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我的勋表

6读 者 之 友读 者 之 友２０２５年１月１８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柴华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前不久，第 78 集团军某旅召开新

年度工作筹划会，多项与战斗力建设

贴合不紧的“亮点工程”被叫停，要求

“回炉”重新拟订。

“只有从工作筹划阶段就围绕战

斗力标准做好‘加减法’，坚持从实处

着眼，才能把‘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

要求贯穿全年建设。”该旅领导介绍，

他们坚持以战斗力建设贡献率作为标

尺，在梳理过去一年工作存在问题和

不足的基础上，采取问卷调查、座谈交

流等方式，认真制订整改措施，对新年

度工作进行科学论证统筹，将训练场

地建设、战时政治工作、演训任务保障

等列为重点工作，确保全部精力向打

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

前期该旅召开新年度工作筹划会

时，宣传科李科长提出“驻训期间加大

官兵文体活动数量”的意见。不少与

会官兵代表认为，驻训期间应该适当

开展心理服务，帮助官兵缓解身心压

力，但组织过多文体活动可能会适得

其反。会后，宣传科根据意见建议，删

减了部分文体活动，将心理行为训练、

战场适应性训练等内容纳入新年度工

作计划。

减去与打仗无关的忙，增加与打

仗有关的事。针对当前旅队合成训

练对抗手段不全、强度不大的现实问

题，作训科在新年度工作筹划中，建

议从第二季度开始加强模拟训练系

统建设，得到旅党委和与会官兵代表

的关注。经研究，大家一致认为，部

队地处寒区，增加模拟训练能够提升

冬季训练质效，应该大力支持，同时

还建议把这项工作调整到年初开展

推进。

随着新年度工作逐步推开，全旅

官兵一心向战、苦练本领的导向更加

鲜明、氛围愈发浓厚。连日来，官兵铆

在练兵备战一线，迎风斗雪、专攻精

练，多项训练纪录被打破。

做好“加减法” 瞄准实战靶
■张光轩 陈浩煜

新年第一天，和往常一样，天蒙蒙

亮，我就绕着野外驻训地跑了两圈，负

重 10 公斤做了 3 组引体向上。作为一

名基层军体教员，这是我多年来养成的

习惯。

2023 年底，我即将服役期满，很多

人认为我会安心等待退役。然而，出乎

大家意料，我报名参加了中央军委训练

管理部组织的全军军事体育组训骨干

培训，和一群年轻战友展开较量，以个

人排名第一的成绩结业。

随着年龄增长，“越跑越慢”似乎成

为许多战友无法回避的一道坎儿。去

年底，我作为一名延期服役的老兵，在

军事体育特级考核中创造个人最好成

绩，被评为军事体育“特二级”。

“拼搏是军人应有的姿态”，入伍 16
年，我始终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军旅格

言，在“越跑越快”中取得多项荣誉，一

一呈现在“胸前的荣誉墙”上。如今，这

句话依然激励着我，在军旅“延长线”上

继续奔跑向前。

很多年轻战友可能想不到，2009 年

初入军营时，我连一个单杠都拉不上

去。那时，身高一米七四的我，体重仅

有 50公斤，“火柴棍”一样的身躯在训练

场上显得“弱不禁风”，训练几乎总是垫

底。为了尽快提高成绩，不被大家“另

眼相看”，我加班加点训练，却因为盲目

追求训练量导致肌肉拉伤。后来在班

长骨干帮助下，通过科学制订训练计

划，我的成绩稳步提升。

新兵结业考核，我以 3 公里跑 11 分

30秒的最好成绩，一举完成“逆袭”。走

下考核场，被汗水浸透的衣服紧贴着身

体，那种酣畅淋漓的释放，让我真切感

受到：现在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在浇

灌我的未来。

下连后，由于各项能力素质相对突

出，我被任命为负责新兵训练的班长。

身份的转变，让我对自身的要求更严

格。都说“体能是战场的入场券”，对于

伞兵而言，体能素质的要求更高，不仅

要练就一双“铁腿”，还要有极强的腰腹

力量。后来，我通过参加各类伞降集

训，成为一名优秀的伞训教员。

在指导新兵伞降训练的日子里，

我常常琢磨怎样才能把伞降训练与军

事体育训练巧妙融合，让训练效果更

上一层楼。我始终坚信“地面苦练方

能空中精跳”，新兵们只有拥有强壮有

力的肌肉，才能确保在每一次跳伞时

安全着陆。

一次伞降训练中，我带的新兵钱

忠平在半空中高度判断出现失误。无

奈之下，他只能选择一片坚硬的石头

地作为着陆点。当双脚狠狠砸向地面

的瞬间，着陆产生的强大冲击力瞬间

传遍他的全身，他只觉得两条腿突然

失去知觉，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腿部

肯定受伤了。然而，当他咬牙试着站

起身时，竟然发现身体并无大碍。这

正是得益于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帮

他练就了一双坚如磐石的“铁腿”，才

能够化险为夷。

2020 年，我参加了一场军事体育骨

干集训。集训期间正值雨季，训练课目

大多围绕抢险救灾背景展开。那些日

子里，雨水常常伴着汗水，打湿我们的

衣衫，却从未浇灭我们的训练热情。

集训结束回到营里，我作为教员着

手组织全营官兵开展负重游泳、挖沙奔

袭等针对性训练，增强他们在抢险救灾

中的体能储备，确保关键时刻能够迅速

响应、高效处置。

2020 年 7 月 ，湖 北 洪 湖 地 区 遭 遇

洪水。单位接到出动命令，凌晨两点，

我 和 500 余 名 战 友 紧 急 奔 赴 受 灾 地

区，投入加固堤坝的任务。搬运沉重

的沙袋时，我们尝试了各种姿势，有时

单肩扛，有时双手抱，大家站位错落有

致，力求在高效搬运的同时节省体力。

抗洪归来，我更真切地认识到，持

续高效的救援工作，离不开强大的体

能做支撑。在与洪水较量中，体能储

备充足的战友们，能够更持久地投入

战 斗 ，为 保 护 人 民 群 众 争 取 更 多 时

间 。 我 也 因 此 对 自 己 提 出 更 高 的 要

求：如果自己都不过硬，还怎么去教授

学员？

军事体育训练成绩的提升，绝非朝

夕之功。不少战友私底下说我就像个

“闷葫芦”，一直憋着劲儿练体能。那年

年底，上级组织军事体育特级考核。越

是有挑战的任务，我觉得干起来越带劲

儿。我向营党委立下“军令状”，一定评

上“特三级”。

“ 你 只 管 努 力 ，结 果 用 成 绩 来 证

明。”抱着这个信念，我铆足劲儿训练：

每天至少完成 100 组蛇形跑；凌晨 4 点

半起床，拉着全营跑得最快的战友一起

练习长跑；负重 15 公斤完成 20 个引体

向上……那一年，31 岁的我，以全旅第

一 名 的 成 绩 ，被 评 为 军 事 体 育“ 特 三

级”，获评“四有”优秀士兵。

2022 年，我成为教导队军体教员，

还 担 任 了 旅 里 唯 一 的 军 事 训 练 联 络

员，对基层官兵在军事训练方面的需

求以及疑难困惑进行汇总，反映给上

级机关。我深知责任重大，训练间隙

经常组织大家聊聊天，了解倾听他们

在训练中遇到的问题。

2023 年 10 月，全军军事体育组训

骨干培训和士兵退役工作相继展开。

得知此次集训聚焦战斗体能训练，融入

了最新修订的训练课目，我意识到机会

非常难得。在单位领导支持下，我申请

延期服役，参加培训。

坐在前往集训队的火车上，想着即

将与全军各单位优秀的军体骨干展开比

拼较量，我满怀期待。没想到入队第二

天，就给了我“下马威”：一场特殊的 3公

里跑摸底考核在海拔近 3000 米的集训

场地举行——参训队员全程佩戴防毒

面具。

跑完半程，我就感觉呼吸非常困

难 ，双 腿 如 同 灌 了 铅 ，怎 么 也 使 不 上

劲。看到显示屏上的成绩排名，我瞬间

压力倍增：79 名集训学员，我排在第 31
名。心里沮丧，但想起教练员的讲解，

我还是暗下决心，结业考核要争第一。

集训中，我深刻体会到教练员口

中“课上的努力只能进步，课后的拼搏

才能卓越”这句话的含义。完成培训

内容的同时，课后我坚持利用负重深

蹲、拖轮胎、弓步跳等多种方式增强腿

部力量，并在室外利用小步快走的方

式锻炼心肺能力。动作看似不难，但

坚持做下来并不容易，气喘吁吁的我

也数次出现头晕、胸闷等情况，但每一

次考核成绩的进步，都鼓励着我继续

向前。

几个月集训，在我脸上留下风沙

的痕迹，也让我的军事体育理论和素

质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结业考核中，

我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第一个冲

过终点。

回到单位，我结合自身多年实践和

集训收获，编写了《军事体育课目组训

法》教案。全旅组建军体骨干集训队

时，我牵头带训，在教学中发现很多战

友成绩欠佳的原因在于发力部位不对，

为此将理论讲解和针对性训练相结合，

通过示范教学帮战友纠正动作。不少

战友用了我的训练方法后，成绩得到显

著提升，许多课目都刷新自己的最好成

绩，信心满满地返回连队。

2024 年底，由于选改高级军士名额

限制，我选择了继续延期服役，这既是

源于内心深处对这身军装的不舍，更是

岗位责任的驱使。我认为自己还有更

多潜力可以去挖掘，还有更高的目标要

去实现。我渴望在挑战极限中不断突

破自我，于是报名参加了年底的军事体

育特级考核，被评定为军事体育“特二

级”，荣立三等功。

如今，依然有人问我：“你都延期服

役了，体能也达到特级，还这么拼图个

啥？”其实，我内心已经很知足，火热军

营的淬炼，让我从一名弱不禁风的新兵

蜕变为钢铁战士，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军

体教员。然而，还是那个答案——站在

军旅“延长线”的赛道上，更要挥洒汗

水、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我的目标，

就是在本职岗位上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军事体育组训骨干，为“迷彩天兵”逐梦

蓝天蓄力加油。

（本报特约通讯员朱海涛整理）

图①：空降兵某旅组织跳伞训练。

图②：匡兵华在高原地域进行障碍

越野训练。

图③：匡兵华进行军事体育理论授

课。

图④：匡兵华的勋表。

魏汉成、本报特约通讯员朱海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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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未来
■空降兵某旅教导队一级上士 匡兵华

打 开 新 年 第 一 期“ 读 者 之 友 ”

版 ，伴 着 缕 缕 墨 香 ，一 行 醒 目 的 标 题

映 入 眼 帘 ——《因为我们对绿色军营

爱得深沉》。仔细阅读内容，不觉一阵

惊喜，文中提到的正是我的老单位，老

战 友 们 回 忆 的“ 雷 锋 式 好 干 部 ”杨 留

建 ，正 是 我 当 年 曾 参 与 采 访 报 道 的 英

雄人物。

掩卷沉思，记忆的大门慢慢开启。

那是 1982 年 5 月的一天，驻闽某工程团

的一处工地，施工正紧张进行。在现场

指挥施工的某营八连副连长杨留建发

现险情，隧道顶部悬露的石头裂开了一

条缝，伴有石渣下落。他在排险时突遇

塌方，被倾泻而下的泥沙土石掩埋。他

以一人牺牲的代价，换来了现场 33 名战

友的生命安全。

杨留建舍己救人的事迹在部队迅

速传开，团里一边向上级报告，一边组

织人员搜集整理他的事迹材料。时任

团 政 治 处 宣 传 股 股 长 的 我 ，也 参 与 其

中。在上级宣传部门、新闻单位的支持

协助下，不久后杨留建的英雄事迹被军

地媒体广泛宣传。原福州军区授予他

“雷锋式好干部”荣誉称号。

后 来 ，我 们 团 在 精 简 整 编 中 被 撤

销，但团队的光荣历史、团里涌现出的

英模人物，随着官兵们或被分配到新的

单位，或转业、复员到地方工作，而传播

得更远、影响更广。当年，杨留建在营

区门口亲手栽下榕树，寓意要像榕树一

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他的事迹也如

同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榕树，深深扎

根于战友心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

早已脱下军装，但杨留建的名字一直被

他们铭刻心中，成为激励他们奋发进取

的不竭动力。

王代先，曾与杨留建并肩战斗，王

代先是连长，杨留建是副连长，两人结

下深厚的战友情谊。后来，王代先转业

回到湖北老家。离队之前，他专程到杨

留建牺牲的工地，拾起曾被英雄鲜血染

红的几粒石子，用手绢包起来，打进自

己的行囊中。转业后，王代先在县水土

保持办公室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跑遍家乡的山山水水。他提出许多好

的建议，组织了多场攻坚战，为家乡水

土保持工作作出了贡献。

黄之勇，与杨留建是同年入伍的战

友。杨留建牺牲后，他在悲痛之余，一

直寻思着为英雄做点什么。后来，在领

导和战友们鼓励下，他拿起画笔，开始

创作以杨留建事迹 为 主 题 的 连 环 画 。

对于绘画创作基础并不扎实的黄之勇

来 说 ，用 连 环 画 的 形 式 表 现 英 雄 的 事

迹 、展 现 英 雄 风 采 并 非 易 事 。 他 四 处

拜 师 学 艺 ，向 有 经 验 的 画 家 学 习 人 物

绘 画 知 识 ，还 多 次 到 杨 留 建 工 作 的 地

方 采 风 ，了 解 和 熟 悉 英 雄 成 长 的 环

境 。 经 过 一 年 多 的 艰 苦 努 力 ，他 终 于

创作出《雷锋式好干部——杨留建》连

环画册，还制作了杨留建事迹幻灯片。

后来，他多次带着连环画和幻灯片到军

营内外宣传英雄事迹，推动学习英雄活

动不断深入。

当年被杨留建舍身保护的 33 名战

士，之后有的被提拔为干部，留队继续

为军队和国防建设作贡献，有的退伍回

到地方，投身祖国现代化建设，但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约定：谁去云南出差，

都要到杨留建的家乡曲靖去，看望烈士

的父母，到英雄墓前添一抔土、点一炷

香……平日里，在各自岗位上，他们更

是 以 杨 留 建 为 榜 样 ，认 真 干 好 本 职 工

作，热情参与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继

承英雄遗志，弘扬英雄精神。

有人说，艰险的革命年代，精神与

信仰的光芒灿若星辰北斗，富有无声的

穿透力；安康富庶的和平时期，人们反

而不那么容易感受到这种力量。然而，

有那么多的人并没有因时光流逝而忘

记英雄杨留建，他身上展现出的精神与

信仰之光也没有因时代背景的转换而

褪色。相反，那么多的人不仅铭记英雄

的名字、传扬英雄的事迹，更是把英雄

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杨留建生前曾在日记中写道：“千

灯万盏，不如心灯一盏，我的心灯就是

雷锋。”他以雷锋为榜样，矢志不渝地走

雷锋成长的道路，自己也成为“雷锋式

好干部”。

愿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英雄

的心灯，时时处处温暖我们，照亮我们

前行的道路。

千灯万盏，不如心灯一盏
■向贤彪

军媒视窗

寒冬时节，笔者来到第 75 集团军

某旅采访，在训练场看到某连官兵正

如火如荼进行战术动作训练。笔者留

意到，一旁的教练员不时拿出一份表

格在记录。

“这是一份训练任务分解表，里面

包含军事训练板块的关键信息，详细

列出训练课目标准，训练时间也精确

到每天的具体时段。”该连排长彭跃邦

说。这份工作计划，不仅明确了各项

工作的内容和标准，还将具体计划由

文字记叙式调整为表格、流程图相结

合 的 模 式 ，使 全 年 工 作 安 排 一 目 了

然。其中，时间节点规划上，从每日的

训练课目，到每月的综合性考核，都精

确到具体时间段；责任分工上，每项任

务都明确到个人，让每名官兵都清楚

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岗位职责。

为更好地落实新年度工作计划，

连队还建立了反馈机制。官兵若发现

计划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可提出意见

建 议 ，经 党 支 部 深 入 研 究 后 予 以 优

化。这一举措让计划不再是单向指

令，而是充分调动起全体官兵的参与

热情，形成上下一心、群策群力的良好

氛围。

走进连队会议室，笔者在显眼位

置 看 到 张 贴 的 一 张《任 务 进 度 跟 踪

表》，各项任务的进展情况和完成时限

区分不同颜色进行标记。“我们会严格

按照任务进度推进工作，定期检查总

结、及时调整优化，确保全年工作目标

顺利达成，让连队在新的一年里再创

佳绩！”连队指导员郭军说。

算好“精细账” 打出开门红
■李 琦 闵 宁

“干部骨干在关键任务核心岗位

上 的 作 用 发 挥 愈 加 明 显 ，单 位 整 体

建 设 水 平 水 涨 船 高 。”近 日 ，陆 军 某

旅四营 15 名官兵在旅军体运动会上

取 得 好 成 绩 。 该 营 赵 营 长 介 绍 ，他

们选取往年参赛取得优秀成绩的训

练尖子，分别担任相应课目教练员，

通过科学施教、严格组训，带动整体

成绩“步步高”。

“营一级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直接

影响部队练兵备战成效。我们必须区

分轻重缓急、科学统筹上级安排的军

事训练工作，保证基层运转有序、忙而

不乱。”该营教导员杨哲表示，仅今年

第一季度，营里就需要集中开展新年

度开训、大项任务轮岗、实弹实爆作业

等工作。面对后续压茬推进的上级试

点攻关、野外驻训、联合演训等任务，

他们找准任务落实的“关键人”，盯紧

战斗力建设的“关键事”，确保新年度

工作安排科学合理、顺畅高效。

前期，该营深入班排连调查研究，

根据干部骨干的表现情况、能力素质、

训练专长，结合任务特点，将大家放至

合适岗位；通过“任务赋能、评估补能、

考比强能”的方式，根据年度工作实

际，循序渐进为干部骨干安排重难点

任务，倒逼其能力素质提升。同时，他

们还定期组织干部骨干对照岗位职责

要求，反思履职存在的问题，并积极进

行思想引导，进一步强化大家的责任

担当和履职能力。

练强“关键人” 训练质效高
■陈鸿斌 廖晓彬

1月 10日

找好发力点 备战开新局
—陆军部队科学筹划新年度军事训练工作的一组报道

新年度军事训练工作筹划是理清思路、制订规划、区分任务、明确要求

的过程，是完成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推动部队练兵备战站上新起点、再

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连日来，各单位结合实际制订了新

年度军事训练工作计划并陆续展开。这里，选取旅、营、连三级，从做好“加

减法”、练强“关键人”、算好“精细账”方面，分别呈现各级如何科学搞好新

年度军事训练工作筹划，以期给大家一些思考和启发。

近日，新疆军区某边防连组织官兵进行野外拉练。图为官兵在严寒条件下

行军。 王 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