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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望 镜

亲历者说

对于一个新组建的单位来说，如何

通过自主抓建快速提升战斗力？

很多一线带兵人都有自己的思路举

措。但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某保障队干

部魏天宇的回答，有些出乎意料：“用好军

事职业教育平台！”

5年前，一纸命令，魏天宇打起背囊，

来到该保障队任职。从组织干事到军事

主官，还没来得及体验身份转变带来的新

鲜感，他就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当时，这

个保障队调整组建不久，官兵来自不同单

位，所学专业五花八门，从事过舰船装备

维修保障相关工作的更是屈指可数。

新单位、新任务，人才少、教材缺，如

何让官兵尽快掌握专业技能，推动单位全

面建设尽快步入正轨？摆在魏天宇等队

干部面前的，是一道颇为棘手的难题。

如今，这个几乎从零起步的保障队，

不仅已经具备装备维修保障能力，完成多

项重要保障任务，还取得了攻关修理项目

破百、年度自修工程破百的好成绩。

短短几年，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

“为加快人才培养，早日形成战斗

力，我们尝试了很多办法，走过不少弯

路。”有一件事，让魏天宇至今记忆深刻。

一天，听说厂家技术人员将要上舰

维修某型装备，队干部立即请示上级同

意，带领官兵前往现地跟学。

然而，观摩厂家技术人员娴熟而复

杂的操作后，一些官兵直呼：“这活儿咱干

不了！”这让魏天宇意识到，掌握装备维修

保障方法，必须先从学习理论入手打牢专

业基础，没有捷径可走。

其实，在保障队成立之初，上级考虑

到人才短缺的实际，按照通常做法，选派

一批军士到军队院校、装备厂家学习培

训，并利用军舰检修等时机，邀请厂家技

术人员给保障队官兵授课。

“等着上级安排送学、依靠厂家来队

培训，远水解不了近渴。”保障队党支部一

班人分析认为，必须想方设法缩短官兵专

业能力生成周期。随着讨论的深入，他们

达成共识：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

充分依靠自身力量攻坚克难。

然而，武器装备资料晦涩难懂，官兵

们学起来非常吃力。一天，魏天宇发现，

一些军队院校在全军军事职业教育平台

上传的理论课程与保障队专业密切相关，

而且讲得深入浅出，就像为他们量身定制

的一样。

从此，该保障队与军事职业教育平

台结下不解之缘，大家一有空闲，就登

录平台下载相关课程，展开系统的理论

学习。

有了专业知识“打底”，官兵们很快

进入实操阶段。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

来：缺少实装操作分解教学视频。他们第

一时间想到了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于是赶

紧上线搜索，结果一无所获。

“发动官兵自己拍摄。”这时，魏天

宇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党支部经

过研究讨论，认为此法可行。于是，他

们利用随舰出海、跟学跟训等时机，将

厂家技术人员的维修排障过程录制下

来，再根据现实需要进行模仿复刻，剪

辑成微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魏天宇告

诉笔者，这些微课解了他们的燃眉之

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官兵们找到了

很多关于训练和保障难题的破解之法。

据统计，从 2022年起的 3年时间里，

该保障队已经录制了75节涉及舰船装备

维修排障的微课。这些微课，除了供官兵

平时学习训练使用，还被他们上传到军

事职业教育平台。“其中有 65节微课通过

了各级审核，全军官兵都能看到。”魏天宇

言语间带着几分自豪。

“自给自足尚且不易，为何还要主动

分享？”笔者不禁追问。

“微课上传到平台后，要经过层层审

核把关，这样就可以借助‘外脑’检验官兵

摸索的教学内容和操作方法是否正确。

如果闭门造车，有些错误可能永远不会被

发现。”魏天宇解释道。

当然，除此之外，魏天宇还有另外的

考量，希望借此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保障

队这些年一直受益于全军官兵的智慧，是

时候‘投桃报李’了。如果每个单位都这

么想，军事职业教育平台就会不断发展壮

大，大家也将因此获益更多。”

登录该保障队军事职业教育平台管

理后台，一组数字跃然眼前——65节微

课，5000 余人次观看学习，千余条互动

评论……魏天宇说，只要能给广大战友

提供一些帮助，他们这么做就是值得的。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5年来，这个

保障队从军事职业教育平台的海洋里源

源不断地汲取知识养料，蹚出了一条有助

于官兵快速成长、部队战斗力加速提升的

新路子。

上图：某保障队官兵正在录制微课。

于冬智摄

从“下载学习”到“上传分享”
—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某保障队使用全军军事职业教育平台的一段经历

■岳腾远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垣镔 付 康

新疆军区某

部组织官兵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体

活动，增加彼此

了解、增进战友

情谊。图为近日

训练结束后，某

连“钢刀弦乐”兴

趣小组成员在弹

唱歌曲。

何王炎摄

前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

到新兵小王和小李在一起讨论营区电

路优化升级的事。他们认为，电路规划

设计图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调整。

这件事的起因是，连队接到通知，

要对营区电路进行优化升级。考虑到

小王和小李读大学时学的是电气工程

专业，我安排二人协助班长杨显林完成

此项任务。

我原以为，两个人准备找杨显林沟

通如何修改设计图，然而，他们接下来

的对话，出乎了我的意料。

“瞎琢磨啥呢！杨班长这么设计肯

定有他的道理。咱们只需要把他分配

的 工 作 完 成 好 就 可 以 了 ！”新 兵 小 王

说。听罢，小李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确实，专业方面还是得听杨班长的。”

其实，不怪两位新兵如此信任杨显

林。杨显林是连队专业骨干、技术能

手，多次在重要任务中负责保障工作，

从未掉过链子。在很多年轻官兵心中，

杨显林就是专家，遇到技术上的难题，

大家都会向他请教。

“既然发现了问题，就应该告诉杨

班长。”见两个人“达成共识”准备就这

样算了，我忍不住插话，“金无足赤，人

无完人。年轻同志要勇于较真，不要怕

说错话，也不用担心得罪人。我相信杨

班长会很欢迎你们质疑。”

听我这么一说，两名新兵意识到了

自己的问题，表示马上去找杨显林沟

通。果不其然，杨显林认真倾听他们的

想法后，欣然接受了优化建议。最终，

在三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连圆满完成

了营区电路优化升级。

“有意见，尽管提。”连务会上，班长

骨干就这件事交流看法，大家意见一

致：工作任务中，不能盲目迷信“权威”，

应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要引导官兵

强化主人翁意识，遇到矛盾问题不能

“绕着走”；浓厚民主氛围，对年轻同志

反映的意见建议，对的要听取，错的要

及时纠正。总之，要保护好他们关心连

队建设、参与连队建设的热情动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有意见，尽

管提”逐渐成为官兵共识，彼此之间“咬

耳扯袖”不时出现，大家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连队全面建设呈现新面貌。

“有意见，尽管提”
■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某连干部 林雄伟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开展基础课目训练，提高官兵遂行多样化

任务能力。图为野外攀登。 本报特约通讯员 果志远摄

武警江西总队某中队训练场，一场

个人全能训练正在进行，一级上士邹安

林背着装备快速奔袭。

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接连完成武装

越野、多种武器射击、特种驾驶等 13 个

课目，邹安林只想快点、再快点。

突然，邹安林腹部传来一阵疼痛，

紧接着呼吸变得急促，身上冒出冷汗，

脚步不由自主慢了下来。此时，已接近

终点，虽然紧握步枪的手不住地颤抖，

他还是咬牙坚持，不想放弃。

直到完成所有课目，邹安林才瘫倒在

地。经过军医检查，他的胃出现了痉挛。

“又不是比武，有必要这么拼吗？”待

邹安林身体有所恢复，一些战友不解地

问。邹安林只是憨憨一笑：“不拼，怎么能

突破自我？哪怕只能快一秒，也值了！”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老邹一直是

‘拼命三郎’，他已经拼习惯了。”虽然来

到该中队任职只有一年时间，干部王熙

权对邹安林早就有所耳闻，“不断挑战

自身极限，正是他的追求。”

入伍之初，邹安林身体素质和现在

根本没法儿比——即使拼尽全力，各课

目成绩依旧“吊车尾”。不过，他从未萌

生过放弃的念头，心里只想着“再努力

一点，尽快追赶上来”。周末清晨，战友

们还在安睡，他已在跑道上挥汗如雨；

业余时间，有的战友选择休息，他直奔

训练场加练……时间一长，战友们发

现，曾经训练成绩一直垫底的邹安林，

逐渐跻身中队前列，后来稳居第一。

从那以后，邹安林表现越来越优

异，多次荣获总队“特战全能精兵”“魔

鬼周极限训练勇士”等称号，荣立二等

功 1 次、三等功 3 次。

在一些战友看来，捧回这些荣誉，算

得上“功成名就”，邹安林可以“松口气，

歇一歇”了。然而，哪怕再平常的训练和

比武，邹安林都没有任何松懈，因为他不

想放过每一次跟自己较劲的机会。

一次备战群众性练兵比武，为了让

某课目成绩再好一些，邹安林每天自我

加练——背着装有哑铃的背包吊单杠，

只为增强上肢力量；反复练习过障技能，

只为更好掌控节奏……最终的比武中，

邹安林虽然只收获了银牌，但用时比个

人最好成绩快了几秒，再次突破了自我。

有人问邹安林：“这些年收获了很

多成绩和荣誉，有什么秘诀吗？”邹安林

想了想，回答：“如果非要说秘诀，就一

个字——拼！唯有去拼，才能不断突破

极限，成就更强大的自己。”

一句话颁奖辞：拼，只为再快一秒；

拼，才能超越自我。人生能有几回搏？

每一名官兵都要有这种拼劲。

成
功
秘
诀
就
是
﹃
拼
﹄

■
朱
安
龙

营连日志

小 咖 秀

前段时间，有人问我：录制微课难

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难！”无论学

懂理论知识、摸索维修方法，还是打磨

脚本、组织拍摄，与上级和评审组反复

沟通，可以说，每个环节都不容易。不

过再难，我们也要坚持做下去。

有句话叫“做难事必有所得”。这

些年，受教于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上的微

课，保障队全面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

连续多年被上级评为装备保障先进单

位和军事训练先进单位。更令我们欣

喜的是，在不断学习和探索过程中，参

与录制微课的战士陆续成长为专业能

手、技术骨干。而这些微课，也成为一

批批新兵开展专业学习的实用教材。

前人多栽树，后人好乘凉。最初萌

生制作微课想法时，我们一方面是迫于现

实需求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为

“后来人”铺路搭桥，为推动单位全面建设

和人才培养工作积攒一些教学资源。

有一次，在基层建设经验交流会

上，我发现，专业教学资源不足、骨干力

量缺乏，几乎是我们同类型部队普遍面

临的问题。自己淋过雨，就想为他人撑

把伞。我主动分享了录制微课的经验

做法，建议大家用好全军军事职业教育

平台上的资源，结合本单位实际进行消

化吸收。只要坚持做下去，就一定能收

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诚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军事职

业教育平台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

我想说的是，从实际情况看，一些单位

对其重要作用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更别

提如何“借智借力”了。

举两个例子。我们保障队上传过

不少微课，引起一些兄弟单位主官的关

注。他们反映，从基础理论讲解到装备

实操演示，这些微课基本涵盖了所有专

业内容，让官兵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

质教学资源，真是太方便、太高效了。

去年，有一位舰长打来感谢电话，让

我们高兴了很久。原来，在一次出航前，

该舰负责维修工作的官兵登录军事职业

教育平台，通过观看我们录制的微课，解

开了很多装备维护保养方面的困惑。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个平台，

我们这么小的一个保障队，是很难对兄

弟部队作出这样的贡献的。

其实这两年，在加强装备维修保障

能力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如何

推动微课更好地“走出去”，让涓涓细流

汇成“共享之海”，让更多战友受益？为

此，保障队定下一个目标：把目前遇到

的所有典型故障及其检测排除方法拍

成视频教范，连同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工

具箱，提供给各舰艇，进一步提升装备

保障工作质效。

这个目标不算小，实现起来也有一

定的难度。但官兵们说，既然是认准的

事，就努力干出一番成绩来。

自己淋过雨，就想为他人撑把伞
■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某保障队干部 魏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