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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某部针对基础训练教员

短缺、训练质量效益不高的问题，区分

不同专业，培养和选拔综合素质全面、

组训能力过硬的官兵担任教练员，并

安排教练员打破营连建制执教组训。

该部通过专长化任教提高教练员组训

施教能力的做法，为各级培养提升教

练员能力素质提供了参考。

“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

害之”。教练员在军事训练中担负着教

学、组训、示范等重要任务，是按纲施训、

科学组训的中坚力量。20世纪 60年代，

以郭兴福为代表的一批“会讲、会做、会

教、会做思想工作”的优秀教练员，对群

众性练兵比武热潮的兴起，起到很大推

动作用。今天，随着专长化任教、集约化

组训、模拟化训练、标准化考核在全军深

入推开，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教

练员脱颖而出，部队基础训练质效明显

提升。但还要看到，随着我军新质力量

比重大幅增加，新装备新系统加快列装，

新技术新手段不断涌现，军事训练加快

实现转型升级，这要求广大教练员要争

做新时代“郭兴福”，在主动拓展练兵备

战的维度、宽度、深度上下功夫，着力提

升教学的含战量、含新量、含金量。

提高研训研战水平。当前，个别

教练员存在知识盲区和能力短板，有

的对新装备新技能新战法新训法钻研

不够；有的组训方式落后、训练效益不

高，不善于运用“网络+”“科技+”等教

学手段；有的打仗意识不强，对如何聚

焦战场设置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思路不清。为此，各级应引导教练员

搞清“战”的需求，厘清“训”的方向，紧

跟时代发展要求，学习新知识、掌握新

技术、驾驭新装备，主动按照“承接高

端 战 争 、对 接 部 队 需 求 、衔 接 现 实 任

务”的要求，不断提升研训研战水平。

提高组训施教能力。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组训施教是教练员的职

责所系，“四会能力”是教练员的立身之

本。教练员应精通所教课目内容，熟悉

有关条令大纲、教材教程要求，努力讲

得准确精炼、生动贴切，使受训者易学

易懂、易记易用；熟练掌握所教课目，能

准确示范和正确指挥，既不呆板生硬，

也不搞花拳绣腿，使受训者看有形象、

学有样子、练有标准；善于灵活运用多

样教学方法，既能因人施教、又能对症

下药，既能正确引导、又能纠偏正向；善

于把思想工作渗透到军事训练中去，不

断激发官兵练兵热情，使受训者自觉苦

练、精益求精。

打仗需要什么样的教练员，就培

养什么样的教练员。各级应将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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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理清抓建思路，完善抓建机制，落

实抓建责任，严格做好选拔、培养、使

用等工作。同时，坚持走部队自训、教

导队培训、院校复合式培养的路子，以

前瞻的思维审视问题，以创新的举措

破解问题，通过依托上级、整合本级、

挖潜下级、借用外力等方式，确保教练

员培养工作的高起点和系统性，努力

培养更多新时代“郭兴福”。

努力培养更多新时代“郭兴福”
■徐存国 杨雪卓

本报讯 洪进、特约通讯员胡勇华报道：近日，

空军预警学院雷达士官学校教员刘华走进西部战

区空军雷达某旅，围绕某型雷达全功能操作为官兵

进行专题授课。此前，该旅针对训练中存在的不

足，积极对接该校，邀请教员来营授课。刘华受领

任务后精心准备，在当天的授课中针对存在问题进

行深入浅出的讲解，赢得阵阵掌声。

“作为基层部队的教学联系点，随时为官兵

提供教学支援服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该

校领导介绍，他们在教学训练中注重强化岗位指

向性，结合部队任务需求优化教学方法，陆续在

多个单位设立教学联系点，通过畅通信息沟通与

反馈机制，及时将部队战法训法创新的鲜活案例

纳入课堂教学。同时，定期收集了解基层部队需

求、听取官兵意见反馈，梳理形成相关课题开展

攻关研究，以教学支援的方式为官兵开展答疑解

惑和指导帮带。

在此基础上，该校还拓展教学训练渠道，积极

协调基层部队开展跟训联教，不断提升教学训练

的实战化水平。一次跟训联教中，某旅雷达设备

突然出现异常，该校副教授马建朝当即带领教研

骨干，与官兵一起检测排查，最终排除故障。后

来，他们将这一实操案例编入教案，进一步丰富了

课堂教学内容。

此外，该校还定期邀请基层部队专业骨干来

校座谈，结合岗位任务梳理汇总经验做法，将最

新训练成果充实到课堂教学中。前不久，他们紧

贴军士岗位值班能力需要，将鲜活案例引入课堂

教学，帮助预选军士熟悉掌握战备值班所需技

能，受到学员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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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艾弘博、特约记者柯青坡

报道：“伤员产生心理应激反应，初步确

诊为战后创伤性应激障碍……”秋日东

北，层林尽染。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

官兵开展实战化训练，旅队心理骨干全

程参与其中，结合任务进程为官兵及时

开展心理疏导或创伤诊疗。这是该旅借

助演训实践锤炼心理骨干作战保障能力

的缩影。

“战争的激烈性、残酷性、破坏性，直

接影响着官兵心理状态，切实发挥好心

理骨干作用，对提高官兵心理防护能力

至关重要。”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定期邀

请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围绕战时心理

急救方法技巧等内容，采取线上培训与

现地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帮带指导，

提升旅队心理骨干开展心理服务工作的

能力；借助 VR 虚拟现实等技术构设高

仿真、沉浸式作业环境，定期组织适应性

心理防护训练。同时，他们将心理骨干

嵌入实战化训练各任务环节，让其在情

况处置中接受磨练，并针对发现的不足

开展专攻精练。

记者在训练现场看到，导调人员根

据课目内容随机嵌入心理行为训练特

情，心理骨干视情采取心理汇报、创伤稳

定技术等干预方法，沉着冷静展开有效

处置。现场观摩训练的教练员和心理专

家一边记录存在的不足，一边围绕处置

情况给出改进建议。

“如今，旅队很多骨干都熟练掌握了

战场心理服务技能，遇到突发情况能独

立进行应急处置。”该旅领导说，下一步，

他们还将在建设完善心理服务中心的基

础上，为心理骨干购置多型专业智能设

备，定期为官兵开展心理筛查、全面测试

和定性分析，并逐人建立心理行为数据

档案，为任务中对症下药解决相关心理

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提升心理骨干作战保障能力

专家帮带指导 嵌入任务砺练

金秋时节，海军某部与陆军某旅联合开展海上训练。 敬 轩摄

秋日，西藏军区某旅组织飞行训练。图为战机编队飞行。 胡其武摄

秋日清晨，薄雾萦绕山间。记者

刚走进江西省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

矗立在山坡上的红六军团长征先遣出

发纪念碑便映入眼帘。纪念碑前，东

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围绕

“缅怀先烈、致敬英雄”开展仪式教育。

“走好新的长征路，需要铁的作风

纪律作保证。”仪式结束后，该旅干部

张 亮 为 大 家 讲 述 先 辈 红 色 故 事 。 他

说，遂川不仅是红六军团长征的出发

地，也是人民军队“第一军规”的诞生

地，回望人民军队走过的光辉历程，正

是一代又一代官兵自觉把纪律视为生

命，才塑造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

利之师的良好形象。

据介绍，该旅前身部队功勋卓著、

历史厚重，长征途中，先辈们主要负责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安全警卫工作，

后被誉为“朱德警卫团”。

说话间，官兵来到遂川荆竹山。这

里植被茂密、山林繁盛，一块长 3 米、宽

2米的大石横亘于此，这就是著名的“雷

打石”。当年，毛泽东同志就是站在这

块石头上对红军战士宣布了三项纪律：

“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

薯；三、打土豪要归公。”后来，毛泽东在

李家坪又提出“六项注意”，并逐渐发展

为家喻户晓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的具体条文不断修改完善，成为

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

“从烽火硝烟中走来，革命先辈为

部队留下一条宝贵经验，那就是‘只有

始终坚持严明的纪律，才能始终立于

不败之地’。”张亮说，该旅官兵都熟知

这样一段历史：红军踏上长征路后，面

对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先辈们担负

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突破国

民党军队封锁线的任务，在最为惨烈

的湘江战役中严守战斗纪律，面对十

几倍于己的敌人无一人撤退，最终以

铁血阻击为大部队渡江赢得时间。

征途如虹，守纪如铁。进入新时

代，自觉的纪律性仍然是一茬茬官兵

坚守的精神高地。站在“雷打石”前，

张亮告诉记者，与他们有着多年共建

关系的第 83 集团军某旅“政纪模范连”

官兵，当天也到这里开展教育活动。

记者跟着张亮的脚步来到李家坪

纪律广场，“政纪模范连”官兵正驻足

“六项注意”雕塑前。据介绍，在解放上

海战役中，“政纪模范连”官兵在街头露

宿，用实际行动书写了“胜利之师睡马

路，南京路上不扰民”的感人事迹。

90 年过去，今天的李家坪，沿街店

面繁华，檐柱骑楼林立。街区正中，象

征着“六项注意”的六座铜像对称分布

在广场两旁。这片红色街区，已成为

遂川的亮丽名片。

“过去的奋斗、现在的使命、未来的

梦想交织在一起，让我们对加强作风纪

律建设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李家坪纪

律广场上，两个单位的官兵围绕“守纪

律、担使命、建新功”开展深入交流。

遵规守纪做在前、训练名次排在前、

急难险重冲在前，打饭休息靠后、休假外

出靠后、评功评奖靠后……“这是旅队党

员骨干赋予自己的‘特权’。”张亮说，无

论岁月如何变迁，自觉而坚定地遵守纪

律的朴素情怀始终在官兵血脉中流淌。

新征程上，全旅官兵凝聚成“一块坚硬的

钢铁”，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多项重大任

务，旅队先后被表彰为“践行强军目标标

兵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谱写

了英雄部队的时代新篇。

“宁可只吃一勺粥，不碰群众一粒

米，是当时红军将士恪守的纪律和作风，

也是我们每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应该发

扬的好传统。”新兵代表刘渊博动情地讲

起了“红薯藤上挂铜钱”的故事。那是红

军在为西征筹措物资时，途经一块无人

看管的红薯地，长途跋涉、又渴又饿的官

兵不得已挖红薯充饥。事后，他们在红

薯藤上“系上铜钱串，抵作红薯钱”。

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今天多

次修订完善的共同条令，遵章守纪不

仅仅是一种约束，也在潜移默化中成

为官兵的行为自觉和政治自觉。有一

次，该旅参加上级组织的实兵演习，官

兵连续跨昼夜机动，多次穿过村庄、路

过农田，没有一人违反群众纪律。某

连一名战士不慎碰掉果农的苹果，撤

离时专门上门赔礼道歉并进行赔偿。

“ 革 命 军 人 个 个 要 牢 记 ，三 大 纪

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交流结束，官

兵 整 齐 列 队 ，唱 响 脍 炙 人 口 的《三 大

纪 律 八 项 注 意》，嘹 亮 的 歌 声 回 荡 在

广场上空……

上图：官兵在红色场馆开展党纪

学习教育。 郭丽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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