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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入夏，雪域高原仍冷风呼啸。

晨光中，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某边

防连中士何天伟熟练地操作设备。随

着一阵嗡鸣，银灰色的无人机腾空而

起，灵巧地穿梭在雪山峡谷间。“已抵达

目标区域，画面回传正常！”何天伟一边

操作无人机，一边通过通信装备向上级

报告情况。

几百公里外的山南军分区指挥中

心，一级上士严彤正全神贯注盯着智

能 边 防 管 控 系 统 ，红 外 热 成 像 屏 幕

上，每一个跳动的光点都逃不过他的

眼睛。

“ 过 去 巡 逻 靠 双 脚 丈 量 ，如 今 科

技装备穿透风雪，拓宽了我们巡逻的

视 野 。”看 着 边 防 管 控 系 统 传 回 的 实

时 画 面 ，该 军 分 区 曾 参 谋 告 诉 记 者 ，

这 套 系 统 正 是 严 彤 等 基 层 官 兵 自 主

研发的。

严彤此前在卫生队担任卫生员，

单 位 在 一 次 人 才 摸 底 中 了 解 到 他 擅

长软件编程，就将他调整到专业对口

的技术岗位。这几年，凭借扎实的专

业功底与创新精神，严彤参与研发了

网络主机监控系统、体育智考系统等

一 系 列 软 件 ，为 单 位 带 出 20 余 名 技

术 骨 干 ，荣 立 个 人 二 等 功 1 次 、三 等

功 1 次。

严彤的成长进步，是该军分区精准

选才育才的一个缩影。该军分区领导

介绍，由于驻地自然条件恶劣，所属部

队点多线长面广，各级对官兵的特长爱

好等情况掌握不具体，容易导致人才

“长不快、留不住、引不进”，制约部队强

边固防能力的提升。

为此，军分区党委依据相关政策规

定，紧盯边防实际需求，探索构建“超前

培养、预先储备、梯次接续”的人才培育

模式，力求实现选才精准化、育才系统

化、用才科学化。

来到军分区档案室，记者看到，工

作人员正在实时更新人才数据。“我们

通过问卷调查、心理测评和岗位适配度

分析，为每名官兵绘制了涵盖专业技

能、心理韧性、发展潜力等维度的人才

成长路线图，并根据个人情况，每年选

派优秀官兵赴院校、科研机构参加培训

和学术交流，助力人才成长。”人力资源

科王干事一边介绍，一边轻点鼠标，屏

幕上显示出部分官兵的爱好特长、入伍

经历等信息。

下士泽郎华登入伍前是体育特长

生，擅长跆拳道等格斗技能。通过人才

测评，单位为他规划了军事体育尖兵的

发展路径。后来，他在上级组织的格斗

比武中勇夺第一名，并荣立个人二等

功，如今已成为一名格斗训练教员。下

士吴奇峰爱好摄影，被系统标记为“宣

传潜力人才”。经过系统培训后，他学

会用镜头记录战友们的戍边生活，成为

大家眼中的“兵记者”，作品多次受到上

级好评……

既给予方向指导，也提供硬件保

障。记者走进专修训练室，浓厚的学习

研究氛围扑面而来。

VR 射击模拟训练器前，下士蒋冯

瑞戴着头盔，手持仿真枪反复练习。“以

前总打偏，现在才发现是据枪姿势有问

题。”他说，“这套系统能实时纠正我的

错误，很实用！”

专修室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引进

现代化、智能化设备，打造集教学、研

究、实践于一体的现代化培训平台基

础 上 ，他 们 定 期 邀 请 军 内 外 专 家 、优

秀基层骨干远程授课，帮助官兵针对

短板弱项进行强化提升。如今，经过

系统培训，30 多名业务骨干在不同岗

位脱颖而出。

孕育“希望苗”，盛开“戍边花”。该

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通过完善激励机

制，将人才培养成果与评先评优、干部

晋升紧密挂钩，设立“人才晋升绿色通

道”，对在重大任务、关键岗位表现突出

的官兵，在职务晋升、培训深造等方面

优先考虑。这几年，一大批年轻官兵走

上连队主官、军士参谋、班长等重要岗

位，志愿长期留队比例和大学生士兵提

干比例屡创新高，“人人渴望成才、人人

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的氛围愈发

浓厚。

群山洒金，某边防连营区，一块刻

着“站在最前线”几个大字的巨石，在皑

皑白雪映衬下格外醒目。此刻，山脊上

跋涉的戍边卫士，正以青春作笔、热血

为墨，在祖国边防线上书写着强边固防

的新篇章。

上图：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连官兵在

巡逻途中。 张照杰摄

锻造“站在最前线”的雪山哨兵
—西藏山南军分区多措并举为基层精准选育人才见闻

■毛圣豪 本报记者 邵博康 特约通讯员 张照杰

记者探营

新闻前哨

前段时间，旅里计划组织比武竞赛，

连队让我负责参加比武人员集训。受领

这项任务，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准备时

间短，有的官兵还要参加多个项目，必须

提高训练强度。

为帮助大家尽快提升成绩，我根据

比武细则和比赛项目的先后顺序，为参

赛人员量身制订了专攻精练计划。

负 重 练 习 单 杠 引 体 向 上 、无 光 条

件 下 进 行 武 器 分 解 结 合 、背 沙 袋 冲 刺

跑 …… 集 训 初 期 ，每 个 人 都 严 格 按 照

计 划“ 打 卡 ”。 可 一 周 后 的 摸 底 考 核

中 ，参 加 技 能 类 项 目 比 武 的 战 士 成 绩

提 升 明 显 ，而 参 加 体 能 类 比 武 的 几 名

战士却状态不佳，成绩不仅没有提升，

有的还险些出现训练伤。

训练强度上来了，怎么会出现这种

情况？一次训练间隙，我找几名骨干了

解情况，有人坦言：“这份训练计划规定

过细，和大家之前的训练习惯不一样，有

些不适应。”

原来，以往组织尖子集中训练，带训

干部主要是安排训练时段，协调相关器

材和保障场地，而具体训练实施，一般由

参赛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而我

“一竿子插到底”，打乱了一些战士的训

练节奏。

意识到问题，我进行了认真反思，并

结合开展阶段复盘，听听大家的想法。

讨论中，参加技能类比武的人员觉

得 效 果 不 错 ，没 有 什 么 意 见 。 参 加 体

能类比武的战士则坦言：“我觉得自己

应加强耐力训练，多跑长距离、少练爆

发 力 ”“ 拉 单 杠 时 ，我 更 需 要 把 控 好 训

练节奏，一味负重练力量，身体有些吃

不消”……

“这些问题为何不早点反映？”

“大家看您加班加点用心为我们制

订计划，挺辛苦的，不好意思开口提意

见。”下士何鹏说。

“备战时间紧，我有些操之过急，没

有考虑到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我作

出深刻反思检讨后，带领大家研究解决

办法，依据每个人的特长短板和训练习

惯，逐一提出训练建议，让大家结合自身

实际参考借鉴，但不做硬性规定。

从那以后，我把更多精力放在加强

训练督导、做好相关保障上。战士们根

据身体状况自行调整训练时长和内容，

训练成绩很快提升。最终，大家在比武

中发挥出色，很多人拿到了名次。何鹏

也在参加的两个课目比武中拿到了一个

第一、一个第二的好成绩。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

花。”这段带训经历，让我收获颇大：作

为一线带兵人，要合理有度指导，不能

一厢情愿过度干预，在依规组训施训的

同时，应充分尊重战士的训练习惯，根

据每个人的特点和接受能力科学统筹，

做好提醒督促，这样才能更好激发大家

的训练积极性主动性，提高训练成绩。

“ 深 处 种 菱 浅 种 稻 ”
■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排长 刘小云

带兵人手记

前不久，陆军某旅步兵分队开展战术训练。 陈天锦摄

近日，火箭军某部战士小丁在野外

驻训时不慎受伤，该部有关部门快速反

应，派专车将他送至驻训地附近医院治

疗，凭借转诊介绍信和军人证件，很快

就办好了就诊手续。得到及时治疗，小

丁很快康复。

“保障官兵健康就是保障战斗力。”

该部领导介绍，部队长期在戈壁荒漠驻

训，远离体系医院，且官兵乘坐交通工具

不便，经常面临就医难题。部党委协同

军地部门进行研究后，很快拿出解决措

施：开通“暖心专车”，卫生科每周汇总非

急诊官兵转诊需求，统一将他们转送至

体系医院就诊；急诊患者由部队派车随

时送诊，提供部队转诊介绍信、快速登记

备案后，就可在地方医院就诊，费用由单

位定期统一报销。他们还充分利用驻地

拥军优待政策，协调有关部门将驻地官

兵纳入地方医保体系，官兵凭“拥军医疗

卡”就可在驻地医院挂号看病，还能享受

定期回访、健康咨询等服务。

前不久，某连战士许万顺在训练中

旧疾复发，被送往驻训地一家医院就

诊。经过专业治疗，他的身体逐步恢复

健康。“多亏了及时医治，我的伤病才没

有进一步发展。”许万顺说，医院近日打

来回访电话，详细告知他康复训练的注

意事项。

近段时间，该部协调军地医疗专

家、中医康复理疗师和医护人员成立

“医疗服务队”，赴偏远驻训点位巡诊，

为官兵上门送医送药。这些举措有效

提升了军心士气，官兵们奋勇争先，圆

满完成多项演训任务。

火箭军某部多措并举解决驻训官兵看病就医难题—

送诊有了“暖心专车”
■王海波 本报记者 孙兴维

前不久，营里组织夜间实弹射击课

目训练，作为这个课目的首席教练员，

我主动承担起示范任务。

本想带领大家打出“满堂彩”，可随

着训练强度不断加大，我的腰部开始出

现不适。课目示范的前一晚，疼痛感更

是让我坐卧难安。

“明天就是示范的日子，一定要顶

住！”我心想，连队几名射击经验丰富的

骨干都在外参加集训，自己是唯一参加

过旅专业培训的班长，这次决不能缺

位。于是，我硬撑着来到卫生连拿了几

贴膏药。

副班长李昊下哨回来，看到我还

没入睡，就来询问情况。得知我腰伤

复 发 ，他 建 议 我 好 好 休 息 ，由 他 来 接

手 第 二 天 的 射 击 示 范 任 务 。 可 考 虑

到李昊参与训练少，对一些特殊情况

的处置还欠缺经验招法，我坚持还是

自己示范。

第二天，夜间实弹射击课目示范较

为顺利。可随着“验枪”口令下达，我由

于用力过猛，腰部瞬间又是一阵剧痛。

发现我出现状况，连长立即安排卫生员

为我治疗。经过简单处理，暂时止住了

疼痛。

课目示范任务顺利完成，我本以为

会得到表扬。可在第二天的连务会上，

了解来龙去脉的连长却给我“浇了一盆

冷水”。

“昨天的夜间实弹射击示范任务，

我们组织得很顺畅，确保了训练安全和

效果。但还是要对马腾提出批评，对个

人身体原因出现的突发情况没有及时

报告，导致连队没能按照安全风险评估

里的特情预案进行合理处置……”听到

连长的讲评，我一下子红了脸。

“ 训 练 安 全 ，需 要 通 过 科 学 规 范

的 操 作 流 程 、及 时 有 效 的 安 全 教 育 、

完善可行的评估机制保证。你‘轻伤

不 下 火 线 ’的 精 神 值 得 肯 定 ，但 射 击

流程规范不仅仅是射击动作示范，还

包 括 对 突 发 情 况 处 置 和 训 练 安 全 的

检验。靠硬挺‘赌’安全，这不是真担

当，这样反而更容易出现问题。你有

没 有 想 过 ，万 一 中 途 挺 不 住 呢 ？”会

后 ，连 长 主 动 找 我 谈 心 ，语 重 心 长 地

说，遇到问题，要充分信任组织、信任

战 友 、信 任 预 案 ，这 样 才 能 将 风 险 隐

患降到最低。

连长的一席话点醒了我。第二天，

我把夜间实弹射击的组训工作与李昊

进行了交接，由他负责配合连长组织后

续的夜间实弹射击训练和考核。最终，

连队圆满完成了既定任务，考核成绩排

名全营第一。

这次经历让我明白，完成任务不

是靠个人单打独斗，硬逞强也不是真

担当。我们既要有“轻伤不下火线”的

战斗精神，也要充分信任组织和战友，

用求真务实的态度，做好各类特情预

案并严格执行，把风险降到最低。只

有每名官兵都把基础练扎实、把本领

练过硬、把作用发挥好，才能提升集体

战斗力。

（陶 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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