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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执行任务遭遇突发情况，如何

处置？对第 82 集团军某旅运输连官兵

来说，现在会先拿出随车携带的经验

集，寻找应对之法。

前段时间，笔者到该连采访，发现

每辆车上都放着一本《战备运输实战经

验集》。

“这是我们为驾驶员准备的处置突

发情况指导手册。”该连王指导员告诉

笔者，这本经验集最初是安全提示卡，

后来经历了一次内容升级才最终成形。

说着，王指导员递过来几张卡片，

上面皆是一些提示性内容：“一个重心

记心上”“两面镜子微调整”“三根气管

经常摸”“四条紧固多注意”……

这些年，跨区机动任务和野外驻训

日益频繁，而部分新任驾驶员技术还不

够成熟，应对复杂路况和陌生环境能力

不足。为此，该连制作了安全提示卡，

明确重要操作要领，强化驾驶员安全行

车意识。

起初，安全提示卡确实发挥了很大

作用，一些驾驶员将其贴在驾驶室内，提

醒自己规范操作。然而，随着该连官兵执

行任务场景增多，它的局限性慢慢显现。

一次常规运输任务途中，新手驾驶

员小李发现发动机异响。反复检查却

找不到故障原因，安全提示卡上也没有

相关内容，手足无措的小李只能紧急呼

叫支援，因此延误了行程。

还有一次，该连车队在跨区机动途

中遇到特大暴雨，山洪冲毁了原定路线

上的一座桥梁。三级军士长杨锟根据

多年经验，决定绕行一条盘山小道。最

终，凭借精湛驾驶技术和对地形的熟

悉，他引导车队安全通过多处易发生山

体滑坡路段，抵达目的地。

任务结束后，杨锟心有余悸。他主

动找到连主官，详细汇报此次任务情况，

并建议将大家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遭遇的

特情和处置办法，进行搜集整理、汇总分

类，形成内容更加全面实用的指导手册。

连队党支部一班人采纳了杨锟的建

议，同时意识到，安全提示卡上的内容，不

足以帮助驾驶员正确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随即，该连开展了一场“实战经验征

集”活动。征集令一出，驾驶员们纷纷响

应，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验做法。

经过总结梳理、验证完善，一本涵盖

行车勤务、应急抢修、装卸载规范、特情

处置等 8 个模块的《战备运输实战经验

集》最终定稿。自此，安全提示卡正式升

级成实战经验集，并印发给每名驾驶员。

完成了内容升级的经验集，实际使

用效果如何？该连二级上士盖旭攀的

经历很有代表性。

一次，盖旭攀负责带队执行重要运

输任务。出发前，他特意将《战备运输实

战经验集》放在了车上，以备不时之需。

车队一路前行，起初还算顺利。进

入山区后，天空开始下起倾盆大雨，道

路变得泥泞，能见度降低。更糟糕的

是，前方路段出现了山体滑坡，大量的

泥土和石块堆积在道路中央，挡住了车

队去路。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盖旭攀很快

冷静下来。迅速翻开携带的《战备运输

实战经验集》，在“特情处置”模块，他找

到了详细的应对方法和注意事项。

随后，盖旭攀安排人员在车队后方

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

免发生追尾事故。接着，他按照“根据

滑坡规模和地形选择绕行或清理”的建

议，对当前情况作出判断，决定另寻合

适的路线绕行，并向连队报告。

寻找绕行的道路同样充满挑战。由

于山区信号不好，加上天气因素，导航设

备使用受到影响，好在经验集里提到了

处置这种特情的办法。盖旭攀仔细观察

山体走向、树木生长情况，很快确定了方

向。最终，经过数小时的跋涉，车队成功

绕过山体滑坡区域，重新回到预定路线

上，将物资安全送达指定地点。

“多亏了这本经验集，我们才能化

险为夷。”这次经历，让盖旭攀深刻体会

到“过来人”的实战经验对年轻驾驶员

的帮助，“我们也会将任务中出现的新

情况、遇到的新问题和采取的应对办法

整理好，增加到经验集的相应模块中。”

从曾经的几张卡片到如今的一本手

册，该运输连运用集体智慧帮助年轻官

兵提高遂行任务能力，正在逐步显效。

从“安全提示卡”到“实战经验集”
—第82集团军某旅运输连提高驾驶员处置突发情况能力的一段经历

■刘芳芳 闫 涛

当前，在部队管理实践中，个别带兵

人存在认识偏差：有的过于强调“树立威

严”，习惯板着脸孔待人接物，似乎有意

与战士保持距离；有的盲目追求“以和为

贵”，不敢坚持原则、较真碰硬，成了“老

好人”；有的抓工作要么事无巨细，“一竿

子插到底”，要么大而化之，导致成效不

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处理好“管

人”和“管事”的关系。

有人说，待人须“姿态低三分”，对事

要“标准高三分”，笔者深以为然。这一

“低”一“高”，蕴含着深刻的带兵之道，体

现了严管和厚爱的统一。

必须说明的是，“姿态低三分”，绝非

放弃原则、刻意逢迎，而是出于对官兵的

尊重和信任，让他们感受到被重视、被理

解、被需要。要始终与官兵坐在一条板

凳上，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交

融，察兵情、知兵意、解兵难，从而激发大

家干事创业的内在动力。

人非草木，但战场无情。“标准高三

分”，就是对事关备战打仗的事，必须始

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标实战、聚焦

打赢。古训有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以结果导向来看，

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儿、标准立得严一些，

更有利于推进战斗力建设，倒逼官兵练

就过硬本领。

带兵的目的，不是让人“怕”，而是让

人“信”、让人“服”、让人“跟”。部署任务

时，要多问“你怎么看”，少说“必须这样

干”，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谈心交心时，要善于倾听和共情，避

免先入为主、一厢情愿；解难帮困时，要

注意态度和方式方法，努力把好事办实、

把实事办好，不要让受帮助的一方产生

不适感。

再说抓战备训练，其主要目的是最

大限度激发官兵潜能，锻造能打仗、打胜

仗的过硬队伍。战场是残酷的，事事处

处攸关生死和胜败，来不得半点懈怠和

虚假。坚持“标准高三分”，说的是无论

平时训练，还是执行重大演习任务，都要

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构设贴近真

实战场的环境条件，将官兵逼入绝境、难

到极限，从而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推

进部队战斗力建设不断跃上新台阶。

不难看出，待人“姿态低三分”与对

事“标准高三分”，有其适用的对象和场

景，不可随便混为一谈。对各级带兵人

来说，这是一门艺术和学问，更是对专业

能力和情商智慧的全面考验。

“姿态低三分、标准高三分”诉诸的

是可亲可信可敬的带兵人形象。愿广大

基层干部能从中得到启发，进一步端正

思想态度、改进工作作风和方式，认真履

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在练兵备战一线

立起带兵人的好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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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综合训练。图为一名班长正在指挥做好主

炮发射前准备。 李达达摄

前不久，连队举行入连仪式，欢迎

新战友的到来，我作为炊事班班长，负

责准备餐食。

“这个蛋糕很好吃”“旁边的水果捞

也不错”……看着刚下连的新战友大快

朵颐，我心里很满足。

“你看，干好‘幕后工作’，同样能收

获成就感吧！”这时，指导员走到我的旁

边，开口说道。

指导员的话有些耳熟，3 年多前，

我被调整到炊事员岗位时，有人对我说

过类似的话。起初，我并不认同，但经

过这几年的成长锻炼，我对此有了深刻

的体会。

我从小就是个“军事迷”，高中毕业

后，怀揣梦想参军入伍。下连后，我一

直作为炮手参加训练。然而，就在我憧

憬自己驾驶战车驰骋沙场时，一盆“冷

水”泼来：我竟然被定岗为炊事员。

更让我感到心理失衡的是，同年入

伍的战友每天穿梭在训练场，学装备、

练专业，为未来亮剑战场做准备，而我

却整天面对锅碗瓢盆和厨房灶台。

“指导员，我想申请换个岗位，炮

手、侦察员都可以，只要别让我继续干

炊事员就行。”体验了数周枯燥乏味的

炊事工作，我鼓足勇气，敲开了指导员

宿舍房门。

指导员并没有直接回答，反而交给

我一项任务：“明天开始，连队要展开家

属临时来队住房翻修，你也参与一下。

等干完这个，再作决定。”

我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虽然不

理 解 指 导 员 的 具 体 意 图 ，还 是 应 下

了。第二天，我跟着负责连队营房维

修的班长郭五星一起，开启了为期一

周的翻修工作。

刮涂腻子，排查管线，维修家具……

不到两天，我就有点受不了：“郭班长，这

活既无趣又繁杂，其中的辛苦大家也看

不到，干着有啥意义呢？”

郭 班 长 听 后 ，微 微 一 笑 ，说 道 ：

“ 有 时 候 ，并 不 是 干 惊 天 动 地 的 大 事

才 算 有 意 义 ，干 好‘ 幕 后 工 作 ’，可 以

同样收获精彩。试想一下，已婚战友

能在温馨舒适的环境里，和来队家属

团 聚 ，度 过 幸 福 的 时 光 ，我 们 俩 这 些

看似不起眼的付出，是不是就变得很

有价值了？”

郭班长的一席话，点醒了我。在这

之后，我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忙前忙后，

踏踏实实地将每一个房间、每一处角落

都打理好，再没发过一句牢骚。

“指导员，我想明白了，我会在炊事

员岗位好好干下去！”刚将家属临时来

队住房翻修一新，我便找到指导员，撤

回了之前的换岗申请。

接下来的日子，我从最基础的刀

工勺工、切菜配菜入手，努力学习炊事

技能。一有闲暇，我便翻阅烹饪书籍、

观看美食制作视频，学习方法、寻找灵

感。渐渐地，我学会了数十种主食和

菜品的制作，并在今年初当上了炊事

班班长。

不久后，连队外出驻训，训练和生

活节奏陡然加快，加之有些水土不服，

战友们普遍胃口不佳。在制作饭菜过

程中，我花了不少心思，确保不同口味

偏好的战友都能吃饱吃好。此外，我

还根据天气状况推出解暑凉饮，结合

任务实际开办“深夜食堂”，深受大家

欢迎。

“ 这 次 实 弹 射 击 任 务 ，我 们 完 成

得 非 常 出 色 。 这 离 不 开 每 一 名 指 战

员的攻坚克难，也离不开炊事班等保

障人员的默默付出……”阶段总结会

上 ，连 主 官 对 我 的 工 作 进 行 了 肯 定 。

我暗下决心：一定把伙食保障工作做

得更好。

从排斥抗拒到乐在其中，认识到伙

食保障工作的价值后，我越发赞同这句

话：三尺灶台，大有可为。

（刘煜、张彦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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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旅里组织实兵综合演

练，在连长“阵亡”情况下，我作为指挥

员，带领连队官兵完成既定任务，受到

通报表扬。在提高军事指挥能力、成为

“两个行家里手”的道路上，我又迈出了

坚实一步。

当初，被任命为连队指导员后，我

只想当好政治干部，做好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情势的发展确如我的期待，我逐

渐进入角色，愈发得心应手。就在我准

备在连队建设中大展拳脚时，现实给我

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去年，旅里组织建制连实弹射击检

验，明确将其作为年底评功评奖的重要

参考依据。全连上下对此都高度重视，

连长带领骨干反复推演，官兵们更是拿

出了十二分的训练热情。

眼看检验时间临近，连长却因家中

突发变故，不得不请假回去处理。这意

味着指挥的重任，压在了我这个指导员

身上。

刚开始，我想得比较简单，因担任排

长时参加过类似考核，便觉得完成这项

任务难度不大。然而，实弹射击检验当

天，我的指挥磕磕绊绊，意料之外的情况

接二连三，连队用时大幅超出规定时限。

复盘会上，营长对我们连提出严肃

批评。我实在没有勇气面对全连官兵，

大家训练那么苦、准备那么久，却因为我

的指挥不当，没能取得理想成绩。那些

天，我内心满是愧疚，工作很不在状态。

察觉到我的异样，一天训练结束

后，教导员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谈心：“作

为政治干部，固然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但同时要清楚，指导员与连长同

为连队指挥员，必须带头学军事学指挥

学科技，能够组织指挥作战行动、带领

部队遂行作战任务。”

教导员一语中的。当天晚上，我躺

在床上深刻反省：我对指导员的岗位职

责存在一定认知偏差，简单地认为政治

干部只需干好政治工作就够了，战备训

练有军事干部顶在前面，因此对于提高

自身军事指挥能力素养重视不够、投入

时间精力不足。

“指导员也是指挥员。”找到了问题

关键，改正便有了方向。为了尽快补齐

自身短板，我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训练

场，从组织基础训练，到指挥战术训练，

有意识地以指挥员的身份参与其中。

一段时间后，我迎来了证明自己的

机会。当时，旅里组织战术综合演练，

根据任务需要，我和连长分别负责指挥

一支分队。演练中，我按照前期推演的

方案，流畅指挥各班完成行军、进攻、防

御、射击等各项任务。演练结束，连长

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接下来，我将对照政治指导员岗位

职责要求，做好各方面工作，继续提升

自己的军事素养，争取早日成为“两个

行家里手”。

（徐瑞整理）

指导员也是指挥员
■第 74 集团军某旅某连干部 檀智康

日前，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基础训练考核。图为一名参考

人员正在进行轻武器分解结合。 唐忠飞摄

带兵人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