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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训场心得

大抓练兵备战·新大纲施训进行时②

本报讯 向小阳、特约记者周钰淞
报道：参训情况一览无余，考核分数一目
了然……2月上旬，记者刚走进第 74集
团军机关楼大厅，目光就被一张高悬的
《首长机关一二月份训练考核登记表》所
吸引。表格上，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
通机关工作人员，参训时间不够的、考核

成绩不合格的人员姓名都做了加粗处
理、赫然在目。“今年开训以来的首长机
关训练，实多了，也严多了。”机关干部普
遍如是反映。
“不练打仗，再无立足之地”，这是新

大纲施训在该集团军首长机关带来的显
著变化。过去，一些“老机关”认为，“办
事、办文、办会”是衡量机关干部工作能
力最重要的指标，日常管理和业务工作
占了工作时间和精力的“大头”。“为战主
业不可偏废，首长机关训练是新编制新
体制下作战能力生成的核心和关键，势
必越抓越严，越抓越实。”该集团军作训
处处长余继荣介绍说，最为直观的是时
间指标：以往要求机关训练每年不少于
40天，如今新大纲明确每年不少于 110
天，平均每周不少于 2.5天。为此，该集
团军严格按照这一要求细化机关训练周
表；机关干部训练时间不达标、训练考核
不合格，评功评奖、调职调衔一票否决。

战术标图、手枪射击、通信装备使
用……在寒风刺骨的训练场上，该集团
军数十名机关干部正在进行针对性补差
训练。在网络训练课室，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也在同步打响，战场敌情、水文
气象等数百条信息如潮水般涌入各指挥
席位，随着“噼噼啪啪”的键盘敲击声，几
名补训人员紧张操作着一体化指挥平
台，实时判断战场情况，拟制相关作战文
书。记者注意到，虽然整个考核过程不
长，但情况复杂、强度很大、过关不易，某
席位参谋曾宇华就连续发出十几条指令
和数份文书，全程神情严肃、眉头紧锁。
“周一 8时至 10时进行通信装备操

作补训，10 时至 12 时进行地图判读补
训……”记者翻阅第 74集团军工作周表
看到，机关干部补训补考阶段课目排得
满满当当，军事训练时间已超过机关全
部工作时间的五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中心工作。“基础课目过得去，不代表实
战就能打得赢。”该集团军领导介绍，下
一阶段将以陆军赋予的指挥训练试点任
务为主线，进一步把机关干部的实战对
抗能力作为训练重点内容抓实抓细，通
过强化指挥编组作业、指挥要素训练、组
织和导调部队体系演习等，促进“中军
帐”指挥作战能力的不断提升。

龙头怎么摆，龙尾怎么甩，首长机关
狠抓自身训练带动部队整体备战水平水
涨船高。近日，上级随机拉动集团军所
属某旅，机关分队“一键启动”，有条不
紊，应急作战能力得到上级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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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我们在基层组织了一次

“假如明天就打仗，你愿跟谁上战场”的

问卷调查，各单位凡是军事素质过硬的

指挥员，无一例外高票当选。这个结果

令人深思：指挥员岗位不同，但核心的

本事只有一个——领兵打胜仗。

两军交锋，兵在勇而将在谋。讲

实话，过去有的集团军机关干部指导

部队多，个人训练少，甚至还有人认

为，练兵备战是参谋部的事情，自己将

业务工作完成出色即可。如此种种，

在准备打仗上是有欠账的。现在，新

大纲对首长机关训练的内容设置、方

式方法、成绩评定等作了较大调整，明

确了训强部队先要练强机关。我们天

天讲，机关要率先垂范、干部要身先士

卒。当这一考验真正出现在我们面前

时，更不能有丝毫含糊。

最近，有不少同事感叹：训练连轴

转，考核不停歇，压力山大啊！这就对

了，这才是战役机关该有的样子。时代

更迭飞速发展，战争形态、作战样式、指

挥方式、武器装备发生新的变化，首长机

关只有带头积极适应体制编制新调整、

实战化训练新要求，带头落实自身训练，

带头履行组训职责，带头研究训练难题，

才能不断夯实指挥打仗的能力基础。

随着新大纲施训的逐渐深入，首长

机关正在以临战的姿态、实战的要求、

能战的标准，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下

决心补齐能力短板。我们有理由相信，

假如明天上战场，首长机关人人敢于叫

响“我的专业是打仗，带领大家打胜

仗”，绝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打胜仗是指挥员的核心本事
■第74集团军作训处处长 余继荣

2月6日，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在某海域进行航行补给等课目训练，锤炼部队

远海作战能力。 本报特约记者 周启青摄

2 月 8 日，风雪中的新疆阿尔泰
山南麓的白哈巴哨所静悄悄，哈萨克
族村民哈兰别克来到了连队。
“××附近没有人员活动踪迹，

边情正常。”搓揉了一番冻僵的双
手，哈兰别克松了一口气。当天上
午，他随官兵前往边境线上的某地
域巡逻时，隐约听到界河对岸有枪
声响起，迅速上报情况，并在原地
潜伏观察了两个小时，没有发现异
常情况后，便返回了连队。然而放
心不下的哈兰别克又独自骑马回到
原地，直到连队通知查明了情况，

是邻国哨所打猎鸣枪后，这才起身
回来。
“现在边防执勤，护边员的作用越

来越突出。”值班的白哈巴边防营副营
长巴哈提告诉记者，哈兰别克是白哈巴
村护边员大队的队长，他带领的 32名
护边员个个都是护边能手。

白哈巴村由哈萨克族和蒙古族
图瓦人组成，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
连队建站初期，包括勘界立桩和首次
巡逻无人区大都依靠牧民协助完
成。一村一哨相邻，官兵在山脚下挖
建蓄水池，在为连队输送生活用水的

同时，也为村里埋设了管道，军民同
守一段边防、同饮一池雪水，结下了
深厚的情谊。

2008 年，由于驻地喀纳斯景区旅
游开发，白哈巴村成了景点，古老的
村落、热情的牧民赢得了“云间部
落”的美誉。随着长明电接到牧村，
网络覆盖牧区，村民在官兵的帮助
下办网店、建旅社、开山庄，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
“只有边防稳固，家园才会越来

越美丽，牧民的生活才会越来越
好！”白哈巴边防连官兵在帮助村民

致富的同时，办起了“戍边课堂”，
每月邀请村里的老人讲述以前的守
防故事，帮助村里制订 《白哈巴村
民文明公约》，还将年轻的村民和外
来经商的人员发展为护边员、信息
员，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思想灌输给
每一名村民。

告别连队，哈兰别克告诉记者，
巡边守防就和吃饭喝水一样，是生
活在边境牧村的村民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相信在官兵和牧民齐心协力
下，家园才会变得更加美丽。

（本报阿勒泰2月10日电）

一哨一村共护美丽家园
■王子冰 本报记者 李 蕾 中国国防报记者 佟欣雨

2 月 10 日，夜寒风烈，西宁联勤
保障中心机关干部张文侠加完班回
到公寓房。打开门，8岁的儿子立即
扑进他怀里，厨房里妻子正在为他洗
水果……看着这温馨的情景，张文侠
一天的疲惫一扫而光。虽然过年值班
不能回老家，但这个春节有了妻儿的
陪伴，并不孤单。
“我们能在年前住进新公寓，让妻

儿来队有了更好的居住条件，这得感
谢中心党委。”张文侠感慨道。

为解决住房难题，几个月前中心
就开始筹划论证，准备将市区几栋闲
置房重新整修为公寓房。但按规定，
此类建设经费须纳入到单位基本建设
费，到年底统一核算。如果按部就
班，工程到年底才能开工，官兵们得
等到来年夏天才能入住。

为保证官兵春节前能顺利住进
新 房 ， 该 中 心 党 委 研 究 决 定 从 单
位 机 动 经 费 中 拿 出 钱 ， 先 行 垫 付
开 工 ， 完 工 后 再 根 据 财 务 工 作 进
度 ， 履 行 结 算 手 续 。 虽 然 这 样 做
并 未 违 反 相 关 规 定 ， 但 毕 竟 是

“超常规”动作，有人提醒，这样
做是不是稳妥？
“只要符合政策规定，就不能因

为‘怕事’而束缚住干事创业的手
脚。”该中心党委大胆决策，不仅垫
资开工，还为每套公寓配齐家电家
具，开通到单位的班车，让官兵在
春节前实现拎包入住。如今，驻地
生活条件好了，更多的军属选择来
部队过年。

科学筹划，让未休假官兵完成
休假；官兵亲属来队，派公车接送
站；晚上加班，夜餐送到办公室；
在原单位未休假，改革调整交流到
中心后，未休假补助照常补发……
在中心采访，听官兵谈起近来的暖
心事还真是不少。

“该禁止的坚决禁止，该作为的
敢于担当。” 该 中 心 纪 检 干 事 王
焕 ， 拿 着 刚 结 束 的 中 心 党 委 扩 大
会 上 的 纪 检 工 作 报 告 向 记 者 介
绍 ， 去 年 中 心 相 继 出 台 了 《加 强
领导干部教育管理办法》《重大事
项 会 商 机 制》 等 多 项 从 严 治 军 新
举 措 ， 硬 起 手 腕 处 理 了 几 起 违 纪
问 题 ， 正 风 肃 纪 的 力 度 和 成 效 有
目共睹。

对单位的这些铁规，官兵不仅没
有叫苦，反而一致拥护，违纪现象也
呈现出递减趋势。究其原因，王焕
说：“在从严治军的同时，也让官兵有
了很多的归属感和获得感，这样的作
风转变官兵自然拥护。”

（本报西宁2月10日电）

暖心事办出“归属感”
■本报记者 张 放 特约记者 郑孝刚

2月 8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
蓬莱码头，当刘铭俊带着儿子崎崎

登上开往长岛的轮渡时，她长长地出了
口气。丈夫尹丰刚是武警烟台支队长
岛中队第 16 任中队长，已经在长岛驻
守5个年头了。
“一年四季风，从春刮到冬，半年无

天日，云雾绕山中。”长岛气候复杂多
变，轮渡随时可能因为天气原因停航。
中队官兵几乎都有“想进进不来，想出
出不去”的经历。

2014年，尹丰刚和刘铭俊结婚纪念
日当天。刘铭俊提前跟单位请好假，买
好了礼物，准备进岛陪他过一个难忘的

纪念日。可当刘铭俊带着儿子赶到蓬
莱码头时，海面已经刮起了八级大风，
过海轮渡全部停航。看着手中的礼物
和怀里的儿子，刘铭俊失落、委屈、伤心
的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大风持续刮
了两天，短短 6.8海里在刘铭俊心中，却
成为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小年这天，为了这一次相聚，刘铭
俊几乎一宿没睡，因为烟台昨夜又下起
了鹅毛大雪。尹丰刚的心情也好不到
哪去——早晨 5点不到，就给妻子打电
话，告诉她，早班轮渡取消了。刘铭俊
不停地打电话给航运中心询问，终于等
来了轮渡通航的消息。

来到爸爸部队营区，崎崎格外好奇，
照着中队文化墙上的军体拳漫画比划起
了拳脚。尹丰刚开心地看着儿子，一会儿
看看表，一会儿看看天。刚过两点，他就
催促刘铭俊赶紧回家。“刚才太阳还露着
头，这会儿已经有阴云飘过。”尹丰刚说，
他担心由于天气问题，妻儿出不了岛。

相聚短暂，难舍难离。刘铭俊和孩
子赶回烟台市时，已是灯火璀璨、鞭炮
声声。记者想起官兵们烂熟于心的中
队队训——奉献为本、祖国为重、艰苦
为荣、海岛为家。不禁感慨：每名官兵
背后都有一个支持他们报国的小家。

（本报烟台2月10日电）

6.8海里的“遥远”守望
■本报记者 张海华 特约记者 潘 明 通讯员 孙晓峰

站岗的哨兵冷吗？一线的伙食好
吗？战士的被窝暖吗？生病就医方便
吗？连日来，记者一行奔赴西部战区
空军部队练兵一线，在风雪练兵路上
感受各级党委对战士们的关爱。

某地导营阵地设在雪山脚下。2
月 3日，记者在该营驻地宿营。星夜
下，来自浙江宁波的哨兵邱舟丹第
一次经历如此寒冷的冬季。从头到
脚“全副武装”的邱舟丹告诉记者，
有了防寒靴、羽绒大衣、耳罩等高原
保暖衣物，即便是下半夜也不觉得
冷了。一路走来，记者在各宿营地
看到，移动方舱内配有电热系统，固
定营房配有暖气，野外宿营地配发
了煤炉。

记者所到的几个营餐桌上都是
“六菜一汤”，既有炖肉、炖鱼等荤菜，
也有时令鲜蔬，还有酸菜和辣酱。高
海拔地区饭菜难煮熟是一个困扰基
层部队的老问题。某地导营炊事班
班长赵海洋介绍，现在新配发的节能
灶和高原压力锅很管用，蒸出的米饭
和馒头松软可口。另外，现在采取招
投标集中采购，每隔一两天就会有车
辆把主副食送到一线，不再像过去，
蔬菜在冰箱或者菜窖一“躺”就是半
个多月。

2 月 6 日，记者在某高原机场看
到，一场多兵机种“背靠背”训练正激
烈展开。新体制下，多兵机种联合训
练成为常态，驻训单位增多。西部战
区空军某基地专门腾出营房，提前筹
措过冬物资，安装检修取暖设备，安
排医务人员定期巡诊。
“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要求我们

将财力物力往战斗力上倾斜。为一线
官兵解难题办实事，事关兵心士气，更
关系到部队战斗力提升。”去年，该基
地党委常委下基层调研时间人均多达
105天，他们在广泛征求意见后，专门
制订《服务基层三年规划》，发布了《为
兵服务“十件事”公开承诺书》，既聚焦
基层建设作长远规划，又聚力解决官
兵实际困难，真正把暖人心聚兵心的
工作做实做到位。

（本报拉萨2月10日电）

风雪练兵路
关爱总相随
■石 俊 本报记者 李国

文 特约记者 杨 进

（上接第一版）

寒夜，西南某机场，一架架直升机
呼啸而起，消失在夜幕中。坐在塔台指
挥位置的连长苏军院，不断接收来自各
席位的信息。分析判断后，他实时向飞
行员发出各种指令。
“连长组织指挥训练，以往并不多

见，这是陆航部队完成由‘技术型向
战术型、支援保障型向主战主用型’
转变的实际举措。”该旅领导介绍说，
训练必须围着战争转，未来战场营连
是基本作战单元，训练也必须以营连
组织为主。

由翱翔蓝天的飞行骨干，变为指
挥人才，实现这种转型绝非一日之
功。今年年初，新的训练大纲施行
后，苏军院白天进行训练，晚上逐字
逐句研究新大纲，不断提升自己适应
未来战场的能力。

凌晨时分，结束训练走下塔台的苏
军院告诉记者，新的使命任务要求营连
指挥员必须“上天能飞行，落地能指
挥”，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记者在该旅各科室和营连采访时看
到，虽然春节临近，但官兵没有丝毫放
松，战备训练统筹科学高效、战备方案
完善配套、训练计划有序推进，一支空
中突击劲旅正在快速成长。

“习主席亲自登上了这架直升机，
查验武器装备，询问战技术状况和执行
多样化军事任务情况。”攻击直升机营
营长郜学强告诉记者，习主席的关切询
问透露着对部队“能打仗、打胜仗”的
殷切期盼。

雨幕随着气流翻滚，战机贴着地面
飞行。搜索目标、瞄准击发、急转返
场，直升机在山谷中划出一条弧线，这
一系列动作的完成仅用几分钟。

看着身后的靶机凌空开花，飞行员
徐正民脸上露出笑容。这是该旅列装的
某新型武装直升机首次在高原进行实弹
射击的场景。

新机列装之初，他们为了尽快形
成战斗力，抽调优秀飞行员和技术
骨干组成试飞团队，奔赴高原进行
试飞。

恶劣的自然环境，给试飞团队带
来诸多困难。大家克服强烈的高原
反应，实验飞行、收集数据、总结
讨论……凭着这股韧劲，他们最终完
成了该型直升机的高原飞行性能曲
线，并实现了在高原复杂气象条件下
实弹射击首发命中。

记者在该旅新年度训练计划上看
到，飞行训练时间比去年增加了近一
倍，高原飞行训练、复杂气象环境飞行

训练、特殊场地起降训练等实战化课目
占了绝大部分。

铁翼飞旋搏击长空，穿云破雾何惧
艰险。西北某训练基地，一架架装满弹
药的各型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一场实
弹射击训练拉开帷幕。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不光要
求打得准，而且直升机进入攻击航线前
必须采取战术规避动作，从发现目标到
实施打击，整个过程必须在 1到 2分钟
内完成，并且要在武器效能的最大距离
上实施打击。
“剔除了传统近距离俯冲打靶的非

实战化训练方法，创新‘一次进入、多
次打击’的训法，在运动中搜寻目标、
发现目标、攻击目标，使战场生存能力
大大增强。”飞行员张超说，像打仗一
样训练，才能在未来战场上像训练一样
打仗。
“没有一颗打仗的心，就干不好

训练的事！”这是该旅全体官兵的共
识。近年来，多型国产直升机相继
列 装 该 旅 ， 他 们 依 据 使 命 任 务 特
点，组织力量集中研究实战化训练
内容，初步形成了多机型高原高寒
条件下的训练体系，战斗力建设不
断迈上新台阶。

（本报成都2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