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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

小 咖 秀

“陈嘉伟在上级组织的驾驶专业集

训中成绩突出，被评为优秀学员。”得知

这个好消息，第 73 集团军某旅某连班长

栾福泽很欣慰，庆幸自己对陈嘉伟及时

“放手”了。

一年前，栾福泽被任命为班长，他干

劲满满，决心带出一批响当当的战士。

没想到刚一上任，新兵陈嘉伟就给他来

了个“下马威”。

“寡言少语、心思很重、不太合群。”

陈嘉伟给栾福泽的第一印象并不算好。

但身为班长，栾福泽有责任帮带每一名

战士，因此他费了不少心思。

当时，陈嘉伟训练成绩不好，训练

热情也不高。栾福泽专门组织了一次

新老兵训练经验交流会，希望引导陈嘉

伟表达内心真实想法。然而，与其他战

友热情分享不同的是，陈嘉伟全程低着

头，发言简短而应付，这让栾福泽感到

很挫败。

“不妨从他的兴趣点入手。”就在栾

福泽一筹莫展之际，排长的提示让他豁

然开朗。他开始愈发关注陈嘉伟的日常

举动，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一次休息时间，栾福泽路过宿舍，

发 现 陈 嘉 伟 竟 然 与 战 友 交 谈 甚 欢 ，与

之 前 判 若 两 人 。 询 问 其 他 战 士 才 知 ，

他 们 当 时 在 聊 汽 车 的 发 展 史 ，而 陈 嘉

伟 从 小 就 喜 欢 汽 车 ，栾 福 泽 心 里 顿 时

有了主意。

不久后，单位组织装备换季保养，栾

福泽特意与陈嘉伟分在一组，手把手教

他装甲车故障排查维护方法。果不其

然，陈嘉伟一下子来了兴趣，不仅主动发

问，还拿出纸笔认真记录。打开“话匣

子”的陈嘉伟说，自己入伍后一直希望能

够驾驶战车，驰骋疆场。

栾福泽抓住机会，趁热打铁：“装甲

车驾驶员是战斗员，不仅要求驾驶技术

娴熟，其他军事素质也必须过硬。”

陈嘉伟听了深受触动，眼神里忽然

有了光。从那以后，陈嘉伟像变了一个

人，训练劲头十足，成绩不断提升。在

此过程中，栾福泽尽心尽力，指导帮带

事无巨细。然而，今年上半年，事情发

生了变化。

经过一年的努力，陈嘉伟愈发适应

部队生活，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尤其成

为上等兵之后，他对未来发展，有了自己

的规划和想法，但栾福泽还是习惯性地

将大事小情都帮他安排好。

这 反 而 成 了 陈 嘉 伟“ 幸 福 的 烦

恼”，一度影响到他的训练状态。没多

久，栾福泽发现了异样，主动找陈嘉伟

谈心。

“班长，我已经是一名上等兵了，希

望您能多给我一些独立思考、自己做主

的空间。”陈嘉伟实话实说。

栾福泽一开始有些错愕：为了帮带

陈嘉伟成长，他确实付出了很多，但转念

一想，也能理解陈嘉伟的想法。

“适度‘放手’也是关爱。”经过深刻

反思，栾福泽意识到，自己要适应班里战

士的成长变化，及时调整带兵方法。于

是，他虽然在训练、工作和生活中，仍然

对班里战士保持关心关爱，向他们传授

经验方法、提出意见建议，但大部分时间

选择让战士自己作决定。

打开了心结、减少了束缚，陈嘉伟恢

复了积极肯干的状态，各项能力节节攀

升。这次参加上级组织的驾驶专业集

训，就是在栾福泽的建议下，他自己争取

到的机会。

“感谢班长的关爱，也感谢他的适度

‘放手’！”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陈嘉伟

说，他会更加努力，用更好的成绩回报组

织的培养、班长的帮带。

适度“放手”也是关爱
■陈游峰 周新涛

“发射！”“目标被摧毁！”日前，新

疆军区某红军团考核现场，某型突击

车射手刘硕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就

首发命中。

在这次考核中，共有 5 名与刘硕一

样的新射手打出了“满堂彩”。“以往，

首 次 参 加 实 弹 射 击 的 射 手 上 靶 率 很

低，甚至出现不及格现象。”该团领导

欣喜地介绍，现在他们能取得这样的

好成绩，得益于基层自主研发的激光

打靶训练器。

激光打靶训练器是某连一级上士

郑彬主持研发的一款射击模拟训练器

材。去年一次实弹射击考核，郑彬所

在连队的几名新晋射手成绩惨淡，操

作发射的炮弹全部脱靶，这引发了郑

彬的思考。

此前，由于每年参与实弹射击的机

会有限，该团射手的日常实操训练，多

是熟悉操作流程、背记口令要领，而计

算、瞄准、击发等环节存在的细节问题，

往往要等到实弹射击时才能被发现。

然而受限于场地条件、装备耗损等因

素，经常组织实弹射击并不现实。

能 否 借 助 模 拟 训 练 破 解 这 个 难

题？全军基础训练现场会召开不久，郑

彬受到启发，产生了新的想法。于是，

他立足现有装备，开始构思设计射击模

拟训练器。

当时，该团训练部门也在摸索提高

射击训练质效的管用办法。团党委一

班人研究认为，郑彬提交的设计方案切

实可行，并决定成立专项小组，由郑彬

牵头负责，汇集各单位火控系统“兵专

家”共同攻关。

查阅资料、设计图纸、组装调试……

专项小组紧锣密鼓地忙碌起来，经常加

班加点。然而在推进过程中，他们遭遇

了技术难题。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团里

主动邀请装备厂家技术人员前来指导帮

带。经过反复论证试验，射击模拟训练

器研制成功。

借助这款模拟训练器，该团不仅大

幅提升了实弹射击成绩，还改进了射击

组训模式。在训练中，他们引入烟爆、

声光等干扰源，模拟真实战场环境，并

对每一次射击进行数据分析，训练质效

已非往年可比。

射击模拟训练器成功研制并投入

使用，只是该团鼓励基层官兵大胆创新

的 一 个 缩 影 。“ 党 委‘ 搭 台 ’，官 兵‘ 唱

戏’。”该团领导介绍，这几年，他们大力

支持基层官兵开展革新创造活动，如今

每个营都成立了“兵专家”主导的工作

室，建起了训练专修室。为帮助“兵专

家”实现能力进阶升级，他们开设“技术

员之家”特色课堂，邀请科研院所专家、

厂家技术骨干等进行专题授课。

“兵专家”活跃技术革新一线，破

解了很多训练堵点难题。他们的革新

成果被广泛用于练兵实践，成为提升

部队战斗力的“助推器”——一级军士

长王栋林带领工作室成员，破解了高

原 环 境 下 火 炮 身 管 检 查 效 率 低 的 问

题；修理技师王洪飞的发明专利，提高

了某新型装备在低温缺氧条件下的适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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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下旬，武警广西总队玉林

支队采取多课目连贯实施的方式，

在野外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训练。

右图：潜伏狙击。

下图：索降。

余海洋摄

密切内部关系 深化革命情谊

“今年远航训练，令我印象最深的是

‘猜猜我的家乡’，不仅让我了解到很多

地方的风土人情，还帮助我熟悉了其他

岗位的战友。”近日，记者到海军某基地

某艇员队采访，官兵不约而同提到《水下

快报》开设的新栏目，并且好评如潮。

记者此前有所了解，每个艇员队在

远航训练期间都会编印《水下快报》，张

贴在公示栏，并下发至各舱室，帮助官兵

了解工作训练情况，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潜艇一旦远航训练或者外出执行

任务，大多数时间会与岸上中断联系。

在艇上，训练值更之外的生活不免有些

单调，除了携带的图书杂志等，官兵几

乎没有其他获取信息的渠道。

那么，该艇员队官兵口中的“猜猜

我的家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

呢？带着好奇，记者向艇员队干部齐佳

雨了解情况。

“就是根据文字描述和照片提示，

猜战友的家乡所在地。”齐佳雨找出此

前一期《水下快报》，指着头版右下角

说，栏目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

公布上一期的谜底和猜对的官兵，二是

刊登本期的谜面。

“每期选择一名艇员，以第一人称

的方式，描述家乡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

情，并配上相关的照片。”为了办好这个

栏目，齐佳雨在远航训练开始前，做了

大量准备工作，梳理所有官兵的个人信

息，查资料、找图片、写谜语。

为什么用猜谜的形式？“不仅互动

性强，还能传播知识、增加趣味。”齐佳

雨说，“猜猜我的家乡”栏目推出后，官

兵参与热情高涨。他时常看到官兵聚

在一起，对新一期的谜面展开讨论。

齐佳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水下

快报》下发不到 10 分钟，主机技师余水

林就打来电话，猜出了答案是另一个部

门战友党宇轩的家乡，因为他听党宇轩

讲过，自己家乡盛产火晶柿子，而图片

里展示的正是这种水果。

余水林和党宇轩的岗位分处在潜

艇的一头一尾，两人在训练期间很难见

面，要么各自坚守战位，要么一人值更

一人补休。余水林说，“猜猜我的家乡”

正好给许久未见的他俩，隔空搭起了

“连心桥”。

其实，“猜猜我的家乡”栏目受到追

捧，齐佳雨并不感到意外。“今年初，艇

员队进行了部分人员调整，补充了一批

新兵。远航训练在即，需要大家尽快熟

悉起来，增强集体凝聚力。”受领参与编

辑《水下快报》任务后，齐佳雨心里冒出

一个念头：借助这个平台，加强艇员之

间的了解。

听到齐佳雨关于开设“猜猜我的家

乡”栏目的提议，负责艇员队宣传工作

的干部张刚被打动了：“潜艇部队讲求

‘百人一杆枪’，岗位、人员之间的默契

配合十分重要。而潜艇空间封闭、战位

分散，艇员各司其职，上更时间交替，少

有交流机会。时间一长，空间上的距离

容易变成情感上的距离。”在他看来，这

虽然只是一个栏目，但带来的辐射效应

不可小觑。

炊事兵龙彦安此前在陆勤部队服

役，转岗到艇员队后，战友们对他并不熟

悉。为此，齐佳雨特意把他设计成了“猜

猜我的家乡”栏目的谜面。答案公布后，

龙彦安发现，主动和他打招呼的战友多

了起来，有的还会和他聊起家乡美食，询

问他的个人情况。这让一直觉得自己没

啥存在感的龙彦安，真切感受到了集体

的关心和温暖。后来，一次艇上炊事班

包包子，帮厨的艇员切洋葱时不得要领，

被呛得眼泪直流。向来习惯“隐身”的龙

彦安主动上前讲授正确方法。正是这个

小小的举动，拉近了他和战友的关系。

猜家乡，知战友，结深情。在“猜猜

我的家乡”栏目推动下，初来乍到的年轻

艇员快速融入艇员队大家庭，老艇员也

显露出兄长般的另一面。平时一脸严

肃、不苟言笑的部门长打开了“话匣子”，

主动和大家聊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欢声

笑语中，彼此的心灵进一步靠近，艇员们

同时体会到干部骨干的压力和不易。

随着远航训练结束，“猜猜我的家

乡”栏目暂告一段落，但齐佳雨又为下

一次外出执行任务开始谋划了。“到时

候可能会换一种形式，让大家讲讲自己

的成长故事。总之，就是想办法让官兵

拧 成 一 股 绳 ，心 往 一 处 想 、劲 往 一 处

使。”他说。

海军某基地某艇员队《水下快报》开设的新栏目受到官兵欢迎—

猜家乡 知战友 结深情
■高君宏 本报特约记者 邓博宇

“搜索前进时，保持持枪姿势，注意

观察……”武警河南总队三门峡支队某

中队训练场上，二级上士陈杰林正在给

战友示范动作，讲解注意事项。

陈杰林是该中队射击课目教练员。

看他现在熟练流畅地组训施教，很难想

象，他 3 年前才转岗成为特战队员。

陈杰林此前隶属某执勤分队，主要

担负站岗执勤任务。晋升中士第三年，

他面临从军以来最艰难的抉择：退伍还

是继续服役？

选择退伍，陈杰林割舍不下对部队

的感情，但选择留队，受限于中队编制，

他可能需要跨单位转岗到特战专业。陈

杰林军事素质一般，与特战队员相比，差

距很大。在他看来，特战队员的训练强

度、身体素质都是非常人所能比的。

是走是留？那段时间，陈杰林一直

拿不定主意。

“部队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好男儿

就该继续干下去！”直到当年驻训，在某

中队干部李守健那里，陈杰林找到了答

案。

李守健告诉陈杰林，没有谁是天生

的特战队员，都是靠日复一日的训练刀

削斧凿出来的。“只要勇敢拼搏、坚持到

底，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到。”

留下来，拼一把！这次交谈一扫陈

杰林心中的迟疑与担心。他主动递交留

队申请，表示愿意接受岗位调剂。经过

考核，陈杰林晋升二级上士，开始向特战

队员转型。

入伍 8 年才成为特战队员，陈杰林

面临重重考验。高强度的日常训练，以

及纷至沓来的“魔鬼周”极限训练、综合

演练和各种临时任务，让他应接不暇。

本来就基础不牢的陈杰林，第一次感到

了“本领恐慌”，对提高自身综合能力素

质有了空前紧迫感。

如何才能赶上其他战友的训练进

度？焦急的陈杰林再次向李守健求助。

李守健的回答简单而干脆：“多向身边的

优秀战友学习，多向这个集体的优良传

统学习！”

该中队荣誉墙上，“星”光闪耀。李

守健说：“中队以前底子薄，遇到过很多

困难，但没有一名战士放弃和退缩。他

们直面挑战，奋勇攻坚，取得了一个个荣

誉。”品读这些典型人物的事迹，陈杰林

心中闪过一道光，找到了久违的拼劲。

陈杰林的岗位是狙击步枪手。关于

射击，中队官兵常说这样一句话：“及格

不算数，良好刚起步，满环看弹着。”

此前在执勤分队，陈杰林一年到头

打不了几回靶。刚到现在这个中队时，

他的射击训练成绩不理想、提高也慢，但

他没有气馁，虚心向战友请教，反复观看

教学视频，琢磨射击技巧。

参与实弹射击的次数多了，陈杰林认

识到，除了动作和心态，射击成绩还会受

到天气等外界因素影响。因此，每次射击

训练结束后，他有意识地详细记录相关数

据，利用休息时间对比分析，提出改进方

法，并在接下来的训练中进行验证。

星光不负赶路人。经过一年的努

力，陈杰林后来居上，完成了向特战队员

的转型，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中队射击

专业教练员。如今，这个“半路出家”的

特战队员，已经成长为中队特战骨干，经

常在演训任务中担重任、挑大梁。

一句话颁奖辞：陈杰林的转型经历

说明，只要确定了目标并为之不懈奋斗，

早晚会等到梦想花开的那一天。

武警河南总队三门峡支队某中队战士陈杰林—

转型路上勇攻坚
■刘 毅 张泽阳

邹伟豪邹伟豪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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