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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有训练，就会有安全问题。不是训练不安全，

而是训不好不安全。军事训练最忌讳的是把轻

松、安全留给了今天，却把艰难、危险留给了明天。

安全和训练其实是一体的。意外、事故越少越

好。但如果为了不出意外、事故，就不严格要求、严

格训练，在未来战争中就可能付出更大牺牲。近年

来实战化训练的实践充分证明，越严格训练越不容

易出问题，越消极保安全往往越不安全。这就是训

练的辩证法。

现在，多数部队都在开展实弹实投实爆训

练，这里面当然有安全问题。安全也分大和小。

小安全，就是磕磕碰碰、掉皮掉肉的问题。大安

全，即国家安全，关乎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平

时消极保安全，可能保得了小安全，但保不住大

安全。假如“三实”训练搞得少，练兵备战能力

弱，一旦打起仗来，不能有效履行职责使命，就没

有国家安全，可谓损之大矣！

现实生活中，那些消极保安全的带兵人，担心

的不是大安全，而是头上的乌纱帽。相反，那些敢

于担当的带兵人，总是“拎着乌纱帽搞训练”。他

们心中，国家安全第一，军人使命至上。他们深

知，平时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训练，战时才

会有绝处逢生的“柳暗花明”。

军人生来为战胜。有一首歌唱道：“不能打

仗，国家要咱干什么？不打胜仗，人民养咱干什

么？”不增加训练强度、难度、险度，头上总戴着安

全的“紧箍”，何谈提高打赢能力？又怎能担当起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上级机关也要转变观念，不能单以是否出事

故来评价部队工作，对事故要分析原因，不要一

概而论，更不能让那些敢于担当、大胆训练的人

吃亏受委屈。新一代《军事训练条例（试行）》明

确指出“不得以安全为由简化训练内容，降低难

度强度”，为的就是不让消极保安全的做法影响

实战化训练。

当然，实战化训练要求涉险训练，也要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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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训，避免盲目蛮干。如果把蛮干当

作“血性”，就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这

也是训练场上的大忌。涉险训练，有

危险存在，就应有防范危险的具体措

施，真正做到预测在前、准备在前，防

患于未然。

新时代，正是练兵备战的好时

代。今天的训练场让迎难而上、涉险

而上成为常态，明天的战场就一定能

迎难而胜、涉险而胜。

（作者单位：69240部队）

步战车、坦克轰鸣驶来，驾驶员熄
火、停车，战士们跳下战车，把枪支架在
空地上，围坐在一起……炮声隆隆的演
练场迎来短暂的间歇。

这时，一台野战政工宣传车疾驰而
来。车头前，“新疆军区文艺轻骑队”的
旗帜迎风飘扬。仅仅几分钟，方方正正
的车厢如同“变形金刚”一般迅速展开，
一个看似简单却“五脏俱全”的野战小舞
台立马呈现在大家面前。

在陆军练兵备战及转型建设集训会
上，一台精彩纷呈的文艺轻骑队战地演
出拉开帷幕。
“脚踏昆仑山，离天三尺三，挺立高

原守边关……”穿着迷彩服、扎着外腰带
的文艺轻骑队队长王明政用一首高亢嘹
亮的《昆仑战歌》，瞬间点燃官兵的激情。
“走进训练场、走近官兵，为战斗力建

设服务，才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参加集
训的陆军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新疆
军区、西藏军区分别组织文艺轻骑队深入
基层部队广泛开展创演活动，初步探索了

文艺轻骑队发展的方法路子。
一身迷彩丝毫不逊华丽舞服，结实

的战靴照样跳出欢快舞步。极具维吾
尔族特色的歌舞《强军路上好巴郎》，经
过文艺轻骑队的动情演绎，把新疆小伙
报国参军、戍守边防的动人故事，以及
新疆各族官兵投身强军实践的昂扬风
貌诠释得淋漓尽致，引来阵阵喝彩。根
据连队真人真事创作的快板《典型就在
咱身边》，把官兵身边的先进典型请上
舞台，演员与官兵同唱共跳《天山南
北》，舞台与看台融为一体、演员和观众
心心相印。
“接地气，好看”“威武雄壮，提

气”……这是参训官兵的共同感受。
“文艺轻骑队的生命力在于为兵服务，
要把战斗力标准鲜明地确立起来，以
最大功率放大传递文艺的战斗功能。”
王明政说。

今年以来，他们坚持讲好强军故事、
创新服务方式、打造战斗文化，推动工作
指导由偏重常规服务向聚焦练兵备战转

变、演出形式由高大繁全向小灵多快转
变、人员素质由专业分明向一专多能转
变、节目风格由强调高雅向深接地气转
变，“不断激荡起官兵铁心向党的志气、
能打胜仗的勇气、铮铮铁骨的豪气、铁拳
出击的霸气”。

故事从官兵中来，节目演给官兵看，
文艺轻骑队带着深厚感情挖掘官兵身边
事，利用就便和野战器材即兴创演，真正
走进训练场、走进官兵内心。参加演出
的维吾尔族女队员阿里亚动情地说：“我
第一次到基层演出时，看到和我同龄的
战友们因为驻守高原而皲裂的双手、开
始变白的头发，我几乎是全程流着眼泪
在表演。那时，我就下定决心做一名文
艺战线上的好战士。”
“前进吧，陆军；前进吧，陆军！”当熟

悉的《新型陆军向前进》旋律响起，全场
官兵起身立正，齐声合唱。演出结束后，
官兵迅疾整理着装、集合列队、登上战
车，一场新的战斗又将打响。

（本报乌鲁木齐5月25日电）

热血战歌点燃练兵激情
■本报记者 钱晓虎 武元晋 特约记者 许必成

5月 25日，武警九江支队

特战队员开展搜索训练，快速

通过烟障。连日来，该支队按

照新大纲要求，在山地丛林锤

炼特战官兵实战本领。

曹先训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汪学潮、通讯员
周江川报道：初夏的齐鲁大地，夜黑如
墨。凌晨 1点，接到“某部准备穿越‘敌’
封锁区，急需油料补给”的演练指令后，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油料仓库由 10余
台运加油车、运输车、指挥车组成的野战
油料分队迅速驶入夜色，很快在指定地
域开设起一座野战加油站。

新大纲颁布实施后，该仓库按照
实战实保、联训联保的要求，加大夜间

训练的强度和难度。他们采取学理
论、看示范、练编组的方式，组织夜视
器材使用、车辆精准盲操、夜间口令练
习等针对性训练，打牢夜间机动保障
训练的基础。
“所有车辆在下一个路口调头迂

回……”演练中，小股“敌特”破坏道
路，指挥员立即利用北斗系统指挥野
战油料分队改走备用道路。驾驶员利
用弱光源、手势、低语等方法进行沟

通，全部车辆在夜暗条件下按时抵达
指定区域。随后，两辆加油车分别选
择较开阔地域展开，各操作手奔向各
自岗位，打开各功能模块舱门，机械操
作手迅速展开主油管……很快，一条
条群车加油设施准备就绪。

据悉，目前该仓库夜间训练占整体
训练的三分之一，午夜训练占夜间训练
的一半以上，逐步纠正弱训、偏训、漏训
等问题。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严格落实新大纲

锤炼夜间机动保障能力

本报讯 张志华、邓继盛报道：
日前，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
院召开专题会议，强调严格遵守《军
队人员使用微信“十不准”》纪律要
求。该研究院政委卢周来介绍说，这
是他们狠抓单位作风建设的一个缩影。
“不能因清白起家就认为有天然免

疫力，不能因学术自由就放松纪律要
求，不能因倡导创新就可以在原则问
题上搞变通，不能因调动积极性就违
规闯红灯。”伴随新的军事科学院调整
组建以来，该研究院党委坚持初始即
严、一严到底，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
良好氛围。

起步抓从严，开门立规矩。该研

究院相继出台 《加强作风建设规定》
《重大工程建设纪律监察工作实施细
则》等 10余项制度措施，先后梳理出
21个廉政风险点，明确要求一切涉及
风气建设的重大敏感事项，纪检部门
必须把好第一关。

正人先正己，严下先严上。他们

建立联络员制度，在强军网设立“院
长政委信箱”，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
组织恳谈会等形式，接受官兵监督。
清风正气扬起事业之帆。不久前的专
业技术干部职称评审工作中，一批工
作业绩突出、作风形象过硬的科研干
部得到提升，受到官兵广泛好评。

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

起步从严，清清爽爽创业

墨脱边关，仿佛伸手就能碰到天上
的星辰。

子夜，西藏军区地东边防检查站站
长潘建执勤时不慎摔了一跤，腕上的手
表指针不转了。战士龚辉问“不知道时
间咋换岗”，潘建笑笑说：“等月亮爬到山
顶，差不多就是下一组站岗的时间了。”

皓月升上山巅，潘建提醒龚辉作好
换岗准备。真的很准——龚辉到帐篷叫
醒战友后，战友一看时间，误差还不到 5
分钟。

只有长年扎根边关的人，才能对这
片土地如此熟悉。

自上世纪 60年代建站设卡以来，一
茬茬地东哨兵把献身使命的无限忠诚，
融入朝朝暮暮的坚守中，单位获得了“红
色边防站”荣誉称号。

地东是通外要塞，一则经历体现了
官兵的如山职责和精湛本领。那一年，
有人乔装打扮，混迹人群之中，企图瞒天
过海。哨兵仔细打量，发现此人衣着口
音并无破绽，可身上闻不到当地人特有
的黄酒味。经过盘问，犯罪嫌疑人很快
露出马脚。

墨脱有原始热带雨林的奇观，也是
毒虫猛兽频繁出没之地。有一天傍晚，
时任站长刘虎龙执行任务时，腿部被毒
蛇咬伤。从那以后，每年天气渐暖的春
末，哨兵们都会经常向周围的丛林扔石
子，防止毒蛇袭击。

在边检站官兵看来，执行任务是“天
大的事”，把使命举过头顶，必须拿出最
佳状态。

每次上岗前，士官罗鸿龙都要在挎

包里放上护目镜、生辣椒和清凉油。他
说，为确保时刻瞪大眼睛提高警惕，大家
找到了这“执勤三宝”：刮风下雨戴上护
目镜，觉得冷了嚼点生辣椒，犯困时就往
眼角抹点清凉油。

履行职责，就要滴水不漏。有一
次，一位退伍老兵来站里看望大家，提
出想进防区故地重游，被大家严词拒
绝。还有一次，常到营区作客的一名村
民想凭私人关系过境，被官兵拦了回
去：“家门随时为你敞开，国门不可随意
乱闯。”

几十年来，边检站官兵累计劝返
600余人，查捕可疑分子 88人。这些年，
驻地军民共同维护地东站的“军民联防
先进集体”荣誉，每年都一起描红“我爱
祖国边防”等戍边标语。

张洪万、何兴友、焦大银……仅和
平年代，墨脱驻军就有 26人殉职。这些
英烈，大多曾是守站官兵。“地东站的荣
誉，是一代代官兵用血汗和生命换来
的，我们决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
站长潘建说，以前，这里无路缺电，先辈
们拓荒自建，先烧砖砌墙，继移土栽种，
再蓄水发电。经过前仆后继，终迎春华
秋实。

以前，这里交通闭塞，信息不畅。
而今，这个曾经的“信息孤岛”已经连通
军营网络，有了电视广播接收系统、数
字影院等设施设备，还开通了远程会诊
系统。

历史钩沉，沧桑巨变。新时代的
地东边防检查站，已插上信息化建设
的翅膀，戍边守防能力进一步提升。

西藏军区地东“红色边防站”官兵把忠诚融入坚守—

边关有群闪亮的星
■普金承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本报讯 薛猛、颜波报道：前不久，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某中队按
新大纲要求改建训练场，从经费预算、
报告审批、项目招标到开始施工，仅用
了 5天时间。“要是在以前，动用这么多
经费，少说得半个月才能批下来。”中队
长柯国桢介绍说，这得益于支队党委为
基层减负放权的一系列举措。

该支队今年初刚刚组建。针对部
队点多线长、任务多样化的实际，支
队党委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根据任
务分布确立层级管理模式，要求凡是
基层有权决策的事项机关不干涉，严
控干扰基层工作，减少要求基层官兵

参加的会议。为进一步激发一线带
兵人干事创业热情，支队党委提出：
有利于圆满完成中心任务的事放手
干，有利于部队全面建设的事放手
干，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事放手
干，有利于解难帮困、成才育人的事

放手干。
笔者了解到，在选取士官、选送技

术学兵、处理违纪人员等敏感事项上，
支队党委机关充分尊重基层意见，凡大
队党委和中队党支部形成决议的事，只
要符合制度规定都会得到批准。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一支队

减负放权，基层放手干事

本报讯 胥婉璐、郑兴伟报道：
露轻风凉，夜黑如墨。近日，第 72集
团军某合成旅的夜训场上，一阵阵枪
声划破夜空，一场基于实战背景下的
夜间实弹射击训练悄然展开，官兵在
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过硬的野战本
领。

缩短从夜训到夜战的距离，不仅
要“打得准”更要“打得快”。如何在
夜暗条件下快速瞄准射击，是制敌的
关键。某连连长余英汉带领骨干将机

枪的夜间遮光板与表尺巧妙结合，经
过改良创新，更加方便机枪夜间瞄准
射击。革新装备的同时，该旅还大胆
创 新 战 法 训 法 ， 总 结 出 夜 间 瞄 准
“卡、贴、晃、扣”四步法。新大纲试
训以来，连队夜间射击合格率均达 90%
以上。

以往，平常夜间组训的检验难度
大，反坦克火箭夜训效果如何，要等到
实弹检验才见分晓。针对这一问题，该
旅创造性地用激光模拟弹道，使瞄准点

“一目了然”，校正起来也非常便利。得
益于这一项革新的应用，这次反坦克火
箭实弹射击取得6发 6中的好成绩。

战法训法的创新，有效提升了部
队夜间战斗行动能力。据该旅旅长刘
宝权介绍，为激发广大官兵的创新潜
能，他们专门下发《课题创新指导意
见》，各分队成立创新攻关小组，机
关业务科室全程指导帮带，定期组织
课题创新观摩会，积极探索新体制下
合成分队夜间训练的方法路子。

第72集团军某旅集智攻关

创新夜间射击战法训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