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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编辑部支招

“战备建设并非一劳永逸，必须结
合任务转换，时刻保持武器装备的完
好率、出动率。”时至今日，第 77 集
团军某旅车载加榴炮二营营长杨科谈
起那次实弹射击，仍感慨颇多。

去年 8月，该旅赴海拔 4700 米的
高原某地展开高驻高训实战化演训。
进场后的第一次实弹射击，二营首发
试射的炮弹竟打偏了。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疑问在杨

科的脑中萦绕。
火炮某构件轻微变形、个别橡胶零

件老化失效、弹药装药未充分燃烧……
调查结果一出来，二营官兵立即炸开了
锅：明明在进驻高原前才进行了武器装
备维修保养，为啥不到一周时间就“趴
了窝”！

战备形势分析会上，参谋长陈国
海一语道出症结所在：高原高寒缺氧
条件以及巨大的昼夜温差，是导致装
备“水土不服”的主要原因。

一张张“增氧补血”的战备“处
方”在厂家和部队官兵联合问诊下迅
速开出。

通过大屏幕，来自厂家的技术员
针对官兵们提出的装备保养难题进行
现场连线，这期间杨营长一直在奋笔
做着记录，生怕落下任何一处要点。

随后，各营连的指挥员齐聚一堂,
结合平时训练中收集到的千余组地
理、气象和装备信息数据，对不同条
件下的武器性能下降、装备效能减弱
等情况进行评估。

经过该旅攻关小组的分析整合，
看似杂乱无章的一组组数据背后的规
律逐渐清晰。不久，一套涵盖了 9类
效能数据的 《武器装备高原使用手
册》应运而生，填补了该旅武器装备
在高原山地条件下的战备建设空白。

又是一次实弹射击，“主角”仍是
车载加榴炮二营。

这天子夜，一场暴风雪不期而
至，演训场气温骤降至零下 20 摄氏
度，夜间实战化演练如期展开。

首发试射，炮弹在 8级大风中偏
离目标。“表尺×××，向右×××，
全营两发急促射，放！”随后，指挥保
障连连长刘乾迅速依据高原作战数据
库作出调整，指挥阵地再次射击。
“高原气压低、风速大，对弹道影

响极大，有了战场效能数据库作支
撑，火炮犹如安上了‘数据准星’！”
刘乾见缝插针地介绍道。这头话音未
落，10余公里开外，隐藏在群山反斜
面上的“敌”地堡目标已在火光中化
为废墟。

马不停蹄，兵不卸甲。未等二营
官兵喘口气，杨营长又接到了“射击
阵地暴露，向预备发射阵地转移”的
命令。

收炮、装载、撤场……得益于二
连排长梁川的一次建议，该旅推开了
“以车代库”的战备物资储运模式，不
到 10分钟，全营就完成了一切机动准
备。

正在紧要关头，一辆越野车却突
然在严寒中熄了火。见状，下士驾驶
员舒涛赶忙从车上取出随车“装备急
救包”。向进气孔供氧、搭接备用电
瓶、加热供油管路……虽然刚转到驾
驶员岗位不久，但是舒涛的处置忙而
不乱。
“多亏了旅里组织的驾驶员集

训，小故障都有了标准化排除流程，
只要按照规程处置，一般都能‘手到
病除’。”短短三五分钟，故障车辆
“起死回生”，追赶着前方车队消失在
茫茫雪原之中。

狂风呼啸，火炮怒吼。预备阵地
上，杨营长再次指挥官兵完成射击。
这一次，二营官兵经受住了极端战场
环境的考验，在对 3个目标实弹射击
的毁伤效能评估中，取得了 2个优秀 1
个良好的优异成绩。

“按打仗标准推进战备工作”系列报道之四—

海拔4700米，如何治好装备“高原病”
■张艾琦 朱原石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教育课堂搬进库室，讲的都是官
兵身边的事儿，说的都是官兵爱听
的理儿……3月中旬，第 72集团军某
旅弹药科科长王磊来到旅弹药库，利
用任务间隙，联系自身经历，为战士
们上了一堂随机教育课。

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课后，下
士陈鑫在政工网的讨论区留下“时刻
提高警惕，履好岗位职责”的教育感
想，朴实接地气，引来一片点赞。
“偏远场所微教育”——这是该

单位理论学习的一大特点。也正是
凭借此类实用招数，小小弹药库在
本季度常态化理论学习评比中再次
排名第一，其经验还被机关总结、
推广。

一个普通的小散远单位，一跃成
为全旅理论学习“明星单位”，着实让
不少官兵感到意外。然而，过去这个
弹药库的部分官兵也一度存在对理论
学习“不感冒”的现象。

当时，由于执勤任务重，弹药库
教育课缺席人员较多。排长熊运阔连
续两次组织补课，每次不到 10分钟下
士陈鑫就开始打瞌睡。熊运阔找他谈
心，他反而振振有词：“每天任务那
么满很疲惫，大脑都快要缺氧了，哪
还有精神头儿补课？”

熊排长遭遇的尴尬，引发了旅领
导对小散远单位如何抓教育的思考。
相关科室随即组成调研组，对小散远
单位教育现状进行调研，梳理出“教
学条件不足”“工学矛盾突出”等 8类
问题。很快，一份对症下药的政治教
育新举措就发到了全旅各个小散远单
位。

打开旅队自主研发的“微来学
习”手机 APP，在外执勤官兵可以随
时学习最新理论知识。以往等盼报纸
的尴尬也一去不复返——利用网络读
报机，一键阅读当日《解放军报》，一
键推送教育视频，极大地调动了官兵

学习热情。
陈鑫现在主动担任起了读报员，

每天一下哨就登录学习 APP。渐渐
地，他对党的创新理论学得入脑入
心，析事明理句句在理。最近他正在
积极备课，准备与战友们分享自己学
习两会精神的体会。

前段时间，旅里外请院校专家讲
解“红色基因”的精神内涵，机关第
一时间将授课录像送到弹药库，上士
毕晓明看完视频后撰写的心得体会，
被政工网评为“优质稿件”。

“不能仅靠机关帮助，关键还要
靠自身努力。”谈起近期组织教育的
情况，毕晓明有了自己的心得。这段
时间，他将“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作
为座右铭记写下来，准备报考军校。
其他战士也热情高涨，训练场上积极
刻苦，站岗执勤认真负责。

网络政工、视频讲坛、随机小课
堂……上下联动，全旅小散远单位的
政治教育质量明显提升，在最近一次
常态化理论学习评比中，他们的平均
分提高约 8%。

小小弹药库蝉联全旅理论考核第一
■郑兴伟 李元庆

本报讯 朱翔、孙小龙报道：用
电设备是否漏电、天然气阀门是否松
动……初春以来，针对营区部分家属
房老化严重、安全隐患较多的实际情
况，第 75集团军某特战旅及时开展
家属房安全隐患清理整治行动。

服务基层贵在实践，暖心举措重
在落实。春节过后，该旅针对“基层
最关心的 10 件事”进行网上投票，
结果“家属房的安全隐患”中了“头
彩”。“官兵利益无小事，我们要填补
影响幸福感的每一个‘漏洞’。”此事
立即引起了旅党委的高度重视，并摆

上了党委会的研究议题。
“家属是军人的后方，能否做好

家属来队服务保障工作，直接影响官
兵的心气和干劲。检查要认真、排查
要彻底，确保来队家属安心舒心。”
该旅政委王文跃的一番话引发了大家
的强烈共鸣。

据悉，自清理整治工作开展以
来，该旅共查出 5套家属房存在洗衣
机漏电、天然气阀门松动、楼道灯反
应不灵敏等 20多个安全隐患，并逐
一登记造册，指定专人负责整治。对
超过使用年限的设备及时进行更换，

对故障设备及时进行维护。
问题隐患排除掉，安全幸福立

起来。“房子虽然旧了点，但住着踏
实。”得知丈夫单位开展了家属房安
全隐患清理整治行动后，该旅“白
刃格斗英雄连”连长兰超的爱人施
丽亚难掩内心喜悦。不仅如此，该
旅还建立了节假日维修值班制度，
发放了服务连心卡，将故障报修电
话卡第一时间送到家属手中，由家
属对维修人员服务情况进行满意度
评价，确保及时处理烦心事、扎实
办好暖心事。

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开展家属房安全隐患清理整治工作

填补影响幸福感的“漏洞”

本报讯 张昌武、 盛 洋 迪 报
道：“您好！我是柴金虎的父亲，
我想知道儿子最近在部队表现怎
么样？”“您儿子表现很好，在刚
刚结束的武装五公里越野考核中
获得第一名……”3 月中旬，笔者
在第 72 集团军某旅指挥保障连家
长微信群见到这样一幕：以往指
导员建立的家长群，如今有了多
名 骨 干 班 长 的 加 入 ， 他 们 及 时
“走心”的通报赢得了家长们的纷
纷点赞。

据悉，这些班长都是来自各班排

的优秀士官，他们带兵经验丰富，是
各连队推选出来的家长群联络员。
“青年官兵思想活跃，系好青年官兵
的思想扣子，需要部队家庭共育、共
同协作努力。”该旅政委李涛告诉笔
者，他们发挥家长群交流“覆盖面广、
情感性强、参与度高”等特点，打破过
去指导员“单打独斗”的固有模式，充
分释放基层活力，鼓励优秀士官主动
加入，打通“部队——家庭——社会”
共育网络链路。

与此同时，他们结合战士思想动
态和现实问题精心梳理，创新开展

“微视频”“微讲座”“微论坛”等网上
互动活动，让家长清晰直观了解到孩
子的成长进步情况。

自从优秀士官走进家长群以来，
许多青年官兵从中受益。新战士石炳
焱告诉笔者，正是班长王靖宁及时发
现自己的思想波动，主动通过家长群
联系父母，一同做好谈心教育并精心
录制了一段家人为他加油的励志视
频，帮助他重新鼓起了信心。前不
久，在营里组织的第一季度群众性大
比武中，石炳焱夺得仰卧起坐课目的
冠军。

第72集团军某旅创新方式画出部队家庭“同心圆”

优秀士官主动走进家长群

初春时节，阴雨绵绵。武警随州支
队机动中队训练场上，实弹射击考核如
期展开。

这次考核，是今年中队首次组织的
轻机枪实弹射击。显而易见，轻机枪点
射难度大，对很多官兵来说，第一发子
弹能上靶，后一发就很难说了。加之细
雨蒙蒙，100米外的靶标影影绰绰、模
糊不清，上靶难度可想而知。
“第 3组，卧姿装子弹！”指挥员的

口令刚落，2号靶位的上等兵祝中一迅
速装完子弹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哒……”只用了几秒钟，祝

中一便第一个打完10发子弹，等大家射击

完毕后，他还向身边的战友做了个鬼脸。
“唉，完了！”同在一组的班长刘勇

懊恼地使劲拍了一下大腿。
回到已考区后，刘班长狠狠地瞪了

祝中一一眼，劈头盖脸地训起来：“好你
个祝中一，再三告诉你轻机枪不等同于
步枪，这是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要重
视，先瞄准再击发，为啥你还是这么稀里
糊涂地不当回事！”

小祝吐了一下舌头，没作声。刘班
长更生气了：“步枪打得好并不代表机
枪也能打好，不信咱们马上见分晓！”

不一会儿，报靶员宣布：“2 号
靶，98环！”
“几环？2号靶打了 98环？”刘班长

以为自己听错了。要知道，平时单发精
度射击，能打出这个成绩都是高标准，
何况这次是轻机枪点射。

“98环！祝中一打了 98环！”战友
们大声地告诉刘班长。“行啊！你小
子！”刘班长在祝中一胸前捶了一拳，
脸上顿时笑成了一朵花。

笔者随后了解到，好成绩的取得并
非偶然。祝中一天生酷爱射击，射击训
练时，他端着枪趴下就不愿起来；为了训
练据枪的稳定性，他在枪管上进行负重，
一瞄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胳膊疼得连
筷子都拿不稳……

晚点名时，中队长孙宇宣布：“今
天我们组织了轻机枪实弹射击考核，
在接触时间短、经验不丰富、标准要
求高的情况下，祝中一同志第一次考
核就创造了纪录，中队党支部决定将
他今天的这张靶纸挂进荣誉室，永远
陈列！”

顿时，掌声一片！

上等兵的靶纸挂进了中队荣誉室
■周祚宽 刘 晓

一线直播间

小散远单位在教育中遇到的问题，

实质是如何实现教育精准化的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把准小散远单位官

兵思想脉搏的基础上，对症下药，灵活

选用教育形式，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落到

实处。

把握单位特点，摸准官兵思想脉

搏。小散远单位官兵条件相对艰苦、资

源有限，如果找不准现实思想问题，教

育就容易“打乱仗”。一个关键就是要

建强小散远单位的思想骨干队伍，让他

们在工作生活中深下去、沉进去，真正

摸清官兵思想底数，找准教育靶标，做

到有的放矢。

丰富教育方式，解决小众教育矛

盾。要拓展教育资源，以精准增“疗效”，

用“滴灌”求实效。比如，焦点热点问题

邀请专家教授解读，重大是非问题由结

对帮带的机关人员辅导，官兵具体问题

由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解难。

教育者主动作为，解决官兵现实问

题。教育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要及时

关注小散远单位官兵的现实问题和矛盾

困难，主动靠上去，积极想办法，用现实

问题的解决，来提升官兵思想上的认同，

最终促进行动上的自觉。

下士陈鑫：“两三句话不嫌少，三五
分钟不嫌短”，我觉得把教育从教室搬

到现场，这种随机教育，“味道可口”，收

效也好。

弹药库排长熊运阔：随机教育形式
固然灵活，但对于教育中的“规定动作”

还是需要通过正规的课堂教育来实现，

这就要靠机关及时提供人力和资源支

持。

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大飞：教育的实
质在于解决现实问题。挂钩帮带的机关

干部要经常走访，深入了解小散远单位

的矛盾困难，第一时间解决官兵现实矛

盾和思想困惑，避免教育“空对空”。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做好基层“家常饭”·建强“小散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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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恳谈

新闻观察哨

3月下旬，空军某飞训基地四团邀请空勤家属观摩飞行训练并参加新型教官毕业典礼。完成新型飞行教官资格认证

的杨金柱刚下飞机，他的双胞胎儿子便手捧鲜花争相跑到他面前：爸爸，长大了我们也要当飞行员！瞧，小儿子正戴着杨

金柱的头盔和氧气面罩，过了一把当飞行员的瘾。

徐晨桐、陶轶谷摄影报道

爸爸，长大了我们也要当飞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