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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1日

军媒视窗

4月 18日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一

季度专业训练考核拉开帷幕。伴随一

阵急促的警铃声，某雷达站操纵班班

长杨天赐带领班组成员快速奔向战

位，对指定空域展开搜索。

作为该站的训练尖子，杨天赐的

专业技术、心理素质都比较过硬，但是

面对考核，他心里还是有点忐忑。

指挥室内，数条指令连续下达。

方舱内，荧屏闪烁，键盘声不绝于耳。

“雷达遭受干扰！”面对特情，他们屏气

凝神，采取多种手段灵活应对。然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通信线路中断”

“ 发 现 不 明 信 号 回 波 ”“ 飞 机 高 度 异

常”……面对考核组的频频发难，各战

位官兵沉着冷静，紧密协同配合，在短

短几分钟内完成数十项操作。直到听

到考官报出“成绩优秀”，杨天赐才长

舒一口气。

其实，在这次考核中，不少训练尖

子心里都有些没底。笔者了解到，以

往该旅组织专业训练考核，往往会提

前划定范围。官兵认真准备后，处理

起来常常得心应手。针对个别同志经

常在考核中得高分，但值班时存在临

机处置能力偏弱的问题，该旅在考核

中不再提前下发“题库”，而是根据部

队战训任务中暴露的短板弱项，有针

对性地设置险难课目。

考核“含战量”提升了，收获也更

多了。以往考核中，某雷达站一级上

士赵亚涛非常重视研究“题库”，开展

针对性训练，常常能取得较好成绩。

在上一轮考核中，赵亚涛和班组

成 员 进 入 战 位 后 ，按 照 抽 取 的 模 拟

想 定 ，很 快 完 成 操 作 。 正 当 他 以 为

考 核 即 将 结 束 时 ，几 个 陌 生“ 敌 情 ”

突 然 接 连 出 现 ，让 他 和 战 友 们 一 时

乱了阵脚。

看着勉强及格的成绩，赵亚涛深

受 触 动 ，考 核 后 抓 紧 复 盘 检 讨 。 随

后，他围绕现实保障中可能出现的情

况，特别是那些之前“题库”里没有的

特情，扎实开展预想预判和针对性强

训，将一些动作练成了“肌肉记忆”。

本次考核中，赵亚涛和班组成员面对

陌生特情，见招拆招，取得了“优秀”

的成绩。

据了解，在新的考核模式下，该旅

各专业的成绩较往年有所下降，但是

整体处置能力得到提升。赵亚涛说：

“平时多在紧贴实战的危局险局中练

实招、闯新路，战时才能更好地应对各

种特情。”

东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提升考核“含战量”—

短板弱项成为“必考题”
■贾胤昌 黄俊鹏 吕 强

无 人 机 穿 梭 林 间 ，操 作 手 对 照

“战场情报处理能力清单”实现目标

分类回传；工程爆破手按照“复杂雷

场通路开辟能力图谱”精准破障……

仲春时节，笔者在陆军某旅组织的多

兵种协同演训现场看到，该旅将多项

作战能力指标嵌入演练流程，各作战

单元能力达标率随着战场态势动态

更新。

“红色标注的是亟待突破的瓶颈

短板，蓝色标注代表已达标项。”该旅

作训科李参谋拿着有红蓝标识的“能

力达标清单”介绍，这份清单源于上次

跨区演习的复盘。当时，该旅在实兵

对抗中暴露出“指挥员战术灵活但装

备应用生疏”“年轻驾驶员基础扎实但

战场应变不足”等问题。

“短板制约强项，迟滞战斗力生

成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年 初 他 们 对 照

担 负 任 务 和 新 修 订 大 纲 ，系 统 分 析

近 3 年 演 训 数 据 ，对 照 新 的 作 战 能

力 ，逐 个 专 业 规 划 战 斗 力 提 升 路 线

图，并明确完成时限；党委常委分片

包 干 深 入 基 层 调 研 ，梳 理 形 成 涵 盖

全专业全岗位的“能力达标清单”，将

战斗力分解为可量化、可检验的达标

清单。该清单按照大纲标准区分不

同群体，遵循“因人施训、分类组训、

分级细训”原则，为官兵划分战技术、

军 事 体 育 、专 业 课 目 等 方 面 训 练 目

标，针对性开展专攻精练，以“过关”

方式实现能力进阶。

在 该 旅 战 术 训 练 场 ，“ 能 力 达

标 、逐 人 过 关 ”的 练 兵 场 景 随 处 可

见。面对“步坦混合雷场”“无人机袭

扰”等特情，下连不久的新兵吴林洋

随机处置。“根据‘能力达标清单’，连

队为我加强了特情处置训练。”吴林

洋 表 示 ，这 种 方 式 让 他 在 查 漏 补 缺

中加速成长。

“达标线不是终点线，而是转型起

跑线。”该旅领导介绍，通过“指标牵

引、清单组训、体系淬火”的训练模式，

部队正加速实现从“能力达标”向“战

力跃升”跨越。下一步，他们将结合训

练实际，持续完善官兵“能力达标清

单”，整合优质资源，完善配套措施，不

断提升部队战斗力水平。

陆军某旅以能力达标促战斗力提升—

瓶颈问题列入“过关项”
■尹贻浩 贾豪天

近日，第 72 集团军某旅邀请驻地学校师生走进军营，参观武器装备，观摩

部队训练，感受军营文化。图为官兵向学生们介绍军兵种知识。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摄

谢顾问：

您 好 ！ 我 是 武 警 某 部 的 一 名 列

兵。入伍以来，我发现警士人数占中队

总人数近一半。由于他们专业精、能力

强，每次有任务时，班排长大都会指派

警士带队或挑大梁，经验少的义务兵只

需要听指挥、跟着干。身边不少同龄战

友因此流露出“义务兵在中队‘存在感’

不高”的想法。我希望以后能在部队长

期发展，又担心缺少锻炼成长、展现自

我的机会和平台，请问我该怎么办？

武警某部列兵 小 孙

小孙战友：

你 好 ！ 我 是 武 警 部 队 的 一 名 排

长。据我了解，一些年轻战友抱有和你

一样的想法，认为义务兵难以在基层中

队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基层一线带兵

人，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引导义务兵

在日常学习训练中尽快提升能力素质，

发挥更大作用。

首先，我要为你上进的态度点赞。

你入伍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有了长远

规 划 ，也 想 在 精 武 强 能 中 尽 快 成 长 起

来。想在部队长期发展，这种积极进取

的心态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部队的基础在基层，基层的基础在

士兵。义务兵是基层的新鲜血液，是部

队 的 基 础 力 量 ，是 警 士 补 充 的 主 要 来

源 ，同 时 也 是 部 队 警 官 补 充 的 重 要 渠

道，为军队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储

备。所以，义务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日常工作中，班长可能考虑到任务完成

的时效和质量，比较倚重有经验、能力

强的警士骨干，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忽视

你们的成长进步。

不可否认，近年来，随着部队使命

任务拓展，人才需求不断扩大，武警部

队的警士队伍占比越来越大。但警士

是从义务兵成长起来的，只有在义务兵

时期努力在思想、素养、能力等建设上

投 入 时 间 和 精 力 ，把 应 训 的 课 目 训 扎

实、把成长的步子踩坚实，才能打牢基

础、厚积底气，为之后的技能训练以及

担负重大任务做好准备。就像许多年

轻战友都憧憬成为特战队员或狙击手，

殊 不 知 ，特 战 队 员 一 击 制 胜 的 过 人 硬

功，是一次次摸爬滚打中苦练一招一式

“刀削斧凿”出来的；狙击手一枪毙敌的

“高光时刻”，背后是针线穿大米、枪口

端 弹 壳 等 大 量 枯 燥 而 艰 苦 的 基 础 训

练。正是日复一日地坚持刻苦训练，他

们才能一次次挑战自我、战胜自我、提

升自我，最终有所收获。

据我了解，很多基层中队都为年轻

战士量身定制“成长路线图”，并采取以

老带新、结对帮教的方式，帮助他们找

准短板弱项、明晰努力方向，在精准施

训中快速提升能力素质。我所在的中

队，不少年轻战士还为自己制定了小目

标，比如一有空闲就加练一两组单杠、

每次跑完 3000 米再多冲几圈、晚上睡觉

前加练“三个一百”……为的就是“今天

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一步步夯实

体技能基础。

部队是个大家庭，战斗力建设离不

开每名官兵的辛勤付出，每名官兵都有

自己的成长路径和舞台。作为带兵人，

我们有责任为年轻战士成长成才创造

机会、搭建平台，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如今，具备专业特长的年轻战士越

来越多，基层单位也想办法最大限度释

放人才效能，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的机会和平台。如果你有相关的专业

特长或者能力兴趣，可以在实践中找到

用武之地。我所在中队就有列兵担任

军事体能教练员，在强军故事会、士兵

大讲堂、教育微课堂等活动中，也有不

少义务兵登讲台、唱主角，参与教育的

同时还接受了锻炼。

其实，如果你细心观察，会发现中

队里还有不少可以发光发热的岗位和

平台，比如“五小工”、图书管理员……

这些岗位看似不起眼，其实必不可少，

发 挥 着 很 大 作 用 。 我 所 在 中 队 的“五

小工”队伍由上等兵陈泽楠负责，他经

常 利 用 课 余 和 休 息 时 间 ，忙 碌 在 营 产

营 具 维 修 保 障 一 线 ，为 中 队 节 省 了 不

少维修费用。刚当“五小工”时，陈泽

楠 也 不 熟 悉 营 产 营 具 的 维 修 方 法 ，但

他虚心请教、敢于实践，渐渐可以独当

一面。上等兵耿春林在我们中队负责

快递收发工作，因为工作细致认真、服

务周到贴心，去年他被评为“四有”优

秀士兵。

军营是个大舞台，只要发奋努力，每

个人都能找到实现梦想的机遇，义务兵

也能挑起大梁。小孙战友，希望你能够

找到奋斗目标，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

发热，在中队发挥更大的作用。

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某中队排

长 朱安龙

（本报特约记者曹先训、特约通讯

员刘强整理）

义务兵也有成才大舞台

谢顾问答读者

前不久，我参加上级组织的优秀

政 治 教 员 比 武 时 ，播 放 了 一 段 视 频 ，

辅助讲解人民海军武器装备的快速发

展——

蓝天白云，海水澄澈。军港内，三

型主战舰艇一字排开，按海军最高礼

仪 悬 挂 满 旗 ，仪 仗 兵 身 姿 挺 拔 ，目 光

如炬……

这段视频，是 2021 年我参加海军

三型主战舰艇集中交接入列活动时拍

摄的。站在讲台上，跟随着画面内容，

我将近年来海军军舰装备的革新与发

展娓娓道来。尽管已经过去了 4 年，但

见证“国之大事”的那份自豪依然充盈

心间。

追光而来，沐光而行。我的“胸前

荣誉墙”上，一枚枚五颜六色的略章，仿

佛镜头中五彩斑斓的光影，记录着 14年

的军旅岁月，也定格着我曾经有幸置身

的人民海军的荣耀时刻。

2012 年，我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

被分到技术总站。下连之初，接连碰

壁：没能如愿报考军校，感情生活也有

些波折。作为单位的给水工，搬水管、

除管锈、涂油漆成为我的工作常态。垂

头丧气的我，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头。

那一天，《解放军报》上一篇《龚天

琴：西沙“微笑天使”》的稿件吸引了

我的目光——稿件讲述的是西沙医院

护士龚天琴的故事。龚护士对每名前

来取药、输液的战士都报以甜甜的微

笑，空闲时还会陪战士们聊聊天。战

士们都说，西沙的太阳毒、海风涩，但

龚 护 士 的 笑 特 别 甜 ，因 此 称 她 为“ 微

笑天使”。

“为什么你能成为‘微笑天使’，而我

感到郁闷……”读完文章后我心绪难平，

突然有了倾诉的愿望，于是给龚护士写

了一封信。我不知道她的地址，只好在

信封上写下“海军西沙医院龚天琴收”。

原以为这封信会石沉大海，没想到

1 个月后，我的“漂流瓶”竟然真的被龚

天琴“捡”到了。她在回信中写道：“成

功是相对的，当兵几年，并不是上军校

提干或者当典型、夺冠军才算成功。军

营没有平凡的岗位，每个岗位都能创造

精彩……”这些道理，其实我都明白，可

从龚护士的文字中，我仿佛看到她温暖

的微笑，像一道阳光照进我内心灰暗的

角落。

那是烙印在我心中第一个简约而

生动的“光影”画面——在信的结尾，龚

护士画了一个“笑脸”。

与龚护士的书信往来，让我得到开

导和鼓励，在重振信心、重燃斗志中悄

然发生着改变。2013年底，我被评为优

秀士兵，荣获嘉奖，还在同年兵中第一

个入党。

站上颁奖台的那一刻，我的脑海中

浮现出龚护士画的那张“笑脸”——即

使是一名普通的士兵，也能在平凡岗位

上绽放光芒。

从给水工岗位走上颁奖台，我在蜕

变中重新认识了自己。那一次，在大学

学习新闻专业的我，以“专业视角”发现

单位打造的战斗文化品牌很有特点，撰

文后在《解放军报》刊发。没过多久，我

被推荐去俱乐部学习摄影摄像技术，负

责单位的新闻报道工作，按下了自己追

光逐影的“启动键”。

2017 年，单位的一位高级工程师找

到我，希望能协助他们拍摄某新型装备

的照片资料，参加专家组考核评审。对

装备进行仔细观察后，我查阅了相关资

料，拟制拍摄方案，通过搭建支架和滑

轨，在多个机位“排兵布阵”，力求全方

位展现装备的内外部结构。

拍摄过程中，我发现装备的机械设

备运行时噪声很小，拍摄时我甚至可以听

见快门的声响。几年前，我曾拍摄过类似

装备，运行后要大声说话才能和旁边的人

交流。那一刻，我不由得惊叹新装备内部

结构之精密、集成控制系统之完备，感叹

海军装备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度”。

2021 年 3月，我接到命令，参加 1个

月后海军三型主战舰艇集中交接入列

活动的拍摄任务。作为一名基层新闻

报道员，能够亲历海军武器装备发展的

“高光时刻”，我倍感荣幸，激动不已。

为了确保当天拍摄顺利，我前期多

次进入军舰熟悉环境，在狭窄的舷梯爬

上爬下。舰上舱室很多，我好几次都迷

了路。经过多次走位，我逐渐摸清军舰

内部构造，一一确定了拍摄机位。

终于到了交接入列活动那一天。

到达既定机位后，我迅速架好三脚架，

不断调整参数。镜头中，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耳畔，国歌声雄壮激昂。我能感

觉到心跳抑制不住地在加速，努力让操

作摄像机的双手保持稳定。

后续活动接连展开，我扛起 10多斤

重的摄像设备前往军舰的各个机位，力

求捕捉到每一个鲜活的细节，为活动留

下完整的音视频素材。

活动结束后，官兵们纷纷在现场

打卡合影，欢呼声、笑声此起彼伏。大

家的喜悦也感染了我，疲惫顷刻间烟

消云散。

走下军舰，我回头望去，巨大的舰

体就像高耸的钢铁城堡，令人肃然起

敬，更令人心生自豪。舰艏处军旗猎

猎，军舰最高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2021年冬天，我到北京出差，在一个

周末走进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漫步展厅，像在读一本立体生动的

军事历史教科书。在“构建适应履行使

命要求的装备体系”展区，我看到了海

军三型主战舰艇集中交接入列活动的

巨幅照片，照片下方的显示屏上，循环

播放着活动当天的一段视频。

那是我拍摄的画面！我的视线有

些模糊，仿佛听到胸口“咚咚”的心跳

声。我请一名热心的参观者，以展区板

块为背景，帮我拍照留念。

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在记录历

史的同时，也在被历史记录着。

因为这次拍摄经历，我收获了“胸前

荣誉墙”上一道特殊的“光影”——一枚以

紫红色为背景、镶嵌着银色长方形的“重

大专项任务经历略章”。

这些年，人民海军武器装备发展驶

入前所未有的“开阔水域”，一系列大国

重器相继亮相。我有幸一次次置身现

场，作为亲历者和传播者，希望能以一

光一影、一帧一画，为波澜壮阔的强军

征程定格一个个精彩瞬间。

那一年，我参与某型潜艇的试航拍

摄任务。潜艇内部结构复杂精密，我手

持相机，小心翼翼地穿梭在狭窄的通道

中。随着潜艇缓缓下潜，周围变得格外

安静，只有仪器发出的轻微声响在耳边

回荡。

新设备集成程度高，试航过程并

非一帆风顺，但官兵们沉着冷静地应

对各种突发情况。紧张的氛围中，我

全神贯注地捕捉每一个精彩画面，从

潜艇的高速航行到各种设备的精准操

作，从舰员们的专注神情到团队间的

默契配合……我用镜头记录了潜艇装

备试验的进展，也见证了深海勇士的

无畏风采。

搏击风浪，走向深蓝。很幸运，能

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成为海防一线的

新闻报道员，为新时代人民海军在强军

路上迈出的坚实脚步留下光影。回首

那些追光逐影的日日夜夜，忙碌时有时

会产生歇歇脚、松口气的念头，但从镜

头里看到战友迎着烈日为军舰除锈保

养流下的汗水，看到军舰乘风破浪时飞

溅的浪花，看到导弹发射的壮美弧线，

内心就充满了澎湃的力量——是人民

海军不断延伸的蓝色航迹，是战友扎实

苦练的拼搏付出，才让我有幸记录历

史、见证荣耀，更激励着我用镜头继续

“讲”好新时代人民海军的强军故事。

（曹东南整理）

图①：郑晓强工作留影。

邹 迪摄

图②：郑晓强进行设备计量检定。

许 俊摄

图③：郑晓强参加上级组织的优秀

政治教员比武。 邹 迪摄

图④：郑晓强的勋表。 汪武雄摄

图⑤：军舰结束训练返回母港。

郑晓强摄

制图：扈 硕

用光影追逐深蓝航迹
■南部战区海军某技术总站一级上士 郑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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