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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一份操作手册引发的
正向“蝴蝶效应”

跑野外、钻炮塔、排险情……新疆军

区某师某团强军故事会上，以“栋林工作

室”排除火炮故障为题材创作的情景剧

登上舞台，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作为团里名声在外的“火炮神医”，

官兵们平日里遇到疑难问题总是第一时

间找王栋林请教。

“当老师可没那么容易，没‘两把刷

子’哪能服众？”虽然已经是公认的“首席

教练员”，王栋林却丝毫不敢松懈。

那年，该师全面调整改革，新的编制

体制为军士群体注入了干事创业的新动

力。从专业技术骨干到首批高级军士教

练员，王栋林经历见证了该师选准用好

高级军士群体的探索之路。

几年前，该师奔赴高原执行驻训任

务。当时，各种新式装备列装部队。如

何让新装备快速生成战斗力，成为摆在

官兵面前的头等大事。就在这时，时任

车组教练员的王栋林吸引了大家的视

线——在他的带领下，某新型轮式突击

车列装不久，就在高原完成实弹射击，

形成单装战斗力。

原来，为考取装备维修高级技师资

格，在武器换装之前，王栋林曾向机关申

请赴工厂跟修培训。历经 5 个多月的培

训，王栋林熟练掌握了多种类型装甲装

备火控系统的操作运用。

新装备列装连队后，王栋林主动请

缨。得益于前期的研究成果，他带领车

组人员快速摸清新装备的技术性能，总

结出新装备实弹射击中的注意事项，为

用装分队提供了实操依据。

实 弹 射 击 结 束 后 ，王 栋 林 立 即 带

着战友根据全新理念和一手数据梳理

修订新装备操作要点和专业教案。没

多 久 ，一 份 长 达 23 页 的 火 控 系 统 操 作

手 册“ 出 炉 ”，经 机 关 审 核 后 下 发 到 各

基 层 连 队 ，大 幅 提 高 了 新 装 备 战 斗 力

生成时效。

让 骨 干 人 才 发 挥 优 长 ，带 动 全 员

能 力“ 升 级 ”。 由 这 份 手 册 引 发 思 考 ，

该 师 领 导 敏 锐 地 意 识 到 ，高 级 军 士 群

体对战斗力建设的推动作用还没有最

大化。

“高级军士虽然集中在装备维修管

理 岗 位 ，但 不 能 简 单 将 其 定 义 为 修 理

工、技术工。”经过蹲点调研，部分基层

单位对高级军士角色定位不准确、培养

方向有偏差、使用方式有问题等情况浮

出水面。

为 此 ，他 们 对 全 师 高 级 军 士 群 体

进 行 了 一 次 深 入 细 致 的 调 查 摸 底 ，并

以“ 由 高 级 军 士 担 任 各 类 专 业 集 训 教

练 员 ”为 题 ，召 集 团 营 主 官 、高 级 军 士

代 表 展 开 讨 论 ，同 时 在 机 关 基 层 开 展

问卷调查。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赞成，有人质

疑。“精通于各专业领域的高级军士担任

教练员，能更好地发挥专长，帮助官兵更

快地掌握新装备”“高级军士个人能力虽

强，但教学不比搞研究，必须要讲得出

来、教得明白”……

“军士是实施部队管理、教育和训

练 的 桥 梁 ，衡 量 一 名 高 级 军 士 的 能 力

如何，不仅要看其是否有一身本事，还

要 看 其 是 否 善 于 传 授 自 己 的 技 能 ，能

否带出过硬的队伍。”经过半个月的调

查研究，师党委常委达成共识：助推高

级军士登上教练席，当好大师傅，带出

好徒弟。

随后，该师作训科和人力资源科等

机关部门对新体制下的专业领域进行

细分，结合全师高级军士的个人基本情

况 ，遴 选 13 名 高 级 军 士 组 成 首 席 教 练

员团队。

在 平 凡 岗 位 发 光 发 热 ，王 栋 林 和

他 带 队 完 成 的 一 份 操 作 手 册 ，为 单 位

建 设 带 来 了 正 向 的“ 蝴 蝶 效 应 ”，一 场

以高级军士为主体的教战研战热潮席

卷全师。

多措并举助推“兵教
头”能力升级

一名优秀的“兵教头”应该什么样？

“绝不能‘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

不出’。”该师某团技师兼驾驶员、三级军

士长李巍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作为教练

员，不仅专业技能要过硬，授课水平也要

出色。”

这是李巍从首次集训授课“滑铁卢”

中得来的感悟。

3 年前，刚晋升为三级军士长的他

首次担任全团装甲驾驶集训教练员。集

训现场，李巍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台下有

些官兵却一脸茫然。

授 课 结 束 后 ，课 程 效 果 评 估 结 果

让李巍困惑不已——为什么自认为讲

得 不 错 的 课 程 无 法 达 到 满 意 的 效 果 。

负 责 考 核 的 机 关 干 部 一 针 见 血 地 指

出 ，李 巍 在 授 课 过 程 中 存 在 知 识 点 拆

分 不 详 细 、重 难 点 课 目 讲 解 不 到 位 等

问题。

无独有偶，该师机关经回访调研发

现，一些高级军士登上讲台后，出现了相

似的状况。

“技术水平和教学水平并不相等。

如何提高高级军士的教学水平是抓好

训练质效的关键。”该师人力资源科李

干事表示，“想要快速适应教练岗位需

求，无论是从个人专业知识储备、授课

技 巧 ，还 是 思 维 理 念 ，都 需 要 及 时 升

级。”

没多久，该师研究制订出台一系列举

措，助推“兵教头”能力升级——

遴选教练员“苗子”送学深造。他

们 邀 请 科 研 单 位 、制 造 厂 家 的 专 家 授

课 ，借 用 优 秀 师 资 力 量 对 高 级 军 士 淬

火 锻 造 ，缩 短 教 练 员 队 伍 专 长 化 任 教

的能力差。

强化岗前培训。依托师教导队集中

进行“四会教练员”集训，从教案编写、课

件制作等方面提升教练员授课能力，并

严格组织考核讲评。

推出一人一案“规划图”。根据高

级军士个人基本情况，结合基层连队专

业建设现状，为“兵教头”量身拟制能力

成长计划，针对短板弱项进行补差，不

断提升教练员科研创新、教学授课等能

力……

经 过“ 加 钢 淬 火 ”，李 巍 的 教 学 水

平明显提升。如今，他的驾驶专业集训

课，在课程效果评估中已经名列前茅。

以教促训，带动全员能力升级。今

年初，在该师首长机关训练课堂上出现

了喜人一幕——数名高级军士相继走上

讲台，围绕新型武器装备操作技巧等内

容进行授课。

授课时，“兵教头”们不仅进行动作

示范，还结合自身训练心得，精心总结技

巧口诀，帮助大家记忆掌握。“授课人思

路清晰、重点明确，与训练实践结合紧

密，针对性很强。”现场听课的该师机关

孙干事说。

如今，这些“兵教头”，已经多次承担

各团专业训练任教。与此同时，该师机

关还进一步出台举措支撑“栋林工作室”

等多个创新工作室良性运转。这些基层

科研创新“试验田”，为高级军士深钻细

研专业、丰富教学组训资源提供了良好

条件。

通过参与高级军士牵头负责的创

新工作室，基层官兵边学边研，对标实

战 集 智 攻 关 ，一 批 批 创 新 成 果 瓜 熟 蒂

落。

学习前沿知识、交流先进技术、集

中力量攻关……全师各团 10 余个涉及

新 装 备 的 工 作 室 ，在 高 级 军 士 的 带 领

下，高标准完成 30 余类火力效能毁伤试

验 ，收 集 多 项 复 杂 条 件 下 火 力 打 击 数

据；“栋林工作室”先后取得 11 项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

专长化任教带来战
斗力建设“春色满园”

“没有你的有力支援，我们很难取得

这么好的成绩！”前不久，该师某团某连

连长特意向兄弟连队的技师、三级军士

长邱杨远表示感谢。

原来，去年高原驻训期间，该 连即

将参加实弹考核。但正值老兵复退之

际，连队部分射击能力强、专业素质精的

军士即将离队。

这让该连射击教练员、二级上士刘

强心急如焚——某射击课目要求高、难

度大，深知自身经验能力有限的他，不确

定自己能否胜任此项任务。

经逐级汇报请示，最终，该团作训

股统筹协调训练设备，并在全团范围内

调配优秀射击技师对该连进行教学训

练保障。

就这样，全团射击首席教练员邱杨

远作为第一人选，开始了跨分队执教。

他针对该连官兵技能基础和训练进度

灵活施教，不仅提高了全连射手的专业

成 绩 ，还 帮 助 连 队 培 养 出 2 名 组 训 骨

干。训练考核中，补齐短板的该连以全

优的成绩通过了射击课目。

谈到这个双赢的喜讯，该师领导表

示，推动高级军士专长化任教，不仅为部

队带来了实打实的战斗力提升，对于年

轻骨干的拔节成长也有促进作用。

“2 号战车主控计算机无法下达火

炮发射指令！”去年 10 月，一场山地进攻

训 练 在 海 拔 4500 多 米 的 高 原 地 区 展

开。训练进行到中途，火力分队遭遇导

调“特情”。

说时迟那时快，二级上士杨朝明提

起工具箱，迅速跑向“掉链子”的战车，很

快便让突发故障的火力系统恢复正常。

“这得感谢教练员、三级军士长韩

长春前期的专业训练辅导。”走下训练

场，面对大家的交口称赞，杨朝明坦言，

得益于韩长春整理总结的火力火控系

统检修经验，自己的抢修速度才能大幅

提升。

当服役期满面临进退走留的抉择

时，上等兵刘魁毫不犹疑地递交了留队

申请。以优异成绩通过军士选拔考核的

刘魁，将继续担任汽车修理兵。

如今，在高级军士群体的带动下，全

师基层训练骨干队伍呈现梯次衔接的发

展态势——

三级军士长徐广林牵头负责某工作

室，一边结合训练实际进行科研创新，一

边结合创新成果组织集训教学，帮助基

层营连提高射击训练质效；

某营二级军士长庞中华带领二级上

士何克龙，在训练场上采集数据、试验论

证。二人研发出的车辆启动加热器，大

幅提高了高寒缺氧条件下机械车辆的启

动效率；

某连一级上士汪海洋，与三级军士

长袁长虹结合新装备变化，研究出的某

技术，有效提升了战斗力……

该 师 一 项 跟 踪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自

2021 年以来，高级军士担任集训教练员

带教培养的各类学员中，80%以上已成

为相关专业的关键岗位操作员，正加速

成为部队推进训练转型的生力军。

高级军士登台授课的前前后后
■雷 彬 杨 鑫 本报记者 彭冰洁

仲春时节的一天晚上，新疆军区某

师某团修理连的修理间内，一堂维修专

业集训课正火热进行。该团首席教练

员、一级军士长王栋林站在讲台上，正

将 自 己 总 结 的 工 作 经 验 传 授 给 战 友

们 。 这 已 经 是 王 栋 林 第 4 次 担 任 此 类

专业集训的教练员。

记者走访发现，在该旅，许多像王

栋林一样的高级军士活跃在各个训练

场、工作室、修理间，成为“战位课堂”中

的关键角色。

该师领导告诉记者，部队的基础在

基层，基层的中坚在军士，高级军士更

是加快军事人员现代化、推动部队全面

建设的重要力量。近两年，他们着力筛

选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精湛的高级军

士成为专业集训“首席教练员”。

协调院校提供学习资料，组织人员

深入装备制造一线研究学习，邀请专家

前来授课……在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王

栋林成了新疆军区第一位考取火控系

统修理高级技师证的维修骨干，并且拥

有了以本人名字命名的“栋林工作室”。

“为人才发展扫清障碍，提供制度、

条件支持，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

的具体实践。”该师机关的李干事告诉记

者，随着《军士暂行条例》《军士职业发展

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制度的施

行，一张军士队伍人才培养的规划蓝图

正由顶层设计逐步向基层延伸落地。

在 王 栋 林 的 带 领 下 ，一 批 技 术 过

硬、有志从事基层科研的基层官兵焕发

出创新动能。工作室成立后，11 名工作

室成员相继拿到了相关专业的技师资

格证书，8 人先后荣立三等功。工作室

的研究范围也从最初的火控系统修理，

逐步拓展到火控系统运用、导弹修理等

7 个专业。

在该师，以拓宽高级军士使用路径

为基点，科学的制度导向营造出干事创

业、研战谋战的浓烈氛围。军士骨干对

自身成长路径更加清晰，高素质专业化

的新型军士人才队伍茁壮成长，为部队

战斗力建设增添源源不断的动力。

高级军士成为人才培养新生力量
■本报记者 彭冰洁

记者调查

对军队而言，军士队伍专业素质的

高低、打仗本领的强弱、发挥作用的好

坏，都会影响部队长远发展，甚至关系

到未来战争胜负。唯有通过培养模式

创新，才能激活军士群体矢志强军、扎

根基层、建功立业的内生动能，为强军

事业筑牢基石。

高级军士磨砺在部队、成长在一线，

任务经历丰富、专业技术过硬。选拔优

秀高级军士担任“兵教头”，是推行专长

化任教的有效途径。高级军士将演训场

积累的战术经验、装备操作中沉淀的技

术诀窍、特情处置时凝练的处置规程，通

过兵言兵语转化为系统化教学资源，让

训练创新成果转化为可复制的训练方

案，能有力推动部队人才培养蓬勃发展，

带动部队战斗力建设整体跃升。

创建“战位微课堂”“难题技术攻关

组”“高级军士工作室”等多类型基层实

践平台，依托高级军士的带教帮传催生

人才裂变，形成基层创新与能力生成的

闭环链路。瞄准“使用即培养”的机制

机理，将日常战备训练转化为人才培养

过程，让技术传承与战力生成在同频共

振中实现价值倍增。

强军伟业的宏图亟待军士尤其是

高级军士在基层战位的拔节成长。当

专长化任教打通经验传递的“最后一公

里”，当基层科创平台化作能力升级的

“转型枢纽”，当战位课堂成为知识生产

的“源头活水”，不断进阶的军士方阵，

将焕发出更为强劲的备战打仗动能。

激活内生动能 催生人才裂变
■黄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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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某师某团一级军士长王栋林（中）为战友示范电路焊接要领。 戴朋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