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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管理学中有一个“二八现象”，说的
是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
20%，其余 80%尽管占多数，却是次要
的。

军队是一个战斗集体，人人都发挥
好作用，才能实现战斗力最大化。如何
打破“二八现象”，让官兵人人都成为最
重要的一员？4月 2日，记者带着这个问
题来到中部战区陆军某师。

已是深夜，办公楼很多房间灯还亮
着，机关干部有的在加班训练标图，有的
在学习军事理论。
“我们严格落实训练标准，强势推进

首长机关训练。”师作战指挥科参谋金凯
说，新大纲规定首长机关每周训练不少
于 2.5天，陆军要求师旅团机关训练要落
实“半工半训”，即有一半的工作时间用
于训练。
“半工半训”推行之初，个别机关干

部对一下抽这么多时间抓训练有些不太
适应，有抱怨的，还有以“工作忙抽不开
身”为由请假的。该师师长夏明龙真切
感到，以往，受和平积习影响，党委机关
用于业务工作的时间较多，挤占压缩了
训练时间。要实现由业务型机关向打仗
型机关转变，必须为机关训练争取足够
多的时间。这实际是一场聚焦中心打响

的时间争夺战。
打不赢今天这场时间争夺战，就不

可能打赢明天的战争！该师党委硬起手
腕，坚决打赢这场战斗。

走进师机关办公楼，大厅的电子屏
分外醒目。执勤哨兵王涛说，以往电子
屏主要用来播放各科室的工作安排、开
展活动的标语口号；现在几乎被负责党
委机关训练的作战指挥科“霸屏”，用来
通报机关干部参训情况和考核成绩。
“通报参训情况比喊口号管用。”金

凯介绍，以前通报参训情况通常分为“参
训”“不参训”“请假”三种，现在只有“参
训”“不参训”两种，无论什么原因，只要
不参训都会在名字后面打上红色的
“×”。

一位机关干部路过时放慢脚步，望
着屏幕若有所思。这名干部前不久由于
种种原因缺席了几次训练，名字后面标
记着几个“×”。“不尽快把‘×’去掉，就
会影响到年底评功评奖、职务晋升。”这
名机关干部感言。

记者了解到，要去掉“×”必须同时
满足 3个条件：一是有签字，一般由未参
训人员所在科长负责督导其完成补课，
然后到作战指挥科签字确认；二是有录
像，未参训人员补课时，需通知作战指挥

科派人到场录像留证；三是有作业，未参
训人员针对性补课后，需提交相应作
业。3个条件个个硬邦邦，丝毫不给企
图蒙混过关者留空子。

来到组织科办公室，干事齐世伟正
在整理党委会议记录本。他说，师团两
级领导带头参训，集合站队站排头，考
核成绩和其他机关干部一样张榜公
布。这几天师党委召开了议训会、季度
办公会，机关没有为领导准备一份文字
材料。

以前，各级考核多、比武多，现在严
格按照大纲规定组织考核，依法抓建逐
渐正规；两个团通过数字化营区建设试
点，逐渐推开无纸化办公……“半工半
训”的强势推行，带来很多方面的好处。
机关把更多精力投入训练后，“五多”问
题也得到较好纠治。

训练时间有了保证，是不是就意味
着时间争夺战一定能取得胜利？

师作战指挥科科长李世广的办公
室里，挂着各种地形图、交通图。“争取
训练时间只是第一步，还需要拿出我师
前辈在松骨峰战斗中的那股韧劲、狠
劲，守住阵地、用好训练时间。”李世广
说，以前训练时间少，党委机关训练年
年都是体能、标图、战术计算等“老三

样”。现在时间多了，他们开始更加注
重训练效益。

以作战问题研究为例，该师主要依
托研讨近现代战争战例展开，除了安排
授课辅导外，还安排了课后自学、讨论交
流。每次交流前，都随机抽点人员发言，
逼着机关干部告别死记硬背，而是消化
理解所学内容、形成自己的观点认识。
年初以来，机关已完成了 10多个战例研
究。

出门时，记者留意到，一楼执勤站岗
的下士杜磊精神饱满。“机关在干啥，我
们基层战士心里都清楚。”杜磊坦言，现
在机关干劲十足，基层官兵也深受鼓舞。

机关强力落实“半工半训”，基层也
随之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基层练
兵热情更高。以前个别兵龄长的士官参
训不积极，现在看到机关真练，自己也不
好意思摆老资格了；二是官兵打赢信心
更足，大家都表示愿意在能参善谋的机
关率领下走上战场。

采访结束，已是凌晨。记者回望办
公楼，还有点点灯光。时间对于世界各
国军人来说是公平的，时间争夺战这场
战斗虽然没有炮火硝烟，但同样战况激
烈。要想打赢明天的战争，必须先打赢
今天的时间争夺战。

首长机关训练是如何落实的？
—中部战区陆军某师扎实开展练兵备战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钱晓虎 周 远 通讯员 张雅东

“为人民干事是天职、不干是失职”，今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点燃了人

们实干的热情，拨动了奋斗的琴弦。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

成”，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行者常至。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

定能到达。创业维艰，实干以成。令人赞叹

的新业绩、人民群众的好口碑、百舸争流的

新局面，都是扑下身子干出来的、开足马力

拼出来的、乘风破浪闯出来的。如果没有那

么一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姿态，没

有那么一种胼手胝足、筚路蓝缕的实干精

神，就没有蓝图的实现，就没有梦想的成真。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过去极不平

凡的5年多时间里，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

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实现政治生态

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

象重塑，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实步

伐。回头想一想，那些全方位、开创性成就，

哪一项不是靠夙兴夜寐、顽强拼搏取得的？

那些深层次、根本性变革，哪一项不是靠脚

踏实地、稳扎稳打推进的？名非天造，必从

其实。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有梦想，有机

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

来”。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名官兵都

是强军兴军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新

时代一日千里，激荡着每一个梦想；新征程

时不我待，激励着每一种奋斗。清谈客错失

机遇，实干者赢得未来。干，撸起袖子、甩开

膀子，则改革必成，强军可期；不干，浑浑噩

噩、尸位素餐，既愧对使命，也浪费生命。梦

在前方，路在脚下，激发“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紧迫感，强化“一日不为、三日不安”的

责任心，以实干立身、以实干创业、以实干成

事，既能成就个人进步的“诗和远方”，更能

开辟强军兴军的美好前景。

今天的奋斗，铸就通往明天的路基。蓝

图已经绘就，路径已经清晰，号角已经吹响，

剩下的就是一个字，干！肩负新使命、踏上新征程，新的气象需要我们去创造，

新的使命等待我们去担当。既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能干会干善于干，快马加鞭

不下鞍、一步紧跟一步行，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闯关夺

隘，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笃信实干，就一定能够当好新

时代的答卷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作者单位：河南省漯河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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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 38.7℃，血常规、肝功能等各
项指标正常，只是普通感冒，不需要服
药，回家后多喂些温开水……”4 月 3
日，东部战区陆军某部牺牲飞行员张浩
烈士的妻子林红艳，带着刚满周岁的儿
子佑佑，来到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第 175
医院就诊，儿科副主任林茂增一番严谨
细致的检查后，又详细交代了注意事
项。

2017年 1月 19日，东部战区陆军某
部组织夜间飞行训练，中队长张浩驾驶
直升机不幸壮烈牺牲。他的妻子林红
艳于当年 3月 1日在第 175 医院的“爱
心产房”生下了一名 3.3公斤重的男婴，
取名为张馨佑，乳名“佑佑”。作为烈士
血脉，这个小生命的健康牵动着医院全
体医务人员的心。

尽管林红艳和儿子的医疗保障关
系不在该院，但为了精心呵护烈士血脉
健康成长，医院特事特办，为母子俩办
理了免费医疗手续，并指派儿科专家林
茂增、妇产科护士长马桂芳与林红艳对
接，精心保障佑佑的健康，确保从日常
喂食到健康体检，从疾病预防到对症治
疗，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全程保障。

去年12月的一天凌晨，小佑佑突发
高烧。儿科主任蔡少华、副主任林茂增
经过全面细致的会诊，明确是接种疫苗
后的正常反应。没过多久，小佑佑恢复
了正常体温，大家才长舒了一口气。

由于体质孱弱，小佑佑出生以来，
先后在该院儿科、耳鼻喉科、骨科等科
室接受诊疗，相关科室全天候精心呵护
母子平安。“孩子之所以取名‘张馨佑’，
是感恩部队、医院和各位亲人的温馨护
佑，张浩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
慰……”林红艳含泪对记者说。

该院领导坦言，烈士为国家和军队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在继承弘扬烈
士遗志的同时，一定要照顾、关爱他们
的家人，想方设法为英烈解决好身后
事，这才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和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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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崔皞、记者韩阜业报道：4
月 2日，参加完岗前培训的战略支援部
队某部新任职干部王力刚回到办公室，
便打开部队局域网，进入两会专题板
块。他一边操作电脑将自己最近撰写的
学习两会关键词心得上传发布，一边告
诉记者：“这里既有理论精髓、权威解读，
又有精品党课、体会交流，大家可以相互
探讨交流、分享点赞。”
“这种教学相长、相互激励的学习形

式，能够不断激发官兵学习两会精神的

热情动力。”设计制作网页的工程师江莎
介绍说，为全方位展现两会精神，多角度
掌握学习贯彻情况，客观评定官兵学习
成效，该部组织理论骨干、技术开发人
员，多次研究思路对策，推出交互式学习
教育新模式，以局域网为主要平台，设置
会议速览、自主课堂、互动 PK 等栏目，
搭建“永不关门”的网络学习交流课堂。

记者点开论坛链接，“民族精神”“人
民立场”“军民融合”等关键词映入眼帘，
官兵们互动交流十分热烈。“最近我和战

友杨鹏通过网络来了场互动PK，看谁学
得好、学得深。这样的理论学习有动力、
有压力，不空洞、不乏味，很受欢迎。”四
级军士长王智慧说。
“只有紧贴时代脉搏、注重创新驱

动，学习教育才能吸引眼球、拨动心弦。”
该部政治工作部主任杨栋奕介绍，下一
步，他们还将推出“我拍我摄”展览、“体
会成果”汇编等栏目，保持互相启发、共
同受益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引导官兵把
学习成效落实到训练工作中。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探索互动教育新模式

搭建“永不关门”的网络学习课堂

4月7日，海军陆战队某旅在滇北高

原组织装甲分队驾驶训练，锤炼部队复

杂地形环境下机动能力。 吴浩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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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何在？昌都支队政委刘良成告
诉记者：“密钥就是中队始终注重赓续血
脉，根植听党指挥的忠诚基因，从思想根
子上回答好‘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
而战’的问题。”

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跟党走，
强化“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就冲向
哪”的号令意识。

传承红色基因，孕育精神高地。中队
将杨靖宇将军、战斗英雄雷应川、一等功
臣吴用岛的图片文字、影视资料视为“红
色血脉之源”，随中队转战大江南北；组织
官兵重走十八军进藏路，感悟革命先辈忠
贞不渝的理想信念，铸就忠诚品质。

今年初，副小队长张淼增突然收到
爷爷病危的消息。经逐级汇报，张淼增
的事假被特批。恰在此时，中队接到支
队进行整编考核通知。张淼增毅然选择
参加完考核再走。

推迟一天回去的张淼增未能见到爷爷
最后一面，伏地痛哭：“忠孝，忠在前、孝在
后，爷爷您泉下有知，一定会理解我……”

进藏 9年多来，中队先后有 17名官
兵遭遇亲人去世、家中受灾等变故，但他
们依然像格桑花一样扎根雪域边陲。不
忘初心，方得始终。中队先后有 63人立
功、8人提干、53人考取军地高校或公务
员，原中队长赵治国被表彰为第十八届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之一。

练兵备战，扛起守护

平安的使命担当

新年伊始，藏东大地寒风刺骨。

习主席发布训令一结束，一场反恐防暴
实兵对抗演练就在昌都某峡谷展开，红
蓝捉对厮杀，战场进入胶着状态……
“中队请求担负奇袭斩首任务，如果

完不成任务，甘愿接受处分！”紧急关头，
特战一中队中队长罗文超、指导员曾鑫
主动向支队请战，并当场立下军令状。

申请获准后，中队挑选出小队长
罗松革培等 12名特战突击队员实施斩
首行动。山高谷深，沟壑纵横。队员
们一路上突破 3道阻击线，摧毁 5个据
点，连续奔袭 3 公里，以惊人速度和毅
力完成迂回穿插，成功端掉“敌”指挥
所。

昌都支队支队长薛建军谈到，特战
一中队作为执勤处突的“拳头”和反恐维
稳的“尖刀”，面临的任务更艰巨、考验更
直接，必须突出练兵备战，扛起守护平安
的使命担当。

中队按照源于实战、高于实战、严
于实战的要求精武强能，坚持每月一
次搏击对抗、应用射击、长途奔袭，每
周三次武装越野、障碍训练，每天一百
个俯卧撑、仰卧起坐、深蹲起立、立位
体前屈，常态开展机动增援、抓捕突
袭、政治攻势、后勤保障等实战演练，
全面锤炼官兵“走、打、堵、围、侦”等反
恐作战技能。

练兵备战，时不我待。中队坚持发
扬军事民主，研究探索的《高原条件下单
兵作战手册》等作战的训练成果被上级
推广。

2014 年 8月，昌都某地发生指认现
场证人被黑恶势力杀害的恶性事件。犯
罪分子行凶后，潜逃藏匿于大山深处，中

队奉命实施围捕。
闻令而动，兵贵神速。中队火速奔

赴一线。到达现场后，参战官兵踏着没
膝的积雪展开搜捕，经过 13小时的紧张
作战，成功击毙 1人、抓获 5人，并缴获大
量自制炸药等涉爆物品，打了一场漂亮
的捕歼战。

人民卫士忠于党，履行使命当先
锋。进藏后，中队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50 余起，有效维护了昌都的社会稳定
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砥砺血性，锤炼敢打

必胜的战斗作风

“哪里情况最危险，哪里就有我们的
身影。”这是中队官兵喊得最响的一句口
号。

2011年底，昌都卡若区嘎玛乡发生
特大交通事故，车辆侧翻摔入河谷，多人
失踪。中队官兵紧急驰援。

当时，气温在零下 10摄氏度，河边
冰层的厚度达到 10厘米以上。现场工
作人员判断，失踪人员可能已全部遇
难。寒冷、恐惧、禁忌等因素，让遗体打
捞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大家都将期盼的
目光投向了中队官兵。
“同志们，水温低、水流急，敢不敢下

水打捞？”赵治国集合队伍问道。
“敢！”官兵的回答响彻山谷。
明确分工后，官兵们迅速用镐砸碎

冰层，下到水里。战士张雷雷刚一入水，
小腿就抽筋，足足站了两分钟，才敢挪
步。走了没几步，张雷雷就发现一具遇
难者遗体，水太深伸手够不着，他一个猛

子扎下去，捞了上来。经过数小时的打
捞，官兵成功捞起多具遇难者遗体……
“我到现在还忘不了那冷彻肺腑的

感觉。”张雷雷告诉记者，当时，就是凭着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才坚持了
下来。

有人说，在西藏工作，最稀缺的是
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中队官兵一张
张黝黑的脸庞、一片片乌紫的嘴唇、一
缕缕稀疏的头发，是缺氧不缺精神的生
动写照。

多年来，中队坚持把重大任务和恶
劣条件作为培育官兵战斗精神的大舞
台，在艰难磨砺中砥砺血性，锤炼敢打必
胜的战斗作风。

今年 3月下旬，中队参加总队组织
的魔鬼周训练。每人负重 30多公斤，经
过 17公里的高原徒步行军后，官兵们个
个筋疲力尽，但休息不到 5分钟，搬运伤
员比武开始。每个小队负责自制 1副简
易担架，运送 1名伤员到 3公里外的救治
点，用时短者获胜。
“同志们，我们要弘扬连续作战的精

神，勇夺第一。”中队长罗文超的动员简
短有力。

敢打必胜，舍我其谁。官兵们迈
开脚步，向前冲去……最终，中队 5 个
小队参赛，4个小队获胜，完胜对手。

战争年代，中队前辈敢打猛拼、屡战
屡胜；和平时期，中队官兵逢比必赢、逢
战必胜。中队连续 6年在支队年度军事
训练比武考核中夺得第一，11次参加各
类重大军事演习并担当突击主力，在支
队单兵专业课目比武中创造并保持 10
项训练纪录。

锻造新时代的雪域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