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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域 高 原 ，寒 风 扑 面 ，一 队 骑 兵

正沿着崎岖山路前进。

行至一处峭壁前，一架无人机倏

地腾空而起，向远空飞去。不远处，火

箭军某旅骑兵连一级上士翟国明熟练

操纵设备，不时记录回传数据。“丝滑”

的操作，让战友们很是佩服。

“ 常 年 驻 守 在 高 原 无 人 区 ，新 技

术 装 备 已 成 为 连 队 官 兵 巡 逻 时 的 得

力 助 手 。”连 队 刘 指 导 员 对 记 者 说 ，

高 原 骑 兵 被 誉 为“ 马 背 上 的 雄 鹰 ”，

文 化 素 质 和 军 事 素 质 就 像 是 雄 鹰 翱

翔 的 双 翼 ，二 者 缺 一 不 可 。 身 处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时 代 ，更 要 加 快 掌 握 新

装备操作技巧。

“ 秘 诀 就 在 这 里 面 。”说 着 ，刘 指

导 员 拍 了 拍 马 背 上 的 背 包 ，里 面 装

着 几 本 新 装 备 相 关 资 料 。 休 息 间

隙 ，他 取 出 来 分 发 给 战 友 ，大 家 随 即

看起来。

“读书学习向来是连队的优良传

统。”刘指导员回忆道，在上世纪连队

组 建 初 期 ，为 缓 解 驻 守 深 山 的 寂 寞 ，

上级为连队购置了一批图书，连同米

面等生活物资，由军马驮着分发到各

个哨所。有了书籍相伴，官兵们的精

神生活有了很大改观。后来，为数不

多的书籍很快被读完，于是官兵们另

辟 蹊 径 ，在 马 褡 子 里 装 上 图 书 ，利 用

骑 马 巡 逻 途 经 其 他 哨 所 的 机 会 交 换

书籍。时间长了，官兵们亲切地称其

是“马背上的图书馆”。

这 些 年 ，尽 管 自 然 环 境 依 旧 艰

苦 ，但 交 通 和 物 质 条 件 有 了 很 大 改

善。“马背上的图书馆”渐渐淡出了历

史 舞 台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各 个 哨 所 的

“ 数 字 书 屋 ”—— 里 面 不 仅 有 琳 琅 满

目 的 纸 制 书 籍 ，还 铺 设 了 内 部 网 络 ，

配 备 了“ 在 线 学 习 室 ”等 数 字 化 阅 读

工具，官兵随时可以下载自己喜欢的

学习资源。

“数字书屋”建成初期，虽然学习

条件改善了，但是官兵读书的兴趣反

而 出 现 下 降 —— 不 少 官 兵 一 有 时 间

就坐在电脑前上网，新买的书籍“躺”

在书架上无人问津。

“爱读书的好传统不能丢！”意识

到问题，刘指导员赶忙召集各哨所班

长骨干碰头研究。讨论中，有骨干认

为 ，网 络 时 代 ，官 兵 喜 欢 上 网 看 看 新

鲜 事 无 可 厚 非 ；有 的 认 为 ，当 年 因 为

没有信息化手段大家只能看书，如今

上网也能获取知识，没必要非看纸质

书 ；也 有 骨 干 反 映 ，现 在 时 代 发 展 太

快 ，以 前 大 家 看 书 能 学 到 知 识 ，如 今

有些书籍资料已过时，所以大家翻书

的积极性减弱了……

摸 准 情 况 后 ，连 队 党 支 部 决 定 ，

抓 紧 购 置 智 能 设 备 操 作 使 用 等 方 面

的专业书籍，同时拓展“数字书屋”功

能 作 用 ，比 如 ，发 动 有 特 长 的 战 士 牵

头成立兴趣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在书

屋进行视频授课，把经验心得分享给

更多战友。

很 快 ，新 书 上 架 ，翟 国 明 和 战 友

们 一 有 时 间 就 到 阅 览 室 研 读 学 习 。

经过不懈钻研，他们不仅掌握了新装

备的操作方法，还将各种新型装备的

使用手册整理完善，根据连队实际梳

理总结实用的步骤图，帮助大家快速

上手。

为了引导官兵合理使用网络，多

读书学习，各兴趣小组为组员量身定

制了读书计划；连队定期组织读书分

享 会 ，每 个 小 组 轮 流 派 代 表 上 台 授

课 ，既 可 以 分 享 读 书 心 得 ，也 可 以 与

战友们交流一些新学到的技能，如新

装 备 操 作 、摄 影 、新 闻 写 作 、绘 画 等 。

读书分享活动开展以来，10 多个兴趣

小组组员踊跃上台授课，书屋学习氛

围越来越浓厚。

藏族战士萨日群加马术高超，下

连 不 久 就 成 了 连 队 的 马 术 骨 干 。 马

背 上 的 他 英 勇 无 畏 ，控 马 卧 倒 、乘 马

越障、飞马拾物这些高难课目一学就

会。但由于从小接触的是藏语教育，

刚 入 伍 时 ，他 的 汉 语 能 力 较 弱 ，理 论

学习有些困难。

为了帮带萨日群加，各兴趣小组

组员轮流在书屋进行辅导。技能小组

组员给他买来汉语教材和便携字典，

从拼音识字教起；文学小组组员每天

找来经典文章陪他阅读；理论小组组

员录下每次政治教育课的内容，课后

为他反复讲解……那段时间，萨日群

加随身携带一本字典，巡逻时遇到不

懂不会的字词就随时查阅。

经过勤学苦练，萨日群加的汉语

读写和理论学习能力进步迅速，后来

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军士选晋考核，顺

利留队。

前段时间，萨日群加向连队申请

购 买 了《动 物 针 灸 遍 览》《兽 医 知 识》

等书籍。工作和任务之余，他就钻进

书 屋 学 习 养 马 、驯 马 、医 马 等 方 面 知

识，还经常向连队兽医请教。

“我想尽快考取兽医资格证，争取

成为一名合格的兽医。”在最近一次读

书分享会上，他说出了自己的下一个

目标，“我从小就喜欢马，但是要照顾

好连队战马，光靠感情是不够的，还得

掌握科学的饲养知识。这样驻地牧民

请我们帮忙为家畜看病时，我也能尽

些力。”

从昔日“马背上的图书馆”，到如

今各个哨所的“数字书屋”，骑兵连官

兵不需要再驮着图书去交换阅读，但

在马背上的背包里装几本随行书籍，

已成为大家的一种习惯和自觉。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马 背 上 的

图 书 馆 ’并 没 有 消 失 ，图 书 依 旧 随 着

战 马 滋 养 着 连 队 官 兵 的 精 神 和 心

灵 。”刘 指 导 员 说 ，学 习 能 力 也 是 一

种 战 斗 力 。 连 队 官 兵 将 赓 续 传 承 好

先 辈 优 良 作 风 ，加 强 知 识 学 习 和

转 化 应 用 ，不 断 为 连 队 战 斗 力 建 设

赋能。

记者到火箭军某旅采访，了解到一段“马背上的图书馆”进化为“数字书屋”的故事。请看—

雪域高原书香浓
■唐 昊 王 静 本报记者 李攀奇

记者探营

上图：连队读书分享会上，

各兴趣小组轮流派代表上台发

言，分享本周读书心得。

王 静摄

左图：多年前，连队图书缺

乏，军马驮着图书上到哨所后，

战士们立即上前翻看感兴趣的

书籍。

资料图片

子夜，万籁俱寂。空军航空兵某部

简令室内，一个个飞行包整理妥当，整

齐放置，值班机组人员均提前做好飞行

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果然，凌晨 2 时 40 分，战备拉动铃

声骤然响起。不多时，一架战机滑跃而

起，向着指定空域飞去。

一名塔台值班员说，在下令转进

前，上级并没有下达任何预先指示，所

有飞行前的准备工作，都源于值班飞行

人员对战场态势的研判。

有没有“料事”的必要？如果都“提

前准备”，会不会偏离战备拉动的初衷？

最初，这个问题如一枚石子投入湖

中，在官兵中荡起涟漪。有人认为，分

析战场形势、作出相应决策是上级和指

挥员的工作，飞行人员只要值好班、听

命令就行；有人认为，形成随时能战、快

速反应的能力才是关键，提前准备是业

务不自信的体现。但大多数官兵感到，

飞行人员是一线战斗员，研战谋战是主

责主业，不做足准备，战场上就会陷入

被动……

“每名战斗员都是作战链条上的一

环，应该面向战场、分析态势，主动判断

任务形势并做好准备，而不是完全被动

等待命令。”经过讨论辨析，该部领导的

观点得到了全体值班官兵的认可。

这名领导告诉记者，最初，频繁的

“虚警”让值班官兵有些进退两难，“做

足 准 备 却 没 等 来 出 动 命 令 是 常 有 之

事”。那段时间，有的年轻官兵经常陷

入“狼来了”的怀疑中，这其实是谋战研

战能力不足的表现。

“对战场的研判能力，应当练在平

时、用在关键。”一次业务会上，飞行大

队大队长讲起自己的一段经历。

一次夜间转进，大队长接替担负值

班任务。任务组进入塔台后，他要求每名

飞行人员分工协作对接战场情况，仔细分

析态势信息，并组织大家围绕接下来的

“敌”情动态、应对措施展开讨论。大家分

析认为，当夜很有可能出现特情。

“大家稍事休整，随时保持警惕！”

全部布置完毕，官兵枕戈待旦。不出所

料，天际微白之际，拉动铃声响起。由

于有针对性准备，任务组处置情况快速

精准高效，受到了上级肯定。

“战备预案只能普适大多数典型情

况，而每一场战争都不可复制，仍需要扎

实做好预先准备。”大队长坦言，在这方

面，一线经验对飞行员的判断影响很大。

一次，他告诉年轻飞行人员张凯晚

上可能会有任务，提醒他做好准备。张

凯好奇地问：“你咋知道的？”

就因为这一问，此后一段时间，只

要不飞行，大队长就拉着张凯对着态势

图分析用兵之法，旁听作战值班情况讲

评。晚上休息前，两个人还会一起分析

形势。

一天傍晚，张凯对大队长说：“大队

长，我觉得晚上可能有任务……”听到

他的分析，正在进行任务准备的大队长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如今，该部要求值班飞行人员参加

每日作战值班讲评，结合近期形势，分

析当面情况，剖析对战场理解造成偏差

的成因。通过长期针对性训练，该部飞

行人员与上级的“默契度”越来越高，任

务完成得也越来越好。

“现在战备铃响，营区内很少看到手

忙脚乱的飞行人员，而是一派紧张有序

的场景。”张凯话语中充满自信。

大家清楚，虽然对战场的理解逐渐

深入，但仍不可能每次都作出准确预

判。“提前准备必须建立在严格的作战

值班秩序基础之上。预判到，更从容、

更主动；没预判到，也没什么，我们随时

能战！”一次，接到紧急命令后，张凯所

在任务机组立即按照预先协同方案展

开工作，快速掌握战场态势，在规定时

限内完成了起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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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前不久，某部组织官兵开

展夜间特情处置训练。 郭 斌摄

下图：近日，第 77集团军某旅开

展专业课目复补训。 张建国摄

近日，营里集中组织大课教育，我们

连的政治教员阳惠琛在台上条分缕析、

精彩阐释，不时赢得战友掌声。这一幕

让我十分欣慰，也放下了心头那个沉甸

甸的包袱。

此前有一次，根据营教育计划安排，

每个连队需推荐一名军士政治教员为全

营官兵进行理论授课。受领任务后，我

便想到可以让大学生士兵阳惠琛负责此

次任务。但由于那几天工作冲突，我通

知小阳，并把以往拟制的一份关于官兵

婚恋问题的授课提纲交给他时，距离正

式授课时间只剩一两天。他嘴上没说

啥，脸上却有些难色，我当时没有在意。

那次授课，小阳果然表现不佳，匆匆

制作的课件也出现了几处差错。表现失

利后，他看见我经常有意避开，备课积极

性也明显下降。我试着找他谈心，他也

不愿多说什么。

后来，我找到小阳的班长王亮，了解

他近期的思想情况。“有些教育题材我不

太熟悉，硬要备课实在有些勉强”“我还

没准备好在全营面前露脸，可指导员不

管不问就替我做主”“临时备课也不提提

意见建议，凭我自己准备一堂大课非常

吃力”……王班长开诚布公，将小阳等几

名战士的顾虑意见和盘托出，我这才意

识到，自己只顾安排任务却没有顾及官

兵感受，也没能及时进行帮带，无形之中

给官兵增加了压力。

“给机会压担子，为官兵提供更大历

练平台，本意是想让大家成长进步更快

一些……”那天晚上，我找到教导员倾诉

心事。教导员告诉我：“着力培养人才是

好事，但不能放任不管，年轻官兵虽然思

想活跃、自主学习能力强，但很多工作还

是缺乏经验。给他们压担子交任务之

后，要及时跟进指导、帮助解决难题，这

样才能更好历练人才。”

听了教导员的话，我深受启发。回

头想想，这样的问题并非个例。

有一次，连队临时接到通知，需要选

派几名战士前往训练场执行保障任务。

当时我没多想，就让八班冷副班长带几

名战士前往。可直到中午开饭时间，都

没见他们回来。我立即带领干部骨干去

接替他们，去了才发现，这项任务短时间

内根本无法完成。战士虽然没说什么，

但我知道，自己对要执行的任务情况没

摸透，工作安排也不够到位。

这几件事情让我意识到，作为一名

连队主官，通过压担子交任务为战士搭

建成长平台没有错，但是事先要对任务

要求有清晰的认识，对官兵能力特点有

充分了解，工作安排完也不能当“甩手掌

柜”，要及时掌握情况，做好后续帮带指

导，处理好“托举”与“放手”的关系，真正

帮助官兵在任务锤炼中成长进步。

一天熄灯后，我看到小阳还在图书

室学习，便主动上前与他交流，对自己前

期安排工作的不足进行了反思。“指导

员，您的良苦用心我都知道，我很感谢您

给我表现机会，不过以我现在的能力，执

行重要任务还是有点力不从心，所以我

要更加努力学习提高。”小阳看着我说，

自己想参加下一次政治教员比武，希望

我继续对他指导帮带。

“没问题，我们先制订一个学习计

划……”我爽快答应，心情瞬间舒坦了

许多，对于今后开展政治工作也有了新

的想法。 （宋美洋、尚路航整理）

压担子交任务之后
■新疆军区某团某连政治指导员 王起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