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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我的假已经批了，明天
就可到家。”2月 6日下午，驻守在雪域
高原的第 77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程
红胜，高兴地打电话告诉临产的妻子
成张虹这个好消息。

成张虹预产期原本是 3月 3日，前
几天突然打电话说可能提前 20 天左
右。程红胜原计划休假时间是春节
之后，现在情况有变，他不得不向单
位申请提前休假。该旅政委徐俊说，
全旅像程红胜这样家中临时有急事
的官兵一共有 175 名，旅里酌情优先
安排他们休假。

程红胜所在部队去年因改革需
要，两次搬迁驻地，最后一次是从成都
平原千里移防至西藏高原，在完成上
级赋予的备战执勤任务后，年底才进
驻新营区。新春佳节即将到来，很多
官兵都想回家陪亲人过节。

战备工作不能松，休假比例有规
定，谁走谁留？该旅党委一班人形成
共识：优先考虑单亲子女、已婚人员、
家中有急事的、对单位有突出贡献的 4
类人员。其中，他们规定家中有急事
的官兵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同时号召
领导干部、党员骨干带头发扬风格，尽

可能把回家过春节的机会让给需求更
急迫的战友。

上士姬磊磊的父母在外地打工，
妻子身体不好，小孩生病住院，加之家
中正在装修房子，姬磊磊很想请假，却
担心名额有限。得知他的情况后，本
来准备休假的连队司务长明飞主动提
出推迟休假，让姬磊磊先回家。

这 175名官兵在离队前纷纷表示，
休假期间一定遵守纪律，维护好军人
形象；归队后加倍努力工作，用成绩回
报组织关爱。

（本报拉萨2月8日电）

节日休假，党员主动让名额
■本报记者 郭丰宽 通讯员 张 军

连续两次采访未果后，2月 7日上
午，记者终于见到了军事科学院军事
法制研究院研究员、军事训练学专家
杜立平。
“刚为某部作完宣讲辅导，昨晚才

从福州赶回来。”新修订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试行）》（以下简
称《条例》）颁布施行后，参与组织《条
例》编修的杜立平马不停蹄地奔赴各
大单位作宣讲辅导。

杜立平的匆匆脚步，是该研究院
加快推进科研攻关的缩影。

路过军民融合和国防动员法规研
究中心会议室，记者推门进去，只见十
几位科研人员在研究员于川信带领
下，就军民融合法规体系的框架设计
各抒己见，气氛十分热烈。

于川信介绍说，为使军民融合法
规建设与实践同频共振，前往一线前
沿寻找源头活水是“重头戏”。赴某兵
器研究所调研、走访军委机关、到中国
航空运输学会授课……该中心团队各
项行程紧锣密鼓。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党的

十九大以来，这个中心先后参与了陕
西、四川、云南、北京等 10多个省市军
民融合试点顶层设计规划研究，围绕
军地 8大领域系统梳理了 790 余件军
民融合相关法规，组织军地 10多家单
位对军民融合综合性法规进行专题研
究，上报的多份报告得到上级肯定。

高标准推进法规编修，信息化建
设已成为加快军事法制研究的重要引
擎。在军事百科研究室，记者看到了
军语编撰的场景：输入关键词，相关术
语数据即时呈现；轻点鼠标，词目释文
审核比对自动完成。研究员杨鲁兴奋
地说，运用军语编纂软件和建设军语
数据库后，科研效率成倍提高。

为军事法规研究插上信息化翅
膀。目前，该研究院正组织力量研发

军事法制研究智能辅助系统，建设各
类法规数据库，研制项目管理、制度管
理、立法辅助起草、立法评估等功能模
块，加速法规编修由“人工编修模式”
向“数字智能编修模式”迈进。

科研攻关忙，开局气象新。该院
成立半年多来，先后接续推进 16项法
规编修任务，完成 40余项法规审读修
改任务，提交20余份重要咨询报告。

将研究院致力打造成军事法学
研究的国际知名机构、军事法制研
究的国家权威机构、军队法治建设
的综合研究智库、军事法制科研的
协同创新中心。展望该院的远景规
划，记者仿佛触摸到了依法治军的
强劲脉动。

（本报北京2月8日电）

佳节将至，马不停蹄攻关忙
■本报记者 邵龙飞 通讯员 刘洪顺 王 迪

“3、2、1，起爆！”2月 8日，中越边境
广西段扫雷行动现场，随着一声令下，
“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响彻云霄，雷场
上空顿时腾起浓烟。自去年 11 月 27
日中越边境广西段新一轮扫雷行动启
动以来，担负广西段扫雷任务的南部
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已完成深度排雷
作业近 20万平方米，深排、封围雷场 20
多个，搜排出地雷100多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边
境 8个县（市、区）17 个乡镇历经数次
扫雷行动，现仍遗留有大小 53处共计
200 多万平方米的雷场。这些遗留雷
患，有的位于地貌复杂、沟壑纵横的高
山密林，有的就在边境开发前沿的贸
易关口附近，长期影响着边民正常生
活和边境地区开放开发。为彻底清除
雷患，该边防旅扫雷官兵兵分东西两
线，同步展开扫雷行动。

雷场勘察是雷场作业任务的开
始，喀斯特地貌造就了雷区的复杂地
理环境，平坦便于行走的山洼，往往
就是一处雷场。进山的路为了避开雷
场，不得不选择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人
工搬运爆破筒也必须走这条路。驻地
老百姓都把扫雷官兵称为“雷场‘攀
岩人’”。

位于广西大新县硕龙镇的 044 号
雷场地势险要，官兵们从硕龙镇互市
贸易点背着 20多公斤重的爆破筒进入
雷场，单程就要四五十分钟，往往一天
就要上下山几个来回。

雷场爆破完毕后，搜排手穿着 10
多公斤重的防爆服，头戴 3公斤重的头
盔，手握探雷器、小铲和探雷针进入雷
场，逐寸土地展开搜排。遇到坡陡的地
方，搜排手需要从坡顶通过绳索滑到坡
底，再沿着爆破筒开辟的通道搜排。

虽然是冬天，但每次搜排作业下
来，官兵们的衣服和防爆服都会被汗
水浸透。扫雷作业不仅考验着官兵
们的体能素质，也考验着大家的心理
素质。
“探头扫到一个区域报警，站在那

里就不敢迈步了。”扫雷队三级军士长
邢志明说起前几天的一次搜排经历，
仍心有余悸。他说：“光那 1平方米多
的土地上，就排出了5枚地雷。”

雷场搜排完毕，排出的地雷诱爆
后，扫雷官兵要向当地政府和老百姓
移交雷场。移交雷场前，官兵们会当
着政府代表和老百姓的面，手牵手在
雷场上走几个来回。
“蹚雷场，就是要让老百姓亲眼看

到，这片土地每一寸都是安全的！”邢
志明说。

（本报凭祥2月8日电）

绝壁攀岩，雷场又见子弟兵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宋邦稳 关 磊

“前两年春节前都是我带队去看
望张楠父母，今年由于工作冲突，很遗
憾没能成行，只能在视频里和二老说
一会儿话……”

2月 7日，记者来到武警临沂支队
机动中队采访，支队政委王荣茂聊起
中队官兵两位特别的亲人——“时代
楷模”张楠烈士的父母。

张楠生前是该部一名上士班长，
2015年 7月在担负我驻索马里大使馆
安全警卫任务中，遭遇恐怖袭击牺
牲。就在张楠牺牲的前一年，他唯一
的姐姐也不幸因病去世。接连的丧子
之痛，让张楠父母遭受沉重打击。

张楠牺牲后，支队官兵把“替战
友张楠尽孝”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每逢中秋、春节等重要节假日，支队
都会派官兵代表赴河北吴桥，帮张楠
父母打扫卫生，陪老人一起吃饭聊
天。
“张爸爸、朱妈妈也经常来看望我

们。”中队官兵介绍说，每逢新兵下连、
老兵退伍，张楠父母都会到部队看望
官兵。2016年 2月，临沂市平邑县发生
矿难，中队官兵奉命前往救援。张楠
父母特意做了糕点，冒着严寒驱车 5个
多小时，赶到救援现场慰问官兵，让大
家倍感温暖。

张楠牺牲后，中队在张楠生前所
在班基础上成立了“张楠班”，他的
床铺也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床
头还放着一本精美的相册，里面一

幅幅张楠父母与官兵的合照显得格
外暖心。
“今年，我们班还特意准备了一

张贺卡，上面印有‘张楠班’的合影和
每个人对张爸爸、朱妈妈的新年祝
福。以后不管人员如何更换，我们都
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尽孝。”班长刘伟
伟动情地说，中队正在筹划全体官兵
与张爸爸、朱妈妈通过微信视频大
拜年。
“张楠！”“到——”熄灯前，中队组

织点名，当值班员呼喊“张楠”时，全体
官兵集体应答。亲情面前，官兵个个
是张爸爸、朱妈妈的“亲儿子”！使命
面前，官兵人人是“张楠”！

（本报临沂2月7日电）

兵儿尽孝，烈士父母感深情
■本报记者 张海华 特约记者 潘 明 通讯员 陈 波

2 月 7日下午，辽南地区天气突变，
气温骤降，天空飘起雪花。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综合仓库野
战加油站分队，长途机动至百公里外陌
生地域，开展野外驻训和应急油料保障
训练。
“正在进行长途机动作战的某合成

旅，明日凌晨需油料补给，上级命令我库
野战加油站分队赴预定地域开设站点，
并做好前出拦路保障准备。”传达完上级
预先号令，仓库代理主任赵明带着 10余
台（件）油料保障装备，在夜幕中向预定
地域进发。

20时 10分，分队抵达预定地域后，
立即选择有利地形开设野战加油站。记
者在现场看到，油料化验员、四级军士长

周凯检测加油车油料时发现，低温条件
下“水杂”易冻结，为防止油料装备过滤
器堵塞影响加油速度，他及时组织加油
员进行检查清洗；上士司泵员许英伟则
将车辆的胶管连接处逐一进行检测保
养，更换了个别老化的垫片……
“严寒条件下，战术野战油库车软体

油囊很容易变脆破裂，影响保障任务完
成。”现场指挥的分队长索超群向记者介
绍，他们在严格平整场地之后，在油囊下
面加设了一层垫布，同时组织加油员、油
料化验员、司泵员对 20管群加油车进行
细致检查，逐一排查因气温骤降等原因
可能造成的临时故障。

一切准备就绪，架设帐篷安营扎寨
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

8 日凌晨 3 时，一阵紧急集合哨声
划破深山寂静的夜空。队员们刚从睡
梦中惊醒，就接到前出保障的命令：“某
合成旅部分战车燃油即将耗尽，迅速前
出实施油料补给！”群车加油小分队立
即奔赴战位，驾车赶赴指定补给地域。
记者看到，加油车到达开阔地域后迅速
展开，各操作手奔向各自战位，打开各
功能模块的舱门，机械操作手迅速展开
主油管……

很快，群车加油设施准备就绪。司
泵员打开主离心泵，一条条干瘪的主油
管瞬间膨胀，“战场输血”紧急展开，几十
台“趴窝”战车很快“满血复活”，呼啸着
奔赴战场。

（本报沈阳2月8日电）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野战加油站分队陌生地域练硬功——

让战车“满血复活”上战场
■本报记者 赖瑜鸿 特约记者 汪学潮 通讯员 周洁平

2月 6日，记者走进中部战区陆军某
训练基地训保科办公室，看到冬日的暖
阳透过窗户，洒在科长李军行的身上。
此时，他眉头紧锁，时而在纸上写写画
画，时而在电脑键盘上运指如飞。

原来，春节过后，有部队要来驻训，
李军行正在制订保障计划。忙活一阵
后，李军行电脑上一份《基地场区驻训使
用计划表》新鲜出炉。记者在计划表上
看到，风洞、实弹综合检验场等场地很热
门，其他场地使用频率则相对较低。
“同样都是训练场地，为什么会出现

热门、冷门之分？”带着疑问，记者找到该
基地司令员王金龙。

长期从事实战化训练研究工作的王
金龙，一眼就从计划表中看出了“门道”：
凡是热门的都是科技含量高的训练场
地，因为这些场地带来的训练效益更高。

他随即向记者举了两个例子：我
军首座专门用于伞降训练的风洞，采

用室内四风扇驱动双回流布局型设
计，可以使人悬浮空中做出高难度动
作，用于特种兵伞降训练，不仅大幅缩
短伞降训练周期，还有效降低了训练
风险；轻武器射击区看上去和普通射
击场没啥区别，其实加装了实弹综合
检验评估系统，可以让训练更加贴近
实战，练兵效益更高。

王金龙说，基础体能、战备拉动、单
兵掩体构筑等基础训练课目，很多部队
利用自有训练场就可以完成，但是实兵
演习、实弹综合检验等实战化程度高的
课目，必须通过基地化训练才能高质量
完成。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该基地训练
场区科技化建设进程驶入了“快车道”，
先后建成特种兵基础训练场、综合演练
场，在保障特种兵训练方面初具规模；
引进数千套激光模拟交战系统，使对抗
更加真实激烈、复盘更加客观公正；在

演习核心区域铺设数百公里光缆、架设
百余个摄像头，及时查纠不良训风演风
问题……

演习贵在发现问题，这正是基地一
系列高科技训练设施所擅长的。一场演
习中，参演某旅输得不服气。在复盘环
节，看了导演部给出的详实数据后，不仅
心服口服，还发现了多个训练短板。另
一场演习中，在环场机动环节，某旅违反
演习规定提前派分队清除路障，结果被
监控摄像头“逮个正着”。

临近中午时分，记者来到该基地信
息技术中心，中心主任聂电开正在拟制
《数字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方案》，他
对系统建设充满期待：“到那时，导演部
的评估不仅更精准，还可以通过‘虚实结
合’的方式，模拟未来真实战场环境，让
基地真正成为未来战争‘实验室’，让官
兵在和平年代‘走进未来战场’……”

（本报郑州2月8日电）

中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着力提升训练场地科技含量——

打造未来战争“实验室”
■兰元钦 秦宇龙 本报记者 周 远

（上接第一版）

特战一大队五中队中队长周昆被称
为“钢铁战士”。4年前，周昆在一次训
练中意外受伤，伤刚痊愈就迫不及待重
返训练场。高强度训练导致他的伤骨一
年都未完全愈合，医生只好开刀给骨头
上打了1个钢钉。
“取钢钉很容易，但取出后再想上训

练场就难了！”周昆坚持带着钢钉训练，
左手不行就练右手，上肢不行就练下肢，
考核成绩始终保持全优，并先后 7次执
行重大任务。像周昆这样的“钢铁队
员”，在“猎鹰突击队”还有很多。

张旺兵和队里的组训行家组成课
题组，着眼特战队员生长特点，经过反
复摸索实践总结出“小班组教学”“分层
级教学”“分层次训练”和“小块时间组
训法”，体能等基础课目由中队组训，大
队则重点练合成、练协同，有效提升了
训练效益。

为了提升实战能力，他们还把学习

借鉴的目光投向世界同行。近 4年来，
“猎鹰突击队”先后在约旦“勇士竞赛”国
际特种兵比武、匈牙利国际军警狙击手
大赛中获得 7个冠军、5个亚军，参加了
“丝路协作-2015”中斯联训、中俄“合
作-2016”联合反恐训练。他们以训促
学，深入分析研究外军先进的组训理念，
根据部队实际转化创新训法战法，先后
为有关单位培养多名优秀指挥员。

2016 年 8月，中国武警部队首次举
办国际性比武——第一届“锋刃”国际
狙击手射击竞赛。来自 15个国家的 42
名狙击精英，盛赞这场比赛展现了中
国狙击技战术高超水平。此次竞赛课
目的“设计师”主力，就是“猎鹰突击
队”在世界大赛中获奖的 6名队员。几
年前，这些队员在国外参加大赛时，无
论是装备还是技术，都还是学习者和
追赶者。

对抗演习裁判长李彦介绍说，他们
着眼实战需要，瞄准特种作战的发展前

沿，改变过去“运动员”式的训练模式，队
员培养由突出个人战技，向锻造能打仗、
打胜仗的战术型、指挥型、参谋型战斗员
转变，向提升队员小组整体协同作战能
力转变，向火力、情报、通信等多单元合
成力量训练转变。

话音刚落，“嘀——”警报骤响，“猎
鹰突击队”队员们迅速集结，营区内瞬间
变为反恐演兵场：多路突进、合围清剿、
精准打击……春节前，他们根据担负任
务，依据行动预案，多次组织全员、全装、
全要素实兵演练。演练收尾，部队长米
彦广现场讲评，点出存在的问题。全体
队员精神抖擞，迅速投入下一次挑战。

领袖嘱托重千钧，强军高峰永攀
登。“猎鹰突击队”练兵士气高涨，备战步
伐铿锵，正向着国际一流水平的反恐特
战劲旅奋力迈进。

（本报北京2月8日电）

上图：“猎鹰突击队”开展通过火障

训练。 谢珍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