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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典型

近日，某工程兵部队演训场上，专业技能比

武竞赛战斗编组作业如火如荼。7 个战斗编组、

42 名参赛队员使出浑身解数，向着冠军发起冲

击。无人机“裁判”在上空盘旋，将参赛队员的每

一个细微动作都尽收眼底。150 分钟的比武作

业，每名队员都像相互耦合的齿轮，飞速旋转着。

记者了解到，该部举办的这次专业技能比武

竞赛，要求每个战斗编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抢修

抢建任务，包括装备焊接、设备安装、控制线连接

等五大专业共 20余个课目，难度强度之大、技术

含量之高前所未有。赛场比武的火热氛围，正是

该部队大抓群众性练兵比武、提升官兵备战能力

的一个缩影。

比赛号令刚一响起，来自一连战斗编组的主

操作手韩晓辉就抱着铁皮和大圆规冲进赛场，跪

在地上开始描点绘图。他的任务是按特定要求

制作一个“天圆地方”管件。管件构型复杂，对每

个角的角度和每条边的长度都有非常精确的要

求，毫厘之差都会导致制作失败。

“还有 30 分钟！”裁判提示声传来。看着计

时器上不断跳动的数字，官兵们都为操作手捏了

一把汗。韩晓辉神色镇定，一边在心里默默计算

着管件用料，一边有条不紊地安排战友进行焊接

组装，最终顺利将做好的管件安装到设备口部。

另一边，组员上士张允抱着70多斤重的给水

钢管，在狭小的地沟里进行管道连接，中途数次累

得瘫坐在地；下士李强连续对20余个直径10厘米

的钢管进行手动套丝……而三连和四连战斗编

组因为衔接不够顺畅，比赛用时超时，系统没有完

全运行而被判失利。赛场负责人说：“有些官兵在

单课目考核中能拿到高分，但在多课目连贯、多内

容融合、多能力检验的考核中却失了手。”

最终，经评委组认定，韩晓辉所带领的战斗

编组设备制作精良、组装准确、运行良好，且用时

最短，被评为冠军。

“工程兵部队的装备科技含量越来越高，要

想打胜仗，没有实力真不行。而实力决不会轻易

得来，它往往是练到极致的结果。这次比武我们

就是要挑战战斗员执行抢修抢建任务的极限。”

该部领导说，唯有从严从难、科学训练，才能激发

官兵最大潜能。

挑战执行抢修抢建任务的极限

训法连着战法，战法关系胜败。回忆起某次

参加上级比武竞赛的经历，该部作训科参谋王翰

林记忆犹新：“拿到竞赛规程时，我们一下子蒙

了，实战化的比武对训法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次经历也为他参与设计此次比武竞赛提

供了思路。以往，比武方式和内容设置大多在单

个课目、单个环节上“应试”比拼，缺乏整体联动

的实战氛围，对训练的促进作用不佳。部队党委

下定决心打破惯性思维，突出信息化引领、实战

化导向，让赛场与战场更加紧密。

针对部队装备科技含量高的特点，比武不仅

考量军事基础素质与专业技术能力，还注重考量官

兵能力素质的全面性。竞赛模式创新带来的是训

法的升级换代，不同专业官兵联合编组作业，让习

惯了单打独斗的专业技术大拿提升彼此间的协调

配合，实现训练方式由单一课目向专业联动转变。

瞄准短板弱项和实战急需发力

场上，某工程营和保障营之间的军事训练比

武竞赛打破了大山的沉寂，伴随着紧急集合的哨

音，两个营的官兵迅速集结在预定场地。

营长秦勇简短动员道：“比武竞赛以‘营对抗、

班比拼’的形式进行，将对班用帐篷搭设、战伤救

护、防毒面具佩戴、手榴弹投远和单兵掩体构筑这

5个课目进行角逐，每个课目都是一场硬仗！”

看着比武竞赛中斩获的奖牌挂上荣誉墙，刚

上任一年的指导员肖光既喜又忧。喜的是，比武

中尖子作用突出，为连队争得不少荣誉；忧的是，

训练成绩两极分化，每次参加比武竞赛的总是

“老面孔”，要是哪天碰上尖子休假不在位，连队

就可能遭遇“滑铁卢”。

为探索骨干向尖子升级的培养模式，该部在

基层连队中开展“尖子带骨干”练兵计划，让训练尖

子发挥“雁阵效应”，把帮带触角伸向基层末梢。既

有自主选择的兴趣组，也有硬性要求的强化组，一

名名军事训练达人如雨后春笋般在基层冒尖拔节。

随着层级配备、梯次储备的人才建设局面一

步步形成，比拼较量的硝烟也愈发浓烈。这两年，

随着一批自动化、智能化程度高的设备设施升级

配备，对官兵学习掌握高科技知识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为此，该部党委机关指导基层广泛开展小

观摩、小竞赛、小讲评，鼓励大家针对装备使用开

展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结合部队特点和任务

实际，固化班排周周有练兵、连队每月有对抗、营

队季度有竞赛、部队年度有比武的层级比拼模式。

“只要发挥好骨干作用、培养好尖子人才，一

定能以点带面，点燃练兵备战的烽火狼烟。”相关

负责人说。

探索人才梯次储备培养模式

“战场上容不得任何失误，训练损失的是时

间、比拼丢掉的是金牌，战场上失去的就是制胜

主动权。多用实战这把尺子考量平时训练效果，

打胜仗的能力才会不断提高。”面对官兵们接连

出现的失误，教练员张雷钊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比武连着战场。让官兵们树立以练为战的

意识，瞄准短板弱项和实战急需发力，正是该部

党委谋训抓训的鲜明导向。

近日，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以歹徒劫持人质潜逃为背景展开拉动
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特战队员应急处突能力，为下步遂行多样化任务打
下坚实基础。图为歹徒劫持人质逃入高层建筑，特战队员分组进行临战
训练。 李程辉摄

特战队员演练应急处突能力

近日，一场军衔晋升（授予）仪式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文化活

动中心举行。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仓库 15名新晋士官的“高光”场景通

过网络同步传输到千里之外的家中，军人军属在线共享荣光时刻。

仪式感催生使命感。今年初，该仓库以党委名义发出邀请，欢迎全体新

晋士官家属来队参加军衔晋升仪式。然而，部队周边地区疫情突发反弹，为

严格执行防疫规定，仓库领导研究后，决定改为运用“网络+”模式，在线组织

一场别具特色的晋衔仪式，邀请新晋士官家属异地同步参加。

经过保密委员会论证，仓库选定在非涉密场所文化活动中心举办仪

式，同时对仪式的网络传输进行脱密处理。晋衔仪式还设置了“亲情连

线”环节，通过隔空对话，让军人军属共话成长、共享荣光。

当天，听说视频里能看见爸爸晋升军衔，四级军士长肖棚飞的儿子小

弘翊早早地等在摄像头前。

“爸爸，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仪式开始后，小弘翊隔空送给肖棚飞

一幅精心绘制的图画“冠军爸爸”。围在一起的家人通过手机看到又瘦了

一圈的肖棚飞时，差点儿没认出来。

又瘦了一圈的肖棚飞，在过去的一年里付出的是辛劳，赢得的是

荣耀。听到儿子稚嫩的童声，看着家人们灿烂的笑脸，肖棚飞的眼眶

湿润了。

“举行‘云端’晋衔仪式，就是要让晋衔士官和支持他们干事业的家属

共同拥有获得感、成就感。”该仓库领导告诉记者，参加仪式的 10 多名晋

衔士官中，有屡夺桂冠的训练尖兵，有装备操作技术骨干，还有精通物资

收发的业务能手……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内的佼佼者。

四级军士长李金山，是仓库官兵公认的业务能手。10 多年来，他负

责保管的装备物资，没出现过任何差错。去年底，他被评为首届“四有”优

秀士兵。

考虑到春节前后有物资收发任务，两年没回家过年的李金山，再一次

把假期推到了年后。“亲情连线”时，当他捧着金灿灿的奖章出现在镜头

里，妻子朱红芬激动地为丈夫点赞。她通过视频对李金山说：“家里有我

照顾，你放心。”

新晋士官与家人

“云端”共享荣光时刻

离开“地下龙宫”，已是 3个昼夜之后。走在

山间小路上，身为平台专业指挥员的王司恒揉了

揉刺痛的双眼。三天两夜没合眼，身子已是异常

疲惫，但他的脚步却十分沉稳。

30年的时光，从一个毛头小伙到儿子都已参

军入伍的老兵，从初入军营的导弹“门外汉”到如

今的平台“兵专家”，火箭军某旅导弹测试技师、一

级军士长王司恒实现了人生的跨越式成长。

从炊事员到导弹“把脉”人

1990 年，怀揣着导弹发射梦的王司恒入伍

来到高原，却因为长得壮读书少，新兵下连便被

分到炊事班，专职负责养猪种菜。

梦想远去，并没有让他意气消沉。

“当兵就得干啥啥行！”铆着这么一股子劲，

王司恒全心投入，一年下来，就属他种菜最好、喂

猪最壮，组织还批准他立了功入了党。

但王司恒并不满足，导弹发射时的壮美弹道

还时常出现在他的梦中。一天，王司恒敲开连长

的房门，鼓起勇气说出了心里那句话：“我要当导

弹操作号手！”

看他那股认真劲儿，连长拿出几本初中课本对

他说：“你先把它们学会。”从那以后，不服输的王司

恒一头扎进了书本里，白天施肥喂猪，晚上挑灯夜

战，最终顺利考取了心仪已久的士官学校导弹专业。

那年，该旅执行实弹发射任务，王司恒因上学没

能参加，回来听老班长讲发射场上的故事，他如痴如

醉。“只有专业过硬，才能为导弹‘把脉’。”营长的话

让王司恒明白，上了学还不够，还要把技能练精。

学原理、背参数、画“三路”……没有高智商，

王司恒就用笨办法，一年学通了本专业，两年学

完导弹测试全专业，并成为了全旅比武竞赛的冠

军，成功当上了测试专业组组长，顺利走上实弹

发射场。看到导弹出鞘腾飞的王司恒仿佛也看

到了自己梦想飞翔的样子。

创新流程助力实战

2006 年，部队面临新型导弹装备换型转训，

已经成为平台班班长兼平台测试指挥员的王司

恒，深感肩上担子沉重。

为了让装备形成最大战斗力，这年底，王司

恒在对老装备测试流程进行研究后，历时 4 个

月，完成了一份《平台功能检查和调平精度同时

测试可行性》的报告，并上交厂家进行探讨。

当收到厂家的肯定回复后，王司恒欣喜若

狂，立即着手优化平台测试流程。那段日子，他

吃睡全在测试间，对实际操作中数不清的细节难

点一个个研究攻克，终于拿出了新武器平台测试

的最优方案，有效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2008 年夏天，部队围绕战斗力提升，决定对

某导弹阵地单元测试进行改进。王司恒主动请

缨，承担起了这次任务。

查阅专业资料，电话请教厂家，进行可行性

试验……经过 1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王司恒不辱

使命，接连创造两大奇迹：调整测试项目顺序，增

配部分测试设备，用测试 1 套平台的时间完成 2

套测试；创新减员操作方法，在号手减员一半的

情况下，顺利完成整套测试流程。

这些大胆改进得到了部队领导的充分认可，

一一在火箭军同型号导弹单位得到推广。王司

恒为此撰写的论文《某型号导弹平台战时减员操

作方法》也在核心军事期刊上发表。

这些年，王司恒首批入选原第二炮兵专业技

术士官尖子人才库一级库，撰写数十篇科技论

文，探索出了 10多种战法训法。

技术过硬力挽狂澜

在该旅一次次导弹发射的关键时刻，都能看

到王司恒的身影。

一次战斗发射演练，平台测试到最后一步，某器

件数值出现十分罕见的偏差，现场气氛顿时凝固。

一位平台工程师怀疑设备问题，建议立即断电。

“等一等！”王司恒果断出面阻止。他对比近

2 年的数据记录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平台本

身没问题，应该是受外界干扰所致。”

在仔细分析该器件工作原理后，王司恒用手

一指：“就是这个方位，测试间外肯定有较大载物

通过。”果然，一名警卫报告，就在刚才测试期间

有一辆几十吨重的货车恰好经过。

“马上封路，立即阻止一切大型车辆通过，再

次测试！”接下来的 4次测试，次次数据都达到标

准值，完全证实了王司恒的判断。

还有一次，导弹发射演练进入最后测试环

节。突然，某按钮失灵，号手反复按了好几次，一

点反应都没有……测试官兵急得团团转，将所有

预案尝试了一遍又一遍，都无济于事。

就在发射演练即将宣告失败之时，王司恒赶

到了现场。他用手摸了摸测试平台某部位的温度

后，果断下令：拆卸某部件，检查电子元件性能。

果然，故障竟是由一元件电阻值比标准略小

造成的。王司恒随即实施送风、升温处理。很

快，该元件电阻恢复至标准值，演练如期完成。

一位士官为何会有如此胆识和气魄？王司

恒回答：“战场要求到哪里，我就要学到哪里；我

们的导弹能飞到哪里，我的目光就要盯着哪里。”

导弹测试场上，他从“门外汉”成长为“兵专家”

◎赵佳庆 陶佳鹏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营内外

比武输赢不是目的比武输赢不是目的
让训练更科学才是真义让训练更科学才是真义

下士于龙刚正在进行柴油发电机设备故障排除课目比武下士于龙刚正在进行柴油发电机设备故障排除课目比武 程瑞阳程瑞阳摄摄

清明节前夕，武警安徽总
队合肥支队机动一中队组织
官兵来到蜀山烈士陵园，开展

“家国清明 致敬英雄”祭奠英
烈主题活动，缅怀革命英烈，
追忆红色历史，表达对革命先
烈的哀思与敬意。图为官兵
在蜀山烈士陵园广场重温入
党誓词。

徐伟摄

家国清明家国清明

致敬英雄致敬英雄

江苏省南京市近日举行春季女兵征集活动，重点针对大学女学生开
展征兵宣传，获得女大学生积极响应。图为新兵在南京市国防教育训练
基地欢送第一批起运的战友。 车军良摄

莘莘学子争当“军中绿花”

图为四级军士长李金山的妻子朱红芬通图为四级军士长李金山的妻子朱红芬通
过视频连线为他加油鼓劲过视频连线为他加油鼓劲 陶佳鹏陶佳鹏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