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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直播间特别关注

寒冬时节，第 73 集团军某旅训练

场上热火朝天。一边是补差人员忙着

参加不同课目的基础训练，一边是训练

尖子在专修室内切磋交流专业“绝活”，

大家各得其所、各有收获。

该旅某连干部邹宗圣欣喜地发现，

旅机关最新下发的训练问题整改清单

上，此前被“置顶”的“复补训内容过于

单一”问题，终于“销账”了。

前段时间，该旅机关组织人员到各

营连开展训练督查。当时，刚刚进入年

度复补训阶段，他们发现很多连队制订

训练计划时，都将基础训练作为重点，

而专业训练则普遍比重偏低。

这一惯常做法的利弊，邹宗圣和

很多基层带兵人心中都很清楚：好处

是 下 连 时 错 过 了 基 础 训 练 的 义 务 兵

可以充分补训，基础不好的战士也可

以 结 对 补 齐 短 板 ，但 缺 点 是“ 一 锅

煮”，大家同上“一年级”，训练在低层

次徘徊。

选择这一做法，“邹宗圣们”其实也

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也想分层次精

细化开展复补训，可如果那样做，一个

连队每天的训练都要区分不同课目和

进度，分成很多小组，无论训练场地保

障、带教骨干配备，还是训练安全管理，

难度都很大。”

旅机关指出问题后，并没有简单通

报了之，而是通过旅周交班会，进一步

征求营连主官的意见建议。大家分析

感到，传统的复补训做法，看似“以老带

新”、全员参与、共同进步，实则训练效

益不高，不仅专业训练大面积“停摆”，

还可能让带教骨干产生“歇歇脚、松口

气”的想法，必须作出改变。

既不能放任短板不管，又不能搁置

专业不练，如何才能做到“砺强补弱”，

让所有人在复补训阶段都得到能力提

升？经过集思广益，该旅决定打破专业

和建制壁垒，探索走开集约化复补训新

路子——

以营为单位设立集约训练场，从各

连挑选骨干轮流担任各课目教练员，帮

助弱训人员补短板；将综合成绩良好以

上人员分专业集中组训，为其提供专业

训练场地，练强优势课目……

记者在舟桥专业训练场看到，刚

刚完成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下士李长

江，根据个人补差计划安排，又迅速转

到 观 察 与 报 知 课 目 训 练 场 。 据 他 介

绍，如今虽然没有“一对一”的结对帮

带，但每个场地的教练员都能给出现

场指导，他的基础训练成绩因此提升

了不少。

该旅作训科杨参谋说，为确保复补

训质效，旅里建立了跟踪问效机制，定

期组织补差人员考核，基础训练课目成

绩达到良好以上，方可进入专业训练。

这意味着，今年的补差训练，每个人都

要经历一场“过关升级”。

手榴弹使用训练场上，记者见证

了 下 士 赵 杨 航 的“ 升 级 ”时 刻 。 只 见

他以娴熟的战术动作快速抵近墙体，

完 成“ 甩 、滚 、塞 、抛 ”等 动 作 后 ，奋 力

投 出 的 2 枚 手 榴 弹 精 准 命 中 地 环 靶

心 ，教 练 员 当 场 宣 布 成 绩 为“ 优 秀 ”。

赵 杨 航 难 掩 内 心 激 动 ：“ 全 面 打 牢 基

础，才能实现能力跃升。”

正在开展操舟机训练的舟桥专业

骨干汤超也收获不小。汤超是连队公

认的训练尖子，今年上半年，他参加集

团军组织的比武，获得第二名。这次复

补训，得益于集约化组训的轮流带教，

身为教练员的他，也有充足时间打磨自

己的优势课目。“打破建制、区分专业集

中训，还能跟别的高手学到不少东西！”

汤超立志要在明年的比武中取得更好

成绩。

既能“补短”又能“扬长”，这才是复

补训的题中应有之义。该旅领导告诉

记者，他们还通过随机抽样、普查底数、

研究变量等办法，深入查找复补训存在

的倾向性问题，用数据分析研究牵引组

训动态调整。从最近几次的训练考核

数据来看，该旅综合训练成绩有了明显

提升。

第73集团军某旅探索走开集约化复补训新路子—

分类施训砺强补弱，避免“一锅煮”
■倪鑫磊 本报记者 危乔巧 特约记者 廖晓彬

前段时间，笔者在基层连队调研时

发现，一名军事训练成绩不错的排长，

能够协助连队主官把分内分外的大事

小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却唯独不愿参加

学习培训。问及原因，他的回答是：“我

脑筋没那么灵活，不擅长做管理工作，

还是留在连队抓训练更能体现自己的

价值。”这种自我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是

对自身潜力的低估。

由此，笔者想起一个实验：某心理

学 家 把 一 只 跳 蚤 放 入 一 个 玻 璃 杯 中 ，

跳 蚤 轻 易 地 就 蹦 了 出 来 。 随 即 ，他 又

将 一 个 盖 子 盖 到 杯 口 上 ，跳 蚤 一 跳 就

撞到了盖子，多次碰撞以后，跳蚤便调

整 了 自 己 的 跳 跃 高 度 ，以 免 碰 到 盖

子。然后，心理学家拿走盖子，跳蚤再

也没能跳出来。

是跳蚤失去了跳出这个杯子的能

力吗？显然不是。只因多次的碰撞，跳

蚤形成了条件反射。从某种程度上来

讲，这就是一个“自我设限”的过程，是

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固化的消极

思维模式。

现实生活中，一些年轻干部也常常

给自己设限。比如，有的不善言辞，在指

挥、带兵等方面能力有所欠缺，就片面地

认为自己不擅长与战士们打交道，从而

不愿意留在基层摔打磨砺；有的军事素

质好，开展工作点子也多，但自主学习能

力差，理论水平相对较低，当各类集训机

会来临时，总是选择逃避……

由 此 看 来 ，这 些 年 轻 干 部 面 对 一

些不擅长、不熟悉的领域，打心底就认

为自己这不行、那不行，自然会找出许

多 借 口 推 脱 。 能 力 素 质 上 的 差 距 ，可

以 通 过 实 践 的 锻 造 、经 验 的 积 累 来 弥

补 ，但“ 自 我 设 限 ”，无 异 于 自 戴 枷 锁 ，

捆住了手脚，阻滞了前进的脚步，限制

了个人发展。

随 着 国 防 和 军 队 改 革 的 深 入 推

进 ，对 官 兵 能 力 素 质 要 求 也 愈 来 愈

高 。 面 对 接 踵 而 来 的 挑 战 ，迫 切 需 要

更 多 一 专 多 能 、军 政 兼 通 的 复 合 型 指

挥人才投身强军伟业。青年官兵正处

于 学 习 积 累 的 重 要 阶 段 ，每 一 名 年 轻

干 部 都 是“ 潜 力 股 ”，在 设 计 个 人 成 长

路 径 时 ，一 定 要 突 出 高 标 准 、严 要 求 ，

不 要 因 困 难 挫 折 动 摇 初 心 ，不 要 因 路

途遥远而轻言放弃。

常言道：“挡在你面前的，只有你自

己。”成长道路上，我们可能会遭遇各种

艰难险阻，但这绝不应该成为“自我设

限”的理由。年轻干部不妨大胆一点，

勇于跨出自我设定的藩篱，抓住比武竞

赛、大项任务等锻炼机会，勇于尝试新

事物、接受新挑战，丰富自己的知识储

备，提高胜任多种岗位的能力，拓展自

己的人生深度和广度。当我们不再“作

茧自缚”，勇敢“破茧成蝶”，待机会来临

时，便可充分发挥实力和潜能，一展身

手、争创荣誉，让自己的军旅人生变得

更加精彩。

年 轻 干 部 别“ 自 我 设 限 ”
■毛英椿

“一名普通战士的舞台能有多大？”

这是一个曾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不久

前 ，当 我 走 下 旅 军 事 体 育 运 动 会 的 赛

场，看着严重脱皮的双手和再次被自己

刷新的成绩，我找到了答案。

入伍 16 载，我收获了不少荣誉：多

次在上级比武竞赛中夺魁，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3 次；作为班长，带领全班连

续多次取得专业考核第一名；先后被战

区陆军表彰为“知兵爱兵育兵”先进个

人、被集团军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如

今，很多战友对我打趣说：“景班长，该

歇歇了，也给我们年轻人一些机会。”

“真的该歇歇了吗？”我经常反问自

己 。 一 次 训 练 中 ，我 不 小 心 扭 伤 了 脚

踝，这也让我第一次萌生出“已经达到

极限”的想法：放缓节奏、远离伤病，给

军旅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经

过 一 番“ 深 思 熟 虑 ”，我 为 自 己 制 订 了

“刹车”计划。

考核稍微用力就能通过、工作简单

应付就能交差、管理依靠自觉也不会太

差……放慢脚步以后，我感到前所未有

的轻松。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彻

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一次，连队举行互赞会，班里新兵

刘永清将我作为榜样，还专门制作了课

件。互赞会一开始，大家就被刘永清制

作的课件深深吸引：一枚枚军功章、一

摞 摞 证 书 、一 张 张 奖 状 …… 众 多 的 荣

誉，让在场官兵羡慕不已，就连我自己

也沉浸在以往的辉煌之中。然而，接下

来，小刘的话却让我如芒在背。

“多年来，景班长对自己始终高标

准、严要求，从未停下奔跑的脚步，他是

我学习的榜样！”刘永清的话音刚落，现

场响起热烈掌声，战友们纷纷将目光投

向我，表达着羡慕与钦佩。

此刻，我却如坐针毡：“获得战友们

如此高的评价，我真的配得上吗？”当我

抬头看到自己挂满军功章的照片，再回

想这段时间的表现，实在愧对大家的认

可。当时，我顿觉脸上火辣辣的，在心

中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能就此放弃，我

要重新找回曾经的状态！”

当 天 晚 上 ，我 制 订 了 新 的 训 练 计

划。首先是向最难突破的课目——单

杠卷身上发起冲击。去年的军体运动

会上，我以 155 个的成绩打破自己曾创

下的纪录，如今，我要再一次超越自己。

从 那 以 后 ，我 抓 紧 点 滴 时 间 练 习

俯 卧 撑 、卷 腹 提 升 核 心 力 量 。 休 息 时

间，我经常来到训练场“开小灶”，不完

成当天的目标不下杠。功夫不负有心

人 。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刻 苦 训 练 ，我 以

单 杠 卷 身 上 200 个 的 成 绩 刷 新 了 纪

录 。 这 一 结 果 给 了 我 前 所 未 有 的 动

力：只要不断超越自我，人生就能持续

跃上新的高度。

前不久，在旅里组织的军体运动会

上，我将纪录提升到 296 个，实现单杠卷

身上课目“三连冠”。更让我欣慰的是，

连队另一名战士蓝香举在我的影响带

动下，取得该课目第二名。

站在领奖台上，看着胸前金灿灿的

奖牌，我感慨不已：年龄不能限制一个

人的发展，资历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高

度，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自己的内心，

内心越强大，志向越高远，人生舞台就

会越广阔。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

廓 。”打 破 纪 录 后 ，我 又 定 下 新 的 目

标 ，开 始 新 一 轮 冲 锋 。 在 刚 刚 结 束 的

年 终 考 核 中 ，我 一 举 夺 得 旅 队 多 个 课

目第一名。

（杨开明、仇波整理）

志向越高远，舞台越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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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长剑引弓。发射架下，火箭

军某旅某营指挥员范长书来回奔波，不

断记录导弹发射演练过程中各系统数

据，分析验证战法训法改进情况。

范长书本是旅机关作训科的一名

干部，临时受命到这个营代理营长。可

营里的官兵们发现，这位代理营长身上

没有一点“临时观念”，各项工作抓得

紧、冲在前。熟悉范长书的战友则说，

他就是这样，这些年先后三次代职，每

个岗位都全力以赴、尽心尽责。

范长书首次代职是在他担任副连

长期间。当时，旅里即将组织专业理论

集训，兄弟连队的连长因故不在位，上

级便派范长书临时顶上。

那时的范长书任副连长时间不长，

被“破格提拔”到连主官岗位，心中压力

可想而知。上任当天，他对全连官兵承

诺：“代职也要尽职，我一定努力工作，

对连队建设负责。”

为抓好专业理论集训，范长书打

破以往惯用做法，针对全连官兵个人

特点和岗位需求，详细拟定《专攻精练

学习计划表》，让大家学习有目标、补

缺有参考。

在此基础上，他每周组织阶段考核

和复盘研讨，对大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安排高级军士授课答疑、讲解示范；对

于基础薄弱的战士，制订个性化补差计

划，安排班长骨干结对帮带。

不久后，在旅里组织的专业理论集

训综合考评中，范长书代职连队的总成

绩，从最初的中游水平跃居全旅第三。

去年夏天，时任该旅作训参谋的范

长书再次临时受命，这次他的身份是代

理营长。那时，营队正处于合成训练考

核期，范长书一到任便投入到紧张的训

练中，本想着凭借作训参谋的经验无缝

衔接新岗位，不料起步就“跌了一跤”。

一次训练中，上级接连出了多个特

情。按说，任作训参谋时，他也时常给

演训分队导调类似情况，对考题并不陌

生。可身份一换，坐进营指挥车，指挥

部署各种装备和力量，他竟手忙脚乱起

来，最终得了低分。

范长书感到了强烈的本领恐慌，下

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自那以后，

他一有空就往指挥车里钻，每天和营部

参谋一起对比分析各类训练数据，探讨

战法运用、兵力部署等问题。

一番勤学苦练之后，再次迎来旅里

的考核。面对减员操作、特战破袭、光

电干扰等各种特情，范长书带领官兵逐

一有效处置，最终取得第一名。

接下来的 5 个月里，范长书又率队

在全旅专业技术群众性比武中，实现专

业理论和实装操作“双丰收”，所在营被

评为练兵备战先进单位。

不知是因为代职经验丰富还是巧

合，半年前，该旅由于编制调整和装备

换型，一个新组建营的营长一时未能到

位，代理营长的任务又一次落到范长书

的肩头。

范长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带领全

营官兵通过作战能力认证考评。这一

次，经过多个岗位历练的范长书信心十

足，立下“军令状”。

装备换型、人员重组，短时间内实

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但范长书却又

一次带领官兵实现了突破。那段时间，

他天天铆在训练场，带头学习新装备原

理、苦练模拟操作，加班加点带着专业

骨干研究战法训法。最终，该营以全优

的成绩顺利通过认证。

三次代职，次次精彩。虽然每一

次代职时间不长，但范长书都以实际

行动为代职单位的全面建设作出重要

贡献。他说：“岗位连着使命，无论临

时代职，还是正式任职，都应该担当作

为，这样才能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官兵

的期待。”

三
次
代
职

次
次
精
彩

■
马

骏

殷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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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陆军某部组织侦察训练。图为侦察队员正在潜伏。

黄振宇摄

基层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