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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有句话说得好：“廉洁就像过独木桥，

每一步都要很小心。”清与贪、公与私，是

一场激烈而持久的较量。党员干部只有

自觉自律、日慎一日，才能善始善终。

昨日辉煌，不等于今日风光；今日风

光，不等于明日荣耀。腐败分子并非生来

就是金钱的奴隶，他们在从政之初大都有

激情、想干事、敢担当，内心充实、精神饱

满。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脱颖而出，得

到组织的信任和重用。然而，有些领导干

部取得一些成绩、获得一定权力以后，面

临的诱惑越来越多，慢慢就欲望膨胀、贪

念滋生，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难战胜的敌

人是自己。从根本上讲，廉洁清正不能完

全靠外部约束，而要靠自觉自律。中国传

统文化历来强调“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

基”，强调“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靡不有

初，鲜克有终”。唐代宰相陆贽为官清廉，

对于下面的大小“进贡”一概拒收。唐德

宗便提醒他：“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

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

伤。”陆贽上奏章说：“贿道一开，辗转滋

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慎初者若不能

慎终如始、一以贯之，就可能功败垂成而

不得善终。

人吸天地灵气，食五谷杂粮，有七情

六欲实属正常。然而，一个人如果被欲

望支配，成为欲望的奴隶，就会欲壑难

填，利令智昏。俗话说：“贪如火，不遏则

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党员干部什

么时候都不能颠倒了公私、混淆了是非、

模糊了义利、放纵了亲情。只有把外在

的约束化为内在的自律，把不能伸手变

为不会动心，才能真正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

“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

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小事小节中有政治、有方向、有形象、有人

格。“君子检身，常若有过。”党员干部必须从小事小节上加强约束、规范自己，多

积尺寸之功，经常防微杜渐，慎重对待交往，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围猎”，努力

把洁身自好作为第一关，练就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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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 45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
过冬是什么感觉？也许你会说“冷”，
可首次在这里野战过冬的西藏军区某
旅官兵却说他们很温暖！

2月 1日凌晨 1时 50分，记者来到
海拔 4657米的西藏军区某旅合成一营
驻训地。正在营门执勤的两名哨兵，
分别是装步一连三班下士程劲和七班
副班长屠大彪。
“夜里站岗冷不冷？”记者关心地

问道。
“不冷，不冷！”程劲抢着说，哨楼

里有火炉，站哨时穿的都是特制的防
寒服，再裹上羊皮大衣，风雪再大也不
冷。
“在野外驻训，大伙吃得咋样？”

“吃得很好！”屠大彪介绍道，中午晚
上六菜一汤，早餐也很丰盛。因为
海拔高、气压低，馒头包子很难蒸
熟，教导员王延超就和炊事班一起
研究用高压锅蒸包子的窍门，几经
周折，终于让官兵吃上了色香味俱
佳的包子。

提起王延超，屠大彪一直心存感
激。去年 7月，屠大彪在一次夜间训练
中不小心受伤，门牙断了半截。王延
超知道后，专门交代炊事班换着花样
给他做些易嚼好咽的病号饭，并叮嘱
他多用盐水漱口。

“长时间在高原驻训会不会很寂
寞？”听了记者的问题，下士程劲直
摇头，掰着指头列举了一堆“暖心
事”：每个宿舍都有电视，天天可以
看新闻；上级给驻训地安装了通信设
备，保证手机有信号，方便大家给家
里打电话；营区里有健身房、野战文
化帐篷，可以看电影、唱卡拉 OK；餐
厅帐篷有火炉和音响，吃饭时也能听
音乐……
“上级为我们办的实事不只这

些。”同行的王延超接过话茬说，“虽然
我们营单独驻训，但只要战士们需要
的，上级基本都想到了。”
“西藏军区给首次在高海拔地区

野战过冬的部队全部采购安装了集装
箱板房，每个宿舍都配发了火炉和充
足的煤，夜里温度能达到 20℃以上。
天再冷，战士们没有冻感冒的。”王延
超说。

第二天，记者从旅政委朱峡余口
中得知，王延超在正营职岗位已经干
了 8年，当教导员 6年来，年年和战士
们一起过春节。

记者感到，正是一名名像王延超
这样的党员干部，像一盆盆熊熊燃烧
的“炭火”，温暖着练兵备战的“生命禁
区”，温暖着雪域高原！

（本报拉萨2月5日电）

西藏军区某旅首次在高海拔地区
野战过冬—

海拔4657米，驻训营地暖流涌
■本报记者 马三成

深冬的新疆吉木乃县冰天雪地，受
持续低温寒潮影响，边境沿线频繁出现
觅食的狼群踪迹，牧民生命财产安全受
到严重威胁。2月初，新疆阿勒泰军分
区吉木乃边防连联合驻地派出所、民兵
和群众开展驱狼行动。
“吉木乃边防连驻守在阿克库姆沙

漠边缘，驻地丛林与沙漠相连，生活着
野猪、沙狐、狼等多种野生动物。”带队
的团副参谋长、哈萨克族干部海拉提介
绍，目前已有 5户牧民的数十只牲畜被
咬死咬伤。

为应对遭遇狼群时可能出现的
情况，官兵除了携带枪支外，还带了
鞭炮、火把和铁棍等物品，在边境生
活多年的哈萨克族牧民加山别克还
用鞭炮内的火药加上牛粪制作了“驱
狼烟”。
“狼怕火光和金属撞击声，鞭炮不

能多用，用过几次它们就不怕了。”加山
别克一边带路，一边向官兵普及野外驱
狼知识。-29℃的严寒中，官兵一路穿
林涉沙，边走边燃放“驱狼烟”，还不时
在灌木丛和雪地里布置扎好的草人，威
慑狼群。
“这里有可疑脚印！”突然，四级军

士长王亮在雪地上发现几串脚印。大
家围上来，只见洁白的雪地上，一串浅
浅的脚印向丛林深处延伸，海拉提仔细
观察后判断是狼的脚印：“狼的脚印比
狗的脚印要大，而且它们走路时很轻，

不会有太深的痕迹，但爪尖比较明显。”
沿着狼留下的脚印，官兵边燃放

“驱狼烟”边向前搜索。忽然，前方十
几米处的灌木丛中传出窸窸窣窣的
响声。
“有狼！”加山别克低声提醒，然而

不等他点燃鞭炮，狼群已迅速消失在雪
海深处。
“咱们人多，还带着家伙什儿，狼聪

明得很，躲得快！”加山别克说着，在四
周堆放起“驱狼烟”并点燃。
“驻守在狼群出没的地方，大家对

狼的习性都有一定了解。”王亮说，此次
驱狼行动前，连队专门进行动员和培
训，针对野外遭遇独狼、狼群的情况分
别研究对策，总结出“冷静对视、寻找火
光、弯腰后退、制造声响”的 16字口诀，
还印制了驱狼知识宣传单发放到驻地
群众手中。

徒步 10 余公里，官兵绕着牧民冬
季放牧的场地走了一大圈，携带的“驱
狼烟”已经燃放殆尽。驱狼行动结束
后，连队官兵还帮助牧民加固羊圈，虽
然不能根除狼害，但可以让他们过一个
安全祥和的春节。
“维护边关安宁和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子弟兵责无旁贷。”回连队的路上海
拉提说，官兵常年驻扎在这里，既要严
控盗猎，更要减少狼害发生，不负人民
群众的托付。

（本报吉木乃2月5日电）

阿勒泰军分区吉木乃边防连维护
边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9℃，雪野丛林驱群狼
■王子冰 本报记者 李 蕾 中国国防报记者 佟欣雨

数九寒天，雪压枝头，华东大地，多
支应急保障力量闻令而动。

清晨 6时许，某独立汽车营专项运
输分队接到紧急拉动命令，官兵全副武
装迅速到位，几十台运输车在规定时间
内快速驶出营区；某综合仓库物资紧急
前送分队将规定基数的给养、油料、弹
药等物资前送至指定地域；第 101医院
综合手术队携带战备物资和药品器械
快速集结出发……

连日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旅抽
组运输、医疗、油料、物资等机动保障模
块从远隔千里的营盘、洞库和医院紧急
出动，检验任务部队真打实备状态和支
援保障能力。

记者在该旅战勤值班室看到，值班
参谋于春辉运用联勤保障综合值班系
统，实时监察记录所属应急保障分队紧
急拉动情况。“这样的紧急拉动以后将
常态化组织，让真打实备观念深入官
兵。”于春辉对记者说。

调整改革前，保障旅平时预编于原
联勤分部，由分散配置的弹药、油料、物
资、卫生等保障模块组成，旅机关和各
模块官兵都是预任的，训练往往难以全
过程落实。

“现在不一样了！”旅领导告诉记
者，新的联勤保障体制下，他们作为
联勤保障部队的拳头力量，为作战部
队实施战场伴随保障。为此，从调整
组建之初，他们就着眼构建平战一体
快捷高效的保障力量，坚持专司主
营、主业主抓，一切工作向战斗力聚
焦、向保障力发力，边筹备边练兵，边
推进边备战。

联战先联训，联训更联心。随后，
他们又结合这次拉动检查情况加紧备
战步伐，旅领导带队走访对接战区联指
和作战部队，初步建立定期联系、态势
共享和联演联训等制度机制；机关各部
门坚持以联为纲、体系融合，制订完善
年度训练计划和专项训练计划，采取先
分后合的方式，组织各模块进行融合训
练，确保任务分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
得去、保得好。

去年，该旅调整组建不久，就抽组
医院野战医疗队和某综合仓库野战油
料队参加战区陆军实兵演习，探索联勤
保障模块融入联合作战方法路子，取得
了保障模块战斗力考评标准等一系列
实用成果。

（本报上海2月5日电）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旅加速推进
保障能力生成—

联战先联训 联训更联心
■本报记者 赖瑜鸿 特约记者 高 洁 黄晓华

深冬的金陵，寒风刺骨。2月 2日
清晨，第 72集团军某陆航旅 2架武装直
升机迅速升空，沿着起伏的地形贴着
树梢飞行，规避“敌”雷达探测，成功实
施超低空隐蔽突防，对某新战法进行
了再次检验和完善。
“陆航部队作为新型作战力量，

是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实施空中突击
和立体打击的拳头力量，必须抢占先
机、乘势而上。”旅长盛建忠说，多年
来，旅队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由支援保障向主战主用转型，由区域

防卫向全域作战拓展，由陆上作战向
海上作战延伸，“树梢杀手”不断实现
新跨越。

练兵备战，时不我待。数年前，该
旅率先列装某新型武装直升机，训练
一无教材可循、二无经验可鉴。尽管
困难重重，时任参谋长的盛建忠毫不
犹豫地向党委递交了“第一飞”申请，
立下了“一个月能飞、半年能打、一年
能战”的军令状。

凭着敢闯敢干不服输的劲头，该
旅官兵飞出了骄人战绩：列装 21天实

现全军陆航部队“第一飞”，158天打出
全军陆航部队“第一弹”，不到一年成
建制打响联合作战演练“第一仗”。

有了直升机的参与，演练也似乎
“上了层次”，但陆航飞行员对地面指
挥员的作战意图、战斗背景不甚了解，
直升机“高高地飞来，又高高地飞走”，
导致空地演练“貌合神离”的现象越来
越凸显。

该旅党委一班人敏锐地意识到：
必须转变“你打你的、我飞我的”陈旧
思想观念，加速实现陆航部队从支援

保障向主战主用转型。
他们化被动为主动，每次联合演

练，都专门成立指挥所，从战役筹划到
具体战术细节，相关指挥员和飞行员
全程介入，与兄弟部队面对面协商交
流。他们还主动与驻地军队院校和友
邻部队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先后解决
与海军舰艇、空军预警机、陆军特战分
队等多军兵种数据联通问题，实现态
势和资源共享。

铁翼飞旋，硝烟弥漫。一次联合
演练中，该旅一名飞行员在执行战场
侦察时，发现蓝方 1 个机动炮兵分队
和 3 辆装步车正向红方侧翼迂回。
情况紧急！这名飞行员迅速向红方
指挥所报告情况，用自身火力对装甲
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同时引导地面火
力分队对机动炮兵分队实施火力摧
毁，并及时向指挥所报告毁伤效果。
战后，红方指挥员对此给予高度评
价：“陆航部队主动融入体系，主战主
用，功不可没。”

（本报南京2月5日电）

第72集团军某陆航旅紧盯战场需求提升打赢本领—

“树梢杀手”的新跨越
■本报记者 代 烽 特约记者 曾 涛 通讯员 尹 虎

2月4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四级军士长吴勇的妻子许海英领着6岁

的儿子，送吴勇去边防线巡逻。许海英家在山东省宁阳县，得知丈夫因连队

执勤任务重不能回家过年的消息后，她带着儿子几经辗转，赶到连队驻地与

吴勇团聚，在边防过一个团圆年。

本报记者 穆可双摄

妻儿送我去巡逻

本报讯 赵茂钦、特约记者涂敦法
报道：“自告奋勇上来几名同志，每人
先唱《强军战歌》，再围绕怎样做到合
编合心合力逐个谈谈看法……”近日，
武警某部一场应急救援训练间隙，值
班员见缝插针组织开展破题式群众性
教育讨论。

近年来，该部党委机关针对部队分
散部署实际创新教育模式，采取“一题一
破解”办法增强教育针对性，通过思想引
领助推教育延伸；党委与下级党委开展
辣味十足的面对面讲评，在批评和自我
批评中理思路察实情；结合调研发现的
问题，在部队开展“认清使命责任、聚力
开新图强”专题教育，激发各级破解问题
狠抓工作落实的使命感。

“研究问题找病因，落实解决是根
本。现在，我们围绕怎么抓落实，剖析
一件刚发生的身边事……”前不久，在
该部党委会上，大家就一个具体问题
“解剖麻雀”，与会干部纷纷表示深受启
发，要在下一步工作中推广这种破题式
教育模式。

官兵走千里，教育一线牵。该旅
把破题式教育模式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紧贴部队实际编写教案、开辟微课
堂，让教育跟进伴随。前段时间，南方
多省普降大雪，该部派出多支专业救
援力量抗击雪灾，任务全程穿插伴随
政治教育，发现问题三言两语破题，逐
人逐事跟进思想激励，保证了任务圆
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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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旨在破解原理学习与实
战运用脱节难题的专业技能集训，在各
部队如火如荼开展；政治工作干部学军
事活动紧锣密鼓，共同课目、专业技术
等内容一项不落；基层风气监督员对训
风演风考风问题拉单列表，军事训练监
察向深度拓展……

记者来到某导弹旅，正赶上一场抗
疲劳、抗饥饿、抗焦躁、倒时差“三抗一
倒”对抗演练。

演练间隙，某发射架指挥长齐志虎
双眼布满血丝。此役，他们昼伏夜出，
已连续多天实施高强度模拟火力突击。

旁观演练，记者不禁为官兵捏了一
把汗。就在齐志虎准备第 3波次火力突
击时，突然被判“重伤”。下士王瑞阳接
替走向指挥岗位，一边下达操作口令，
一边在发射舱内操作。发射零点，他指
挥号手连续按下发射按钮，发发准确命
中目标。

在某导弹旅一级操作号手陈峰眼
里，类似的对抗训练已是常态。这名多
次历经部队转型、装备升级的老兵，为
记者描绘出 3年来基地部队对抗演练的
画面：大山深处，战备升级只争朝夕；岩
石之下，密闭蛰伏挑战极限；白山黑水，
红蓝对阵捉对厮杀；大漠戈壁，导弹劲
旅沙场争雄……

某导弹旅发射营营长何愚记得，
那年基地某新型武器接装还来不及
“热身”，便奔赴数千公里外的高原执
行实弹对抗发射任务。狂风暴雨，强
敌袭扰，电磁压制……频繁的战术对
抗中，官兵在极限条件下挑战自我，多
枚新型导弹连续完成集火饱和发射，
发发精确命中预定目标，部队超前形

成作战能力。
“接装即打，既得益于武器装备信

息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更离不开大项任
务的实战锤炼。”某导弹旅旅长张正红
告诉记者，3年来，基地部队先后遂行近
百项重大演训任务，演练足迹遍布祖国
大江南北，成功发射多枚导弹。

更让官兵自豪的是，习主席视察基
地当年，基地所属某旅在“9·3”阅兵中
光荣接受习主席检阅。去年沙场阅兵，
基地多个导弹旅参加实兵对抗演习后，
征尘未洗接受了习主席检阅。

随着改革推进，基地进入战区联
合作战指挥信息系统，加速融入战区
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加快建设模块化
火力单元，已成为基地联训体系建设
的重要课题。

深化联训，从夯实“接口”开始。记
者了解到，利用每个值班轮换周期，他
们通过开展一次指挥流程推讲、修订一
次战备方案、进行一次指挥平台运用考
核等“六个一”活动，锤炼参谋人员联合
素质，探索融入战区指挥体系。
“今年，我们要参加战区多场联合

演习任务。”在基地参谋部作训处，参谋
魏仲虎翻开今年的练兵备战大项任务
计划表向记者介绍说，一方面担负战区
试点，对接战区贯通部队进入指挥信息
系统；另一方面牵头组织作战集群指挥
演练，打通联合关节释放联合效能。
“进了战区门，就是一家人。”去年

秋，该基地在战区指挥体系下首次牵头
成立作战集群指挥所，率领基地所属某
导弹旅和兄弟部队数支导弹旅挺进大
漠戈壁联合出击，成功发射数枚导弹，
全部精准摧毁靶标。

（本报北京2月5日电）

潜心砺剑，战略铁拳越练越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