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

窝”，主管人员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但是，主管人员能力素质过硬，其所在

团队的全面建设就一定过硬吗？恐怕

未必。

现实中，这样的反面例子不在少

数。究其原因，基层主管人员尤其是

营连主官经常脱岗不在位难辞其咎。

近年来，一些单位的比武考核日益增

多，基层干部骨干把心思和精力更多

地花在了争金夺银上，对自己所在单

位的建设则用力较少，因而出现了“将

强兵弱”“主官强团队弱”的失衡现象。

基层主管人员包括各级主官该不

该参加比武考核？答案不言而喻，关

键是这些比武考核设计要科学、导向

要正确。比如，考连长，除了考个人素

质，还必须突出考带兵建连的能力；比

班长，除了比单兵技能，还要重点比带

领班组完成任务的本领。这才是判定

一名连长、一个班长是否优秀，应该具

有的评价标准。

比武考核的“指挥棒”指向哪里，

基层官兵的“发力点”就会落到哪里。

“指挥棒”指偏了，“冠军班长”带出“后

进班”就还会发生，基层主官热衷个人

进步、怠慢团队建设也不足为奇。对

于这种苗头和倾向，各级领导机关务

必高度重视和警惕，并加以坚决防止

和纠正，否则对战斗力建设贻害甚大。

比武考核的“指挥棒”别指偏了
■徐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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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编余小议

潜 望 镜

带兵人手记

我在防控第一线——战“疫”手记

“前方受表彰，后方却‘冒泡’。”连
日来，第 72集团军某旅一连班长李昭
辉心情十分复杂，就像在坐过山车起
伏不定：自己代表连队参加上级比武，
不辱使命勇夺冠军，喜不自胜；所在班
在考核中排名倒数，身为班长难辞其
咎，愁肠百转。

李昭辉各方面能力素质过硬，所
带的班也非泛泛，曾多次出色完成连
队赋予的重要任务。如今，“冠军班
长”咋带出了个“后进班”？

李昭辉的排长戴卫道替他喊冤：
“从去年 6月开始，他一直在外集训，大
半年时间不在位，谈什么管班带兵呢？”

班长不在位，班里的大事小情都
要副班长郭纪云扛。“我兵龄短、经验
少，没带好这个班对不起大家！”愧疚
和委屈让郭纪云红了眼眶。

推荐李昭辉去参加比武的指导员
王冬则在反思，军人理应“有荣誉就
争、见红旗就扛”，但看着蔫头耷脑的
整班人，他又感觉，虽然有得，但失去
的似乎更多。

无独有偶，班长孙海源去年下半年
因新兵集训任务连续在外 4个多月，回
到部队时，不仅班里工作滑坡，和战士
们也疏远了不少。面对过去无话不谈
的孙海源，上等兵王庚辰如今却觉得很
难开口：“感情是相处出来的，长时间不

在一起，哪还能张嘴就说心里话。”
这样的情况还有多少？深层次原

因是什么？该旅领导成立调查组展开
调研，发现这一现象不只发生在班长
身上，基层干部同样面临“在外拿成
绩”和“在家抓建设”的选择。
“比武竞赛是条快车道。”侦察排

长徐恩达坦言，与他同批的干部中，有
3人虽然长期不在位，但因比武竞赛崭
露头角，已被选调进入机关工作。
“夺魁归来多长脸啊！班级考核

成绩对个人立功受奖影响不大。”合成
营营长张雷告诉记者，其实不少基层
骨干对于李昭辉心生羡慕。他的话引
起了班长李政义的共鸣：“抓团队建设
时间长、见效慢，一不小心战士‘冒泡
翻车’，班长还会被追责，很容易功亏
一篑……”
“两者相权，团队建设被放在了第

二位。”该旅领导介绍，因为当前比武
竞赛主要面向个人而非群体，参加这
类活动成本低、见效快、效益大，不仅
领导热衷“摘金夺银”，基层干部骨干
大多也对获得成绩后的“后续效应”有
着不小期待，但这种“热衷短稳快，忽
视抓常长”的做法并不可取，团队建设
才是部队建设的根基。

为此，该旅就解决这一问题进行
研讨，出台规范干部骨干编配管理、清

退违规借调人员、叫停备考集训活动、
优先确保基层满编等措施。同时，他
们将单位全面建设作为考评营连主官
主要依据，探索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着
力提高干部骨干抓基层打基础意识。

经历了这次风波，李昭辉表示：
“身为班长，就要以班为家，带出过硬
班。”据了解，在该旅最近组织的一次
基层干部骨干满意度调查中，班长们
的好评率有明显提升。

“冠军班长”咋带出了“后进班”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通讯员 江樾铭 何 飞

2 月 29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
院区首批 16 名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出
院。他们离开时带走的不仅有鲜花和祝
福，还有一个“康复套餐”，里面是我们精
心准备的香囊、健康提示卡以及 3天服
用量的中药。
“战‘疫’英雄，同气连枝！”送别了我

们负责的康复患者，回顾他们在祝福墙上
写下的话语，我感到十几天来连续奋战的
疲惫一扫而空，只剩满满的自豪感。

我是一名护理专业士官，进驻湖北省
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后，与战友从“框架
房”开始，不到 4天时间就完成了负责病
区的基本功能建设，使病房初步具备收治
条件。任务完成后，我们从进驻以来就时
刻紧绷的神经得到了短暂放松，但每个人
都知道，这只是战“疫”正式打响的前奏，
我们的责任使命，仍在前方。

21日晚，随着 22名新冠肺炎确诊患
者的入住，我们的抗疫作战正式开始！
记录患者生命体征、配药扎针、处理医
嘱……“红区”内的工作原本并不复杂，
但面罩、口罩、防护服的层层包裹给原
本熟练的操作增加了难度：长时间与厚
厚的防护手套“较劲”让人手臂酸麻，护
目镜上的水雾让一切都显得斑驳模糊。

4 个多小时过去，结束此次工作
时，尽管身处有些湿冷的武汉，我仍是
满头大汗、浑身濡湿。脱下面部防护
的那一刻，我简直“重获新生”——空
气太清新了！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太
清楚了！护目镜勒痕在脸上圈出了两
个“小肉包”，我想，这是专属于我们的
青春印记。

上个月，我们收治了一位年近花甲
的聋哑病患。为了方便老人了解自身情
况，我每次值班查房时，都会把她的病情
变化写清列明，并附上一句问候语。一
次输完液后，她突然递给我一张纸，纸上
是简简单单的 7 个字：人民军队为人
民。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觉得冒再
大的风险、受再多的苦累都值了。

我来自沂蒙革命老区，曾祖父支过
前，爷爷当过兵，叔叔也是军人，参军报
国是我从小的梦想。幸运的是，2012年
我梦想成真；更为幸运的是，2015年 9月
3日，我作为唯一一支女兵受阅方队、白
求恩医疗方队中的一员，光荣地接受党
和人民的检阅。当时我没有想到，5年
后的今天，自己真的会走上这样的战场，

站在一线与疫情战斗。但不同的战场，
同样的“检阅”，我一定继续发扬“阅兵精
神”，做好本职工作，再次接受党和人民
的“检阅”！
（高庆德、刘汉宝、本报记者陈国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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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排长，战士们反映你最近排的
哨表不太对啊！”走进队部，中队长的话
让我满头雾水。作为一名执勤中队的
排长，编排哨表可是“常规操作”，能有
什么问题？怀揣着疑问，我离开了办公
室。

楼道里，战士小李和几个战友正在

围着新排的哨表小声议论，我赶忙凑上
前去询问：“你们在研究啥呢？”大家支
支吾吾，都不愿正面回答。

晚点名后，我再次找到小李，这才
问出了缘由。“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
是最近每到休息时间发放手机的时候，
站哨的总是我们几个，我已经两周多没
和家里联系了……”听到这里，我这才
意识到问题所在。

小李离开后，我立即查看近期的哨
表，不由得面红耳赤，赶紧重新编排。
原来，前段时间，因休假培训，单位站哨

人数有所变动，而我想当然地将不在位
的几人从哨表上删除，并把后面的人顺
位前调。却不想，这样的调整导致了小
李所说的那种情况。

新哨表发了出去，我仍在自省。哨
表虽小，但关乎部队的工作和生活秩
序，作为带兵人，越是这样的小事，越要
放在心上。从那以后，我不仅每次排哨
表都将其当做一次新任务认真对待、仔
细核对，并且将这种习惯带到了其它工
作中，时刻提醒自己凡事切忌想当然。

（张南翔整理）

排岗哨，事小也有大学问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某支队排长 费 凡

“北头跑道延长线，距本场 9公里偏
左 1度有一个慢速目标，高度 600米，疑
似鸟群，提醒航线飞机加强观察……”
“我见着鸟群了，擦着机腹底下飞过

去的！”飞机降落后，飞行员很是捏了把
汗，边说边比划。

事后分析飞行数据：战机与鸟群在
雷达上的显示方位近乎一致，高度仅相
差十几米。而凭借精准及时的判断协助
战机成功避险的，是中部战区空军某场
站雷达技师蔺建民。
“通过雷达发现障碍物不难，难的是

精准判断这片阴影到底是啥。”从最初坐
在屏幕前的茫然无措到如今的胸有成
竹，蔺建民扎实的专业功底背后，是一次

次不疯魔、不成活的“死磕到底”。
蔺建民从小就对电子机械感兴趣，

来到军营与定向台、雷达天线结缘后，他
更是“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几年没
有上过街，从来不打游戏，满心满眼只有
一个目标：尽快把雷达技术搞明白。

电话指挥操作电表、按钮，逐条排
查线路，找出故障点……“真神了哈，蔺
班长手上没图，居然能查处故障！”“那
是，能把电路记心里，全场站仅蔺建民
一人！”面对战友的赞誉，蔺建民依然心
如止水。书桌上常年放着的一本泛黄
电路图集，书皮被他横七竖八地贴满了
透明胶条。“这些电路图太精妙了！”蔺
建民每看一遍，便感慨一次，“我必须对
每一幅图的电路、元件都了然于心。”三
不五时，战友们就能在深夜看见蔺建民
的窗口透出灯光，那是他又和某张电路
图“对上眼”了。

蔺建民的这种“死磕”劲头不仅用在

钻研学习上，也体现在每次任务中。
去年 6月，场站起降任务迫在眉睫，

定向台却因地下电缆被老鼠咬断运转不
灵，在家休假的蔺建民闻讯立即赶回单
位。在接下来的 9个小时里，昏暗灯光
下，他戴着眼镜将 26根仅有一两毫米细
的电芯准确焊接，几乎没有休息，只在眼
睛干涩难忍稍微仰头合眼的时候，才会
抿上一口水，终于赶在飞行任务开始前，
将全部故障排除完毕。
“三拐五，前方两公里有一慢速目

标……”新的任务开始，蔺建民左臂模
拟跑道横挺胸前，右掌模拟飞机在空中
划出航迹，直至两臂在胸前交汇，他告
诉身边两名新操作员：“每次让飞机与
跑道精准对位，平稳着陆，这就是我们
的责任……”

一句话颁奖辞：勤于钻研终成雷达

尖兵，身居幕后甘当“战鹰锐眼”。

“战鹰锐眼”伴归航
■刘艺爽

训练结束，我因为修理装备回连较
晚，前脚进门，后脚集合哨声就响了起
来。门前列队，值班员发出指令：“作战
靴没擦的，站出来！”我低头看看自己满
是尘土的作战靴，尴尬地与几名战友一
起出列，迎头挨了一顿猛批……

原来，前段时间，连里提出“狠抓作
风养成，保持良好军容”的要求，有次集合
站队，连长强调：“细微之处见真章，军容
严不严整、态度端不端正，从作战靴就看

得出来！”渐渐地，作战靴成了集合站队的
必查课目和晚点名工作讲评的重点内
容。没过多久，作战靴“常亮常光”就成了
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我这一脚的尘土混
着机油，简直犯了大忌。

晚上，我因白天遭受的批评难以入
睡：我们驻守在西北大漠，常年与戈壁
为伴，与漫天黄沙为伍，老班长经常戏
说我们不用化妆就可以上台演兵马
俑。军容整洁虽然重要，但我作为一名
装甲车驾驶员，修理“钻车底”、驾驶“吃
风沙”，训练归来脸上黑乎乎、两手油亮
亮才是常态，哪里顾得上作战靴呢？

心里犯嘀咕，但连队的要求还是要
落实。我开始学习一些战友保持作战靴
“常亮常光”的妙招——鞋刷鞋油揣在兜

里，方便随取随用；训练时注意脚下，别
让作战靴沾上不好擦洗的油污；休息时
随手擦擦靴面，养成“良好习惯”；训练归
来，首先脱、洗、擦“一条龙”……

一段时间下来，我虽没再挨批，但
常常因作战靴在训练中分神，这家伙快
成我的“心魔”了。“军容整洁固然重要，
但靴面‘常亮常光’实在过犹不及。”终
于，一次晚点名时，我壮着胆子提出意
见，赢得大伙一致赞同。

随后，连里充分征求官兵意见，细
化了军容检查标准：大型集会、重大庆
典等活动必须保持军容严整、仪表端
庄，训练期间不作过多要求。大家再也
不用为作战靴操心费神了。

（谌 睿、蒲政烨整理）

作战靴差点儿成了我的“心魔”
■第76集团军某旅合成三营下士 李晓兴

小咖秀

3月上旬，南部战区陆军某

边防旅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组织开展战场救护训练，锤炼

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生存技

能。

董浩浩摄

连日来，新疆军区某团着眼任务实际，组织官兵对战术、射击和综合体能等课目进行强化训练，进一步提升官兵技战术

水平，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夯实基础。 张守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