同任务、不同装

备和不同人员技战术水平，合理设置训

练内容和目标，动态灵活编组，不断提高

训练水平，降低伤病风险。

前不久，在上级组织的战术连贯考

核中，某连官兵连续完成多个高强度训

练课目。“如今组训施训更加科学，训练

后还可以及时进行康复理疗，个把小时

就能缓解一天的训练疲劳。”二级上士郑

水权说，有了有力保障，大家的训练伤明

显减少，训练成绩水涨船高。

基层营连有了康复理疗室
■张文举 本报记者 孙兴维

“根据‘敌’距离方位，优选 2 号路线

完成堵截任务……”前不久，武警内蒙古

总队乌海支队某中队组织捕歼战斗综合

训练，指挥员通过图上量取判定“敌”方

位后，迅速带队前出搜索阻击。

可侦察小组抵近后发现，目标在通

过某高地后消失，追击任务以失败告终。

复盘讨论中，大家分析得知，是指挥

员图上判定出现了误差。

“依图确定站立点、判定方位，是实

战用图的基础，图上量取毫厘之差，实战

中则误以千里。”刘中队长当即指出，在

陌生复杂地域，一线指挥员如果没有过

硬的识图用图技能，不能熟练掌握地形

知识，就很难有效完成使命任务。

为补齐基层指挥员短板弱项，该支

队决定在每个课目阶段性训练后，通过

开展标准化考核查找问题不足，及时固

强补弱。

一次，他们依托军事职业教育平台

考试云系统，组织官兵进行识图用图课

目摸底普考。考核成绩显示，个别干部

骨干在识图用图方面分数较低。支队研

究决定，安排他们到专修室用图区进行

专攻精练，成绩合格人员再转入到下一

阶段训练内容。

支队李参谋长介绍，以往，由于训练

计划和课时推进有时间要求，识图、用

图、制作沙盘等环节，所有人员都是集中

同步施训，存在“一锅煮”现象。训练结

束后，有的官兵技能掌握较全面，有的却

偏科严重，加之没有补短措施，导致能力

参差不齐。为帮助官兵熟练掌握各项技

能，他们让偏科官兵“二次回炉”，在专修

室补强较弱专业后，再转入下个专业训

练，避免出现“夹生饭”。

为 便 于 实 地 教 学 ，他 们 探 索 出 一

套 集 约 化 组 训 方 法 。 比 如 ，依 托 现 有

条 件 合 建 共 用 军 事 地 形 学 专 修 室 ，拓

展形成军事地形学“识图-用图-制图”

分 区 过 关 方 法 ，通 过“ 集 约 组 训 、考 核

分 析 、专 区 强 训 、过 关 升 级 ”的 闭 合 链

路 ，有 效 提 升 干 部 骨 干 专 业 技 能 和 指

挥素养。

专 区 强 训 补 短 板 ，过 关 升 级 强 能

力。近日，支队再次组织捕歼战斗综合

训练，一名前期表现不佳的指挥员经过

能力强化，精确判定“敌”方位，指挥各路

捕歼分队按照预定路线迂回包抄，出其

不意将“敌”一举歼灭。

武警内蒙古总队乌海支队提升基础训练质效——

设置强训专区 及时补短强能
■刘 杰 王建伟

营连日志

该部官兵在巡线途中。 郭 斌摄

新闻前哨

一线直播间

金秋时节，陆军某旅组织

实弹射击综合训练。面对复杂

空情，导弹射手冷静处置，精准

命中目标，经受住了考验。

上图：发射导弹。

赵根沅摄

右图：训练归来交流心得。

本报记者 胡云艳摄

“侦察连用时最短，获得第一名！”

前不久，在第 74 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

场比武中，侦察连官兵凭借过硬基础技

能，在多课目比拼中脱颖而出。

走下训练场，对照各课目成绩，很

快就有官兵发现，侦察连在“牵引横越”

这个课目上用时最短，并由此获得巨大

领先优势。有人感到不解：“牵引横越”

属于选训课目，不是必训课目，多数连

队比武前很少训到，为何侦察连练得这

么精？

“不管是选训还是必训，只要实战

有需要，我们就练！”侦察连林连长说，

他们根据任务需要，很早就将一些选训

课目纳入了日常训练计划。

这样深刻的认识，并非没有来由。

有一年，新大纲试训开始后，侦察

连党支部研究决定针对基础体能、攀

登、射击等年终考核的必训课目专门制

订训练计划，发动官兵进行强化练习。

不 出 意 料 ，在 当 年 上 半 年 考 核

中 ，侦 察 连 加 练 的 必 训 课 目 成 绩 过

硬。但林连长还没来得及高兴，连队

就 在 一 次 战 术 课 目 实 战 对 抗 训 练 中

遭遇“滑铁卢”。

那次训练，侦察连担任“红军”，任

务是侦察目标山岭中敌人的分布情况，

同时不能暴露自身行踪，否则即视为行

动失败。任务伊始，“红军”官兵凭借体

能优势迅速与其他队伍拉开差距，取

得时间上的优势。行进途中，郭班长发

现一名潜伏的“蓝军”哨兵，便派战士小

王前出将其制服。小王摸到“敌”后正

准备捕俘，不料这名哨兵突然警觉转

身。小王一紧张，把平日里本就练得较

少的捕俘动作忘得一干二净。最终，

“蓝军”哨兵发出警戒信号，“红军”因行

动暴露被判任务失败。

必训课目都练到位了，伤病情况控

制得很好，成绩进步也很明显，为什么

在实战化训练中就出了问题？复盘讨

论中，林连长带领骨干认真反思剖析。

有人觉得训练规则设置不合理，有人说

考核课目比较偏门，还有人认为主要是

个别官兵发挥不佳。

“ 现 在 大 家 都 盯 着 考 核 课 目 练 ，

但在战场上，敌人不会因为你是考核

第一就放弃抵抗。”此时，文班长一针

见血指出，譬如地雷使用、驾驶、捕俘

等 选 训 课 目 ，虽 然 在 考 核 中 占 比 少 ，

平时训练时间也有限，但熟练掌握运

用这些内容的战士，可以在侦察行动

中提高行动成功率。反之，如果战场

上 处 理 不 好 这 些 平 时 很 少 练 到 的 细

节 ，就 会 影 响 任 务 完 成 ，甚 至 使 队 伍

陷入险境。

“战场能用到，我们就练精。只盯

着比武考核分数，就偏离了练兵备战的

初衷。”意识到问题所在，林连长带领骨

干认真研究，及时调整训练方案，根据

连队担负任务和战场实际需求，细致梳

理相关训练内容，制定固强补弱计划，

合理分配必训和选训课目的训练时间，

在实战实训中提高打赢能力。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经过一段

时间实践，侦察连官兵战场应变能力明

显提高。在前不久一次红蓝对抗训练

中，该连几名执行渗透任务的战士不仅

快速通过险难地域，进行目标区域的地

图绘制，还成功制服“敌”哨兵，确保了

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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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础训练转型升级

淬 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