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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正在野外驻训的中部战区空军某部
战士吴学康和梁龙没想到，在道路遭
“敌”破坏的情况下，地方食品公司的热
食快餐竟通过物流公司的无人机，“飞”
到了战场一线。

盛夏时节，华山脚下。中部战区空
军组织开展军民融合军需保障模式探索
性演练。

下午 3点，地方某食品公司专线值
班电话骤然响起：“根据前线要求，急需
你公司筹措200人 7日份副食半成品。”

该公司立即启动《专项饮食保障应
急方案》，按应急保障流程，生鲜肉制品

生产线、净菜加工生产线、熟食制品生产
线同步展开副食半成品加工。

与此同时，地方物流公司的冷藏快
递车疾驰而至。副食半成品整箱装入冷
藏车柜后，被快速运输和配送到指定地
点。部队主食加工车、炊事挂车、野战给
养器材单元等装备迅速展开半成品加
工，其他剩余物资被卸载到部队冷藏设
备中储存。

记者注意到，地方某公司研制的一款
无火化烹饪装备，在无火、无光、无电、无燃
气、无煤柴的情况下，只需在锅底夹层放入
一个燃料包后注入适量水，就可以加工制

作热食，降低了战时暴露目标的风险。
200 份热食加工完毕很快送到一

线，官兵领取快餐后分散隐蔽就餐。就
餐结束，保障人员立即回收掩埋快餐
盒。这些快餐盒以天然小麦秸秆、竹子
等为原料制作而成，绿色环保可降解，能
满足快速清痕的战场要求。
“我前出小分队携带的单兵食品已

消耗完毕，部分被装需更换补充！”部队
指挥所又一次传来战场态势通报。

此时，前送补给的道路已被“敌”破
坏，物资无法通过公路送达。怎么办？
“动用地方无人机定点投送。”军地

保障人员从军需物资收储帐篷中取出单
兵食品套餐和替换被装，快速打包装入
两架随时待命的无人机。
“起飞！”记者通过实时回传视频看

到，两架无人机在远程操控下，飞越被毁
道路和桥梁、穿过山地，精准地将热食快
餐和替换被装定点投送到目标地域。
“此次演练整合军地资源，发挥各自

优势，拓展了战场军民融合饮食保障之
路。”中部战区空军物资供应处副处长郭
永胜介绍说，“我们将继续深化军民融
合，推动饮食保障由保平时生活向保战
时打仗转变。”

中部战区空军探索战场军民融合军需保障模式——

快餐“飞”到战场上
■刘建辉 张嘉芮 本报记者 李建文

本报讯 赵佳庆、记者赖瑜鸿报
道：构建民航军事运输联合指挥协调机
制，建立东北地区航空军事运输联合组
织指挥机构……近日，沈阳联勤保障中
心会同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组织民航
东北空管局、辽宁监管局、辽宁机场集
团以及相关军代处等单位召开军地联席
会议，完善畅通联勤保障运输投送部门
与民航系统沟通渠道，对接军事航空运
输保障需求，畅通军地联训联保渠道，

开辟军事航空运输“绿色通道”。
联勤保障运输投送责任重大。去

年，该中心在一次航空运输投送任务
中，由于保障任务重，需要临时协调机
场增加两台客梯车等专用设备提高装载
效率，但因上报机制复杂，反馈周期长
等原因，最后只能按原计划实施装载。
“在现代战争中提升运输投送保障效率，
畅通军地应急协调机制是重中之重。”为
此，中心党委积极向上级请示，协调民

航系统和国防动员部门，最终确定由中
心直接对接民航相关单位，建立起军方
牵头、军地两线、逐级对应、全面结合
的联合指挥协调体系，并形成相应机制。

据悉，军地共同商定的联合指挥协
调机制，对运输投送任务的方案编制、
保障力量动员、任务实施等都进行了规
范，明确由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对口民航
东北地区管理局，相关军事代表机构对
口民航各专业单位，逐级建立军地联合

指挥协调机构，不仅具备军队指挥的高
效性，又兼顾民航系统的专业性，有利
于高标准开展民航交通战备工作、高效
组织完成航空运输投送保障任务。

中心运输投送处领导告诉记者，这
一机制的建立，标志着新体制下东北地区
铁、水、空民用运力军地联合指挥体系初
步形成，以制度机制的形式构建起军地联
战联训联保“绿色通道”，是军民融合优
化保障模式、提升运投效能的创新举措。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与民航系统建立联合指挥协调机制

开辟军事航空运输“绿色通道”

本报讯 王秦、特约记者张常伟报
道：日前，火箭军研究院组织党委中心组
成员和所属研究所主官，分赴第82集团
军某合成旅和坦克博物馆参观见学。这
是该院党委认真开展学军事、学作战，聚
焦备战打仗谋求创新发展的一个举措。

该研究院成立以来，院党委牢固树
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思想，坚持一切科
研工作向备战打仗聚焦，为火箭军实战能
力跃升提供技术支撑。他们先后参观模
拟训练大厅、作战态势室、情报融合室、智
慧军营和安全管理系统，观摩旅合成战术

训练并进行实装训练现地体验，并就信息
化作战系统研用、武器装备研发等方面与
官兵进行深入交流。

该院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建立
高效顺畅的信息交互和资源共享机制，先
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国防科大等10
余所军地高校建立联合培养人才机制，与
航天科技集团等50余家军工企业和科研
院所建立协作关系，开展协作攻关。据
悉，目前该院千余项科研项目有序推进，
上百名科技干部奋战在作战部队、试验靶
场和任务一线。

身入一线见学 心向一线研战
火箭军研究院党委带头推进科研创新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定期或不

定期到医院体检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

党员来说，“政治体检”同样不可或缺。

近日，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贯彻落实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让党员、

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

检，增强政治免疫力。这对提高党员、干

部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能力，具有鲜明导向性和现实针

对性。

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

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

起。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

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重要特征，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实

践证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

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

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

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

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

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

党员、干部作风。党员、干部的党性强不

强、威信高不高，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

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以标准更高、

走在前列的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切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全

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突出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一系列有力举措使军队党

的建设全面加强，陈规陋习不再登堂入

室，顽瘴痼疾逐渐清除，备战打仗信心倍

增。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少数党员干

部理想信念弱化，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意

识不强，少数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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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党内政治生活存在庸俗化、随意

化、平淡化现象。这些都要求我们从

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严起，经常对党员

干部进行政治体检，使他们进一步提

高政治能力、站稳政治立场、加强政治

历练。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

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

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

习主席指出，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在相

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武器用得怎么

样。党内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

争，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辨

别真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意

志、增进团结，切实维护党的肌体健

康。各单位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抓好

思想教育这个根本，抓好严明纪律这

个关键，抓好选人用人这个导向，用

好组织生活这个经常性手段，抓住继

承和创新这两个关键环节，不断增强

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

则性、战斗性，确保党内政治生活的

炉火越烧越旺。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省总队）

本报讯 王越、特约记者康克报道：
近日，在第 83 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的
“飞虎杯”大比武中，武装侦察连连长邢
伟在武装三公里考核中不慎受伤，仍坚
持到底，并与全连官兵一起完成万米接
力项目，最终在两个项目比武中夺得第
一名。该旅领导介绍说，重温红色经典、
继承红色传统，为官兵练兵备战注入了

强大精神动力。
该旅前身诞生于黄麻起义，在抗美援

朝二次战役中，以强行军14小时疾进145
华里的速度，创造了世界行军史上的奇
迹，赢得“飞虎”美名。在开展“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中，他们组
织官兵观看红色电影，开展影评交流活
动；举办“红色经典朗读者”活动，组织官

兵朗读战斗诗词和革命先辈日记；组织官
兵围绕“如何传承部队光荣传统”展开讨
论交流，引导官兵在学习部队光荣历史中
增强荣誉感使命感；整理汇编《“飞虎劲
旅”红色基因》人物故事集，拍摄制作“飞
虎劲旅向前进”岗位练兵视频，并广泛组
织“强军故事会”，在讲故事、明事理中激
发官兵履行使命任务的责任担当。

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注重发扬传统激发练兵动力

重温红色战史 砥砺英雄传人

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革
命先辈的遗物、一个个催泪的战斗故
事……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第 180医院的
开放式院史馆沿住院大楼走廊而建，既
有图片、文字、实物等传统形式，也有
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生动再现了医
院浴血诞生、南征北战的光辉历程。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院史馆至今
仍珍藏着从邯郸战役炮火中留存下来的
三颗子弹，放在展柜密封展出。
“这三颗子弹是开国上将杨得志后

人无偿捐赠的，它见证了医院官兵
‘爬也要把药品送上去，死也要把伤员
救下来’的大无畏精神。”谈起这个传
家宝，医院政委黎道江如数家珍，“从

最初只有十几人的野战休养所，到如
今成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医院的
发展史就是人民军队经历血与火考验
的一个缩影。”

这个医院有着 73 年的光荣历史，
前身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三旅休养
所，曾跟随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
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过张家口保卫
战、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解放大西
南、抗美援朝等重大战役战斗，荣立过
集体一等功。如今，每逢新兵下连、新
干部报到、文职人员招聘以及重大节
日，他们都会组织人员前往院史馆参
观，并在三颗子弹前举行仪式教育活
动，在潜移默化中纯净官兵的心灵，赓

续优良传统，激发敢打必胜的斗志。
红色院史，是第 180医院的厚重传

统。结合“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他们把开放式院史馆当
成官兵接受灵魂洗礼的生动课堂。针对
部分医务人员战备意识弱化，缺乏任期
内打仗、随时上战场的紧迫感，医院向
和平积弊开刀，广泛开展“我眼中的和

平积弊有哪些”大讨论活动，通过党委
常委带头宣讲授课、邀请体系部队代表
作报告、与住院伤病员谈使命话责任等
手段，引导医务人员把“强军兴军你我
有责、练兵备战刻不容缓”的价值认同
融入血脉，增强思战谋战的忧患意识，
激发练兵打仗的内在动力。

今年以来，医院成立了一支卫勤救
护预备队，重点加强军事体能、军事基
础、应急抢救和战地救护等数十个军事
课目的集中强化训练，定期进行考核验
收，成为医院卫勤救护力量的生力军。

前不久，参加野外驻训的第 180医
院野战医疗队队员来到院史馆，站在三
颗子弹的橱窗前重温军人誓词。在机动
行进途中，野战医疗队走一路练一路，
复杂条件下的吃、住、走、打、藏、救
能力得到全面锤炼。

“三颗子弹”闪耀胜战之光
■本报特约记者 付 凯 高 洁 通讯员 巴 涛

本报讯 张军、李佳豪报道：“精品
课究竟算不算精品，得由基层官兵说了
算！”近日，第 77集团军某旅炮兵营指挥
保障连指导员张建军凭借一堂名为《红
色基因藏在老兵故事里》的精彩授课，获
得主题教育精品课一等奖。走下讲台，
他感慨道：“此次评比全部由基层战士代
表充当评委，只有战士想听爱听，才能让
教育授课讲到官兵心坎上。”

该旅领导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官兵反
映以往评选政治教育精品课时，机关常以
授课概念是否新颖、课件制作是否美观、配
合手段是否多样等作为主要评判依据，却
忽视了基层官兵的需求，导致评选出的精
品课博眼球的多、官兵满意的少。针对这
一现象，该旅党委决定以“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为契机，邀请基层
官兵走上评委席，对授课人前期调研、教案

准备、授课技巧等各个环节进行打分，以官
兵满意度作为评判授课质量的重要依据。

教育效果怎么样，基层官兵来评
判。张建军授课之前，反复邀请连队官
兵试听并征求修改意见，仅教案就先后
四易其稿。据悉，该旅还推开“共享授
课”模式，将评选出的百余堂精品课作为
范本录入“网上指导员之家”，供授课人
员和官兵借鉴参考。

第77集团军某旅打造官兵欢迎的主题教育精品课

授课质量高低 基层官兵打分

7月9日，第71集团军某旅举行阶段性比武考核后，邀请官兵家属与参赛

队员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图为士官吴长超比武胜出后，儿子为他戴上奖章。

王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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