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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热烈祝贺覃莹、全淑成两名同志

荣 立 三 等 功 ……”金 秋 时 节 ，天 高 气

爽 。 在 信 息 支 援 部 队 某 部 表 彰 大 会

上，二级上士覃莹、全淑成这对“士兵

兄弟”一同登上领奖台。热烈掌声中，

他们是大家眼中闪亮的“双子星”。

覃莹与全淑成同年出生，同年同

地入伍，又同年入党、同年立功。入伍

8 年来，他们在相互比拼、相互激励中

携手并进，成长为一对精武强能的胜

战尖兵。

入伍前，覃莹与全淑成就读于同一

所学校，怀着对军营的热爱憧憬，两人

一起参军入伍。同窗加战友的情谊，让

他们格外亲近。刚到新兵营，两人就展

露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也开始

了“是战友也是对手”的较劲。

首次体能测试，覃莹就在 3 公里跑

中 拔 得 头 筹 ，成 为 新 兵 中 的“ 飞 毛

腿”。不服输的全淑成开始暗暗发力，

不仅在日常训练中格外刻苦，还经常

在内务评比中获得表扬。

“他又拿了内务标兵，我要再加把

劲。细心不够，那就多一分耐心。”眼

见全淑成内务过硬，覃莹就利用休息

时间一遍又一遍练习。很快，覃莹的

内务整理水平追上了全淑成。

训练场上，他们比着学、拼着练。

在战术考核中，低姿、高姿、蛇形走位、

卧倒据枪……两人在每个课目、每个

动作上都要争个高下。你追我赶中，

他们都成长为营里的训练尖子，新训

结束，两人双双被评为“优秀新兵”。

下连那天，两人互相鼓励，当场约

定：当兵就要当标兵，一定要在部队干

出个样子，闯出一片天地。

下连后，覃莹被分到某模范通信

台 站 。 一 开 始 ，由 于 不 熟 悉 业 务 ，加

之 值 勤 保 障 要 求 高 、专 业 训 练 节 奏

快 ，他 有 点 吃 不 消 ，眼 见 身 边 战 友 个

个 业 务 娴 熟 、素 质 过 硬 ，覃 莹 情 绪 有

些 低 落 ，甚 至 一 度 对 自 己 产 生 了 怀

疑。为此，全淑成常常在电话中为他

加 油 打 气 、分 析 支 招 ，帮 他 逐 渐 走 出

了低谷。

理论知识学习积极性不高，总是背

得慢、忘得快……分到另外一个单位的

全淑成同样也有“跟不上”的时候。得

知情况后，覃莹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他

补习理论知识、交流学习心得。

每当了解到近期有大项任务或重

要比武时，两人都会通知对方并鼓励

打气。覃莹也没有辜负战友的期待，

他积极向骨干们请教，下苦功夫钻研

理论，凭借这股拼劲、钻劲，覃莹连续

数年在各类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成

为大家公认的通信尖兵。

那一年，全淑成面临转岗和转改

的双重挑战——新单位、新专业，他感

到前所未有的本领恐慌。更让他纠结

的是，家人那时也提出，希望他早点退

伍回家团聚。

“ 想 想 当 初 的 梦 想 ，就 没 有 任 何

困难能打败我们”“与其明日后悔，不

如现在拼搏”“当年我们口中的‘新专

业 ’，后 来 不 也 成 了 我 们 的‘ 看 家 本

领 ’吗 ”…… 覃 莹 及 时 鼓 励 全 淑 成 不

要动摇，向着自己的梦想与目标坚定

前进。这些话语如同冬日暖阳，照亮

了 全 淑 成 的 内 心 ，让 他 不 再 迷 茫 、不

再动摇。

全淑成振奋精神，直面挑战。别人

休息时，他一头钻进机房设备间，手捧

书本仔细摸索对照；遇到理论难点时，

多向专家骨干请教，多与覃莹交流，记

下一本又一本学习笔记……渐渐地，全

淑成本领越来越过硬，频频崭露头角。

当年底，他获评“四有”优秀士兵，用努

力和实力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那一年，两人凭借优秀表现和过

硬 素 质 先 后 光 荣 入 党 。 从 此 再 打 电

话，两人总是不忘相互提醒一下：“何

时何地都不要忘记党员身份，努力干

在前冲在前！”

今年全淑成休假期间，突然发现

一幢居民小区单元楼出现火情，他来

不及多想就冲进火场，参与到消防救

援工作中，这一勇敢举动彰显了党员

和军人的本色，赢得了群众赞扬。

前不久，覃莹和全淑成均被各自

单 位 优 先 推 荐 晋 升 ，这 对 精 武“好 兄

弟”又双双荣立三等功，共同披上了红

绶带。

“我准备长期服役，多带些懂业务

的年轻战友出来”“我也是，只要组织

需要，我就在部队一直干下去”……手

捧军功章，两人又进行了短暂交流。

是战友、同志，更是对手。在互帮

互助与较劲比拼中，覃莹和全淑成这

对“士 兵 兄 弟 ”践 行 了 当 初 的 那 个 约

定。如今，两人感情越比越浓、越比越

亲，扎根军营、建功立业的决心更加坚

定。他们的成长经历，也感召带动了

更多身边战友。

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两名同年出生同年同地入伍战士携手建功军营—

一对精武“好兄弟” 双双入党又立功
■向 丹 陈艳秋 本报记者 陈典宏

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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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亏 有 您 在 ，我 们 才 能 安 心 放

心 ……”前不久，某部战士小朱在训练

时意外受伤，该部站长裴永权及时协调

将小朱送医治疗，并及时与小朱父母联

系，说明小朱状况。得知小朱伤情好转

后，小朱父母发来了感谢信息。

织好“沟通网”，搭起“连心桥”。笔

者了解到，保存战士亲属的联络方式，

及时沟通交流，形成联教共管合力，如

今已成为该部基层带兵人的一个管用

招法。

该部领导介绍，为持续做好战士管

理培养工作，他们积极探索实践这种部

队家庭联教共管新模式，要求各单位干

部骨干通过多种形式，定期向战士亲属

汇报战士的生活、工作及训练等情况，听

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构建起集双向交流、

查找问题、情况报告、人员管控于一体的

动态信息反馈机制。

裴永权坦言，刚探索这种机制的时

候，有些带兵人存有顾虑，担心会打扰到

战士亲属。后来大家发现，战士亲属普

遍希望了解战士在部队的现实表现、思

想情况、实际困难等。于是，他开始更加

积极主动开展相关工作。一来二去，他

很快成为一些战士亲属在部队“最熟悉

的人”。

有一次，战士小陈获评为“四有”优

秀个人，他的班长及时向小陈家人通报

了这一喜讯。很快，小陈接到了父亲打

来的祝贺电话，一家人分享喜悦、加油鼓

劲。家人的支持认可，让小陈激动地流

下热泪，他当即表示要再接再厉，在军营

干出一番成绩。

依托这一新模式，在战士休假离队

时，该部干部骨干也会第一时间向其亲

属通报乘坐车次、归队时间及休假期间

注意事项等，确保工作不断线，进一步提

升了探亲休假人员管理质效。

如今，这种部队家庭联教共管的新

模式，已成为该部各级知兵情、纾兵困、

解兵忧、暖兵心的重要手段，持续激发广

大官兵干事创业的信心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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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侦察营赴陌生地域参加比

武时，面临恶劣天气、复杂地形等诸多

难题，该营官兵迎难而上，克服重重困

难，取得优异成绩……”近日，在第 72 集

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某点位，一场别开

生面的战地教育课火热开讲。理论小

分队成员冯培彬围绕“正确看待压力，

磨砺吃苦品质”主题进行授课，引发在

场官兵共鸣。

这是该旅探索野外驻训思想政治

教 育 新 形 式 ，提 升 教 育 质 效 的 生 动 一

幕。一名旅领导告诉笔者，此前开展野

外驻训时，部队动态分散、点多面广，旅

队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个别

小 散 远 单 位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质 效 不 高 。

今年以来，他们立足野外驻训实际，按

照“实事求是、统分结合、资源共享”原

则，由机关根据驻训单位实际需求，统

筹优质教育资源制订精品教案，着力提

升教育授课的针对性、实效性，让战地

教育课堂为战斗力赋能。

为提升教育授课质量，该旅还遴选

理论骨干成立理论小分队，深入一线开

展流动教育授课，实现驻训点位全覆盖，

不断提振官兵士气。前不久，理论小分

队政治教员王欢在实弹射击前赴阵地一

线，及时为官兵送去“精神大餐”，缓解官

兵临战压力，激发练兵热情。

近段时间，该旅组织一系列实战化

训练。面对艰苦复杂环境，官兵士气高

昂，展现出过硬的战斗作风，圆满完成

各项任务。

“战地教育课”走向驻训场
■韩 帅 杨茂生

“感谢您多年来的悉心指导，我一定

不负期望！”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

工程师雷鸣告别自己的部队导师张东

俊，登上前往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

动车。这是该基地探索“双导师制”培养

路径，助力年轻科技干部成长成才的生

动一幕。

“现代武器装备的加速迭代，对年轻

科技干部的科研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该

基地领导介绍，这些年，他们陆续承担多

型装备试验鉴定任务，急需一批既懂装

备应用又懂前沿科技的高素质人才。经

过持之以恒开展人才引进工作，如今基

地科技创新团队中，高学历人员占比超

过七成。

工作实践中，他们调研发现，年轻科

技干部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水平，与练兵

备战实际需求存在差距。比如，有的年

轻干部刚参加工作，不了解部队实际，受

领任务后常常一头雾水，不知从何入手；

个别年轻干部积累一定经验后，开始待

在“舒适圈”，对军事科技发展前沿、新装

备性能原理等了解不够、研究不透。

为督导助力年轻科技干部成长成

才，真正把学历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基

地党委决定探索实践年轻科技干部“双

导师制”培养路径。他们立足现有师资

力量，构建“人人设课题、人人进团队”研

学帮带模式，让团队中实践经验丰富的

部队专家担任年轻科技干部的部队导

师，负责日常指导，手把手传授实践经

验、解决实际难题。在此基础上，常态邀

请地方专家学者前来授课讲学，聘请专

家教授定期到基地辅导，拓宽年轻科技

干部视野。对于发展潜力大、工作悟性

高的年轻干部，他们放手培养，依托强基

计划、岗位培训等方式开展送学深造。

几年前，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助理工

程师易建东从军校毕业来到基地，准备

大显身手时，却发现此前所学的理论知

识很难和工作实践有机结合，不由生出

“有劲使不出”的挫败感。近年来，在“人

人设课题、人人进团队”研学帮带模式

下，他们引导易建东加入了高级工程师

张雀良的科研团队。有了团队帮带，易

建东的科研热情再次被点燃。经过奋力

攻坚，他所在团队的某项科研成果荣获

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前不久，他由

于科研能力突出，被上级推荐以岗位培

训的形式，参加某院校组织的人工智能

专项培训，收获颇丰。

该基地探索实行“双导师制”培养路

径以来，成效明显，一支由科技领军人

才、学科拔尖人才、青年科技英才组成的

科技创新团队初步形成，各类科研成果

不断涌现，先后解决制约装备作战能力

生成的多项重难点问题，并多次荣获军

队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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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故障原因是前车发动

机漏油。按照规范操作，第一步要更换

配件，第二步要……”近日，中部战区空

军某旅某连车场上，上等兵吴宇涛正依

托连队自主设计的“可视化故障库”软

件开展装备维修工作。

打开该软件，笔者看到，页面布局

简洁合理，检索栏位置醒目，下方列有

常见问题。随机点击其中一个问题，可

以看到详细的操作步骤，并附有对应的

实景图例。“有了这份直观形象的‘电子

说明书’，很多年轻同志都能够独立快

速排除故障。”该连马连长告诉笔者。

说起创建运用故障库的由来，马连

长对一段经历记忆深刻。

此前一次飞行前检查装备设备时，

战士小王发现某型车辆“油压低”指示

灯出现故障，这让他一下紧张起来。眼

看就要耽误飞行保障，他急忙去找班长

毛海洋求助。庆幸的是，毛班长当时就

在不远处的一处机库。

“解决这个故障并不难，是继电器

出了问题。”找准问题后，毛班长很快

将 故 障 排 除 ，一 旁 的 小 王 这 才 松 了 一

口气。

如果那天毛班长不在现场，小王能

否顶上去完成好保障任务？这引起马

连长的思考。他意识到，随着部队实战

实训强度逐步加大，仅靠个别班长骨干

会维修排障是不够的，提高全连官兵的

保障检修能力迫在眉睫。

“一些常见故障的处置并不复杂，

原理上一说就懂，但由于大家缺少实操

经验，关键时刻常常‘抓瞎’”“相关专业

材料比较难懂，不易理解”“平时遇到故

障习惯找班长，生怕自己乱操作会弄坏

装备”……连务会上，官兵们就这一问

题展开讨论。马连长发现，官兵们主观

上并非不想提升能力，也不乏自主解决

问题的意愿。

连队研究后，决定一方面由班长骨

干 牵 头 ，带 领 各 专 业 骨 干 结 合 实 践 经

验，梳理汇总常见的故障类型及处理办

法，拍摄实景图例，将这些宝贵经验可

视化，方便官兵按图索骥；另一方面，组

织连队里有相关特长的官兵对这些材

料进行梳理汇总，创建故障库软件。

现在，装备出现一般性问题，官兵

输 入 故 障 特 点 ，便 可 一 键 查 询 解 决 步

骤，有效提高了检修效率。有了“可视

化故障库”的助力，连队年轻官兵有了

更多实操的机会，大家钻研业务的热情

更加高涨。不少业务骨干也表示受到

很大启发，开展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故 障 排 除 精 准 到 位 ，任 务 保 障 可

靠 有 力 。 笔 者 了 解 到 ，下 一 步 该 连 将

针对多点驻训、分片保障、各项任务压

茬推进等实际情况，制作“可视化故障

库”便携版，进一步提高连队伴随保障

能力。

“可视化故障库”精准解难
■乔子宸

近日，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战机在落日余晖下接续滑出。 张智广摄

前不久，新疆军区某团某连组织开展“连旗接力赛”活动，增强官兵荣誉感，

激发训练热情。 梅俊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