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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近日的一个清晨，南方某海域风平
浪静，刚刚突破对手空中拦截的南部战
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一大队大队长康铁原
和飞行员彭鑫华，驾驶战机迅速下降高
度，直扑“敌”海面目标。
“发现目标！”后舱飞行员彭鑫华确

认目标参数后，与康铁原迅速驾机跃起
进入攻击航线。
“发射！”战机俯冲而下，机翼下火光

闪闪，火箭弹向着靶船猛扑过去，靶船顷
刻冒起滚滚浓烟。

这场海上实弹突防，让对手再次领
略了“霹雳中队”的战斗作风。大队长康
铁原告诉记者，近两年，部队执行任务
的难度、强度、频度较以往增加很多，实
战味、火药味越来越浓。面对挑战，大家
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神速、勇猛、顽强”
战斗作风，航程越飞越远，“翅膀”越飞
越硬。

走进该旅旅史馆，记者见到了那场
创造出“神速、勇猛、顽强”战斗作风的空
战示意图。大队教导员王辉向记者介绍，
1958年 7月 29日 10时 43分，正在汕头沿
海驻训的部队接到敌情通报，台湾 4架

F-84飞机沿闽南海边袭来。当时机场上
空阴雨密布，对手以为有黑云压城，便可
大摇大摆窜扰。11时 04分，时任大队长
赵德安、中队长高长吉和飞行员黄振洪、
张以林果断驾机升空迎敌，与对手展开
“空中刺刀战”，最终敌机 3架被击落，1
架逃跑。胜利的消息传回北京，毛主席对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同志说：“祝贺
空军旗开得胜！”1964年 9月空军授予他
们“霹雳中队”荣誉称号，随后被国防部
授予“航空兵英雄中队”荣誉称号。

翻阅一大队极富传奇色彩的战史，
一个个惊险的战斗故事、光荣的传统，无
不昭示着“霹雳”文化的精神力量。

大队飞行员崇尚荣誉，但决不躺在
“功劳簿”上睡大觉。在大队对抗空战研
究室，象征空军飞行员高超技战术水平
的两顶“金头盔”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王
辉告诉记者，这两顶“金头盔”的主人分
别是大队飞行员孙丰海和赵庆东，原计
划是放在大队荣誉室展览，后来大家商
量决定还是摆在空战研究室，以激励大
家争得更大荣誉。

在该旅霹雳文化园里，曾打下敌机

的 24位战斗英雄的浮雕，静静地凝望着
远方，见证官兵在新时代奋飞出击的航
迹。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霹雳中队”的
招牌在旅里面是响当当的，每名飞行员
都努力想加入这个光荣的集体。用他们
的话说：进入一大队，就跨入了执行急难
险重任务的第一梯队，也是团队对自己
技战术水平的认可。

一大队还有个几十年不变的传统：
新加入飞行员入列第一件事就是在荣誉
室庄严宣誓：“我是英雄传人，再创霹雳
辉煌！”
“任务必争、任务必胜。”飞行员孙丰

海的话，反映了大家面对任务的信心和
决心。

前段时间，旅里计划组织远海长航
时大航程飞行。得知消息，大队主动向旅
里请领任务，飞行员们纷纷请战。

远海长航时大航程飞行，远离后方
依托，不仅是对装备性能的挑战，也是对
飞行员生理、心理承受能力和技术的全
方位考验。

然而，挑战远不止这些。旅长王英介

绍说，远航最后阶段飞行员还要执行陌
生目标模拟突击任务，而后与兄弟单位
展开异型机空战，期间将进行数次空中
加油训练。

领受任务后，大队飞行员们个个铆
足了劲，当先锋、打头阵的使命感引领着
大家在战术研究室内不知疲惫地研究攻
关。

任务当天，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彻天
空。伴随初升的红日，数架喷涂着霹雳雄
鹰标志的战机直插云霄，挺进远海！
“使命催征怎么办？战斗不止永向

前！”前年，大队组织看望老飞行员马再
生时，89岁高龄的他提笔为大队写下两
行大字。在马再生那一代老前辈看来，正
是因为一茬茬官兵有着紧要关头敢于冲
锋、冲得上去的能力勇气，才有了团队一
项又一项的辉煌战绩。
“假如战斗明天打响，你准备好了

吗？”这条挂在大队走廊的警句，每天都
考问着大队的每名飞行员，这种催人奋
进的氛围逼着每名官兵谋打赢、练打赢，
促使他们在锻造打仗本领、提升打赢能
力中传承霹雳之魂。

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航空兵英雄中队”锻造尖刀团队——

霹雳雄鹰奋飞出击
■曾 科 王 日 本报特约记者 范以书

本报讯 李本学、特约记者向勇报
道：编印强军先锋榜，开展强军先锋故
事会……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第 78集
团军用好用活用足身边教育资源，拓展
教育平台，“学身边典型、当强军尖
兵”在座座军营蔚然成风。
“身边典型更容易促进官兵的情感

认同和实践自觉。”该集团军领导告诉
记者，他们在主题教育中通过先进引
领、典型带动，不断强固官兵“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的思想认识。
为使先进典型真正成为官兵学习追赶的
榜样，他们多层级举办强军先锋典型事
迹报告会，让身边典型走上教育主讲
台；开展“我向典型学什么、我当典型
如何做”群众性大讨论，引导官兵“干
打仗的事、当打赢的兵”；结合建设营

区政治文化环境，让先进单位和典型官
兵上橱窗灯箱、进电视广播、登报刊网
络；结合野外驻训、比武考核等开展
“我与典型合个影”“我和尖子打擂台”
等活动，激发官兵学典型、争先进的内
动力。

瞄着典型学，奔着典型干。他们
围绕什么是军队的核心职能、什么是
应有的责任担当等“八个重大是非问
题”，组织官兵深入学习感悟“全军爱
军精武标兵”降巴克珠、“董存瑞班”
现任班长王鹏等打赢先锋的先进事
迹，引导大家对照这些身边典型进行
检视剖析，自觉检查打仗思想是否牢
固、训练作风是否扎实、军事技能是
否过硬、战斗精神是否顽强，把心思
和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中。

第78集团军运用身边资源拓展教育平台

典型示范激发练兵动力

本报讯 记者马飞、通讯员杨元庆报
道：5月中旬，北疆大漠，第75集团军某旅
一架直升机正为地面特战行动提供火力
支援。炮声未歇，10名突击队员机降落
地，潜入硝烟未散的目标地域实施搜寻。
“以前演练，为安全起见，突击队员

要等直升机打完实弹才进入目标区域。
这次演练，突击队员真正在直升机火力
支援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树立实战导
向。”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成晓勇介绍
说，他们把主题教育“准星”指向打仗“靶
心”，着力破除“任期无战事”的和平观、
“训战不一致”的练兵观、“险难不施训”
的安全观、“新鞋走老路”的守旧观、“求
稳不思进”的政绩观，确保主题教育在打
仗主业上取得实效。

新调整组建后，该旅移防新营区，因
受训练场地限制，一些新课目无法展
开。“打仗的问题等不得，经费优先用于
训练场建设！”结合主题教育展开，旅党
委统一思想。如今，该旅新建的多个机
降平台投入使用，为练兵备战提供有力
支撑。

今年该旅列装的某新型直升机，对
机务保障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他们“穿
新鞋不走老路”，大胆创新保障法 20余
条，由机务连长唐田发明的拆卸工具，缩
短了战机检修时间。

此外，他们还建立训练奖惩机制，
15 名练兵备战表现优异的干部被优先
提拔使用，2名落实新大纲不力的个人
被问责。

第75集团军某旅着力清除和平积弊

教育课堂聚焦打仗主业

“连队成了萌萌的动漫形象，战争年代

浴血杀敌、和平年代枕戈待旦，那些沉甸甸

的荣誉、厚重的传统都活了起来。”不久前，

某连把连史制作成动漫视频，这一别出心裁

的方法，大大增强了官兵学连史的兴趣和热

情，让主题教育更加入脑入心。

红色故事是红色基因的载体，它们有筋

有骨、有血有肉。红色基因的扎根生长，离不

开红色故事的鲜活生动。有些连队讲述的红

色故事之所以富有嚼劲，让人回味无穷、刻

骨铭心，就是因为他们讲出了故事和传统的

真谛和味道。“那过去的事情”虽然遥远，却

让官兵身临其境、宛在其中。反观少数部队，

讲连史只会说梗概，谈传统也只是“四六

句”，官兵难以留下深刻印象，即便有也只是

干巴巴的碎片。这样一来，红色基因又怎能

在心底深深扎下根，长成参天大树？

时代在变，人也在变。年轻官兵的成长

环境、人生阅历、思维方式与父辈祖辈大不

相同，接受信息的方法和渠道也更为多样。

对革命传统、红色基因，一些年轻官兵开始

并没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投身军旅后，他们

对革命先辈的创业历程、人民军队的辉煌战

史有着很强的求知欲。每一座军营，都是一

个红色基因的宝库。能否把宝库用好，关键

就在于我们能否摸准官兵的“脉”、紧跟时代

的“潮”。

笔者在新兵营看过一场话剧。几名大学

生士兵是话剧爱好者，部队组织他们把吴焕

先的事迹演绎出来。从亲人频遭杀害，到虚

弱的妻子将乞讨得来的米和鸡蛋送到部队，

再到吴焕先四坡村中弹牺牲……革命先辈

无私无畏、牺牲奉献的崇高精神，带来强烈

的心灵震撼，许多官兵掉下了眼泪。大家说，

这堂课营养丰富、终身难忘。实践表明，以年

轻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红色基

因就能水银泻地般进入官兵心田。

让
红
色
基
因
更
好
地
扎
根
生
长

■
周

文

邓小平同志说过：“一个部队战斗

力强、作风好，打光了，补充了新兵，还

是战斗力强的队伍，甚至调进一些另

外部队的干部，还是保持好的作风。”

这就是红色基因的魅力。基因不变、本

色不变，老红军、老八路的样子就在，

信仰的种子、制胜的密码就不会丢。进

入新时代，我们只有因时而变、与时俱

进，把传承红色基因的工作做扎实，才

能在固根与拔根的较量、铸魂与蛀魂

的拉锯、扛旗与砍旗的掰腕中取胜，才

能在强军兴军伟大征途中书写新的辉

煌篇章。

(作者单位：陆军第81集团军某

特战旅）

5月25日，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群飞越雪山。该旅开展混编直升机群千

里战术转场，机群横穿沙漠、雪山，连贯开展空中火力突防、空中兵力投送等实战

化训练，提高指挥员多空域、多课目、多机型指挥技能和飞行员空中技战术水平。

吴世科摄

本报讯 李连军、陈帅报道：近日，
在第 81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班战术考核
中，导弹连三班班长江涛因“敌”情突
变，出人意料地向上级请示“放弃射
击”。考核组不仅没有扣分，还因江涛
“处置得当”，而给该班打出高分。据了
解，在此次班战术考核中，该旅不再简
单以“米秒环”作为考评标准，而是加大
了对班组配合默契度、综合应变能力等
战场素养的考核。
“以‘米秒环’为主的考评标准，显

然不适应情况多变、环境复杂的未来战
场。”该旅领导介绍说，新大纲颁布实施
后，他们成立攻关小组，研究探索步兵、
炮兵、侦察兵等兵种班战术考评新标
准，将战术协同、敌情意识、情况处置等
战场素养作为考核重点突出出来，引导
参训参考人员由盯着“米秒环”练向盯

着战场练转变。为了真正考出战斗班
的实战能力，他们在考核中，加入目标
性质不明确、阵地区域不明确等复杂背
景，逼着参考人员临机处置诸如装备故
障、战斗减员等危急情况。

战场素养考评标准逼出了实战意
识。在考核现场，笔者看到，导弹副射
手陈小歌不仅成功发射防空导弹，命
中“敌”空中突击目标，还与战友采用
步兵战术，应用多种武器射击，化解了
地面“敌”情，实现了自身防卫。据介
绍，实施战场素养考评新模式后，该旅
班战术训练正在实现转型升级，官兵
根据不同作战环境，创新探索多种新
战法，实战化训练水平得到较大提升。

本报讯 吴国东、宋鹏报道：修改
完善 5项规定措施、对 9个主要教学考
评环节作出具体规范……日前，陆军边

海防学院组织教学考评观摩会，60多名
专家教授现场剖析、集智破解教学考评
中的疑难问题，助推教学向部队靠拢、
向实战聚焦。
“人才培养质量归根结底要由实战

检验、部队评判。”在新时代办学育人思
想大讨论中，该院党委认识到，要紧紧
抓牢教学考评这个“牛鼻子”，发挥好考
评“指挥棒”作用，敦促教考分离、科学
施考和考评反馈等环节落实，实现课堂
与战场、讲台与边防的“无缝对接”，规
范教学考评秩序。

为此，该院围绕规范和改进教学
考评这个主题，以“一体化设计、融合
式培养”发展目标为引领，组织召开现
场观摩会，以多维视角对教学考评中
的教考分离、考评流程和制度保障等
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对编制教学任务、

研教备课、试讲试教等 9个主要教学考
评环节作出具体规范，并修改完善《教
学过程规范》《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
法》等 5项规定，确保教考工作有法可
依、有据可循。

据悉，该院还发挥“一院三地”办
学优势，拟定交叉互考的考评方式，细
化“二维码”加密试卷、“流水”阅卷等
考评流程，确定了教学以部队评价为
主导，通过多方综合、全程跟踪、量化
评价等举措，确保课堂教学瞄准打赢
“靶标”。

用实战标准考评新时代练兵备战成效
●第81集团军某旅依据新大纲考核战场素养

●陆军边海防学院树立新理念检验教学质量
（上接第一版）

从设备安装到电路维修，是个不小
的“坎”。洪志寿自学专业书籍，记读
书笔记，默画阵地设备电路图……曾有
人不服气，但在一次考核中，8 名考官
没有一个问题能难住洪志寿，大家心
服口服。

实打实的知识储备使洪志寿成了
“阵地通”。一次阵地安装综合信息系
统，洪志寿带着两个徒弟，只用了 1 个
多月，就更换配电屏 20余块，铺设电缆
3万余米，超前完成任务。而他瘦了近
20斤。

那年，某阵地竣工不久，设备问题不
断。“交给我！”洪志寿主动请命，带着背
包一头扎进了阵地。一连 8个多月，他
铆在“龙宫”深处，对阵地的高压电缆、变
压器、降湿机、配电屏等设备进行了改造
整修，彻底解决了问题。

官兵都喊洪志寿“专业大拿”“阵地

通”，凭着过硬的技术本领和优异的成
绩，洪志寿数次立功，先后被评为优秀共
产党员、阵地管理先进个人、装备维修技
术能手，但他仍觉得自己“还差一点”。
他认为，资历越老，干劲要越足。
“为工作，能豁出命去！”二级军士

长王祥贵是洪志寿的“弟子”，他回忆：
修高压线，洪志寿口中直呼“太危险”，
换下年轻战士自己先爬上电杆；抢修水
泵，他对助手说“别太累”，自己却彻夜
抢修；雷电击断电线，他喊“别靠近”，自
己却大步向前……

去年夏天，驻地热浪袭人，洪志寿又
接到阵地整修任务命令。烈日暴晒下，
他与阵管连队官兵一同维修电路后，脱
下了满是油污的迷彩上衣，有战士顿时
惊呆了：“班长，你……”原来，洪志寿臂
膀、胸背上满是伤疤。

洪志寿淡然一笑：“有啥可惊讶的，
伤疤是咱当兵人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