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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推荐

军媒视窗

6月 27日

6 月的军港，海风裹挟着潮湿的

水汽拂过码头。随着最后一组实操

考 核 成 绩 录 入 系 统 ，南 部 战 区 海 军

某潜艇基地军士晋升中级培训圆满

落幕。

这次培训，是该基地首次依托自

身力量独立组织的军士晋升中级培

训，也是海军首次由基层部队自主组

织军士晋升中级培训。符合条件的军

士无需远赴院校参训，蹚开了“部队主

抓、就地施训、精准培养”的人才建设

新路子。

声呐技师、一级上士翟祖超，至今

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赴院校参加培训时

的窘境——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培训

地，却发现课程内容与单位使用的装

备系统存在代差：“学的是老型号，回

来操作新型号，很多参数对不上，还得

自己摸索着重新学。”

而这次在“家门口”培训，直接搬

来了现役装备的模拟训练系统，不仅

参训军士受益良多，翟祖超更是借此

机会和专业教练员展开交流研讨，攻

克战训难题。

为加快军士骨干队伍培养步伐，

该基地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军士教育培

训相关规定，对组织军士晋升中级培

训展开调研。他们抽调 12 名专业骨

干组成攻关组，耗时 3 个月走访院校、

对接厂家，最终构建起包含 3 大类 22

个专业的培训课程体系。

组 织 培 训 ，核 心 在 于 师 资 。 该

基地通过比武遴选出 28 名技术尖子

担 任 教 练 员 ，安 排 他 们 到 科 研 院 所

淬 火 强 能 ，集 中 备 课 备 训 。 教 练 员

张伟为准备某型武器系统深度维护

的 课 程 ，连 续 两 周 泡 在 厂 房 录 制 教

学 视 频 。“ 要 让 战 友 们 看 得 懂 、学 得

会 ，自 己 就 得 先 把 知 识 嚼 碎 消 化 。”

张伟说。

在电工培训室，笔者见到了教练

员、一级军士长吴金桥。他面前的模

拟配电盘闪烁着密密麻麻的指示灯，

这是专门为参训军士设计的“极限故

障”考核系统。

“这套设备能够有效锻炼和检验

官兵排故分析能力。”吴金桥指着仪表

盘说，在刚刚结束的实操考核中，他指

导参训军士在完全断电的情况下，仅

凭电路图记忆和万用表测量，在很短

时间内完成了包含 12 个隐蔽故障的

配电系统抢修。

教室设在基层，课程更要贴近部

队。着眼战训实践，该基地依托高素

质的高级军士队伍，发掘整理各单位

的成功经验和有益探索，将任务中的

难点、排故中的堵点一一引进课堂。

翻开课程表，笔者发现，“实战化”成为

关键词，例如某型声呐实战数据分析、

大深度应急操舵等内容，均来自近年

战训任务案例。

主 机 舱 里 ，三 级 军 士 长 赵 喆 正

带着几名年轻军士复盘考核时的特

情 处 置 案 例 。 在 科 目 训 练 中 ，他 独

创的“听声辨位”法让训练效率大幅

提升。

“以前遇到密封不严的情况，要

逐个部位检查，现在贴着管壁一听，

就能锁定漏气点的大致方位。”赵喆

边 说 边 示 范 ，金 属 管 壁 传 来 细 微 的

“嘶嘶”声，在他耳中如同清晰的定位

信号。培训期间，他整理的《主机装

置故障速查手册》被基地推广使用，

上面记录着 20 多年来他接触的多个

故障案例。

这 次 培 训 的 创 新 之 处 ，不 仅 体

现在内容设置上。该基地打破传统

培训的时空限制，建立了“院所—部

队—厂家”技术协作机制，让厂家技

术团队为培训“锦上添花”。参训军

士 可 通 过 视 频 会 议 系 统 ，与 千 里 之

外的科研院所专家进行经验交流和

技术探讨。

夜幕降临，该基地的学习室依然

灯 火 通 明 。 一 场 技 术 研 讨 会 上 ，军

士们和厂家代表正在分析一段刚刚

上传的系统准备视频。视频里某个

不 易 察 觉 的 异 常 抖 动 ，引 起 大 家 热

烈讨论。

“这个振幅超出标准值，虽然当次

发射没出问题，但长期累积可能影响

系统寿命。”三级军士长陈伟凡指着屏

幕上的波形图说。一番专业分析让厂

家代表连连点头，当即表态在下次系

统升级中优化参数。

这 样 的 场 景 ，培 训 期 间 经 常 上

演，培训结束后也将固化成常态交流

机制。

以 组 织 军 士 晋 升 中 级 培 训 为 契

机，该基地带动军士队伍整体组训水

平稳步提升。首批参训军士中，12 人

被聘为基地专职教练员。随着培训经

验被整理成册，该基地的人才自主培

养体系也在不断完善。该基地领导介

绍，他们计划在后续培训中增加“跨专

业联训”模块，并引入虚拟现实技术强

化模拟训练，助力军士队伍能力素质

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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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战友：

我是一名入伍 22 年的老兵，也是一

名有着 17 年党龄的老党员。今天，我想

把自己这些年在部队摸爬滚打攒下的

“土经验”全部掏出来，和大家实实在在

地 唠 一 唠 ，如 何 当 一 名 实 实 在 在 的 党

员、实实在在的兵。

当党员，遇难“往前凑”

入党不久，一次野外驻训，我看到炊

事班忙得不可开交，一名新兵切菜时手

忙脚乱，菜板都差点滑到地上。说实在

的，当时我压根没多想什么“党员觉悟”，

就是单纯觉得“这活儿没人干可不行，到

时候战友们得饿肚子”，于是就上前帮着

切了两筐土豆。事后，班长对我说：“党

员就该这样，看到困难要主动往前凑。”

后来，我常常跟班里的党员讲：训

练场上，要是看到战友动作不标准，别

等 着 班 长 来 指 导 ，主 动 上 前 去 示 范 一

下；去库房的时候，要是发现工具没归

位，别等着战友提醒，顺手就把工具摆

整齐；夜里站哨，要是发现帐篷漏风，别

想着“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赶紧先找块

雨布堵上。党员，不能“等着”别人去

“发现”你，而是要主动去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

练本领，敢于“攻山头”

2004 年，我刚当上班长，就赶上新

装备操作考核。虽然我把理论背得滚

瓜烂熟，可一到实际操作总是卡壳，状

况百出。有一次，连长在连务会上讲评

我的表现：“你是班长，更是党员，自己

都搞不懂新装备，还怎么带新兵？”

这句话就像一根针，直直地扎进我

的心里。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抱着说明

书钻进车库，晚上打着手电筒在操作间

反复练习装备的分解结合，手指被齿轮

夹破了也接着练。功夫不负有心人，考

核时我不仅第一个通过，还总结出一套

实用的操作方法，传授给全班战友。

这些年，我带过不少兵，发现有些战

友怕吃苦，障碍训练时怕从高墙上摔下

来，跨昼夜长途行军时抱怨携带的装备笨

重，专业训练时觉得反复练习枯燥……可

我想说，军人的“硬骨头”、党员的“厚肩

膀”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而是在一次次“攻

山头”中克服困难“磨”出来的。

带兵时，主动“靠过去”

前几年，我带过一个大学生士兵。

他的体能基础比较差，每次跑 3 公里都

垫底，甚至还偷偷写了申请想调岗。我

没有批评他，而是陪着他围着训练场跑

圈。他跑不动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给他

加油打气：“再坚持 200 米！”他累得直喘

粗气，我就鼓励他：“我当新兵的时候，

还没你跑得快！”后来，我发现他拆装枪

支时特别细心，就在班务会上表扬他，

让他当小教员教大家擦枪。渐渐地，他

的体能成绩上来了，还成了连队的装备

维护骨干。

还是那句老话，带兵就是带心。作

为党员、骨干，看到战友间闹别扭，不要

当“旁观者”，坐下来耐心听他们倾诉，帮

他们分析问题；发现新兵想家，不要只讲

大道理，和他聊聊自己当年是怎么克服

的；战友犯了错，不要一上来就劈头盖脸

批评，先换位思考“如果是我该怎么改

正”。想要走进战友的心，就要“靠过去”

关心战友、帮助战友，把一件件小事做

暖、做细，大家的心自然就聚拢了。

守规矩，腰杆挺得直

前 几 年 ，老 家 有 个 远 房 亲 戚 找 到

我，想托我买一套老式迷彩服：“便宜点

就行，反正你们也不穿了。”我当即拒绝

了他：“部队物资管理是有规定的，这不

是穿不穿的事，是纪律问题。”还有一

次，一位平时关系不错的战友找到我，

说家属带孩子来了，周末一家人想去踏

青。他知道我负责管理器材室，想借用

一下连队的望远镜，“就借一下午，晚上

保证还回来。”我告诉他，望远镜是连队

训练装备，使用管理有明文规定，不能

私自借用，“连队让我保管钥匙，是对我

的信任，我得把装备管理好。”

这些年，我见过一些因为不守规矩

而吃亏的战友。他们中，有人觉得“借

用点公物没啥大不了”，结果越“借”越

多，最后出了问题；有人认为“战友间联

络感情送点礼很正常”，结果触碰了纪

律红线，后悔都来不及。大家一定要记

住，纪律不是“查得到就守，查不到就钻

空子”，而是心里时刻要有杆衡量对错

的 秤 —— 身 为 党 员 ，必 须 清 楚 什 么 能

做、什么坚决不能做，哪怕没人“看”着，

也得坚守原则，腰杆才能挺得直。

冲在前，带头作表率

有一天，儿子问我：“爸，你当党员

这么多年，究竟图个啥？”那一刻，我竟

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后来，一次

长途拉练，我看到一名新兵脚底磨出水

泡，二话不说把他的背包扛在肩上，可

他执意要回去，还说：“上次武装 5 公里

越野，你摔了一跤还坚持跑完全程，我

相信我也能做到！”那一瞬间，我豁然开

朗：当党员，不图啥奖励，就图个“战友

信任你、以你为榜样”。

这些年，我一直珍藏着几样东西：

2008 年 入 党 后 的 第 一 个 党 费 登 记 本 ，

2009 年参加国庆 60 周年阅兵时穿过的

伞靴，还有带过的兵寄来的他们的奖状

证书。它们时刻提醒着我：入党不是胸

前戴上了党员徽章，而是一辈子都要当

“冲锋在前的兵”、做“心里有光的人”。

我刚当班长的时候，老班长曾对我

说：“当党员就像拉车，刚开始也许会觉

得绳子有些勒。时间一长，你会发现，

这根绳能带着全班往前走。”如今，我是

一名二级军士长，最让我骄傲的不是获

得了多少荣誉，而是我带过的兵里有 60

多人入党，80 多人当了班长，还有 5 人

成长为干部。

入了党，就要“行军”一辈子，不要把

“党员”当成一个标签或头衔，要把它视

为肩上沉甸甸的担子；不用喊什么口号，

要想着把眼前的每件事都干好。训练时

多练一遍，有任务时多扛一分，遇到困难

多“顶”一次，我想，这就是一名党员、一

个老兵该有的样子。

图①：空军某部近日举行的主题党

日活动上，蔡彦龙（前）和参加活动的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朱海涛摄

图②：蔡彦龙参加单位组织的群众

性练兵比武。 牛明扬摄

图③：蔡彦龙（左）在主题党日活动

上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

高山钦摄

制图：扈 硕

入了党，
就要“行军”一辈子

■蔡彦龙

“党员不能‘等着’别人去‘发现’你”“党员的‘厚肩
膀’是‘磨’出来的”……“七一”前夕，空军某部举行了一
场主题党日活动，有着 22年军龄的二级军士长蔡彦龙，用
生动的“兵言兵语”分享了入党 17年来牢记党员身份、践
行党员标准的切身感悟，告诉年轻党员如何“当一名实实
在在的党员、实实在在的兵”。

作为单位骨干，蔡彦龙累计完成多伞型、多机型跳伞
500 余次，带教出千余名合格的空降战斗员。经本人同
意，推荐他在主题党日活动上的发言，聆听一名老党员、
一线带兵人用“党员徽章戴在胸前、更刻进骨子里”的信
念，诠释出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忠诚本色。

（常强、本报特约通讯员朱海涛推荐）

“只有不断增强走一线的脚力、看

问题的眼力、勤思考的脑力和打动人的

笔力，才能采写出有思想、有温度的新

闻稿件。”近日，在旅队组织的一次新闻

宣传经验交流会上，我结合自己刊发在

《解放军报》上的一篇稿件《量化评比：

“认准的事就要一抓到底”》，分享心得

体会。

稿件切口很小，通过一个连队量化

评比工作“时紧时松”的现象，反映部分

基层干部骨干开展工作做不到持之以

恒、难以取得实效的问题，呼吁基层抓

建要以真抓的实劲和常抓的韧劲笃行

不怠。

量化评比是基层单位的日常工作，

本不算一条新闻“活鱼”。然而，如何从

日常工作中找到“非常”之举，在平凡岗

位中发现不凡之处，是我在与军报的

“对话”中逐渐领悟到的。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 2019 年夏天。

作为一名从地方大学毕业的国防生，我

怀着一腔憧憬步入军营，却在紧张又单

调 的 连 队 生 活 中 体 会 到 现 实 的“ 骨

感”。那段时间，指导员发现我的工作

积极性不高，了解缘由后给我打气：“连

队生活看似平常，但用心体会就能发现

平淡中也有闪光点。你文笔不错，平时

可以多看看军报，试着投投稿，也许能

换个视角去了解基层、融入基层。”

后来，我每天都找时间细细阅读

军报。从雪域高原到大漠戈壁，从南

国深山到北国林海，我跟随一个个作

者的笔触，在大江南北座座军营里“徜

徉”，品读军旅人生、学习先进经验，感

受基层火热生活，同时也萌生把身边

发生的新鲜事和好故事与更多战友分

享的想法。

2023 年初，军报编辑想约一篇反映

我所在单位导弹女兵训练生活的稿件，

单位宣传科李干事把采写任务交给我。

虽然我已经在军报刊发了一些稿件，但

受领任务，内心还是激动又忐忑。我根

据了解到的相关素材，加班加点把稿子

写出来，却没有得到李干事的认可。

“感人的故事来自脚下的泥、眼中

的光。”李干事的一句话启发了我。连

续好几个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不

断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不是因为

我对装备操作不熟悉导致描写得不够

生动，又或是对稿件主人公采访不深

入，无法引发情感共鸣……

带着这些问题，我来到训练场。炎

炎烈日下，一群平均年龄 20岁出头的女

兵，正在进行据筒训练。尽管豆大的汗

珠不断从额头沁出，身体也控制不住地

颤抖，但她们都在咬牙坚持，为的就是

保证导弹发射筒据得稳、瞄得准。

事非经过不知难。直到我扛起 10多

公斤重的导弹发射筒，我才发现自己笔

下导弹女兵在训练中的苦与累，实在太

过于“轻描淡写”。据筒训练时，发射筒

的全部重量都集中在肩膀上，短短几分

钟下来，我的肩膀就被“铁疙瘩”硌得生

疼。我不敢想象，女兵们是如何扛着这

个“大家伙”，每次训练一站就是 30分钟。

话务、通信、卫生这些岗位相对更

轻松，为什么偏偏选择成为一名导弹女

兵？“我的老家在江西，那是个英雄辈出

的地方，我想像英雄那样去战斗”“我想

证明女兵不比男兵差”……采访中，面

对我的疑问，她们的回答很干脆，却道

出最朴实的心声。看着这群以苦为乐、

努力拼搏的女兵，我的内心一次次泛起

波澜，不断告诉自己一定要讲好她们的

故事。

采访越深入，感动就越深。历经十

余次修改打磨，《导弹女兵的目光》一文

最终见报。看到自己的军旅故事和照

片刊登在军报上，女兵们受到莫大的鼓

舞，有的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有的将报

纸寄回家和亲人分享。

对我来说，这次采写经历带来的收

获不止于报纸上的墨香，我打心底感谢

它给了我一次审视自己的机会：女兵们

都这么努力，我又有什么理由退缩？渐

渐地，当我全身心投入工作训练，我发

现一些困扰许久的难题在老班长的帮

助下迎刃而解，停滞不前的训练成绩因

为一次小竞赛而取得突破……

去年，我调任电子对抗连副连长。

一次训练中，我带队执行某项任务时，

导调突然宣布“驾驶员阵亡”。关键时

刻，我一把夺过方向盘，驾驶战车向预

定地域驶去……

任务圆满完成，我却不禁思考：倘若

我不会驾驶，任务该如何完成？我想起

军报上《战斗减员，战位不挂“空挡”》《“T
型战士”的转型之路》等几篇关于复合型

人才培养的新闻。后续训练中，我向营

长建议，可以打破专业界限，鼓励专业尖

子学习其他专业，争做战场“多面手”，并

主动请缨担任驾驶专业教练员，负责全

营轮式车辆驾驶员的组训任务。

旅党委得知后，对营队做法表示肯

定，并且在全旅范围推广。不久后，我

在军报刊发的《让专业人才成为战场

“多面手”》一文中介绍了旅队跨专业培

养人才的经验，倡导基层官兵主动跳出

训练“舒适区”，练好多专业技能为打赢

蓄足底气。

脚沾泥土，细嗅芬芳。作为一名来

自基层、报道基层的“兵记者”，我期冀

着在泥土中“嗅”到更多的芳香，于平淡

中捕捉更多的“星光”，为基层“写真”，

为官兵“留影”。

（李政整理）

左上图：蒋雨铖（右一）采访旅队导

弹女兵时体验据筒训练。 孙海波摄

脚沾泥土，细嗅芬芳
■蒋雨铖

近日，陆军某旅“爆破英雄连”开展“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争当英

雄传人”签名活动。 林蔚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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