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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前不久，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通信参

谋业务集训考核，“准参谋”陈翔和新排

长文家骏默契配合，及时排除故障，在

规定时限内完成电子标图，取得小组第

一的好成绩，考核组对他们的表现给予

好评。

这次集训不仅涵盖参谋业务基础

技能，还聚焦多种通信业务，涉及要素

多、范围广。该团参谋长说，一些参加

集训的基层排长和预选参谋，因任职经

历不同，专业领域各有所长，在多要素

协同的任务实践中有时配合不佳，影响

任务进程，“陈翔和文家骏就有这么一

段典型经历”。

此前一次摸底考核，文家骏作为新

排长经历毕业联考不久，对于作战标图

等参谋基础技能掌握较好，成绩排名靠

前。而陈翔是从该团保送提干的战士

学员，对参谋基础技能知识掌握不深，

成绩不够理想。

但在机动通信专业岗位上，陈翔

实操经验丰富。一次训练，教练员组

织拟制多通信要素编组联训计划，陈

翔结合自身经历进行作业讲评，获得

了 教 练 员 肯 定 。 而 文 家 骏 由 于 实 操

经 验 较 少 ，不 熟 悉 业 务 处 置 流 程 ，作

业质量不高。

看到差距不足，文家骏和陈翔决心

尽快补足短板，在下次考核中一较高

下，于是都开始加班加点学习强能。

不久后的一次周考，集训学员要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编组联训，不仅要

绘制业务流程图，还需相互配合完成

业务引导对接。特点鲜明的两人受到

关注，教练员安排他俩成为同组队友。

可在考核中，他们缺乏配合，各自

为战，导致成绩垫底。

“ 执 行 任 务 讲 究 要 素 协 同 ，队 友

之间只有取长补短密切配合，才能完

成好任务。”复盘讲评时，教练员的话

让 两 人 都 低 下 了 头 ，“ 作 为 一 个 集 体

的队友，首先要统一思想、形成合力，

彼 此 取 长 补 短 ，这 样 才 能 共 同 进 步 ，

完成好任务。”

在教练员帮带下，他俩开始主动在

学习和训练中互帮互教。

“以往集训，参谋业务和通信业务

划分得很清楚。有官兵反馈，个别集训

干部在调整到参谋岗位后，对一些通信

要素仍然掌握不深，协同意识也不强。”

团作训股股长说，此次集训既要帮助年

轻干部补齐专业短板，也要让他们尽早

养成体系协同思维。

集训中，他们首先根据学员能力

水平进行分组，依据每周考核成绩评

估学员的长处短板，按照能力互补思

路，安排小组成员结成对子；结合学员

专业不同的实际，在组织通信专业训

练时，安排不同通信分队学员结成训

练“搭子”，引导他们在训练中熟悉彼

此专业、查找自身不足；定期组织优秀

学员授课，交流分享经验的同时锻炼

教学能力，受训结束回到连队能胜任

“小教员”……

从各自为战到结对帮带，从相互较

劲到相互配合。文家骏和陈翔的变化，

也同样发生在其他参训学员身上。

排长孙荣和新排长王军成是同一

所军校毕业的师兄弟，从摸底考核开始

两人就相互比拼，然而到了学习通信专

业内容时，王军成比起师兄总是差点火

候。一次，两人参与通信车组的通联考

核，王军成因为缺乏操作经验，始终无

法完成通联调测，眼看时间不多，孙荣

及时赶到排除故障，两人最终顺利通过

考核。

“ 一 个 简 单 的 竖 大 拇 指 点 赞 动

作 ，看 似 只 有 大 拇 指 突 出 ，实 则 离 不

开 另 外 四 根 指 头 的 协 调 配 合 。”考 核

结 束 ，孙 荣 告 诉 身 边 战 友 ，多 要 素 协

同配合也是如此，把自身本领练过硬

的 同 时 ，要 学 会 团 结 协 作 ，这 样 才 能

攥指成拳，形成合力。

该团领导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

将围绕多要素融合设置 20 余项考核内

容，结合岗位实际加强任务牵引，引导

学员在训练任务中找差距、补短板、强

协同，尽快提升岗位履职能力。

左上图：集训中，学员默契配合调测

通信装备。 李 航摄

新疆军区某团改进业务集训模式促进参谋互帮互学—

取长补短结对子 密切配合共提高
■郭佳骏 王敏哲 本报记者 杨明月

“短板效应”启示我们，木桶能盛

多少水，不是由最长的木板决定，而是

由最短的木板决定。无论是部队战斗

力的发挥，还是个人能力素质的进步，

都不能有明显短板。新疆军区某团改

进参谋业务集训模式，帮助年轻干部

查找并补齐能力短板，既有利于个人

成长进步，也利于部队战斗力提升。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

作战体系既可能出现“1+1>2”的合力

优势，也可能存在“100-1=0”的致命软

肋。作战体系中的每一个作战单元、

每一个作战要素，都是作战行动中不

可或缺的力量，一旦某一要素或单元

存在短板，就无法充分发挥作战体系

优势，甚至产生严重后果。各部队要

注重从“官之初”“兵之初”“训之初”就

帮助官兵提升思想认识、强化协同意

识、补足自身弱项，这样才能变短板为

长板，促量变为质变，加快部队体系作

战能力生成。

补 齐 短 板 出 战 斗 力
■张锋涛

短 评

“队长，我过几天就要参加岗位实

习了，担心自己干不好，能不能帮我支

支招。”一天中午，海军勤务学院某学员

队学员刘鑫杰走进队长许玉飞办公室，

向他“取经”。

以前谈心交心时，刘鑫杰不愿多说

话。现在看到他信任自己、主动倾诉心

声，许玉飞内心很是感慨：“走进学员心

里，原来并不难。”

此前有一次周六早饭后，许玉飞路

过学员队岗哨，见正在值班的刘鑫杰有

些不在状态，就随口问他：“吃过饭了

吗？”“没吃，晚点吃。”刘鑫杰支支吾吾，

眼睛里布满血丝。

这一幕让许队长有些疑惑，他立即

找骨干孙思瀚了解情况。

“最近岗哨人员紧张，有的学员可

能刚下营区夜岗，回来就要值学员队岗

哨。”孙思瀚这样说。

“可以让两班岗时间差较大的学员

暂时轮替一下，让小刘先回去休息。最

近安排值班要注意合理调配，避免类似

情况发生。”说罢，许玉飞回到宿舍拿了

些食品给刘鑫杰送去。

小刘没想到这点小事，队长居然这

么上心，不由心头一热。原本有些内向

的他，开始主动向队长吐露心声。

看到队长和学员坦诚交流的场景，

其他学员也放下顾虑，纷纷找许队长倾诉

心事：“马上面临毕业论文写作，压力好

大，您有啥好方法”“被教员批评了，心里

有些难受，该怎么重新赢得信任”……面

对提问，许玉飞总是认真倾听，结合实践

经历耐心解答，让大家很是暖心。

大队政委了解情况后，感言：“平时

发自内心的一句关心、不经意的一个举

动，就能走进学员内心。可见，知兵爱

兵并非取决于干了多大的事，而是取决

于是否走进兵中、温暖兵心。”

以这段经历为契机，该大队进一步

细化暖兵爱兵举措，定期组织学员之间、

学员与队干部间的谈心交心活动。要求

队干部经常到学员队转转，看看心理解压

室有没有人，问问淋浴间热水畅不畅，每

天工作结束后反思一下“带兵三问”——

今天和学员聊透了吗？学员的难处解决

了吗？关心关爱学员还有什么好办法？

这些举措实施后，学员们脸上的笑

容多了，学习进步也更明显了。

前段时间，第一次担任区队长的学

员王韵哲突然情绪低落，晚上熄灯后常

一个人在自习室发呆，体能训练成绩也

出现下滑。

一天深夜，学员队干部庞昌凯看到

小王还在读书，便上前聊起来。两人从

书中内容聊到日常生活，越聊越投机，

小王也慢慢敞开了心扉。

原来，小王担任区队长后遇到几个

工作难题，生怕工作出现纰漏，心理压

力较大，一时很难调整过来。

“遇到困难，如果你选择逃避，那么

困难就是永远迈不过去的大山。如果

你认真冷静反思，不断总结汲取教训，

你就会发现‘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觉

得这些问题可以这样解决……”针对小

王的顾虑，庞昌凯为他讲清区队长的职

责和义务，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

足，帮他找准努力方向。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会把每天

的工作计划写在本子上。”聊完，庞昌凯

送给小王一个笔记本，“你随身带着，碰

到问题、有了思考就记下来，便于每天

总结复盘。”

如今，这个小本被写得密密麻麻，

王 韵 哲 已 能 沉 稳 有 序 地 处 理 各 项 工

作。“我的成长进步离不开队干部的暖

心帮带，今后不论身处哪个战位，我都

要做一个能温暖身边战友、勇于担当奉

献的人。”王韵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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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内部关系 深化革命情谊

近日，武警重庆总队举办基层文艺骨干培训。图为文艺骨干进行才艺

展示。 王 肸摄

“只有不断适应各种实战场景，走出

训练‘舒适区’，才能练就过硬本领。”这

段时间，连队正在开展喷火专业训练，我

作为专业教练员，对战友们讲得最多的

就是这句话。

根据训练安排，我们最近每天进行

调制油料训练，这项任务看似简单，实

则极富挑战性。油料的配比受温度、气

压及发酵时间等多种因素影响，稍有不

慎便可能影响火焰质量，进而影响到目

标毁伤效能，因此必须不断摸索实践，

适应各种条件下的温压变化，找到最佳

配比。

每一次任务成功的背后，总是伴随

着艰辛与挑战。

此前一次执行训练任务时气温骤

降，给油料的调配带来很大挑战。由于

油料是按照往常训练的固定配比进行调

制的，并没有考虑到第二天温度大幅变

化情况，结果导致任务保障质效不高。

“战场环境瞬息万变，出现这种情

况，归根结底还是战场意识不强，准备工

作不扎实。”复盘时，我带领战友展开检

视反思：大家虽多次执行类似任务，但有

时过于依赖以往经验，训练中缺少实战

意识，未结合任务实际认真研究分析，忽

视了温度等各类要素变化，这才导致任

务失败。这也直接说明大家习惯处于练

兵“舒适区”，存在训练环境理想化、基础

训练简单化等问题。

结合反思，我决定总结一些经验方

法 供 大 家 参 考 ，避 免 类 似 问 题 再 次 发

生。

随后，我组织专业骨干进行研究，

带领大家对过去几年训练中总结的不

同温度和气压等条件下的处置方法进

行 梳 理 ，逐 渐 形 成 了 一 套 规 范 操 作 流

程。训练中，我要求每组负责人及时记

录新情况新变化，做好经验总结，提升

应对突发特情能力。

在 上 级 近 日 组 织 的 专 业 比 武 中 ，

面 对 复 杂 天 气 情 况 ，我 带 领 战 友 综 合

考虑各类要素，灵活处理突发情况，取

得了专业第一的好成绩。

“担心自己的专业被无人装备取代

吗？”训练之余，一名战友这样问我。

“不担心，我反而感到高兴。”我告诉

他，武器装备不能适应温压变化，就无法

发挥出最大效能；军人不能走出训练“舒

适区”，就无法适应未来战场。面对新装

备新挑战，我们要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

创造性，学习掌握好手中武器，探索出新

的战法训法，在瞬息万变的实战环境中

练强打赢本领。 （姚欣彤整理）

战场瞬息万变 备战随机应变
■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一级上士 吴世敏

“这是由花粉引起的过敏症状，建

议你先用淡盐水冲洗鼻腔，再去洗个

澡，然后口服抗组胺类药物，过一阵应

该就会好转……”近日，陆军某部某哨

所战士小杜因过敏导致身体不适，联勤

保障部队第 909 医院皮肤科专家通过

军用手机上的“掌上 120”软件平台，向

小杜提供应急治疗建议。

当天，小杜在巡逻途中穿过一片丛

林后突然浑身瘙痒，几处皮肤起了小水

疱，还一个劲打喷嚏。班长宋宁见状，

立即打开“掌上 120”拨通医院专家的

视频电话，帮小杜问诊。“哨所远离城

区，好在有‘掌上 120’，我们看病问诊

更加快速便捷。”宋班长感慨道。

据了解，该医院医疗保障体系部

队，有不少驻守在高山、海岛等偏远地

区，虽然医院常态化派出医疗队赴各部

队开展巡诊，但官兵遇到突发伤病时，

还是很难及时获得专家诊治指导。

着眼基层官兵实际需求，该院在定

期派专家上门巡诊、开通网络远程会诊

的 基 础 上 ，依 托 军 用 手 机 建 设“ 掌 上

120”移动应急平台，其中包括各个科室

医生的专业信息和通联方式，官兵一旦

有应急就医需求，可随时通过视频连线

面对面问诊。如需问诊其他细分专业

医生，可以由军人伤病员管理科协调对

接，遴选医生实施精细化诊治。这样一

来，基层官兵不出营门就能享受到优质

医疗服务。

为更好解决官兵用药问题，医院

经审批为偏远地区部队开设“前置药

房”，配齐各类常见病、突发性疾病救

治药品，还依托物流系统进行药物快

速投送，并通过“掌上 120”指导官兵合

理用药。

前不久，某哨所战士小吕在训练时

不慎被毒蚂蚁咬伤，身体多处红肿。医

院专家通过视频连线，详细询问症状，

对症指导用药，还通过物流给小吕送去

了辅助用药。“如今各类保障服务越来

越好，大家扎根边防、建功边防的信心

更足了。”小吕说。

偏远哨所有了“掌上120”
■刘永瑜 本报记者 孙兴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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