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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石桥下，小溪缓缓流淌；田野上，我

们班战士在焦急地搜寻着标记。

这天，连队组织识图用图考核。在

副班长带领下，我们顺利找到了前 6个点

位，却在搜寻第 7个点位时遇到了麻烦。

副班长用作业尺在地图上反复测量，

判定点位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然而，找

遍了所有地方，始终不见标记的踪影。

“杰章，你再去看看电线杆上有没

有，一定要仔细检查。”副班长不死心，再

次下达指令。

我快速跑向电线杆，围着看了好几

遍，上面除了“无人机打药”5 个字，没有

任何其他标记。

“真是奇怪，怎么找不到呢？”副班长

皱紧了眉头。他环顾四周，又低头重新

测量。算出来的坐标、地图上的点位与

对应的标识物都表明，我们找的地点没

有错，但标记好像蒸发了一样。

“会不会是连长‘骗’我们，压根就没

设这个点？”我沮丧地怀疑。

考核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还有 4

个点位没有找到，我们变得越来越焦急。

“先去找后面的点位吧，不能一直在

这里耗着。”这时，一旁的班长建议道。

考核前，班长主动提出让副班长带

队参加考核，目的是锻炼和检验我们的

识图用图水平。考核过程中，班长一直

跟在队伍后面，静静地观察。

尽管心有不甘，但副班长还是决定

前往下一个目标点。

后面的 3 个点位被我们顺利找到。

不过，越是这样，大家越难以释怀：明明

行进方向和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找不

到第 7 个点位呢？

没 有 时 间 多 想 ，我 们 赶 紧 冲 向 终

点。考核结束，用时比平时训练慢了一

个小时。

“把点位记录纸拿来。”没等情绪低

落的我们缓过神来，班长掏出笔，在空缺

的标记点后面，写下了“无人机打药”5

个字，“记得出发前，连长是怎么叮嘱大

家的吗？”

班长的话勾起了我们的回忆。考核

开始前，连长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当你确认自己的判断无误，并排除了所

有可能后，那么，最不可能的答案，往往

就是最终的真相。”

“发现电线杆上的字时，我以为你们

肯定能想起连长的叮嘱，判定其就是点

位标记，结果大家直接忽略了。”班长告

诉我们，在设置第 7 个点位时，连长看到

电线杆上写着“无人机打药”5 个字，于

是灵机一动，将其作为这个点位的标记。

以往，识图用图标记点位都是用固

定的字母或数字，所以这次考核，我们习

惯性地“按图索骥”，哪怕经过反复的计

算和测量，点位都指向了电线杆，大家也

没有觉得那 5 个字就是正确答案。

“借用电线杆上原有的字迹作为标

记，就是看看你们能不能跳出惯性思维，

善于观察和发现。”晚上复盘反思时，连

长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真实战场上，任

何东西都可以临时用来作标记，而大家

熟悉的数字或字母，在偏僻环境里出现，

往 往 显 得 很 突 兀 ，也 会 引 起 敌 人 的 注

意。这就需要我们因地制宜，随机应变。

很庆幸，能在“兵之初”就经历这样一

场打破常规的识图用图考核，它让我看到

了训练与实战的距离，也让我明确了自己

的努力方向——当一名能打仗的兵！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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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的专业训练，能不能让我跟

其他战友互换？我想尝试一下不同的

岗位……”前几天，上等兵小黄向我提

出申请，这让我既惊讶又欣慰。

在此之前，小黄特别听招呼，让他干

啥就干啥，很少袒露内心想法。不过，他

现在变了，工作训练依旧勤勤恳恳，但愿

意主动敞开心扉了。

其实，这段时间，像小黄一样发生改

变的战士还有不少。要说原因，我觉得很

大程度得益于连队开展的“对话”活动。

今年初，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各支

委深入班排宿舍与战士们面对面交流，

聊聊生活、训练、家庭情况，听听烦恼、牢

骚、意见建议，了解掌握大家的思想动

态，进一步密切内部关系。

产生这样的想法，源自我的一次受

挫经历。当时，连队承担了一项训练课

题攻关任务，我按照过往经验进行了人

员分工。然而组织阶段性总结时，我发

现官兵缺乏主动创新意识，只是按要求

执行，以至于进展不尽如人意。

后来，我陆续听到了一些抱怨：“任

务分工不切合实际”“有想法也反映不

上去”……

“大家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

呢？”一天体能训练间隙，我和中士冉密

周聊起了这件事。

冉密周平时和我接触较多，说话直

来直去：“每次布置任务都是您说我们

听，一种不用商量、不容置疑的口吻，大

家哪有机会开口啊？”

我心头一震，仔细想想情况确实如

此。随着任职时间变长、工作经验增多，

我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下决心、作决策越

来越不爱征求大家意见。慢慢地，官兵

们把真实想法隐藏在一句句“收到”“明

白”的回应里，不愿说出来。

此事过后，我决定转变工作方式，于

是萌生了开展“对话”活动的想法，同时

也想借此机会，引导官兵养成主动表达、

愿意分享的习惯。

万事开头难。那天，我来到某班宿舍

坐定，战士们面面相觑，没人开口。见状，

我率先发言：“上周，指出你们班内务问题

时，我说了过激的话。在此，向大家道歉。”

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诚意，列兵小

陈接着开了腔：“每次搞教育，都是你在

台上讲，我们在台下听，能不能让骨干们

站站‘C 位’？”

“你的提议很好！”我当即表扬了小

陈，“下一堂教育课就这么上。”现场气氛

慢慢活跃起来，其余战士也打开了“话匣

子”，告诉我不少真实情况。

后来，我走进其他班排“对话”，大家

明显放松了很多。而且，我发现，在日常

工作训练中，官兵们越来越愿意表达自己

的意见看法。下士黄鑫就是其中之一。

黄鑫是连队出了名的“闷葫芦”，无论

做什么都“随大流”，不议论、不评判，给人

的印象是“特别没主见”。这天，他突然提

出一个车辆维护保养的新方法，言之凿凿

地表示此法能够提高装备检修速度。

经过专业骨干研究论证，大家认为该

方法具有可行性，随即这个“金点子”在连

队试验推广。

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们总爱教育战

士“以连为家”，却在无形中忽视了官兵

的主体地位，老觉得自己事事处处“高人

一筹”，认为他们只要听令而行即可，导

致“主人翁”作用发挥不明显。这种现象

必须予以纠正。

“连队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经一事、

长一智，现在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更深刻

了：抓建一个连队，主官意志不能替代官

兵智慧，必须把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充分调动起来，人人当好“主人翁”，个

个善出“金点子”，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

（贺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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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野外驻训场，第 83 集团军某旅

某连干部石良玉就发现，移动式多功能

充电站已经配发到位，“去年还需打报

告申请，今年机关走在了我们前面。”

为 提 升 机 关 服 务 基 层 质 效 ，去 年

初，该旅依托强军网搭建了“铁拳小管

家”为兵服务平台。投入运行后，该平

台畅通了民主渠道，官兵反映问题较以

往方便了不少，但基层对机关工作的满

意度却不见改观。究其原因，从某营一

级上士李啸博的一番话可见一斑：“个

别机关人员缺乏主动服务意识，工作效

率不高，影响了基层官兵的获得感。”

“不能在办公室里坐等官兵登门求

助，而要经常深入一线提供上门服务。”

该旅领导认为，当前练兵备战任务日益

繁重，以往的服务基层机制和模式已不

能满足现实需要，机关必须主动对接基

层需求，靠前服务。

为 此 ，该 旅 设 立“ 基 层 工 作 日 ”制

度，每周三由部门领导带队下沉一线，

通过举办“帐篷夜话”“战位恳谈”等活

动，听取官兵呼声；构建“需求预判”模

型 ，依 据 训 练 阶 段 转 换 、重 大 任 务 节

点 ，提 前 调 配 预 置 物 资 ，确 保 及 时 供

应；实行首接负责制，避免事务办理推

诿拖延。

莫等“基层呼”，善下“及时雨”。这

次野外驻训前，作战训练科组织维修人

员提前进驻车炮场，对装备进行全方位

检修；军需营房科根据驻训地天气和环

境，提前配发防蛇虫药品、防潮垫等物

资……对于机关的改变，某营潘营长给

出好评：“如今在驻训场，无论生活物资

供给还是训练设施维护，机关都能提前

筹划、保障到位，我们可以将更多时间

和精力投入到训练中。”

“以往是下基层收集形成‘问题清

单’，如今是带着‘服务清单’下基层解

难帮困。”谈起转变工作作风，该旅人力

资源科柏科长体会深刻。

上 个 月 初 ，柏 科 长 带 领 机 关 宣 讲

队 来 到 某 连 ，现 场 解 答 官 兵 关 心 关 注

的 政 策 问 题 。 当 时 ，战 士 纪 强 正 与 家

人 商 量 买 房 ，但 对 住 房 公 积 金 使 用 和

住房补贴申请有关规定知之甚少。宣

讲队的到来，不仅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还 送 给 他 和 战 友 人 手 一 本《为 兵 服 务

手册》，内容涉及上百个与官兵切身利

益相关的事项。

“想基层之所想，急基层之所急，努

力把工作做在基层前面。”该旅领导介

绍，目前他们正着手绘制“为兵服务动

态图”，以便实时掌握各业务科室工作

进度，推动机关服务基层工作提高到一

个新的水平。

第 83 集团军某旅机关改进工作作风—

莫等“基层呼” 善下“及时雨”
■刘 扬 宋俊廷

带兵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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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区，几名新兵神情专注

地翻看教材；装备操作区，两名战士在

推演作业流程；模拟训练区，一名专业

骨干临机处置险情特情……

夜幕降临，走进武警重庆总队某

支队训练场，只见由迷彩集装箱搭建

的防化专修室内灯火通明、人头攒动，

防化中队班长郭裕文正在组织补差强

训。“依托专修室组织专业训练，再也

不用‘一人练、多人看’了，训练质效大

幅提升。”他告诉笔者。

去年初，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军基

础训练现场会精神，该支队整合训练

资源，建成了 12 个训练专修室。作为

防化专业骨干，郭裕文全程参与了防

化专修室的设计建造，并牵头编写了

某新型装备操作手册。

然 而 ，谁 能 想 到 ，如 今 这 些 备 受

青 睐 的 练 兵 场 ，刚 建 成 时 曾 一 度“跑

偏走样”。

郭裕文至今记得，防化专修室投

入 使 用 后 ，这 本 手 册 被 束 之 高 阁 ，某

中队训练时仍按老方法操作，导致某

部件一周报修 3 次。其他训练专修室

也 问 题 不 断 ：有 的 训 练 结 束 后 ，将 本

应共同使用的设备锁了起来；有的训

练随意“拖堂”，影响了兄弟单位的正

常训练；有的干脆把专修室当成了会

议室……

“ 归 根 到 底 ，是 对 训 练 专 修 室 的

作用认识不到位。”为此，支队党委机

关 组 织 开 展“专 修 室 怎 么 用 ，战 斗 力

怎 么 建 ”大 讨 论 ，与 官 兵 一 道 展 开 难

题会诊。

共同课目训练，教练员怎么调配，

避免与室外场地训练“抢人头”？不同

专业训练，专修室如何“排班”，做到各

单位训练进度“不撞车”？

“一定要把训练专修室打造成战

斗 力 的 孵 化 器 ！”支 队 党 委 态 度 鲜

明 。 从 廓 清 模 糊 认 识 到 更 新 训 练 观

念，从搭建经验交流平台到促进集约

共享，从健全运行机制到强化效果评

估 ，群 策 群 力 中 ，一 个 个 旨 在 扭 转

“ 重 建 轻 管 ”局 面 的 务 实 举 措 ，同 步

出台。

改变，随之发生。

12 个训练专修室有了集中“公物

仓”，训练器材、教材教案等统一存放，

随用随取；实行教学团队负责制，各分

队训练时只需前往相应的专修室，先

来一步的首席教练员和助理员全程悉

心指导；各专修室按专业划分不同功

能区，实现“一地多用”、分层施训，既

减少了转场奔波之苦，又能有效避免

“大呼隆”“一锅煮”……

“斗室”空间，作用不小。随着专

修室的使用步入正轨、融入日常，官兵

们渐渐尝到了集约高效带来的甜头。

“8环！3点钟方向，向左修正……”

在轻武器射击专修室，笔者看到某中

队 狙 击 技 师 杨 瑞 军 正 紧 盯 显 示 屏 上

的数据，指导上等兵黄梓炀改进射击

动作。

在实弹射击中，黄梓炀经常出现

猛 扣 扳 机 、空 压 过 快 等 问 题 ，导 致 成

绩 一 直 不 理 想 。 杨 瑞 军 借 助 模 拟 射

击训练系统，精准捕捉黄梓炀每一个

动作的细微偏差，有针对性地给出调

整意见。

“ 神 射 手 都 是 用 子 弹‘ 喂 ’出 来

的。有了这个专修室，大家可以放开

了 打 ，还 能 直 观 修 正 和 检 验 射 击 误

差。”杨瑞军说，仅今年第一季度，他就

依托轻武器射击专修室带出了 10 多个

徒弟。

前不久，该支队受领一项合成训

练任务，官兵们纷纷扎进各专修室展

开研训谋战。此时的训练专修室，更

像是一座座微型实战演兵场。

某 中 队 下 士 朱 强 运 用 座 舱 式 模

拟 驾 驶 器 ，构 建 复 杂 行 车 环 境 ，反 复

锤炼驾驶技能；侦察分队官兵综合利

用电子沙盘、VR 技术模拟各种突发

险 情 ，提 升 应 急 应 战 能 力 ；作 训 科 参

谋熊浩认真梳理各单位的训练数据，

筹 划 行 军 梯 队 配 置 和 分 队 编 组 ……

一 个 月 后 ，该 支 队 官 兵 重 装 出 击 ，快

速 机 动 至 某 陌 生 地 域 ，密 切 协 同 、见

招拆招，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上级高度

评价。

结束任务，返回营区，很多官兵感

慨：从曾经的“不爱用”，到如今的“离

不开”，训练专修室已成为助推支队战

斗力提升的新引擎。

最近，一批信息化设备运抵该支

队。支队领导研究决定，训练专修室

优先使用。可以想见，“斗室练兵”又

将上演新的精彩。

左上图：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官

兵在驾驶专修室开展模拟训练。

李 哲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推动基础训练转型升级，各基层部队纷纷建起了训练专修室。

如何让训练专修室发挥出最大效益？请看来自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的报道——

从“斗室练兵”看训练管理
■石 路 侯俊杰 曹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