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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梁宁、梁佳豪报道：“强
军路上不服输、不放弃，就会听到梦想
花开的声音……”近日，新疆军区某师
礼堂内，举行了一场“强军备战，打赢
有我”先进事迹报告会，来自基层一线
的 7名强军精武典型逐一登台，讲述精
武故事。师领导介绍说，这是他们立
起打赢标杆，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的重要举措。

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榜样
就是一种导向。开训伊始，他们将精武
典型的先进事迹搬上灯箱，悬挂在典型
墙上、竖立在训练场上；把精武故事拍成
微视频上传到政工网，下发到基层营连；
组织精武典型走进各营连，与大家面对
面交流互动，畅谈心得体会。让官兵面
对面听典型故事、随时随地学精武经验，

引导大家以精武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
岗位精武强能。

下士惠二瑶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
“败走麦城”，训练工作一度提不起
劲。曾同样经历过败北的“全能兵王”
祝雪明连续 3个多月每天高强度训练，
最终成功“逆袭”勇夺桂冠的精武故事
让惠二瑶重拾信心，他下定决心直面
失败、永不气馁，争做“祝雪明式”的训
练尖子。

身边典型树榜样，精武故事励斗
志。走进该师训练场，军事训练条例
学习试训、训练骨干集训、高强度战斗
体能训练等各项训练活动有序展开，
大家以学典型、当尖兵为动力，你追我
赶、顽强拼搏，处处呈现龙腾虎跃的景
象。

新疆军区某师立起打赢标杆

用精武典型激发练兵动力

近日，一场防空作战演习在大漠悄
然打响，担负抗击任务的中部战区空军
地导某营阵地硝烟弥漫。

终于等到这一刻！这是该营接换
新装备 3个月来首次在近似实战的环
境中发射导弹，指控车内气氛紧张，营
长路遥紧紧盯着雷达屏幕。

上级通报，多批目标同时临空……
他们正准备抗击低空进袭的一批目标时，
雷达屏幕上回波信号突然消失。路遥果
断调整方案，对另几批目标先行抗击。
“发射！”几枚导弹腾空而起，直接命

中目标。来不及喜悦，他们立即捕捉那
批“丢失”的超低空目标，牢牢锁定后，导
弹再次发射，在空中划了个半圆朝着紧
贴地面的目标直冲过去，弹响靶落。

接装 90天实弹射击成绩优异。对
于装备跨代转型的地导营而言，标志着
战斗力的重塑升级迈出坚实步伐。
“是学习创新的激情点燃了跨越转

型的引擎。”团领导介绍说，这场转型
“突围战”从接装前就已经打响，新装备
学习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关
口。没有教材，他们辗转上千公里到新
装单位和厂家收集资料，梳理各类图文
学习资料 500余份，组织骨干人员进行
新装备学习预训。

2017年，该营接到赴院校接装培训
任务，全营上下一片振奋。四级军士长曹
洸晟主动参训，面对全新的理论、难懂的
概念、复杂的图标，他课上认真听讲做笔
记，课下拦住教员刨根问底；利用午休加
练兵器操作，开发模拟训练器组织模拟
训练；晚上到自习室对全天学习内容进
行总结，背记重要公式和电路图……结
业时，曹洸晟专业考核取得理论和操作
“双第一”的好成绩，该营共 11人次获
得单科第一名。

终于，新装备来啦！装备没有进营
区就直接开赴野外演兵场，两个月的封
闭式高强度训练随即展开。该营官兵

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结果却在一
次考核中吃了亏。

拼尽全力争时间抢速度，却在体系
集成、信息运用上“崴了脚”。这让满心
期待新装备的官兵猝不及防。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驾驭一流兵

器，必须要有一流的观念”……一场总结
反思自下而上展开，该营官兵认识到：手
中握着新装备，脑子里还要装着新理
念。跨代转型，跨的是能力阶梯，跨的是
观念鸿沟。

他们放开视野，在体系合成中学装
备练装备，先后探索完成了《复杂条件
下装备保障方法》等多项研究成果。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真正的转
型得靠硝烟检验。”营长路遥告诉记者，
两个月后，他们踌躇满志，跨区机动来
到西北大漠，执行实弹战术演练任务，
先后完成兵力投送、适应性训练、体系
构建、电磁兼容试验以及装备边界性能
实弹演练等任务。

一枚枚导弹腾空而起，在天际划
出壮丽的弧线。从华北平原到西北大
漠，该营连续执行改装、打靶等一系列
实战化训练任务，击毁多型靶机、靶
弹，实现了从“全营一杆枪”向“体系一
张网”的转变，被空军评为战斗精神强
训优胜单位。

接装90天转战多个演兵场，实弹射击成绩优异，中部战区
空军地导某营——

“真正的转型得靠硝烟检验”
■钟俊涛 牛淑锋 本报特约记者 张 雷

越林海雪原，过高山低谷。1月 10
日上午，北部战区某陆航旅的一架架直
升机迎风披雪，稳稳落到千余公里之外
的内蒙古某机场。这些战鹰从东北腹
地某机场起飞，经受极寒、飞雪、云雾等
多种复杂条件考验，在陌生空域和战术
背景下圆满完成极寒高纬度地区远程
转场训练。

这种恶劣条件下的长距离飞行训
练，对飞行员的体力、技术要求极高，对
部队作战指挥体系也是一次考验。虽
然组织难度大、风险系数高，但该旅党
委态度坚决，参训人员斗志昂扬。该旅
旅长刘定军介绍说，陆航部队要实现由

区域防卫向全域作战转变，很重要的一
点是要具备长距离输送、机动、战斗的
能力。

今年开训后，该旅着眼实战需要，
加大飞行训练强度和难度。1月 6日上
午，随着指挥员王国安一声令下，在机
场待命的一架架战鹰腾空而起。望着
机身下白雪皑皑的大地，飞行员袁国明
紧盯机舱内综合显示屏上的各种数据，
不断利用仪表和导航等设备调整飞行
姿态。

王国安告诉记者，此次飞行训练
前，他们针对冰雪天气下可能造成的特
情，科学设计训练内容，合理制订处置

方案，同时根据特定战术情况展开特殊
情况处置模拟训练。

机群在进入某陌生空域时，气象
条件骤变，参训人员果断进行编队飞
行，派出先遣机进行先期侦察，为后
续战机通报航路情况。编队进入高原
地区后，一架直升机的某系统突然死
机，飞行员臧昱冷静检查，判断故
障，机组立即采用备份机械仪表飞
行，并不断调整飞行姿态，最终成功
处置险情。

编队进入某山区上空时，机组突然
接到“攻击”命令。数架直升机立即降
低高度前出，模拟超低空火力突袭，其

余直升机则同步调整队形，时刻保持空
中警戒。

记者了解到，此次投入远程机动的
战鹰列装不到半年，该旅通过集智课题
攻关，按照“多机型、多要素、全覆盖、强
保障”的思路精准施训，重点锻造指挥
中枢、精练飞行技能、强化保障效益，大
幅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

铁翼飞旋，马达轰鸣。飞越千余公
里，战鹰编队应对和处置了一系列突发
情况，顺利抵达预定地域。然而，“大
战”并未就此停息——经过短暂休整，
战鹰再次振翅起飞，在雪野上空划出道
道新航迹……

北部战区某陆航旅组织极寒高纬度地区长途机动演练——

迎风披雪，战鹰飞出新航迹
■姜嘉霖 陈志光 本报特约记者 向 勇

隆冬时节，巴蜀大地寒风凛冽。午
夜时分，随着一发信号弹骤然升空，武
警四川总队首长机关带部队冬季野营
拉练拉开帷幕，上千名官兵人均负重 20
多公斤投入战斗。此次拉练，他们采取
带实战背景、多课目多情况诱导、昼夜
连续实施的方法，开展红蓝对抗。

中士杨剑端着相机趴在路边的枯
草中，静待队伍途经炸点。作为一名入
伍 8年、5次参加野营拉练的新闻报道
员，杨剑曾拍摄了不少训练好图片，这
一次他同样信心满满。

近了，更近了！夜色中，拉练先头
部队快速前进，即将经过杨剑预定的
拍摄点位。他屏住呼吸，提前对好焦，
右手食指随时准备按下快门。然而，
直到队伍走出好几百米，也没见炸点
爆炸。

就在杨剑纳闷时，远处传来阵阵爆
炸声、枪声。抬眼望去，后方山头上火
光四起，正在开进的部队迅速隐蔽，并
组织还击。
“炸点不在老地方？”半信半疑的杨

剑背起相机一路奔跑，赶赴往年拉练时

常设炸点的地方。没想到，部队随时随
地遭遇“敌情”，“守株待兔”的杨剑好几
次都扑了空。
“炸点设置打破常规，只是部队训

练向实战聚焦的一个缩影。”参训的该
总队机动第一支队反劫机中队中队长
丁杰感慨地说，此次拉练一出营门即入
“战场”，大家神经高度紧张。

导调组成员、该总队训练处处长黄
小平向记者介绍说，今年开训以来，总
队党委机关坚持问题导向，召开训练反
思会，向和平积习开刀，破除一些不符

合实战要求的“老习惯”。这次野营拉
练，不只是炸点换了地方，训练编组、
“敌情”设置、模拟对手等都有很大变
化，导调组随机出情况，部队随时要应
对，打仗氛围更浓了。

硝烟弥漫，一路激战。此次拉练
行程数百公里，部队走一路、打一路，
先后辗转多地，突出体能、技能、战
术、指挥融合等训练，着力解决首长机
关和分队指挥员“五个不会”问题，锤
炼部队“走、打、吃、住、藏、管、保”等
能力。

武警四川总队首长机关冬季野营拉练打破常规紧贴实战——

一路激战，炸点不在老地方
■洪福乐 本报特约记者 姜永安

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黄翊
报道：近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进行专题
议战议训，对部队练兵备战情况拉单列
条深入探析，研究探讨备战打仗意识、保
障问题研究、联勤保障方案、应急保障力
量 4 个方面多个问题。这是他们着眼
“战”字抓好新年度工作，不断提升保障
打赢能力的一项举措。
“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工作，要对联

勤保障制胜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将战斗
力标准贯穿各项工作中。”中心领导介
绍说，他们突出打仗问题研究，专门开展
联合作战联勤保障重难点问题集中攻
关，研析部队在联合训练、联勤保障等方
面存在的矛盾难点，制订整改措施，树立
备战打仗导向，理清思路举措。

保障底数测算不够精细、联合投送

研究不够深入、战场环境勘察较少……
去年底，该中心派出 12个军事训练监察
小组赴后方仓库、卫勤保障、运输投送等
不同系统单位，对应急分队出动、保障预
案制订等方面进行监察，采取查、考、研、
帮等方法对备战打仗中存在的问题梳理
分类，并将发现的保障重点难点带回机
关进行研究，将研究成果下发部队。

导向树得准，基层抓得紧。某“三
防”医学救援队前段时间配属南部战区
空军某部参加演练时，针对作战单元多、
前沿阵地广、保障任务杂等特点，合理编
配保障要素，较好地完成侦、检、消、防、
诊、救、治等演训任务。连日来，他们对
演练进行复盘，就联合训练中存在的薄
弱环节进行逐项破解，解决了制约保障
能力生成的多个问题。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聚焦练兵备战

机关集智破解基层保障难题

元旦前夕，中共中央纪委和军委纪委

分别下发通知，就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正

风肃纪工作作出部署，并公开举报电话和

其他监督渠道，鼓励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反

映“四风”问题线索。群力之所举，则无不

胜；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纠治“四风”，

群众监督的作用不可忽视。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

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建设和

改革胜利的根本保证。广大群众和官兵

不但是作风建设的坚定支持者、最大受益

者，而且是积极监督者。从近年来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中央军委十项规定的实践

看，很多问题线索源于举报反映。中央纪

委监察网站手机客户端开通的“反‘四风’

一键通”，因为操作简便、线索具体直观、

可以随时拍随时传等特点，极大调动了群

众监督“四风”问题的积极性。

作风建设好不好，基层官兵感受最具

体，接触最直接。痛在哪里，官兵最有感

触；藏在何处，官兵最有发言权；发动官兵

来纠治，也最有力最有效。尤其是一些不

良作风披上了“隐身衣”、玩起了“障眼

法”。比如：过去常见的违规公款吃喝转

入小区内、农家乐等隐蔽场所；将大额消

费拆分成多个小额发票进行报销；收送礼

品、礼金通过电子礼品卡、电子红包、快递

等隐蔽方式进行；婚丧喜庆事宜化整为零

分批操办、异地操办，或只收礼金不办酒

席等。如果单靠执纪部门纠治很难达到

预期效果，只有借助众人的“火眼金睛”，

才能形成对“四风”问题人人喊打的高压

态势。

国际上有一个通行公式：腐败=（垄

断+暗箱操作–参与）/监督。根据这个公

式，作为分母的“监督”值越大，腐败的可

能性就越小。在纠治“四风”上同样如此，

官兵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影响着

纠治效果的好坏。只有把官兵的力量发

动起来，让大家瞪大眼睛、积极参与，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才能不断放大监督的

“分母效应”，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的探照灯，压缩“四风”问题滋生的

空间。

在纠治“四风”上，群众的眼睛无处不在，群众的力量无比巨大。应畅通监

督渠道，建立可靠管用的监督机制。重视发挥新媒体、新技术作用，及时公开举

报电话、举报信箱、举报地址以及网上举报方式。安排专人及时认真查看举报

问题，该报告的报告，该调查的调查，该答复的答复，不能置之不理，更不能打击

报复。当人人都成为“四风”问题的“纠察员”，就一定能不断巩固和拓展作风建

设的成果，齐心协力打赢作风建设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作者单位：陆军第79集团军某合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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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火箭军某基地官兵轻装突破“染毒地带”。他们克服严寒天气，

开展指挥所转移训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本报特约记者 朱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