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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17 秒，完成课目！”3 月下旬，一

场小比武在第 77 集团军某旅火箭炮营

进行。随着计时员的报告声，官兵将目

光投向下连不久的新兵赖文杰。在某型

火炮操作这个高难度课目比拼中，赖文

杰脱颖而出，荣获季军。

晚点名时，值班员将赖文杰的照片

贴上训练“龙虎榜”。记者发现，还有多

名新兵光荣上榜。

“ 现 在 的 新 兵 不 容 小 觑 。 虽 然 他

们 下 连 时 间 不 长 ，但 不 少 人 成 长 为 某

一 岗 位 、某 项 任 务 的 骨 干 力 量 。”谈 及

新 兵 们 的 优 异 成 绩 ，该 营 金 营 长 欣 喜

地说，“以往我们将新兵下连后的头几

个 月 称 为‘ 第 二 适 应 期 ’，大 家 都 想 办

法帮助他们尽快胜任岗位。随着旅队

探 索 创 新‘ 前 置 训 练 — 纳 入 编 组 — 任

务 实 践 ’新 兵 训 练 模 式 ，如 今 ，这 一 周

期 大 幅 缩 短 ，‘ 第 二 适 应 期 ’成 为 新 兵

的‘拔节成长期’。”

下 连 没 多 久 ，新 兵 成 了
“神炮手”——

前置专业训练，跑步
进入战位

“所谓‘第二适应期’，不仅是新兵在

适应连队，连队其实也在适应新兵。”过

去，每逢新兵下连，某连吴连长都会感到

焦虑：老兵已经离队，新兵尚不具备相应

的专业能力，一些岗位出现缺位，部分课

目训练不顺利。

“ 这 时 候 ，我 们 常 常 感 到 分 身 乏

术 。”某 连 中 士 彭 凯 煜 坦 言 ，过 去 新 兵

下连，作为老兵，一边要手把手为新兵

教 学 ，一 边 还 要 接 手 新 兵 尚 不 能 担 负

的岗位职责。

下连后的一次训练，彭凯煜至今记

忆犹新。营里组织实装训练，班里剩下

的 6 名老兵，1 人休假，1 人在院校培训，1

人参加上级专业集训，他不得不“赶鸭子

上架”，作为炮手随班参训。由于下连没

几天，他对于专业知识、器材使用、装备

操 作 一 知 半 解 ，在 训 练 中 根 本 插 不 上

手。“老兵们忙得团团转，而我只能在一

旁干着急，心情就像是在火上烤。”彭凯

煜说。

无独有偶，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连队

同样出现。某连王指导员说：“我们炮兵

单位多人一门炮，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职

责分工，缺一不可。少任何一个环节，都

可能影响到战斗力生成。”

“不过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王指

导员话锋一转，他以最近一次训练为例，

对记者说，“从通信兵到计算兵，从炮手

到弹药手……刚下连的新兵们各司其

职，确保了训练顺利进行。”

“ 改 变 源 于 旅 队 前 置 训 练 课 目 的

探 索 。”彭 凯 煜 说 ，作 为 连 队 的 新 训 骨

干 ，他 和 多 名 老 兵 连 续 几 年 都 被 派 往

新 训 机 构 担 任 专 业 教 练 员 ，提 前 对 新

兵 开 展 营 属 武 器 使 用 、主 战 装 备 操 作

等 多 个 专 业 课 目 的 教 学 训 练 。 他 说 ：

“ 新 兵 们 在 新 训 机 构 提 前 接 受 专 业 课

目 辅 导 ，下 连 后 自 然 能 够 与 岗 位 实 现

‘无缝衔接’。”

对于组训模式的改变，该旅今年首

位登上训练“龙虎榜”的新兵赵永润直

言“获益匪浅”——在前置训练期间，他

被班长发现有担任炮手的潜力。于是，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一边完成新兵基

础训练，一边接受火炮专业理论学习、

模拟装备操作等课目辅导。就这样，在

新兵训练结业时，他已经基本掌握了某

型火炮专业知识。下连后没多久，他就

作为炮手参加实弹射击训练。在去年

年 终 考 核 中 ，他 凭 借 多 课 目 优 秀 的 成

绩，如愿被旅队评为“神炮手”，登上训

练“龙虎榜”。

“过去，从新兵成长为‘神炮手’，没

有一年半载绝对不行。”该旅领导说，这

些年，随着兵员素质提升，新兵的学习

能力增强，适时在新兵基础训练中前置

穿插专业课目，既有助于新兵下连后尽

快胜任岗位，也能稳步提升部队战斗力

水平。

新兵下连后的第一个月，
被定为“战备月”——

纳入行动编组，形成
“肌肉记忆”

深 夜 时 分 ，一 阵 急 促 的 警 报 声 打

破 营 区 的 宁 静 ，一 场 战 备 应 急 拉 动 训

练展开。

“应急出动信号！”判明警报声类别

后，新兵徐鑫锐立即起身穿衣、披挂装

具，火速奔向库房，与战友们协力完成作

战物资装载……几分钟后，他完成应急

出动准备，抵达预定集结地域。

“物资齐全、流程准确，做得好！”在

完成物资检查后，班长吴昭琨表扬了徐

鑫锐的训练表现。徐鑫锐笑着说：“班

长，我参加了这么多次编组训练，早就形

成‘肌肉记忆’了。”

“以往，连队通常采取以训代学的方

式，让新兵在训练中循序渐进掌握课目内

容。”紧接着，吴昭琨话锋一转，“然而前些

年一次训练，我所在连队新兵不熟悉战备

行动方案，险些影响任务进程。”

“新兵之‘新’，在于他们只初步掌

握了基础军事技能，想要走上战位，还

有许多内容需要学习掌握。”吴昭琨向

记者举例说，“以我们连队普通一兵为

例，这名战士下连后不仅要尽快学习炮

兵作战行动战术战法，还要掌握包括抗

洪抢险、抗震救灾等在内的 10 余套行动

编组方案。”

“这些年，部队执行任务更加频繁、

担负使命更加多样，及时将新兵纳入行

动编组已迫在眉睫！”这件事提醒该旅党

委，新兵下连只是起点，帮助他们快速进

入战位才是关键。

针 对 这 一 情 况 ，该 旅 将 新 兵 下 连

后 的 第 一 个 月 定 为“ 战 备 月 ”，集 中 组

织新兵学习战备方案、熟悉出动流程、

掌握器材使用等内容，并通过训练、拉

动 等 方 式 ，让 新 兵 第 一 时 间 融 入 各 类

作战编组。

作为连队步枪手，新兵蒋宇轩不仅

在作战编组中担负炮阵地警戒防卫任

务，同时也在应急救灾编组中担任工程

器械操作手。为此，在“战备月”中，他先

是被安排到警卫勤务连参加警戒专业集

训，随后又被派去某地方职业学校学习

挖掘器械操作。

此举带来的效果立竿见影。在学

成 归 队 后 不 久 ，旅 队 驻 地 周 边 某 县 发

生 地 震 。 所 幸 灾 情 影 响 不 大 ，该 旅 未

接 到 参 与 抗 震 救 灾 任 务 的 命 令 。 不

过，以此为契机，旅里组织了一场抗震

救 灾 应 急 比 武 。 比 武 现 场 ，蒋 宇 轩 操

作 工 程 器 械 和 战 友 们 同 台 竞 技 ，最 终

脱颖而出，以课目第三名的好成绩，登

上训练“龙虎榜”。

站在训练“龙虎榜”前回忆此事，蒋

宇轩深有感触地说：“不管是新兵还是老

兵，只要穿上这身军装，就要随时做好遂

行各项任务的准备。”

“新兵兼职岗”设立后，一大
批新兵毛遂自荐——

任务实践牵引，自信
走上前台

周 末 ，走 进 该 旅 某 营 俱 乐 部 ，一

堂 机 械 设 计 理 论 授 课 正 在 如 火 如 荼

进 行 。 毕 业 于 某 知 名 大 学 机 械 工 程

专 业 的 新 兵 陈 勇 ，作 为 教 练 员 站 在 讲

台 上 ，向 台 下 战 友 讲 授 相 关 专 业 知

识 。 台 下 ，官 兵 们 聚 精 会 神 地 听 课 、

做笔记。

陈勇能成为教练员，是因为有着过

硬的专业能力。他具备机械设计特长，

下连后不久就担任“训练器材技术革新

员”。陈勇不负众望，在随后 3 个月内

完成某型装备辅助连接杆设计，并凭借

这项小发明，一举将该型装备展开课目

训练时间大幅缩短，因此登上训练“龙

虎榜”。

“如今的新兵自我意识强，都希望

能尽快崭露头角，在连队发光发热。”谈

及陈勇“训练器材技术革新小组组长”

头衔的由来，该旅领导向记者介绍，“针

对这一特点，从下连伊始，我们就结合

新兵们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在营连

设置多个‘新兵兼职岗’，并赋予相应任

务职责，以此为他们搭建施展才能的舞

台。”

事情还要从去年初新兵下连讲起。

该旅人力资源科王干事说，旅里组织问

卷调查，询问新兵“下连后感到最不适应

的事情是什么”。本以为新兵大多会选

择“想家”“不适应高强度训练”，没想到，

超过半数新兵给出的答案是“在连队没

有存在感”。

某连新兵唐赞坦言：“如果怕离家、

怕吃苦，就不会选择当兵。相比在训练

场上流血流汗，更让我感到苦恼的，是连

队有时候把我们新兵当成‘透明人’。”他

在随后的座谈中举例说，一次连队组织

某新战法试训，得知消息后，他欣然报

名，没想到却被骨干以“担心新兵受伤”

为由拒绝。对此，唐赞有些苦恼：“我们

新兵不是‘娇弱花朵’，别总把我们关在

‘温室大棚’里。”

自“新兵兼职岗”设立后，一大批新

兵毛遂自荐走上前台。在该旅训练专

修室，入伍前曾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

的新兵樊一江，正领衔该旅软件开发小

组，对某系统进行升级；在游泳训练中

心，拥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资质的新兵赵

永润正带领补差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强训……

“当然，我们也不会让任何新兵掉

队。”该旅领导说，尽管新兵刘瑞没有什

么特长爱好，但他所在连队主官还是赋

予了他“兼职安全员”的职责。从参与连

队安全隐患排查，到列席安全形势分析

会，刘瑞干起工作来尽心尽责。不仅如

此，他在连队的表现也发生了转变，从起

初不善言谈的“闷葫芦”，变成了积极建

言献策的“点子王”。

“能够参与连队重要工作，让我感到

自己时刻‘被需要’。”谈及个人转变，刘

瑞深有感触地说，“在一次次任务牵引

下，我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

真正融入连队集体。”

“ 每 名 新 兵 都 是 部 队 建 设 的 主 人

翁。”该旅领导告诉记者，随着越来越多

的新兵在各自岗位上发挥聪明才干，旅

队新兵下连后对连队满意率达到 97%，

上一批满服役期的义务兵申请留队率超

过 90%。

第77集团军某旅探索创新新兵训练模式——

从“第二适应期”到“拔节成长期”
■张 军 陈俊旭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李佳豪

特别关注特别关注··聚焦新时代基层建设聚焦新时代基层建设

初春，巴蜀大地披上新绿，在第 77

集团军某旅营区内，一场新修订的军事

训练大纲课目示范展开。

“全班注意，开始吊装。”随着班指

挥 员 下 达 口 令 ，某 炮 班 成 员 立 即 奔 赴

战位。

此时，记者看到课目示范与以往不

同之处——这个炮班，从班指挥员到炮

手、再到吊装手，均由新兵担任。准备

器材、构设阵地、开展吊装……他们操

作娴熟流畅，某型火炮徐徐展开，炮口

直指云霄。

“报告，某型火箭炮弹药吊装课目

完 成 。”随 着 班 指 挥 员 的 声 音 传 来 ，穿

梭于各个战位的新兵们，迅速靠拢，昂

首挺立呈一字队形列队。

“这个炮班怎么都是新兵？”面对记

者的提问，该炮班所在营张教导员回答：

“其实，这不是一个建制班，而是由新兵

组成的临时炮班。”

谈及这个“新兵临时炮班”的来龙

去脉，张教导员说：“得知旅里要组织课

目示范，这几名刚下连不久的新兵个个

摩拳擦掌，主动找到我，申请担负相关

任务。”

“一方面，如今新兵多是大学生，知

识底子厚、能力素质强，来到部队后渴望

拥有展示才能的舞台，尽快崭露头角；另

一方面，随着这些年我们创新探索新兵

训练模式，新兵下连后，能够跑步进入战

位。”张教导员介绍说，“接到这几名新兵

的申请，营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将新修订

的军事训练大纲中相对简单的课目示范

交给他们。”

就 这 样 ，“ 新 兵 临 时 炮 班 ”应 运 而

生 ——得益于在新兵连时的专业课目

前置训练，几名新兵很快掌握了装备操

作要领。不仅如此，他们还发挥大学生

士兵知识储备丰富等优势，针对示范任

务绘制了详细的思维导图，将每个动作

间的衔接流程精确到秒，课目完成时限

大幅缩短。

“过去，大家总认为我们新兵下连

后 要 度 过‘ 第 二 适 应 期 ’，难 以 快 速 进

入情况、担起重担。然而事实证明，只

要 训 练 方 法 科 学 得 当 ，我 们 也 能 很 快

跑 步 进 入 战 位 。”走 下 课 目 示 范 训 练

场 ，刚 刚 担 任 班 指 挥 员 的 新 兵 唐 赞 打

比 方 说 ，“ 同 样 是 罗 汉 松 ，它 既 可 以 挺

立 山 巅 傲 然 风 雪 ，也 可 以 成 为 盆 栽 弱

不禁风，区别在于人们如何定义它、培

育它。”

“好一群拔节生长的‘罗汉松’！”看

到刚才“新兵临时炮班”行云流水般的操

作，记者禁不住称赞道。

当天晚点名，一场为“新兵临时炮

班 ”特 意 准 备 的 表 彰 仪 式 在 营 部 举

行。唐赞和其他几名新兵战友被评为

“ 新 兵 之 星 ”，他 们 的 脸 上 露 出 灿 烂 的

笑容。

“下次遇到大项任务，我们新兵争取

继续挑重担、打头阵。”唐赞自信地说。

“ 新 兵 临 时 炮 班”精 彩 亮 相
■蔡从润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新兵连时，我的性格内向又没有特

长，在同批新兵中存在感很低，自信心接

连受到打击。

下连后，连队为部分新兵设置了“新

兵兼职岗”。看着同批新兵毛遂自荐，纷

纷崭露头角，逐渐融入连队集体，我感到

很焦虑，担心错失成长进步的机会。

一次教育课上，

我因没有认真听讲被

值班员点名批评，顿

时站在队伍里不知所

措。指导员看出我的异样，课后找我谈

心。

我鼓足勇气对指导员说：“指导员，

我虽然没有特长，但也想为连队做点贡

献。”

了解情况后，指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我知道你想为集体争光，连队需要一

名‘兼职安全员’，你愿意试试吗？”

见我激动地点了点头，指导员讲述

了连队几名优秀骨干的成长经历。他们

在“兵之初”时和我一样有思想包袱，但

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越挫越勇，最

终实现自身价值。

“岗位虽小，但责任重大。”在指导员

的耐心开导下，我摆正心态、振作精神，

努力完成好组织赋予我的职责。

不久后，我列席参加了连队的安全

形势分析会，并以“兼职安全员”的身份

向连队党支部提交了安全隐患意见建

议。从战友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认

可。这一刻，我真正融入了连队集体。

（于瀚翔整理）

担任“安全员”，找到成就感
■刘 瑞

新闻样本

记者调查

“成功摧毁‘敌’火力点！”前年，还是

新兵的我，随部队赴大漠戈壁参加火炮

实弹射击训练。听到电台里传来观察所

火力毁伤评估结果后，我心里悬着的石

头终于落了地。

这次训练，不仅是我的军旅生涯首

次担任炮长，也是旅里第一次安排义务

兵担任炮长领衔实弹射击任务。走下训

练场，战友们纷纷为我点赞。

炮兵岗位专业性强，特别是“一炮

之长”，需要具备很好的指挥素养。以

往，一名新兵成长为炮长，至少需要两

三年时间。我之所以能这么快胜任岗

位 ，还 要 从 新 训 机 构 时 的 训 练 说 起 。

一次炮兵专业前置训练，连队一名老

炮长发现我对火炮操作有天赋，便将

我当成“种子选手”培养。从那以后，

我 白 天 与 战 友 们 在 训 练 场 上 摸 爬 滚

打，晚上向老炮长学习专业知识。新

兵训练结束后，我已经掌握了不少专

业知识。

下连后，作为炮手，我多次参加旅里

组织的实弹射击训练，成为同批战友中

参加训练任务最多、实弹射击经验最丰

富的新兵。

“小肖，下次实弹射击训练，你担

任炮长，有没有信心？”一次实弹射击

训练前，连长找到我征求意见。我坚

决受领任务，最终不负众望，带领炮班

打 出 了 好 成 绩 。

凭借优异表现，我

登上旅队训练“龙

虎榜”。

担任炮长，打出好成绩
■肖 铮

亲历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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