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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抓练兵备战·新大纲施训进行时累累累

我军政治工作历来有“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

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的优良传统。开展“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只有进入战位

才能凸显地位，只有服务战斗力才能彰显生命力。

军队的一切建设和工作的根本指向是战

斗力，每名军人的主责主业是备战打仗。回归

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是党的军事指导路线的归

正，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归正。开展主题

教育就要紧紧围绕这一政治要求，切实在深化

练兵备战中体现价值，在完成现实任务中展示

威力，在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中检验

成效，真正来一场思想观念的大转变、问题积

弊的深纠治、打仗能力的新提升，引导官兵回

归初心、回归主业、回归本色，推动工作回归本

真、回归传统、回归规律。

战争年代，我军的政治教育都是跟着战斗

任务走、围绕战胜敌人转。一堂教育课下来，

官兵士气高涨、斗志昂扬，接着转化为攻坚克

难、杀敌立功的战斗激情。然而，一段时间以

来，教育中自我设计、自我循环、自我检验问题

依然存在，为教而教、空洞施教、以学代教的现

象还未绝迹。有的单位过分强调“教育留痕”，

战士花费大量时间抄笔记、背题目，教育检查

简单地看登记、查笔记、考背记。这样的教育，

不但不能取得应有效果，还会引起官兵反感。

教育之要，在于找准靶标。积极探索教育

服务保证战斗力的作用机理，把教育“准星”对

准打仗“靶心”，让内容设置对接强军需求、检

验标准衔接任务完成，方能立起靶标、有的放

矢。教育不是单纯上大课，军事实践有着特殊

教育功能，要推动教育进入演训现场、融入岗

位实践，引导官兵在推进军事斗争准备中练本

事、强能力，力求使开展教育的过程成为强化

备战观念、提高打仗能力的过程。

教育效果怎么样，归根结底要看对战斗力

的贡献率。战斗力是军队建设的唯一的根本

的标准，理所当然也是主题教育的唯一评估标

准。立起正确的评价导向，就要拿起打仗这把

标尺，看一看党委领导工作指导是否端正，是

不是以促进战斗力生成为根本标准；看一看部队完成演训任务是否圆满，履行

使命任务能力有没有提升；看一看官兵备战履职状态是否充满活力、血性十足，

能不能做到闻战则喜、闻令而动。针对“看”到的问题，要坚持严字当头、系统整

治、纠建并举，来一次全面清仓、彻底纠治，鲜明立起备战打仗的根本导向。

（作者单位：河南省漯河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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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董志文、特约记者冯金
源报道：带领官兵在大漠戈壁成功发
射“争气弹”的“第一营”营长李甦、曾
两次按下实弹发射点火按钮的二级军
士长康平……连日来，在火箭军“东风
第一旅”数十个驻训点位开设的主题
教育课堂上，一个个载入旅史的先进
典型，被官兵写入“强军故事”笔记本。

在主题教育中，针对部分青年官
兵对旅史了解较少、认知不深等问题，

该旅机关将厚重旅史作为鲜活教材，
遴选出 100篇最具代表性的旅史故事
汇编成册，从党委常委到普通士兵，人
人读旅史、学传统。

针对野外驻训强度高、任务转换快
等实际，该旅广泛开展饭堂微广播、班排
微讨论、强军微视频等配合活动。通过
训练间隙随机讲、文艺创演生动讲、典型
示范引领讲、优秀官兵巡回讲、人人登台
共同讲，形成人人有故事、人人讲故事、

人人学故事的浓厚氛围。
第一代“东风人”在戈壁滩挖野菜

充饥，用萝卜刻成元器件、用麻绳充当
电缆线开展模拟训练……前不久，在
深山阵地演训现场，该旅旅长王锡民
登台分享自己整理撰写的“强军故
事”。聆听授课后，已在阵地奋战了一
个多月的发射五连官兵备受鼓舞，劲
头更足。
“强军故事”激发练兵热情。今年

开训以来，该旅官兵在群众性大练兵
活动中先后打破 11项训练纪录，夜间
吊装、缩时发射、减员操作等重难点训
练课目成绩提升明显，有百余名训练
尖兵登上“军事训练龙虎榜”。

火箭军“东风第一旅”用辉煌旅史搞活主题教育

百篇“强军故事”激发练兵热情

本报讯 刘琦、记者康子湛报道：电
子设备更新换代越来越快，如何防止机
关盲目投入？日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推行财务经费标准化、集约化、精细化管
理保障，卡住机关不必要的行政消耗性
开支，减少重复购置闲置浪费，提高经费
使用效益。

为将有限财力更好地转化为战斗
力保障力，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积极推
行财务精准量化管理。他们针对办公

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电子设备更新
换代越来越快的实际，根据国家和军
队有关规定，围绕保障机关履行职能
和维持正常运转必需，制订了办公设
备、办公营具等 2 大类 22 项通用办公
资产编配标准，和办公设备修购、图书
资料文印、邮电通信、会议集训、公务
接待、车辆维修等 11 大类 28 个具体项
目开支限额标准，对超出规定数量和
标准的不予保障经费，确保每一分钱

花出最大效益。同时，他们还对各部
门办公设施设备、用品用具零星购置
需求，统一收集汇总纳入集中采购，既
保证了质量又减少了支出。

前不久，该中心机关某处申请购置
1台笔记本电脑，财务部门在审查时，通
过对照中心制订的通用办公资产编配标
准和查询资产存量情况后发现，该处已
经有 2台笔记本电脑，且都未达到报废
年限，因此该项申请不符合购置要求。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推行财务经费标准化集约化

精准量化管理提升保障力

本报讯 于红星、张念福报道：日前，
军委审计署济南审计中心对某部开展审
计，与以往不同的是，审计组人员没有住
进招待所，而是自带生活用品，分散到各
连队与官兵同吃同住。住进坦克六连的
该中心副主任许文国介绍说，这是他们从
点滴抓起树立良好形象的一个缩影。

针对个别审计人员口大气粗、不接
地气、审计像办案等问题，该中心党总支

一班人决心以学习贯彻新条令为契机，
着力打造务实效、接地气、过得硬的审计
组，切实锻造过硬的审计作风，打造审计
新形象。

审计现场，全体审计人员军容严整；
操课间隙，主动向战士们了解实情，掌握
第一手资料；审计结束，每名审计人员将
居住期间各类费用算清交付连队并留下
账单。此外，该中心注重吸纳被审计单

位的意见，对外出审计的每名人员进行
打分，形成“处室讲评、中心鉴定、部队反
馈”相结合的人员考评机制。

树立良好形象，提升审计质效。在
今年已经开展的预算审计、撤并降改交
单位经费资产审计等任务中，该中心改
进完善了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有效堵塞
了经费资产流失漏洞，提出的数十条意
见建议被上级采纳。

军委审计署济南审计中心从点滴做起树立良好形象

审计人员与官兵同吃同住

本报讯 官竞、郑烨报道：近日，已
顺利完成演训任务的第 74集团军某防
空旅官兵，没想到归途也是一场硬仗：回
撤路上 10余个对抗课目穿插其中，全程
充满浓烈的硝烟味。
“战争随时随地可能打响，演练不能

‘虎头蛇尾’！”该旅旅长顾光廷告诉笔
者，筹划归途中的战斗时，旅党委研究决

定：把回撤返营当作锤炼摔打部队的一
次契机，检验部队在完成大项任务后连
续作战能力。
“‘敌机’高空侦察……”部队组织

休息时，导调情况不期而至。“前方为
‘染毒地带’……”行军梯队指挥员朱
峰命令部队就地组织防护并快速通
过，工程防化连立即派出专业分队对

通过人员、车辆进行洗消。一波刚平
一波又起，“炮火封锁”“抗‘敌’袭
扰”……一路上，“敌情”不断，各分队
指挥员果断处置。

完成铁路卸载，部队刚刚抵达营区，
官兵们不是卸下行囊放松休息，而是根
据战斗命令，将武器装备按战斗部署迅
速展开，展开下一波次演练。

第74集团军某防空旅锤炼连续作战能力

一路回撤 一路演练

本报讯 车东伟、特约记者曾涛
报道：“对照岗位细则，下一步我不仅
要管好车辆装备，还要在装备维修保
养方面下功夫。”近日，第 72集团军某
旅桥梁连主题教育活动现场，车库管
理员方向“晒”出了自己下一阶段的
“微目标”，并请战友监督。方向坦言，
自己能够快速适应新岗位，得益于旅
里为每名官兵制订的成长路线图。

为每名官兵绘制成长路线图，是该

旅落实落细主题教育的一项举措。该旅
领导介绍说，针对部分官兵思想实际，他
们以“小岗位也能绽放大光彩”为题进行
辅导授课，校正官兵模糊认识，激励大家
立足本职干好工作。

针对调整改革后的新情况，他们
按照不同岗位、不同专业，逐一明确官
兵需要达到的标准，制订个性化成长
路线图。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建立互
帮对子随时督促、班排骨干每天督促、

连队每周督促机制，最大限度挖掘潜
力、激发热情，助推官兵沿着制订的路
线图成长成才。

下士金云飞从道路专业转岗为破障
专业后，起初感到很不适应。连队为他
量身绘制成长路线图，把训练目标分解
成若干个小目标，通过补差训练、专项训
练、升级训练，鼓励他一步一步往前赶。
近期，金云飞在营里组织的考核中一举
夺得2个优秀、5个良好的优异成绩。

第72集团军某旅推动主题教育落实落细

为每名官兵绘制成长路线图

演训场心得

组织全连进行刺杀操训练，方队散

发出来的那种雄壮之美、勇武之气，令我

深受震撼。我觉得连队按照新大纲要求

抓好刺杀格斗等训练，既是对传统课目

的恢复，更是对传统精神的致敬。

战争年代，我军曾以“人人都能拼刺

刀”见长，寒光闪闪的刺刀常常令敌人胆战

心惊。随着时间推移，不少官兵觉得，未来

打的是信息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刺杀格

斗没有用武之地。这话乍一看似乎有一定

道理，但略一深究就发现并非如此。

战争的形态虽然变了，但战争的本质

没有变，一道“上刺刀”的口令，首先代表

的是一种有我无敌、血战到底的精神。其

次，现代战争近距离作战的概率虽然大大

降低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与敌人发生

白刃战的几率仍然存在。

新大纲恢复了传统课目，我们抓训练

就要让“刺刀见红”的血性虎气回归演训

场，要以坚定的信念为官兵的血性“铸

魂”，靠严格的训练为官兵的血性“砺刃”，

用艰险的任务为官兵的血性“淬火”，让

革命战争年代那股逢敌亮剑、视死如归的

精气神化作兵之味、连之风、军之魂。

练好传统课目 激发血性虎气
■新疆军区某团汽车连连长 刘 明

本报讯 路雯登、特约通讯员唐继
光报道：“突刺，刺！”“杀、杀、杀！”日前，
新疆军区某团举行的新大纲训练成果观
摩演示中，百人刺杀操表演以威猛的动
作和腾腾士气成为一道独特风景。这个
团按新大纲要求扎实开展刺杀格斗等传
统军体课目训练，培养砥砺官兵的血性
虎气，让“刺刀见红”精神在实战化练兵
场得以回归重塑。

新大纲按照与作战行动相近、功能作
用综合、岗位任务需要等原则设置军体训
练内容，恢复了刺杀、格斗等传统课目。
试训施训之初，面对少数官兵“信息化条
件下练传统刺杀格斗有无必要”的疑虑，
该团党委鲜明指出，刺杀格斗等传统课目

既练身心强体魄，又锤炼血性砥砺胆气，
必须严格按照大纲要求练好练到位。

笔者在该团刺杀操训练场看到，官
兵头戴护具、身披战袍、手握木枪，个个
好似满挂铠甲的武士，现场震天的喊杀
声和木枪相碰的撞击声，随着指挥员的
口令此起彼伏，置身其中仿佛让人回到
短兵相接、近身肉搏的战场。突刺、推
挡、防守、反击等一套动作下来，下士张
万源已是满头大汗。他说，刺杀训练对
个人的战斗意志和作风既是磨练又是考
验，只有训强练精才能“一招制敌”。

为抓好刺杀操训练，该团在认真按
照新大纲教学组训的基础上，邀请过去
训练过这一课目的退伍老战士回军营传

授技艺，还订购了刺杀专用护(面)具，采
取先分后合、分步细训等办法，利用体能
训练时间抓好刺杀训练落实。

刺杀练出虎气，格斗拼出血性。该
团依托警侦连训练骨干组织的实战格斗
训练同步展开，来自各个连队的教练班
长从最基础的前扑后倒等基本功练起，
逐渐展开复杂格斗套路的学习。八连上
士班长杨志超观看教学演示后，与战友
们采取实战模拟的办法，认真揣摩防刀
捕俘的动作要领，他说：“格斗虽有技巧，

但血性也同样重要。”
刺杀格斗重现“刺刀见红”精气神。

笔者在该团练兵场看到，官兵们顶着烈
日展开强化训练，大家湿透了衣服晒黑
了皮肤，但咬牙坚持毫不退缩，快准狠的
动作处处透出虎气杀气。该团领导介绍
说，高强度的训练不仅让官兵体能储备
得到提升，也促进了部队各项军事训练
顺利完成。

左下图：官兵正在进行刺杀操训

练。 刘思伟摄

新疆军区某团按新大纲要求扎实开展传统军体课目训练

刺杀练出虎气 格斗拼出血性

强军论坛

6月21日，空降兵某旅组织官兵开展复杂环境下战车驾驶训练，锤炼部队实战硬功。 陈立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