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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沉重的导弹发射筒，陆军第 71
集团军某合成旅地空导弹连女子导弹排

中士杨凤娣如今可以自豪地介绍，自己

是一名导弹女兵。

她熟悉导弹发射的流程，能够轻松

扛起 20 公斤重的导弹发射筒。当目标来

袭时，杨凤娣和战友默契配合，快速完成

搜索、截获、引入、发射等一系列动作，导

弹呼啸而出，靶机在她们视野中爆炸。

然而一年多以前，杨凤娣和战友们

没敢想过，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名战斗

员。成立女子导弹排是该旅深化转型的

一次大胆尝试。经过一年多的刻苦训练，

这群平均年龄不到 22 岁的导弹女兵，成

功 实 现 了 从 保 障 岗 位 向 作 战 岗 位 的 转

变。她们走上战术训练场，在炮火与硝烟

中证明，女生也可以成为“防空利剑”。

转 折 始 于 2021 年 年 初 。在 那 之 前 ，

杨凤娣是旅里的一名普通报务员，每天

面对的是三尺机台和密密麻麻的报文。

当单位即将组建首个女子导弹排的消息

传来，这位从小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姑

娘兴奋不已，她想起自己参军入伍的初

衷，要“像先辈们一样去战斗”。

“到一线班排，成为一名真正的战斗

员 ，曾 是 很 多 女 兵 可 望 而 不 可 即 的 梦

想。”女子导弹排排长马晓慧说。在女子

导弹排，大多数女兵过去从事的都是通

信、话务、医疗等保障专业。她们和男兵

一样，都渴望走上战斗岗位。

下士林真秀也是其中之一。在得知

女子导弹排即将组建的消息后，她第一

时间向教导员递交申请，理由是“想去一

线战位，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但想要真正走上一线并不容易，体

能与力量的考验是姑娘们需要迈过的一

道坎儿。第一次装备操作训练，杨凤娣就

“吃了败仗”。配重达 20 公斤的发射筒对

身材瘦小的她来说“像一座大山”，杨凤

娣只能勉强将其扛起来，根本达不到平

稳据筒 5 分钟的要求。

林真秀则在一次展开撤收的训练中

练到双腿打颤。教练班长看到后下令停

止训练，这位倔强的姑娘却好像没有听

见，坚持完成最后一个动作。等到她放下

手中装备回到队伍里时，大家发现她的

脸上满是泪痕。

事实上，女子导弹排最初成立时，这

群姑娘并不被“看好”。一些男兵觉得女

生太柔弱，是需要被照顾的角色。男兵教

练班长谭伟在训练女兵时格外温柔，纠

正 错 误 动 作、讲 评 训 练 问 题 时“ 平 和 耐

心”，完全看不出别人口中“魔鬼教头”的

样子。

“初次看到这群女兵，说实话我不太

相信她们能和男兵一样吃得了苦。”谭伟

承 认 ，他 也 曾 觉 得“ 女 孩 子 要 多 照 顾 一

点，慢慢来”。但走上训练场，谭伟发现这

群姑娘能吃苦、敢挑战，“练起来比男兵

还猛”。

扛不起发射筒，不服输的杨凤娣就

用杠铃辅助练习，逐步加码到 20 公斤；

据筒不稳，她就在头上顶一瓶水，敦促自

己保持平衡；腿部力量薄弱，她每天多爬

20 趟楼梯增强腿劲。

为了弥补体能与力量上的差距，女

兵 们 还 专 门 制 订 了 一 套“ 体 能 强 化 套

餐”，每天坚持做 50 个俯卧撑，并进行负

重冲刺跑训练。深蹲和跳绳也是雷打不动

的常规项目，深夜兴趣杠铃加练则是为了

强化肩膀耐受力。到了学习理论知识阶段，

她们连吃饭打水的时间都在“碎碎念”，晚

上做梦常梦到自己在背记知识点。

女子导弹排排长马晓慧的丈夫杨康

也在地空导弹连，实弹射击经验丰富。为

了不让男兵对女兵“特殊照顾”，马晓慧

还特意把丈夫找来担任排里的教练员，

并签下一张“君子协议”：训练的时候，不

分男女，不讲情面。

刻苦的训练让姑娘们身上的青紫色

伤痕越来越多，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日渐

娴 熟 的 动 作 技 巧 和 飞 速 提 升 的 训 练 成

绩。女子导弹排成立后不久，一次连队组

织比武，一向将女兵视作“弱势”群体的

男兵见识到了女兵的实力。

那是连队男女兵第一次同台竞技，

比武采用 VR 实景模拟实弹射击，官兵

们必须完成整套基本操作。马晓慧作为

一号射手“出战”，她知道，证明自己的机

会终于来了。

“东北方向搜索目标，启动、截获、解

锁、引入、发射！”马晓慧知道自己在力量

上不占优势，因此与求快的男兵不同，她

力求稳扎稳打做好每一个动作。最终，凭

借扎实的基本功，马晓慧以 5 发全中的

成绩夺得第一。她的精彩表现也让男兵

们突然意识到，女兵的实力不可小觑。

女兵班长陈路则用成绩证明了自己

“转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她曾从事保

障岗位 9 年，熟练掌握话务、光端程控等

技术，专业技能过硬，还在 2019 年集团军

组织的通信光端专业集训比武中取得过

第二名的好成绩。但刚来女子导弹排时，

也有战友质疑过陈路，“在保障岗位确实

很优秀，但能适应战斗岗位的节奏吗？”

面对质疑，陈路没有回答，而是一头

扎进了训练场。3 个月后，全营组织专业

课目比武，凭借在保障岗位上练就的过

人记忆本领，陈路在空中目标识别课目

中一路过关斩将，夺得第一。

“只有自身实力过硬，才能获得战友

们的信任支持。”陈路坦言，曾经的荣誉

都 属 于 过 去 ，面 对 转 岗 必 须 拼 尽 全 力 ，

“只有一直优秀下去，才能让战友们放心

将后背交给你。”

女 兵 的 优 异 成 绩 也 为 男 兵 带 来 了

“特殊的化学反应”。连长张阳阳认为，女

兵严谨、细致、坚韧，同时拥有比男兵更

优秀的观察力，“她们的加入，是连队战

斗力提高的催化剂。”

张阳阳记得，在一次男女兵班进行

的友谊赛中，女兵在瞄准跟踪和前置量

调 整 等 考 验 技 巧 的 课 目 中 略 胜 男 兵 一

筹 。尝 到 甜 头 的 女 兵 训 练 热 情 高 涨 ，而

“败下阵来”的男兵则像受了刺激，训练

起来愈发刻苦。随后的几次友谊赛，两支

队伍多次交手，“较上了劲儿”，成绩也一

齐突飞猛进。

“有了女兵的激励，都不用刻意去安

排强化训练，大家自己就会主动要求‘加

餐’。”男兵班长吕亚超明显感觉到，与往

年同阶段相比，这一批新兵表现出来的

胜负欲更强，训练质效更高。

看到女兵理论知识学得好，吕亚超曾

专门请陈路来为男兵讲课。面对战友的虚

心求教，陈路毫无保留，将女兵们背记理论

采用“拆机法 ”，提炼重点知识制作“口袋

书”的办法倾囊相授。

后来，有女兵在班组课目训练中受伤

崴脚，陈路又特意请来吕亚超为大家分享

训练经验。除了将自己当兵多年的训练心

得悉数传授，吕亚超还根据每名女兵的实

际情况，主动帮助她们制订了力量进阶训

练计划。慢慢地，女兵们突破了体能与力量

训练的瓶颈期，训练成绩再次追赶上来，训

练伤病也得到了有效预防。

去年 8 月，女子导弹排随队机动至黄

海之滨，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在经过数次模

拟训练和考核后，女兵们终于和男兵一同

走上战场，迎接炮火与硝烟的检验。

这是女子导弹排成立以来的首次实弹

射击。马晓慧记得当时环境恶劣，海边的蚊

子和毒虫把每个人的身上都叮了不少包，

却没有人叫苦叫累。大家异常兴奋，心里只

想着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打好，不辜负前

期的付出和努力”。

考核当天阳光刺眼，给瞄准带来了更

大的挑战，但姑娘们个个全神贯注。面对突

然袭来的靶机，她们沉着冷静、密切配合，

迅速捕获目标、精准瞄准击发，打出了全部

命中的好成绩。走下训练场，连队的其他战

友专门在路边站成两行，列队鼓掌，为女兵

们喝彩庆祝。

“首发命中、发发命中的优异成绩是一

个好的起点，对于连队的战斗力建设来说，

她 们 的 价 值 已 初 露 锋 芒 。”连 长 张 阳 阳 认

为，尽管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女子导弹排

在体系作战中如何发挥更大效能，但如今

女兵的出色表现已经为全旅树立起一个鲜

明的为战导向，正在进一步有效激发官兵

练兵备战的动力。

而在导弹女兵们看来，面对真实的战

场与残酷的战争，性别

的差异不值一提。“无关

性别，我们都有一个共

同的身份：军人。”这群

姑娘们只期盼着，有朝

一 日 能 够 真 正 走 上 战

场，成为护卫祖国蓝天

的防空利刃。

巾 帼“ 执 剑 ”

□ 肖力铭 李小龙

“我们对部队培养的革命战士表示

衷心的感谢⋯⋯”2022 年春季学期刚开

学不久，陆军工程大学军事基础系士官

教 员 陈 天 凯 从 该 系 协 理 员 手 中 接 过 了

一封从老家山东济南沈庄村寄来的信。

这是一封村委会写来的感谢信，系里的

同 事 们 这 才 知 道 陈 天 凯 休 假 期 间 将 一

名七旬老人从悬崖下救出的英雄事迹。

1 月 21 日 17 时左右，休假在家的陈

天凯正和家人准备着晚饭，突然听到消

息，村里有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走失近一

天了，乡亲们都在帮着寻找。他立刻放下

锅铲、换上外套，随即加入寻人的队伍。

找遍全村都没有线索，陈天凯跟表

哥合计着，“老人家会不会被困在村子附

近的黄立泉山上了？”说罢，他马上招呼

表哥开车往黄立泉山赶。

到达山脚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冬

夜的山间温度接近零摄氏度，刺骨的寒

风呼啸着从耳旁掠过，让人不禁打了个

寒颤。突然，陈天凯和表哥听到远处传

来微弱的呼救声，因为手电照射的距离

有限，陈天凯无法直接照到老人，只能

通过喊话确定她的大概位置，并迅速向

她靠拢。

“ 奶 奶 ， 您 别 怕 ！ 我 们 马 上 来 救

您！”陈天凯大声喊道。他们循着声音

靠近，只见老人被困在了悬崖边的石壁

“平台”上，她双手紧紧抓着崖壁上的

两 根 树 枝 ， 身 体 不 停 地 发 抖 。 说 是 平

台，但是能脚踩的地方并不大，而且“平

台”与山脚的高差超过了 70 米。

形势危急，救援刻不容缓。在认真观

察分析四周地形后陈天凯发现，上山的

那段路与老人所站石壁“平台”被中间的

悬 崖 切 断 ，无 法 直 接 到 达 老 人 身 边 。因

此，他只能先攀着崖壁左侧的灌木，爬到

山顶后再迂回到老人的位置。

为 了 防 止 老 人 因 为 身 体 虚 弱 而 晕

倒，可能失足落下悬崖，攀爬过程中，陈

天凯不断呼唤着老人，不停和她对话。

用了将近两个小时，陈天凯和同伴们才

艰难地爬到了山顶。

“如何把老人救到安全地域？”到达

山顶后，新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老

人 是 失 足 滑 到 悬 崖 的 石 壁 “ 平 台 ” 上

的，要想把老人救上来，必须得有一个

人顺着崖壁滑到老人旁边，通过“下托

上拉”的方式，帮助老人脱离险境。

“我是军人，我下去吧！”陈天凯主

动站了出来。说完，他深吸了一口气，慢

慢地把两脚探向悬崖下方，两手紧抓崖

壁凸起的灌木枝干，小心地沿着崖壁向

老人方向滑去。

陡峭的悬崖一眼望不见底，陈天凯打

起十二分精神，小心翼翼地滑到老人所在

的石壁“平台”上。他两只手抓着树枝，

用身体护住老人，防止她后仰摔倒。老人

看到有人来救自己，终于松了一口气，一

下子瘫坐了下来。

陈天凯一边安抚着老人家的情绪，一

边调整着自己的姿势。他一手抓紧崖壁，一

手抓住老人，机警地用肩膀将老人向上托

起，一点一点向上挪动。山顶的众人能抓住

老人后，便迅速合力将她拉到了安全地域。

老人的情况牵动着每一名搜救人员的

心。据老人的家属介绍，被救老人今年 76
岁，从发现走失到找到她，时间已经超过了

26 个 小 时 。滴 水 未 进 的 老 人 不 时 打 着 寒

颤，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刚从石壁“平台”爬

上山顶的陈天凯顾不上休息，迅速把自己

的大衣脱下来给老人披上，不停用手来回

搓着老人的双手，并给老人喂了一些水。

休息了一会儿，老人缓过劲儿来，陈天

凯和同伴找到了一面山势较缓的斜坡，几

人轮换着把老人背下了山。

把老人平安交给家属后，陈天凯便悄

悄地离开了。

事后，老人的家人经过多方打听，才知

道救助老人的是一名军人。他们带着锦旗

来到陈天凯家，鲜红的锦旗上绣着“危难之

时及时相救，无私奉献真情帮助”16 个金

黄的大字。

“我是一名军人，这是我应该做的。”陈

天凯对老人的家人说。

教研室的同事后来问陈天凯：“悬崖这

么陡，你又没有啥保护措施，救人的时候，

就不怕自己掉下去吗？”

“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就想着要把人找

到，赶紧救出来。”陈天凯回忆说。

据 悉 ，2015 年 入 伍 以 来 ，陈 天 凯 多 次

被评为“优秀士兵”，并获得嘉奖奖励。2021
年 2 月，因工作表现突出，陈天凯被选调到

陆军工程大学军事基础系担任士官教员，

主要负责军事地形学课程的辅讲工作。入

职一年来，他立足岗位，持续强化组训施教

基本功，不断提高授课质效，受到了单位领

导、同事和学员们的广泛好评。

95后军校士官教员勇救坠崖老人

□ 沈新明 姬文志文并摄

一座高高的哨所挺立在祖国西北边

陲的茫茫雪山下，这里是中国与巴基斯

坦、阿富汗三国的交界处，平均海拔在

5000 米以上，含氧量只有平原的 46%，

常年冰雪覆盖，被称为“生命禁区”。

3 月 6 日，常年驻守这里的新疆军

区某边防团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官兵按计

划执行巡逻任务。与以往不同的是，这

次队伍中多了 4 张新面孔。

清晨，帕米尔高原上寒风呼啸。连

长李元坤站在连队情况室的地图前，向

官兵详细介绍了此次巡逻的目的、任务

和情况处置办法。

上午 10 点，官兵们全副武装登上巡

逻车，向海拔 5400 多米的执勤点挺进。

车窗外湛蓝的天空下，雪山绵延，

横亘千里。新兵王杰军显得异常兴奋，

他入神地凝视着车窗外，情不自禁低声

赞叹：“真美！真美！”

身 材 魁 梧 、 皮 肤 黝 黑 的 王 杰 军 出

生在云南大理一个偏僻山村，在 4 个新

兵 中 略 显 成 熟 。 他 刚 来 连 队 时 有 些 木

讷 ， 与 大 伙 摸 爬 滚 打 、 朝 夕 相 处 了 一

段时间，才渐渐开朗起来。

从 连 队 出 发 后 ， 巡 逻 车 一 直 行 驶

在 满 是 积 雪 的 山 路 上 。 这 段 路 ， 连 长

李 元 坤 走 了 无 数 遍 。 翻 越 盘 山 公 路 后

是 一 段 上 坡 ， 因 雪 厚 坡 陡 车 速 减 缓 ，

发 动 机 的 轰 鸣 声 变 得 嘈 杂 起 来 。 一 边

是 陡 峭 的 悬 崖 ， 一 边 是 耸 立 的 雪 山 ，

稍 有 不 慎 就 可 能 掉 下 悬 崖 。 危 险 近 在

咫 尺 ， 所 有 人 立 刻 警 觉 起 来 ， 时 刻 注

意着路面的情况。

巡逻车行至距离点位 3 公里时，冰

雪 堆 积 彻 底 阻 断 了 道 路 。 最 后 的 路

程，官兵们只能采取徒步方式前行。

“ 在 高 海 拔 地 区 行走，看似很近的

路，走起来却不容易。”踏着齐膝深的积

雪，连长李元坤边探路边念叨着，为新兵们

讲述各种可能发生的险情和紧急处置方法。

海拔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稀薄，官

兵 们 每 走 一 步 都 喘 得 厉 害 。 杂 乱 的 地 形

中，一条隐约可见的“雪路”如小蛇一般

蜿蜒在大地上。连长李元坤对新战友说：

“乱石中的这条小路是我们巡逻的必经之

路 ， 也 是 一 代 代 边 疆 军 人 凭 借 顽 强 的 意

志，用‘铁脚板’蹚出来的雪道。大家踩

稳了，注意安全！”

没走几步，队伍中的新兵方资庭突然

脚下一滑，眼看就要滑倒。紧随身后的班

长拜伟伟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将他拽了回来。

一场虚惊后，巡逻分队继续前行。沿

山谷看去，巨大的冰川在太阳照耀下，如

白塔般闪闪发光。凌厉的风吹在脸上好似

刀 割 ， 狂 风 裹 挟 着 冰 碴 子 打 得 人 睁 不 开

眼。脚踩在雪里，每走一步都像拔萝卜一

样。“竟然是甜的！”新兵方资庭好奇地拾

起一块冰放进嘴里使劲嚼着。

“克克吐鲁克”在塔吉克语中是“鲜

花盛开的地方”。新兵杨智宇望着苍茫雪

原，疑惑地问拜伟伟：“班长，这里哪有

鲜花呀？”

独生子杨智宇有一个当过边防军人的

舅 舅 。 从 小 ， 他 听 着 舅 舅 戍 边 的 故 事 长

大。去年大学毕业后，他带着卫边戍国的豪

情壮志光荣入伍。与家人临别时，他说：“我

也要像舅舅一样，戍守边防立军功。”

班长拜伟伟边走边开玩笑地说，“你

来了，你就是这里最美的花！”

巡逻分队翻过雪山达坂，穿过乱石堆，

终于抵达海拔 5400 米的执勤点位。

庄严的界碑就在眼前，年龄最小的新

兵郭勇君一路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警戒、

巡逻、观察、擦拭界碑⋯⋯描红时,他激动

地说，“我好像触摸到了祖国的心脏。”

在神圣的界碑前，王杰军、方资庭、

杨智宇、郭勇君和老兵们并排站立，他们

展开国旗，在风雪中齐刷刷地敬了一个标

准的军礼。

4 名新兵在第一次巡逻中完成了他们

军旅生涯的“成人礼”。爱上边关，也许

就在那一瞬间，他们说：“守边防就是守

国防，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看见五

星红旗在祖国的边境线上迎风飘扬，再苦

再累都值了。”

边防新兵的“成人礼”

官兵翻越乱石岗，向界碑挺进。

2021 年 1 月，女子导弹排上等兵罗怡正在进行据筒训练。 姚宗凯/摄

□ 夏 澎 陈立春

不久前，空降兵某旅隆重举行年度总结表

彰大会，被评选的 10 个“四铁”先进连级单

位中，6 个连续 3 年不先进的“后进”连队成

功“摘帽”，实现了“弯道超车”。该旅领导介

绍说，去年以来，他们依 据 《军 队 基 层 建 设

纲 要》， 通 过 调 查 分 析 连 续 两 年 以 上 没 有 评

上 “ 先 进 ” 的 连 队 症 结 所在，深入反思帮建

基 层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和 不 足，不断改进帮

建方式方法，使“后进”连队的全面建设驶上

了快车道。

“只有找准了问题所在，并加以解决，连

队的建设才能蒸蒸日上。”2 月底，在某连全

面形势分析会上，指导员刘宝俊在总结连队建

设经验时说。

今年年初，在旅里表彰大会上，该连顺利

将“四铁”先进连级单位的奖牌收入囊中，彻

底摆脱了“后进”的标签，谈及来之不易的成

绩，刘宝俊说：“多亏了旅党委机关的务实作

风，帮助我们查找出了制约连队建设的症结。”

前 两 年 ， 为 了 将 该 连 全 面 建 设 搞 上 去 ，

旅 领 导 特 意 安 排 了 对 口 的 侦 察 科 挂 钩 帮 带 ，

可 连 续 帮 了 好 几 年 ， 仍 然 没 能 摘 掉 “ 后 进 ”

的帽子。

“每年侦察科给连队提供的指导帮带并不

少，为何年年帮，年年都不先进？”一次旅领

导带机关一班人赴基层调研，刘宝俊直言不讳

地指出，机关实施帮带前并没有深入了解实情

和分析薄弱环节，根本没有帮到点子上，这让

一同调研的侦察科科长何淼十分尴尬。

了解到情况后，何淼对帮带工作进行了深

刻反思，这也让他认识到，要想摘掉该连“后

进”的帽子，只有精确了解导致“后进”的原

因，才能提高指导帮带的针对性。

随后，何淼带着科里的参谋深入该连，采

取逐环节、逐部位过的方法展开精准调研，对

该连党组织建设、党员干部作用发挥、日常训

练落实、专业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进行“号

脉”，带回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调研报告。

在机关的精准问诊下，制约该连建设发展

的“症结”逐渐查明，“班长骨干调整过于频

繁、自主抓训的主动性还不够、理论学习还存

在应付学的现象⋯⋯”

找准病因才能有的放矢，一份为该连量身

定制的抓建“良方”很快出炉，成为指导该连

补短强能的重要参考。去年年底，该连打了个

漂亮的翻身仗，成功摘掉了“后进”的帽子，

迈入先进行列。

跟刘宝俊所在连队类似，因为问题没找准

导致帮带效果不明显的情况在该旅“后进”单

位中并非个例。笔者了解到，有的连队因为疑

难棘手问题牵扯了过多的精力，有的因为党组

织发挥作用不明显拖累了建设步伐，还有的因

为日常管理偏松偏软导致连队缺乏凝聚力⋯⋯

通过党委机关改进帮带作风，深入开展调研，

精准掌握导致“后进”的原因，不少“后进”

连队的建设有了明显转变。

“分类指导”也是该旅党委机关的重要帮

建 方 式 之 一 。“ 虽 然 很 多 帮 带 需 求 被 打 了 回

来，但我们心服口服。”1 月下旬，某连指导

员候旭接过精简版的帮带措施后感慨说。

去年年底，该旅作战保障科科长巨峰到连

队调研了解建设需求，可在连队列出的清单

中，一些问题依托连队就能解决，于是他对连

队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仅提供方法和思路，对

于连队无力解决的则纳入到帮带措施中。

据了解，此前候旭所在连队已经连续多年

与先进无缘，机关挂钩帮带后，连队“脱贫”

建设很快走上了“快车道”，可一旦机关的帮

带力度减弱，各项工作又回落明显。

“一停止‘输血’缘何就马上‘贫血’？”

这一现象引起了该旅党 委 的 高 度 重 视 ， 他 们

通过调查发现，一些机关业务部门在帮带中

喜欢大包大揽，导致基层自主抓建能力始终

上不去。

“ 指 导 帮 带 重 在 帮 困 解 难 ， 并 非 全 盘 接

手，强化基层自我‘造血’功能才是关键。”

该旅党委一班人一致认为，机关在帮带基层中

应注重分类指导，坚持“授鱼”与“授渔”齐

头并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基层的自主抓

建潜能。

去年野外驻训期间，候旭所在连队参加某

战术演练，在第一次合练中，暴露出战术运用

不当、某新型集束火箭发射车操作不熟练等多

项问题，受到领导严厉批评。

复盘检讨中，巨峰带着连队干部骨干深入

分析原因，他一方面协调厂家技术员来训练场

对该型装备实施现地指导，一方面为连队提出

组织防化骨干跟训学习的建议，而对于具体如

何实施则交由连队安排。

在巨峰的建议下，候旭与连长陈磊向作训

部门提出跟训学习需求，并积极与机步分队协

商组训模式、训练内容等事项，最终派出去的

10 余名防化骨干学成战术归来，助力连队出

色完成演练任务。

通 过 这 件 事 ， 巨 峰 深 刻 认 识 到 ，“ 保 姆

式”的帮带对于连队建设极其不利，只有提

升 基 层 自 主 抓 建 能 力 ， 各 项 建 设 才 能 上 得

去。通过指导式的帮带，该连自主抓建的积

极性被充分激活，去年年底，在全连官兵的

共同努力下，该连成功将“四铁”先进单位

收入囊中。

机 关 分 类 指 导 ， 基 层 大展拳脚。候旭所

在连队的“脱贫”经验只是该旅党委机关坚持

分 类 指 导 激 发 基 层 自 主 抓 建 潜 能 的 一 个 缩

影 。 去 年 以 来 ， 面 对 点 多 面 广 、 部 队 分 散 、

任 务 繁 重 的 实 际 情 况 ， 该 旅 基 层 单 位不等不

靠、主动作为，多个单位实现了由“后进”到

先进的逆袭，该旅也被上级评为“四铁”先进

旅级单位。

“后进”连队的逆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