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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7月 14日

盛夏时节，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

抵达驻训点不久的官兵正顶着烈日安

营扎寨。“营门遭不明身份人员强行冲

撞，应急分队立即前出处置。”凌厉的

“警报声”骤然响起，一场应急处突演

练随即展开。

领取装备、快速布控……应急分

队按照预案迅速展开行动。虽然野战

器材室还没有完成开设，请领器材受到

一定影响，但整个过程紧张有序，最终

成功化解特情。

“这次拉动演练，确实有些意外。”

演练结束，数次随队参加野营驻训的

中士张昊坦言，他和战友之前就有预

感，按照以往的惯例，“安营扎寨”后，

肯定要“拉一动”。为此他们又认真学

习了战备方案，预想了各种突发情况，

可没想到的是“警报”提前拉响。

“战争随时可能打响，提前拉响

‘警报’，就是要让官兵心中时刻响起

‘警报声’。”该旅领导介绍，新修订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将“日常

战备”改为“常态战备”，在相关要求中

将“进行必要的演练”改为“常态组织

战备演练”，这一变化更加强调部队必

须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备状

态，要求官兵树牢战备观念，推动战备

工作走深走实。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施行以来，该

旅扎实组织学习战备训练有关规定，

深入开展战备形势教育，进一步强化

官兵战备观念。他们根据担负任务和

所处战备状态，加强敌情、我情和战场

环境等研究，区分不同任务背景修订

完善战备方案，并按照新修订的共同

条令拟制出 10 余项特情和对应处置

预案，抓好常态化学习、实案化推演、

动态化更新，确保官兵熟悉内容程序，

掌握行动要点。

“打破常规、坚持常态，才能保持

状态。”该旅一位连长介绍，过去存在

“周五战备日”的说法，在这个时间段

官 兵 的 战 备 弦 绷 得 很 紧 ，过 后 就 有

可 能 松 懈 。 如 今 ，全 员 全 装 战 备 演

练 已 成 常 态 ，不 分 时 段 、不 打 招 呼 、

不 设 预 案 ，倒 逼 官 兵 把 每 一 天 都 当

成“战备日”，把“应急神经”练成“本

能反应”。

该旅领导表示，下一步除常态进

行拉动演练外，他们还将制订战备方

案清单，组织各级指挥员依案摆布态

势、分案组织推演、逐案修改完善，探

索构建各层级衔接配套的战备方案体

系，确保遇有情况能够有效应对。

盛夏驻训，营地响起“警报声”
■姜 帅 陶 磊

近日，陆军某旅张营长在查铺查

哨时的一波“操作”，给列兵小郭“上了

一课”。

那天夜里，小郭担负警戒哨位执

勤任务。作为战备值班分队的哨兵，

他打起十二分精神，认真观察周围的

风吹草动。忽然，远处一个身影若隐

若现。“站住，口令！”得到准确回复后，

小郭仔细一看，原来是营长。

“ 口 令 询 问 正 确 ，警 惕 性 比 较

高，继续保持。”听到营长的评价，小

郭 心 里 暗 喜 。 营 长 离 开 后 ，小 郭 心

想 已 经 查 过 哨 了 ，应 该 不 会 再 有 人

来 ，于 是 心 里 绷 紧 的 那 根 弦 不 由 自

主松懈下来。

然而，令小郭没想到的是，营长来

了一个“回马枪”：就在小郭恍惚走神

之时，一个身影突然从一侧小道蹿了

出来，小郭还没反应过来，营长已行至

跟前。

“警戒区域最有可能从哪个方向

遭受偷袭？如果发现异常情况该怎

么处置？应急联络方式有哪些……”

面对营长的提问，小郭一时语塞，答

不上来。

张营长查铺查哨杀了一个“回马

枪”，让不少人“中招”：某连两名战士

下哨后衣服随意摆放，不符合战备要

求；营部值班室通信设备亏电，遇有情

况无法保证通联畅通……第二天的讲

评会上，除了就寝秩序，张营长还着重

讲评夜间战备状态保持情况，将这些

问题指名道姓点了出来。

“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和担负战

备值班任务的部队，应当结合查铺查

哨 ，检 查 值 班 人 员 战 备 状 态 保 持 情

况。”张营长介绍，新修订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新增这条查铺查

哨内容，充分体现了备战打仗、向战

为战的根本指向，目的在于让官兵时

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战备状

态。作为战备值班分队，他们在查铺

查哨时更加注重检查人员战备状态

保持情况。

近段时间，该营结合新修订的共

同条令贯彻落实，组织官兵认真学习

关于战备训练有关内容，围绕“应该有

怎样的战备状态”“战备状态该如何保

持”等问题进行讨论辨析，引导官兵进

一步树牢战备观念。同时，结合议战

议训会，他们深入查找分析与战备要

求不符的问题和原因，梳理形成查纠

整改问题清单，以强有力的措施确保

战备状态全时在线。

深夜查哨，营长杀个“回马枪”
■姜 帅 刘 含 王 轶

写在前面

国不可一日无防，军不可一日无

备。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

条令》将“日常战备”章节调整为“常态

战备”章节，对紧急集合方案、节日及

重要时节战备工作等内容进一步调整

规范，指导部队战备方案进入常态化

推演、实战化检验、动态化更新的良性

循环。只有把战备这根弦时刻绷紧，

把“箭在弦上”当成常态，养成“枕戈待

旦”的自觉，部队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

能快速反应、从容应对，做好随时打仗

的准备。

每天都是“战备日”
——陆军两支部队落实新条令的一组报道

近日，担负空降兵部队新兵承训任

务的空降兵某部，组织了一场优秀带兵

人经验交流活动。近年来，以 00 后为主

体的新兵步入军营，他们个性鲜明、思

想活跃，为军营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

也对新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该部

新训骨干针对新训不同阶段，探索创新

教育形式，引导新兵在“兵之初”汲取养

分，扣好军旅“第一粒扣子”。这里，邀

请该部 4 名新训连队的政治指导员，谈

一谈他们的经验做法。

①入营适应期

“兵说兵事”传真情

■空降兵某部某连政治指导

员 张 伟

新兵刚入营，我按惯例准备了一堂

以“我的新兵连”为主题的教育课，希望

激发新兵投身军营、奋斗成才的热情，

没想到现场反响不热烈，台下新兵参与

互动的积极性并不高。

我找到几名新兵聊天，了解他们的

想法后，明白了教育课遇冷的原因。新

兵们刚刚走进军营，还处在认识部队、

身份转变的适应阶段，一味地引导他们

以连为家、拼搏奉献，他们还没有切身

体会，很难把自己摆进去。

我和连队骨干商量，让他们给新兵

讲一讲自己“兵之初”的故事，分享他们

在军营成长的心路历程。

“刚入伍时，我在训练中因为中暑

晕 了 过 去 ，指 导 员 背 起 我 就 往 卫 生 队

跑……”“一次 3 公里跑训练，突然下起

大 雨 。 我 跌 跌 撞 撞 落 在 队 尾 ，班 长 架

起 我 的 胳 膊 往 前 跑 ……”虽 然 班 长 骨

干 们 讲 的 是 新 训 期 间 的 小 事 ，但 都 是

他们“收藏”的难忘时刻，新兵们听得

格外认真，还不时举手提问。

“这个月有 7 名新同志过生日，让我

们 一 起 为 他 们 送 上 祝 福 ……”一 天 傍

晚，7 名被我“特意”安排出公差的新兵，

一走进食堂就听到来自全连战友的生

日祝福。看到他们红了眼眶，我想，他

们的“军旅相册”，已经留存了一份珍贵

的迷彩记忆。

带兵心语：新兵初入军营，面对陌

生 的 环 境 和 人 际 关 系 ，难 免 心 怀 忐

忑 。 组 织 好 一 次 欢 迎 仪 式 、一 次 谈 心

交心、一次集体生日等活动，能够更好

地卸下他们心中的担忧与“防备”，增

进对部队大家庭的感情。让带兵骨干

“兵说兵事”、分享经历，也能引发新兵

的 共 情 共 鸣 ，往 往 比 单 向 说 教 更 能 强

化思想认同，取得好的教育效果。

②训练摇摆期

“升级过关”向前冲

■空降兵某部某连政治指导

员 朱传潮

有段时间，新兵小徐隔三岔五找班

长请病假。班长以为他是因水土不服

造成身体不适，就批了假。不久后，班

长发现他不仅成绩下滑，而且学习训练

心不在焉，才意识到也许另有隐情。

通过细心观察以及与其他新兵交

流，班长发现小徐的情况并非个例。新

兵 入 营 一 段 时 间 后 ，随 着 各 项 任 务 展

开，不少人觉得训练辛苦、管理严格，心

理落差导致出现退缩、烦躁等情绪，有

的新兵甚至会找借口逃避训练。

以我的经验来看，要想激发新兵的

训练积极性，简单地说教开导效果并不

明显。我们针对新兵的表现，一人一策

科学制订阶段性训练目标，把大目标细

化成“蹦一蹦够得着”的小目标，同时利

用连队“龙虎榜”、营区电子屏等平台，

对表现优秀、成长进步快的新同志进行

鼓励。

带兵心语：新训期间，新兵们容易

在训练中出现训练跟不上、压力难排除

等问题。带兵人要通过切实有效的手

段，因人施策，从引体向上的个数、3 公

里跑的秒数、实弹射击的靶数等具体数

据入手，把模糊、抽象的目标具象化、精

准化，引导新兵像打游戏“升级过关”一

样，在收获感、成就感中激发训练热情。

③任务承压期

“特殊时刻”鼓士气

■空降兵某部某连政治指导

员 任子健

一天深夜，我在查铺查哨时，发现

好 几 名 新 兵 还 没 有 入 睡 。 那 段 时 间 ，

实 枪 实 弹 课 目 刚 刚 展 开 ，首 次 升 空 跳

伞 日 期 也 越 来 越 近 ，我 担 心 新 兵 们 思

想压力大，产生畏难情绪，从而影响训

练表现。

如 何 帮 助 新 兵 提 升 使 命 感 、荣 誉

感，勇敢面对训练中的挑战？上报单位

批准后，我们决定在不久后的授衔仪式

上，邀请部分新兵家属参加，同时播放

一些家属的祝福视频，让新兵与家人分

享荣光时刻，坚定攻坚克难、建功军营

的信心。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

誓 ……”授 衔 仪 式 上 ，新 兵 们 士 气 昂

扬，整齐列队。“瘦了、黑了，但是更精

神了……”一位新兵母亲一直担心身体

瘦弱的儿子承受不了部队的训练强度，

看到儿子挺拔的身姿和坚毅的脸庞，她

终于放心了，嘱咐儿子“当兵不要怕吃

苦，吃苦才能强壮筋骨”。

除了注入“亲情元素”，我们还通过

组织向黄继光雕像宣誓、“写封信给黄

继光”“我跟战旗合张影”等活动，引导

新兵进一步树牢献身国防、扎根军营的

思想根基。

带兵心语：一场仪式教育，胜过千

言万语。新训中后期，随着训练难度加

大，新兵容易出现思想起伏。通过仪式

教育等形式，在“特殊时刻”强化思想引

导和精神鼓舞，能够让新兵在明晰“我

是谁”“为了谁”中培塑归属感、强化使

命感、增强荣誉感，加深对军人身份、军

队职能的理解，坚定积极投身练兵备战

的决心。

④结业焦虑期

“加钢淬火”启新程

■空降兵某部某连政治指导

员 张青彪

新兵即将下连，面临结业总结和下

连分配，他们对评优结果和分配去向都

很关注，同时对朝夕相处几个月的新训

班长和新战友恋恋不舍，难免产生“分

离焦虑”。

入伍前曾当过运输车驾驶员的新

兵小梁主动找到我，提出下连后想分配

到驾驶员岗位。经过摸排，一些取得会

计师、烹饪等技能证书的新兵，同样想

分配到相关专业岗位。我一边将新兵

们的分配意愿和特长情况向上级机关

汇报，一边为新兵解读定岗政策，引导

他们正确看待岗位分配，将部队的需要

放在第一位。

与此同时，连队还组织有过换岗经

历的班长骨干登台，开展“我的岗位我

尽责”宣讲活动，与新兵们聊一聊自己

当初下连后在各自岗位的奋斗故事。

“我怀揣特种兵梦想入伍，下连后

却被分在文书岗位。刚开始也很失落，

后来我慢慢懂得，军营里每一个岗位都

不可或缺……”“我入伍前也有过运输

驾驶经验，如今作为炊事员，看到大家

在食堂开心就餐，我很有成就感……”

老兵们“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深

深感染了新兵，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不论

身在哪个岗位，担当尽责、热忱投入就

能成就“最好的自己”。

此外，连队还开展了“说说自己做

了啥”和“夸夸我的好战友”等活动，鼓

励新兵讲出自己的成长进步，发现身边

战 友 的 闪 光 点 ，在 正 确 看 待 荣 誉 得 失

中，以奋发进取的姿态步入“加钢淬火”

的新阶段。

带兵心语：新训末期，新兵们面对即

将到来的“第二适应期”，容易被焦虑不

安等情绪困扰。新训骨干可以根据新兵

的学历水平、兴趣特长等实际情况，从组

织需要、岗位实际、个人发展等角度，教

育引导他们抱着“熔炉炼好钢”的态度把

握自己的成长节奏，尽快适应新角色，融

入新的战斗集体。

（于耀阳、范桂颂整理）

图①：新兵完成首次跳伞后合影留

念。 赵文潇摄

图②：新兵进行跳伞训练。

马鹏飞摄

制 图：王秋爽

听指导员讲带新兵的故事

谢顾问：

我是一名大学毕业后入伍的战士，

服役 8 年，面临走与留的选择。家人非

常希望我继续留队，但是我还在纠结，

毕竟在部队时间久了，有些向往军营外

丰富多彩的生活。我即将年满 30 岁，如

果选择留队再干 4 年，退役后步入社会，

就业机会可能会减少。如果今年退役，

我又担心缺少经验和阅历，没有好的就

业前景。您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陆军某部战士 小 李

小李战友：

你 好 ！ 你 提 出 的 问 题 ，我 感 同 身

受。几年前，当我站在人生一个重要的

十字路口，也曾有过和你同样的纠结。

是 选 择 自 主 择 业 还 是 转 改 文 职 人 员？

想到部队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想到自己

的专业能在部队发挥更大作用，我最终

选择了“孔雀蓝”。

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选择。站在

可 能 改 变 人 生 走 向 的 路 口 ，面 对 未 知

的、不确定性的挑战，难免心生迷茫。

因为，通向未来的路，并没有绝对的好

坏之分，没有人能帮我们建立一个标准

化的模型，得出一个清晰量化的数据，

指引我们做出最优的选择。这无疑与

我们期盼生活越来越美好的愿望，形成

一种天然的矛盾。

有一点应该可以确定，在进行重要

的人生选择时，不能仅凭感觉，而是需

要理性思维发挥主导作用。理性思考

的过程，就是帮助我们不断消除模糊性

的过程。因为你的情况介绍得相对简

单，我试着提出两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希望能帮助你梳理思路。

回望来时路，为什么选择入伍？8

年前，你作为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能

够选择在人生的美好年华参军入伍，既

是青春热血的澎湃，也体现了保家卫国

的担当。现在，再回望一下大学时代，

那时的你，对于未来应该有过很多想法

或 规 划 ，可 能 也 进 行 过 一 些 努 力 和 尝

试，比如考研、实习等。那么，你最终决

定参军入伍，原因究竟是什么？

现在，你已经在部队服役 8 年，对军

营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会对自己

的未来有更多考虑。那么，当初你决定

参军入伍的重要因素改变了吗？现在，

有没有更充分的理由支持你离开熟悉

的军营，重新回到社会，选择你当初放

弃的那些选项？

展望前路，为什么选择留队？部队

的基础在基层，基层的基础在士兵，士

兵的中坚在军士。军士作为我军建设

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础骨干力量，是新

时代军事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作

用越来越突出。同时，随着《军士暂行

条例》《军士职业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等

法规制度施行，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传

递出鼓励长期服役、提供多样化发展路

径、搭建更好成长平台等指向。你即将

步入而立之年，可能会承担更多的社会

和家庭责任。如果能顺利选晋，对于与

此相关的职业发展路径、军人军属优待

等法规政策，你是否有清晰的了解，从

而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和安排？

建议你拿出一张纸、一支笔，结合

自己的情况，做一个表格，左边一列，按

优先级排序，写出支持你继续留队的 5

条理由和不支持留队的 5 条理由；右边

一列，写出支持你退役回地方发展的 5

条理由和不支持的 5 条理由。这些理

由，应该具体明晰，由符合你所在单位、

个人和家庭实际情况作支撑，不是“部

队工作环境相对稳定”“步入社会有更

多选择”等模糊的表述。写完之后，可

以自己分析一下，看看能不能让你的思

路更清晰一点。

其实，有没有机会参加选晋，第一

前提是组织的需要。从这一点看，你如

果有选晋的资格，体现的是组织对你综

合素质和工作成绩的认可。这种“被需

要”，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珍惜的幸福。

参军入伍成为军人，不仅是职业选

择，更体现自身的责任担当。你即将面

临的选晋，本人申请仅仅是第一步，之

后还有基层推荐、审查考核、遴选公示、

党委批准等程序。如果你下定决心继

续留队，从现在开始就要心无旁骛地在

体 能 、专 业 技 能 等 方 面 进 行 充 分 的 准

备，这同时也是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小李战友，你也许听过选择与努力

哪个更重要的论述。你是如何理解选

择与努力的关系？我想，选择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它是努力的前提和指引，但

能否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还在于你的

人生经验以及对个人能力的认知。而

努力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态度，拼搏奋斗

才是实现目标的路径。不论你最终选

择走还是留，我想，8 年间在军营淬火成

钢的经历，已经为你站上新的起点积蓄

了力量。

愿你找到前行的方向，勇敢去迎接

未来的挑战。

（执笔：陆军工程大学副教授、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 绳慧）

为新的出发积蓄力量
——解答一位战士的走留之惑

谢顾问答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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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重庆总队新兵团开展野外拉练。 陈润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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