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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陆军某旅专业集训渐次

铺开，教导队的教员们格外忙碌。

无人机训练场上，炮兵专业出身

的教员王子龙利用模拟训练软件，指

导学员练习不同场景下无人机操作技

能；兵棋推演室内，从侦察兵转型的教

员孙延锋布下“电磁迷阵”，引导学员

想方设法破解战场困局；模拟城镇中，

通信专业教员李玉哲带领学员精研协

同战法……

该教导队周队长向记者细数教员

们的任务分工，“复合型”“一专多能”等

关键词被他反复提及。“过去，除预提指

挥军士集训和临时轮训外，教导队很少

承担其他任务。”周队长回忆，由于缺乏

任务历练，部分教员在自己擅长的专业

领域“精耕细作”，可一旦走出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就“两眼一抹黑”。

那年，该旅组织多课目融合教学法

集训。按要求，教导队各专业教员需围

绕战术指挥、火力打击、战场救护等不

同专业展开联合教学。

没想到，首场教学即遇困境：工兵

专业出身的何教员讲解“战术穿插”时，

全程聚焦破障技术，未能与火力压制课

目联动；通信专业李教员虽能熟练演示

电台操作，但开展战术背景下抗干扰教

学却陷入照本宣科……

该旅领导得知情况后，要求机关组

织专项调研。不久后，一份调研报告

送到旅领导案头：教员都是从基层遴选

的专业尖子，进入教导队后，他们一直

承担基础课目和本专业教学任务。以

往上级组织教员跨专业教学法集训没

有硬性要求，不少教员只报名参加与本

专业关联度较大的集训。久而久之，教

员 跨 专 业 教 学 能 力 始 终 在 低 层 次 徘

徊。近年来，随着该旅跨专业组训任务

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愈发突出。

“‘偏科’的教员带不出过硬的战

斗队，教员必须走出舒适区，补齐跨专

业组训能力短板。”该旅领导的话掷地

有声。不久后，他们分批选派教员赴

院校、厂家、兄弟单位，跨专业参加侦

察情报、无人机操作等集训；邀请院校

专家、一线官兵来队，围绕协同战术战

法等课题为教员授课。为打破专业壁

垒，该旅还建立“双考双证”认证体系，

教员集训结束归队后，只有通过旅队

组织的理论笔试、实装教学双考核，才

能取得跨专业任教资格证书；出台硬

性规定，要求每名教员每年新增至少

一个专业资质，并将专业资质认证结

果与选晋评优挂钩。

炮兵专业教员王子龙，去年参加上

级组织的侦察情报专业集训。从教员

到受训者的身份转变，加上对所学专业

较为陌生，让他一时无所适从。“作为教

导队教员，如果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

日后还有什么底气给战友们讲课！”他

在训练笔记本扉页写下这句话，暗下决

心：咬碎牙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白

天，他铆在车场反复研究侦察装备操作

技能；晚上，在宿舍加班加点学习侦察

专业理论知识。

结业时，王子龙不仅以优异成绩通

过考核，还摸索出一套“装甲—侦察联动

标定法”。归队后，王子龙将集训中学到

的侦察专业知识应用到日常教学。一次

训练中，由他带教的装甲分队在冲锋时

灵活运用新战法，提前“歼灭”了埋伏的

“敌人”，为步兵分队清除了威胁。

经过一段时间探索，该教导队教员

们的“偏科”现象得到有效解决。然而，新

的问题随之而来。去年夏天，该旅新排

长岗前集训与无人机操作骨干集训时间

“撞车”，而部分外训教员尚未归队，导致

在位教员人数不足，虽然最终按期完成

了集训任务，但此事引起该旅领导重视。

为解决工训矛盾，该旅探索推行

“交叉轮训”机制：一是精细制订培训计

划 ，每 次 外 出 参 训 教 员 一 般 不 超 过 3

人；二是每名教员必须带教出两名能够

接替担负教学任务的后备教员；三是建

立“种子教员库”，在全旅遴选专业尖

子，采取“边学边教、以工代训”方式，充

实教导队教学力量。

今年初，“交叉轮训”机制迎来考

验。该旅组织预任参谋集训，教导队首

席教员吴正斌当时在外培训，他原先负

责的作战计算、作战标图等课程，由“种

子教员”沙宇航临时担任首席教员。吴

正斌带教的后备教员娄浩然、秦康辉，

分别承担基础理论讲解和技能训练教

学任务。在他们的精心带教下，这批预

任参谋在集团军考核中斩获佳绩。

记者在采访期间看到，吴正斌正忙

着更新《常见特情处置手册》。“如今，教

导队既要教‘标准答案’，还要教‘解题

思路’。”吴正斌告诉记者，随着教员迈

上更高的“能力台阶”，大家的视野从

“课目全覆盖”拓宽到“质效双提升”。

去年以来，他们将战场常见特情拆解成

多个对应训练模块，教员区分专业结合

实战背景展开教学，引导学员在自主识

变应变中强化实战意识。

采访中，恰逢该教导队组织一场预

提指挥军士结业考核。考核现场，红方

接 到“ 夺 取 蓝 方 高 地 ”指 令 后 发 起 攻

击。面对对手设置的重重障碍，红方果

断放弃强攻并调整部署：一组释放烟雾

扰乱对手视线，二组侧翼迂回破障，三

组佯攻吸引对手火力。

至此，记者本以为考核进入尾声。

孰料，正当红方突击组即将攻上高地

时，导调组临时设置“蓝方援兵赶到”特

情，对抗陷入胶着。

危急时刻，红方自主应变：二组点

燃信号棒制造主攻假象，三组改道穿插

至援兵侧后、埋伏增援之“敌”，一组作

为主力展开全力攻击。当红旗插上高

地时，蓝方增援部队因被红方误导，仍

在寻找红方主力。

采访结束，阴雨连绵的天空开始放

晴。阳光下，教导队新一批教员正在接

受执教能力考核。不远处的电子屏上，

实时更新的成绩记录着这群复合型教

员坚实的成长足迹……

陆军某旅提升教导队跨专业组训施教水平—

交叉轮训：让教员不再“偏科”
■刘华山 吴思哲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命你部转进至预定阵地接敌！”近日，火

箭军某部在大漠深处展开一场跨昼夜实兵对

抗训练。接到机动命令后，各分队按作战编组

向预定地域转进。

“‘敌’空中侦察！”转进途中，电台突然传

来“敌情”通报。各分队立即停止前进，官兵化

整为零，迅速展开伪装隐蔽作业，并清除车辙

痕迹。很快，装备车辆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成功规避“敌”空中侦察。成功处置“敌情”后，

官兵马不停蹄，继续向任务地域进发。

抵达任务地域后，各分队熟练展开装备、

组网建链、伪装防护。指挥所内，现场指挥员

研判战场态势，向各分队下达作业任务；装备

方舱中，操作号手紧盯屏幕，加强目标搜索；阵

地上，数个作战单元全时待命、引弓待发。

该部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紧盯短板弱

项组织战法研练，从难从严构设逼真战场环

境，常态组织对抗训练，着力锤炼官兵指挥筹

划、协同打击和综合保障等实战能力。

“‘敌’机来袭！”训练现场，对手一边释放

强电磁干扰，一边采取多机编队、多路突袭方

式，对该部阵地发起攻击。该部指挥员研判空

情信息后，果断调整作战部署，指挥官兵与对

手展开较量。

“ 操 作 号 手‘ 受 伤 ’，野 战 救 护 组 前 出 救

援！”战斗中，电台再次传来通报，野战救护组

闻令而动，迅速前出对“伤员”实施紧急救治，

并转移后送。

训练现场，特情不断。指挥员沉着应对，

带领官兵见招拆招，最终有效化解“敌情”。

夜幕降临，官兵再次接到命令：“阵地暴露，

迅速转移！”夜色中，官兵快速撤收装备，采取小

群多路形式，迅速向预备阵地转移。

一路奔波，马不停蹄。抵达预备阵地后，

各战位号手检查装备情况，再次进入作战状

态，准备迎接接踵而至的夜间对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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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第 79集团军某旅开展飞行训练。

齐 东摄

本报讯 陶然、李少卿报道：“这堂

课融合运用了动漫特效，形式很新颖”

“希望下次授课时能安排‘无人智能装备

作战’内容”……前不久，刚结束授课的

第 83 集团军某旅指导员周星宇通过自

主选课评课系统，认真查看官兵对本次

授课的评价及下次授课的建议。

授 课 效 果 好 不 好 ，官 兵 最 有 发 言

权。该旅前期调研了解到，有的政治干

部教育授课虽然内容丰富，但形式单一，

官兵提不起兴趣；有的授课形式虽然融

入音效、视频等多种元素，却因内容不接

地气、针对性不强，难以引起官兵共鸣。

为 此 ，该 旅 依 托 信 息 视 窗 设 计 出

一套自主选课评课系统。每次授课结

束 后 ，官 兵 可 以 通 过 系 统 对 本 次 授 课

效 果 评 分 留 言 ，对 下 次 授 课 内 容 提 出

建议。

“这种评价机制增强了政治干部的

紧迫感，如果课讲得不好，官兵可不会

‘手下留情’。”某连指导员宋佳琪说，前

段时间，连长带着骨干参加战训法集训，

连队各项工作由他牵头负责，忙得不可

开交。直到授课前一天，他才腾出时间

匆忙备课。由于时间紧张，他简单收集

了一些资料，并草草制作课件，第二天便

登台授课了。

授课结束后，宋佳琪在自主选课评

课系统里看到，官兵对他的授课评分为

“不及格”，而且不少人对这堂课颇有意

见：“照本宣科，怎么可能让教育入脑入

心”“既没有新颖的形式，也没有感人的

故事，这堂课没意思”……看到官兵的

“吐槽”，宋佳琪满脸羞愧，恨不得找个地

缝钻进去。

痛定思痛。宋佳琪认真吸收官兵意

见建议，积极改进授课形式、丰富授课内

容，并精心打磨教案、准备课件。前不

久，他再次走上讲台，精彩的授课得到官

兵一致好评。

该旅领导告诉笔者，自主选课评课

系统投入使用以来，政治干部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被不断激发，授课内容更

加丰富，授课形式更加灵活，官兵参加教

育的热情普遍提高。

第83集团军某旅推出自主选课评课系统

授课好不好 官兵说了算

“ 下 周 计 划 组 织 年 度 第 二 轮 小 组

赛，足球、篮球比赛共设 4 场……”春日

南国，第 74 集团军某旅宣传科干事蔡树

轩 正 与 战 友 们 一 道 ，精 心 设 计 新 一 轮

“先锋文化”活动方案。

近年来，该旅围绕“铸魂育人、谋战

打赢、荣誉引领、工兵特色”，体系化打

造“先锋文化”品牌，贯穿全年开展系列

文化活动，营造奋斗强军、建功胜战浓

厚氛围。

“我们注重抓好活动设计，为官兵

打 造 内 容 丰 富 、形 式 多 样 的 系 列 文 化

活动。”该旅领导介绍，他们组织机关

骨 干 深 入 挖 掘 旅 队 红 色 资 源 ，通 过 编

写“红色家谱”、制作旅队宣传片、创作

旅歌等形式，展示单位荣誉、宣传英模

事迹，将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利用

营 区 建 设 等 契 机 ，优 化 军 营 文 化 建 设

布局，引入 VR 等先进技术，打造军营

KTV、数字图书馆等文化阵地；探索推

开“一营一特色”活动，引导各营根据

自 身 特 点 组 建 文 化 队 伍 ，鼓 励 官 兵 人

人参与。

该旅新兵大课堂上，一堂“感悟时

代伟力、奋进强军征程”思想政治教育

课正在进行。某连指导员杨国梁介绍，

这堂课是他们联合地方电视台协力打

造的，融入了党史军史、单位典型人物

等内容。“这堂课用小故事、短视频把创

新理论讲得深入浅出、富有情感，我听

后很有收获！”课后，一名战士说。

针对部队任务多样、点位分散等实

际，该旅制订《任务分队文化工作实施

规范》，指导任务分队拟制文化活动方

案、筹备文化物资设备，结合任务实际

常态开展忆战斗传统、唱战斗歌曲等活

动，营造浓厚的战地文化氛围。

前不久，该旅派出分队遂行某大项

任务，任务点位条件艰苦、环境恶劣。

原本热情开朗的任务分队战士李秀云，

一度变得沉默寡言。带队干部刘雄马

了 解 得 知 ，李 秀 云 是 首 次 参 加 大 项 任

务，因工作繁重、节奏紧张，身心压力

大，产生了强烈的想家情绪。

刘雄马和分队骨干商量后决定，先

为李秀云进行心理疏导，缓解他的心理

压力。随后，刘雄马联系李秀云父母，

邀请他们录制了一份寄语视频，并在旅

队的“先锋晚会”上播放。父母的深情

寄语，让李秀云湿了眼眶。随后的日子

里，李秀云恢复了往日的热情开朗，全

身心投入工作，与战友们一道圆满完成

任务。

“ 先 锋 文 化 ”激 励 官 兵 争 当 先 锋 。

近期，该旅组织阶段训练考核，官兵努

力拼搏、奋勇争先，多个课目成绩取得

新突破。

第 74 集团军某旅加强军营文化建设——

“ 先 锋 文 化 ”砺 精 兵
■本报特约记者 邓联军

近日，海军某大队开展海上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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