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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亲历者说

执勤规范零扣分、基础体能优良率

90%……前不久，支队第二季度按纲建

队考核结果公示，我们中队凭借平时严

格要求、狠抓落实，综合成绩名列前茅。

如何抓建中队？两年前，刚担任指

导员那会儿，我认为必须打造“亮点”，才

能在众多兄弟单位中脱颖而出，在支队

甚至总队“打响名号”。

熟悉中队基本情况后，我盯上了驻

地拥有的丰富红色资源。在我眼中，这

是打造“亮点”的绝佳素材。于是，官兵

们都被我调动起来，在完成训练、执勤任

务后，积极营造营区文化氛围——搜集

整理红色故事，设计制作文化展板……

几个月后，中队营区面貌一新，“红色”气

息扑面而来。上级在检查基层建设情况

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肯定，一些兄弟

单位还主动前来学习取经。

然而，我还在沾沾自喜时，一些隐患

问题开始显现。由于官兵被打造“亮点”

牵扯了过多精力，中队日常训练、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受到影响，个别人

员状态明显下滑，作风养成有所松懈，特

别是内务秩序大不如前：有的被子叠得

随意，有的公共区域物品摆放不整齐，有

的内务柜内个人物品杂乱……

不过，让我真正意识到必须作出改

变的，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

一天，班长邓忠豪向我反映，战士陈

杨宇训练成绩总是不达标，执勤时还被通

报批评。我顺口问了句：“你最近找他谈

过心没有？”邓忠豪一愣，支吾着回答：“这

段时间，我忙着做展板，确实没顾上。”

在我的要求下，邓忠豪立刻找陈杨

宇谈心。坐下来面对面交流，邓忠豪这

才了解到，陈杨宇家里遇到了一些困难，

导致他心神不宁。得知情况后，我马上

协调上级机关，为他家里提供了一些帮

助。卸下思想包袱后，陈杨宇状态很快

有了起色，执勤训练恢复了往日劲头。

虽然这件事只是个例，但邓忠豪的

那句“没顾上”，却像警钟一样在我的耳

边敲响。打造“亮点”确实能让我们赢得

一些掌声和关注，但就此让事关中队建

设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出现松懈和疏

漏，无异于舍本逐末。

队务会上，干部骨干统一了思想：干

事创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紧扣中心

工作任务，不追只顾眼前的“显绩”，多做

利在长远的“潜绩”；干部骨干要以身作

则，引导官兵将更多精力放在训练执勤

和打牢基础上。

于是，从“一床被子”抓起，中队严格

落实制度规定、正规“四个秩序”。调整

了抓建思路后，中队官兵心气更顺了、干

劲更足了，在比武竞赛、执勤战备、按纲

施 训 等 方 面 ，陆 续 创 造 了 不 少 亮 眼 成

绩。去年底，中队荣立集体三等功。上

周，因按纲建队工作突出，我们受到了支

队表扬。

回顾这两年来的经历，我深刻认识

到，抓建基层是一个循序渐进、日积月累

的过程，没有捷径可走，绝不能靠制造

“亮点”、夺得“彩头”提升整体水平，必须

放平心态、着眼长远，深耕细作、久久为

功，相较于那些华而不实的“创新”，基层

带兵人更需要做的恰恰是“守正”。

（唐楚豪、黄海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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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参加上级比武失利，武警某

中队中士小李和下士小吴归队后遇到

的情况不尽相同——谈心交心时，指导

员肯定了小李的表现，并鼓励他继续努

力；却对小吴提出严肃批评，要求他“好

好反思，查找不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上

级组织的带兵经验交流会上，该中队郑

指导员道出了原委：小李自我认知清

晰、自我要求高，也乐于接受意见建议，

“响鼓不用重槌敲”，提醒式的表扬就能

让他充满干劲；小吴则截然相反，性格

大 大 咧 咧 ，稍 有 点 成 绩 就 容 易“ 翘 尾

巴”，正好借用比武失利的机会给他“降

降温”，帮助他认清自身存在的短板，找

准努力方向。

带兵人如何开展表扬与批评，是一

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不过，在基层官兵

成分结构发生新变化的当下，老话题也

出现了新情况。这些年，不少带兵人渐

渐 形 成 这 样 的 共 识 ：“ 好 兵 是 夸 出 来

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赞美、鼓励、表扬

往往会让一个人进步得更快、发展得更

好。现在的战士个性鲜明、自尊心强，

渴望得到认可，也希望在军营实现自我

价值。因此，带兵人通过挖掘战士身上

的闪光点，肯定他们的表现，使其产生

奋进之力、向上之志，这样的做法无可

指摘。

然而，笔者在日常观察中发现，有

的带兵人曲解了“赏识教育”的本质，

忽视了批评的正面价值，走向只表扬

不批评的另一个极端。正如世界上没

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每名官兵的

成长经历、社会阅历、性格特点不尽相

同，带兵人采取的教育管理方式也应

当因人而异，比如有的自律意识不强、

自 我 要 求 不 高 ，就 需 要 经 常 给 予“ 敲

打”和提醒。有时，真诚的批评，更容

易让他们意识到自身问题。

在前面提到的交流会上，郑指导员

还分享了一件事：战士小王从入伍开始

就是同年兵中的佼佼者，多次在上级比

武集训中摘金夺银、受到表扬。一次，

小王违规使用手机被上级检查发现，因

此在大队作了检讨。没想到，这次检讨

差点“压垮”了小王，很长时间成了他的

心结。

郑指导员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对

战士成长而言，受到批评并非坏事。带

兵人要发自真心地关爱战士，既发现其

优点，也及时指出其缺点。一味捧着

惯着，或者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反

而不利于他们成长成才和长远发展。

古人说得好，“雷霆与雨露，一例

是 春 风 ”。 表 扬 和 批 评 ，本 质 上 都 是

通 过 精 准 的 反 馈 ，调 节 官 兵 行 为 ，引

导其达成某种目标。在笔者看来，科

学有效的管理方法，应该是不失偏颇

地运用好表扬的正向激励作用、批评

的及时纠偏作用，使官兵在“修枝、剪

叶 、正 形 ”的 良 性 循 环 中 持 续 进 步 。

在基层具体工作中，带兵人应当在充

分了解官兵特点、掌握实际情况的基

础上，因人施教、因事施策，从有利于

单位建设、有利于个人成长的角度出

发 ，辩 证 地 运 用 好 表 扬 和 批 评 ，让 官

兵 感 受 到 良 苦 用 心 、融 融 暖 意 ，从 而

激发奋进拼搏的热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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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基层之声野外驻训进行时

表扬 5 班，不仅因为他们的伪装效

果好，更在于他们考核中展现出了灵活

应变能力，而这正是我们连一些官兵缺

乏的。

回顾这次考核，受地形地貌限制，

各车组面对的挑战基本一样。然而在

使用伪装网时，多数车组只用了伪装网

的一面，并没有根据实际情况随机作出

调整。复盘时，有人说是因为平时没练

过所以没想到，也有人解释是为了更快

完成考核以取得好成绩。无论哪种理

由，都暴露出一些官兵思维上的局限。

今年驻训展开后，我发现，一些官

兵战场意识不够、实战意识不强。一次

演练，几名班长骨干不注意观察战场判

断“敌情”，盲目听信导调人员通报的情

况，结果打了败仗。

我 们 常 讲“ 仗 怎 么 打 ，兵 就 怎 么

练”，但在实践中，还是不可避免受到

过往经历和思维习惯的影响，对真实

战场的复杂程度设想不够，构设的条

件场景与实际作战存在差距，导致一

些官兵深陷“操场化模式”和“固定化

套路”迟迟走不出来。怎么解决这个

问题？在我看来，野外驻训提供了绝

佳的机会。

近些年，野外驻训已经成为各部

队的“必修课”。驻训点位不同，自然

环境不同，带来的考验和挑战也会有

所区别。如果说营区训练是“磨剑”，

那么驻训就是“淬锋”。我们连党支部

一班人研究讨论后认为，野外驻训是

“把兵练活”的好机会，要抓住这个“黄

金期”，将官兵置于贴近真实战场的环

境条件、难以预测的“敌情”特情中，让

他们在“出乎意料”的考验挑战里，突

破思维局限、强化实战意识，提升应变

能力、练就打赢本领。

基于这些思考，我们与一些兄弟连

队签订了“互考协议”，在考核演练中轮

流扮演“蓝军”。障碍设置、袭击方式等

均由“蓝军”自行确定，无需提前告知对

方，以最大限度模拟战场上的“不确定

性”，倒逼官兵进行“能力突围”。而且，

在扮演“蓝军”过程中，由于需要站在“对

手”角度设计战斗，官兵们打开了观察战

场的视野，拓展了思考战争的维度，平时

参加演训活动也更懂得灵活应变了。

野外驻训是“把兵练活”的好机会
■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干部 李成昊

这天，正在野外驻训的第 82 集团

军某旅某连，组织了一次隐蔽伪装考

核。考核结束，连长李成昊在讲评时对

5 班车组的表扬，引来一些官兵质疑：

“都没有被‘敌’发现，但 5 班用时比我

们长，他们怎么还能受到表扬呢？”

“5 班虽然不是用时最短的，但在

规定时限内，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

使用伪装网，取得了更好的伪装效果，

值得表扬。”李成昊解释说。

时钟回拨到半个多小时前。彼时，

该连正在机动，李成昊随机下达指令：

“敌”无人机侦察，各车组迅速寻找有利

地形，进行隐蔽伪装。

接到指令后，5 班班长王帅过立刻

观察周围环境，发现道路左前方地势起

伏明显，利于隐蔽伪装，随即向车组下

达命令：“加速向左前方机动。”

到达选定位置后，在王帅过的带领

下，车组成员立即着手搭设伪装网。

该连配发的伪装网有两个面，一面

颜色偏绿、一面颜色偏黄，分别适用林

地、荒漠等不同地形地貌。5 班选择的

隐蔽地点靠近道路，附近植被稀少，零

星分布着一些低矮灌木丛，地面呈现土

黄色。在这种情况下隐蔽伪装，通常将

伪装网颜色偏黄的一面朝上，5 班最初

的选择也是如此。

拆网、覆盖、撑杆、塑形……5 班很

快搭好了伪装网。然而，就在王帅过准

备向排指挥员报告完成考核时，副班长

郭士奎连忙出声制止：“班长，我觉得还

有问题！”

原来，细心的郭士奎在做最后检查

时发现，临近灌木丛的土壤呈深褐色，

与伪装网色差较大，如果不做处理，有

暴露目标的风险。

“要不，我们把伪装网翻过来，将旁

边的灌木丛整个包住？”郭士奎建议。

另一名战士接着补充：“再折一些灌木

枝插在伪装网上，效果会更好。”

听着大家的发言，王帅过没有立即

决断。他抬眼观察周围环境，又仔细翻

看伪装网，陷入了沉思：附近灌木丛分

布零散、大小不一，面积不超过半张伪

装网。如果把整张伪装网都罩在上面，

反而显得突兀，更容易引起“敌”无人机

的注意。

时间所剩不多，如果重新选择隐蔽

地点，肯定会超时。情急之下，王帅过

脑海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单独

使用伪装网的哪一面效果都不理想，能

不能同时使用两个面呢？”

“班长，以前从没这样用过，能行

吗？”王帅过话音刚落，质疑声随之而来。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王帅过下

定决心。

随后，5 班开始调整伪装网，完全

遮住装备车辆后，他们把颜色偏黄一面

的一部分翻过来，覆盖灌木丛附近的土

壤，使之尽可能与周围环境一致。完成

隐蔽伪装没多久，他们就看见一架无人

机从远处飞了过来。

伪装效果究竟如何？王帅过心里

有些忐忑。直到复盘讲评，连长提出表

扬，他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其 实 ，李 成 昊 早 就 注 意 到 5 班 的

“异样”——他们本来速度最快，但完成

伪装后并没有立刻报告结束考核，而是

再次进行了调整。

“借助无人机高空观察，我发现 5班

调整后的伪装效果更好。更重要的是，

他们敢于突破思维惯性、打破常规做法，

同时使用伪装网的两个面。”复盘时，李

成昊一边回放考核视频，一边回应质疑，

“反观其他一些车组，一味图快，却不注

意观察周边环境，最终效果并不理想。

真实战场情况远比平时训练复杂，伪装

网使用没有一定之规，应该更加灵活。”

接着，李成昊带领官兵重温训练

大纲对隐蔽伪装的要求：“使用制式和

就便器材，采用多种手段，完成人员、

掩体、车辆、武器和装备的隐蔽伪装。”

随后，他们组织讨论，深挖思维固化问

题，反思训练考核中不符合实战的表

现。经过思想碰撞，大家达成共识：要

进一步树牢战场思维、打仗意识，因时

因势灵活运用战术战法。

这次考核过后，该连制订了针对不

同地域、季节、装备的隐蔽伪装方案，并在

演练中不断验证完善。此外，他们还打破

“自己考自己”的检验模式，与其他连队互

为对手、互设条件开展考核，在真抓实备、

真打实练中不断锤炼官兵实战能力。

隐蔽伪装考核，第82集团军某旅某连5班灵活应变—

一张伪装网，两面同时用
■刘 含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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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不打无准备之仗。对于航空兵部队来说，做好

飞行前准备，是安全顺利完成训练任务的重要保证。规

划航线、推敲方案、开展地面推演……飞行员的准备工

作紧张而忙碌，为的是让每一个架次飞出最大效益。与

此同时，机务人员也在细致检查维护战机，排除可能存

在的一切隐患问题，以追求极致的认真负责，守护战友

和战机的安全。

近段时间，海军航空兵某部紧贴任务实际开展飞行

训练，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各尽其责、和谐配合，共同形成

完成任务的合力。

图①：两名飞行员进行地面协同演练。 陈鹏伟摄

图②：机务人员检查维护战机。 傅金泉摄

和谐出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