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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致训词时强调，突出高素质
联合作战指挥和参谋人才培养。这深刻
揭示了最高军事学府的核心职能。一年
来，我们聚焦备战打仗，坚持以明天的战
场设计今天的课堂，努力探索联合作战
人才培养新路子。”国防大学领导说。

在该校采访，记者听到最多的话题，
就是如何瞄准世界一流铸将育才、如何
备战打仗。他们在全校开展“推动教学
科研管理创新”大讨论，找准教学科研管
理领域 13大类 80多个问题，出台系列举
措推动一切工作向备战打仗聚焦。

一年来，国防大学聚焦备战打仗加
快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路线图”，
正在变成“成绩单”。
——构建新型课程体系。他们以指

挥员班为突破口，设置军事主干课程，重
点班次课程更新率超过 80%。新增与联
合作战密切相关的 6个新兴学科，新建
10多个教学基地，建成装备教学中心、
国防经济实验室等。
——创新推开“学讲研练考”教学模

式。组织教学模式创新集训，全面推动
“学讲研练考”创新运用，推开研究式教
学，强化实践性教学，对接一线部队，为
学员传授指挥打仗的方法要领。
——营造备战打仗氛围。组织党委

中心组带机关军事理论学习，开展全校
性岗位练兵活动，举办“军事论坛”，开设

“战争影视厅”，设立“战备日”，研究军
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在全校蔚然成
风。

学员、陆军某防空旅旅长金宏鹏告
诉记者，他所在的班共 11人，来自陆军、
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武警
部队。从人员搭配上讲，正是一个联合
学习、联合作战、联合提高的好环境。

新调整组建后，该校坚持课堂与部
队演训场衔接，有计划地从全军部队选
调了一批军兵种、新型作战领域和紧缺
专业人才充实教员队伍。

学校强力推进名师立校、名师立学、
名师立教，以“名师工作室”为标志，以杰
出教授为龙头，以杰出中青年专家、学科
学术带头人为中坚，以优秀中青年教研
骨干、教研人才“新苗”为基础，全面打造
“六个层次人才”梯次递进的自身人才培
养体系，一大批后起之秀脱颖而出，汇入
名师方阵。

立 标 树 范 ，在 重 构

重塑中强化从严治校

去年 8月 29日，国防大学新调整组
建刚一个多月，他们就举办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授课大赛。新学年开学典礼仪式
上，这场大赛的获胜者直接登上该校“国
防大讲堂”授课，在北京、南京、上海、西
安、石家庄等多地的全校师生同步视频

收听收看。这是该校推进体系重塑过程
中合编合心合力的一个缩影。
“一、二、三、四……”夏日炎炎，记者

在校园采访，不时碰见学员列队前进，整
齐的步伐、嘹亮的呼号，以及学员们肩上
的将星，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

学风反映作风。该校领导告诉记
者，国防大学的校风、学风如何，对全军
院校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新调整组建
以来，该校党委坚持把依法从严治校贯
穿办学育人全过程，强化最高军事学府
以严著称的良好形象。

据介绍，来校深造的学员，不管职
务多高，学校都要求他们践行“三个普
通”，即普通学员、普通党员、普通一兵
要求；实现“三个转变”，即从工作状态
到学习状态的转变、从部队生活到校园
生活的转变、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学员的
转变。

记者翻阅学校今年以来不同班次的
教学秩序册，发现扉页上内容基本一致，
对管理与学风的要求非常明确——
“研讨发言强化问题意识和实践导

向”“严格落实教学管理‘十项规定’”“上
下课统一整队往返，培训期间严禁宴请
喝酒，不准会客不准请假”……
“在部队，我们是领导干部；在学校，

我们就是普通学员。”一位将军学员坦
言，“在收获学习成果的同时，也锤炼了
学风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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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蔡华东、特约记者海洋报
道：夏日，塞北草原深处某训练场，第 79
集团军某合成旅列兵罗志恒刚完成对第
一组目标射击，又屈身跃进夜幕寻找下一
组目标。在这场夜暗条件下的实战化演
练中，该旅官兵完成各种轻武器对隐显目
标射击，一批新装备和大型主战装备完成
联调联试，部队夜战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夜战是我军的制胜法宝。转型重

塑，要把看家本领练好。”该旅旅长赵善桐
介绍，战争年代，该旅巧用夜战打出赫赫
威名，被称为“夜老虎”。但在近期一次调
研中他们发现，一些单位担心夜训出事，
存在降低训练标准或者偏训漏训现象。
一次演习中，架桥分队由于夜训课目作业
缓慢，迟滞了部队行动。党委议训议战会
议上，夜间射击搜索前进脱离实战等问
题，也被军事训练监察员指了出来。

旅党委在深入查摆和平积弊中达成
共识：夜战法宝不能丢，必须把消极保安
全的思维赶出夜训场。为此，他们加大
军事训练监察力度，对落实训练要求不
严、偏训漏训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批
评并从严问责；深入开展“战斗今夜打
响，如何走向战场”专题讨论，清理查找
夜训中的死角盲区，查摆出训练条件设
置不严不实、险难课目人为降低难度等9

个方面 70余条与实战化要求不符的问
题，并逐一制订整改措施。他们还充分
评估训练风险、科学设置训练内容和步
骤，使夜训既有安全保障，又紧贴实战。

新大纲施训以来，该旅相继完成数
十个课目的夜训任务，所有大型主战装
备拉入夜训场，所有课目严格按照实战
化条件训练，装备动用数量、弹药消耗
量较以往大幅增加。

第79集团军某合成旅破除消极保安全思维

夜战涉险砺兵 纠治偏训漏训

盛夏时节，走进第 74集团军某陆航
旅，一份和平积弊问题清单让记者眼前
一亮。攻击直升机一营三连指导员李昊
介绍，这份以连为单位汇总的问题清单，
不过短短数百字，却反复打磨修改了近
半个月。

今年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旅党委
紧盯备战打仗需求，围绕“和平积弊怎么
破，强军重任怎么担”，对照全域作战、立
体攻防的新使命新要求，自下而上发动
官兵，从战备训练、作风纪律、战斗意志
等方面摆现象、辨对错、列清单，引导官

兵充分认清和平积弊的危害。
“飞行任务较重，政治理论学习浮于

表面，没有做到入脑入心；上阵打仗的心
理准备不充分，仍有‘仗打不起来’的思
想……”两周前，三连新飞行员陈天颖交
上了一份自认为翔实的问题清单，没想
到当场被打了回去。理由是：内容偏虚，
没有找准具体问题。
“精飞善战是飞行员的主责主业，问

题清单应该围绕飞行训练作战展开。”旅
里规定，官兵的问题清单必须由连一级
政治主官审核签字，一切似是而非、含混

模糊的问题清单，都不能通过审核。
为让大家对问题清单有更深刻的

认识，各单位利用党团活动时间，专门
组织破除和平积弊讨论。在思想碰撞
中大家逐渐明白：列举问题清单要避虚
就实、有的放矢、清晰明确。“问题不在
多，哪怕只有一两条，切中要害就行。”
李昊说。
“训练结束不能放松警惕直接返航，

战场上多是遭遇战，一场战斗的结束往
往意味着另一场战斗的开始……”飞行
员凉玺汲取了战友的教训，列出的问题

清单直指要害。然而，就在前不久召开
的连队军人大会上，他的问题清单仍未
获通过。原因是：光把问题清单列好还
不够，还要有与之对应的整改行动。
“开好药方子，更要治好病根子。

如果没有挂账销号的行动，再准再实
的问题清单也只是‘假把式’。”为确保
飞行员对照问题清单整改有实效，该
旅结合每次飞行训练讲评，通报问题
整改情况，组织骨干进行结对帮带，由
连值班员监督，确保纠治和平积弊见
底见效。

一份问题清单 条条切中要害
—第74集团军某陆航旅以严实标准纠治和平积弊侧记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李 龙 周天宇

本报讯 刘琪明、记者赖瑜鸿报道：
连日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在海拔 4000
米地域组织开展“敌后渗透”机降演练。
与以往不同的是，新飞行员们并不是驾
驶直升机，而是和特战队员一起索降至
地面共同完成破袭任务。

该旅政委杨光敏介绍说，作为新型
作战力量，为适应未来战场环境，他们
在狠抓新飞行员专业技能的同时，进一
步组织跨兵种跟学联训，掌握各兵种训
练规律和作战要领，提升综合军事技
能。

记者了解到，以往新飞行员来到部队
以后，学习重点是高原飞行技能、天气环
境判别、突发情况处置等，对兵种协同作
战技能学习掌握不够。今年以来，该旅为

新飞行员制订具体培养计划，在本专业考
核完成后，组织成绩全优的飞行员跨兵种
跟学联训，了解掌握其他兵种对陆航专业
的需求。同时，他们在跟学联训中深入查
找协同配合方面的不足，及时会诊研究制
订改进方案。

刚刚编入特战分队完成索降破袭的
新飞行员刘庭威，将直升机在投送过程
中出现的地域判定不明、空中悬停不灵
活等问题逐一记录下来，用亲身体验反
思飞行技能短板，并将共性问题及时上
报旅机关。据了解，自开展跟学联训活
动以来，该旅查找出特战机降、空地引导
等 10余个课目的协同作战问题短板 20
余处，总结梳理出一批适应高原的战法
训法。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组织跨兵种跟学联训

新飞行员参加特战分队索降战斗

在对照问题清单、纠治和平积弊中，

绝大多数官兵能够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

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拿出画“工笔画”

的细心和耐心，画好“自画像”，交出“明白

账”。但也有个别同志，用“大写意”的手

法查摆问题，致使“自画像”画得不真、不

实、不像。

“大写意”和“工笔画”作为绘画技法，风

格迥异、各尽其妙。与工笔画“求工整而逼

真”“有巧密而精细”相比，写意画主要追求

意到、韵到和趣到，不过多要求细腻、精谨和

工整。画好“自画像”，必须用“工笔画”，而

不能用“大写意”。这是因为，纠治和平积弊

不是一般性的工作，而是重要的政治任务；

不是哪一个单位哪一个人的事，而是渗透到

部队方方面面。只有举一反三深入查摆问

题、查找差距，实情实亮、实话实说，敢于拿

自己开刀，敢于认领和整改自己的问题，才

能把和平积弊的表现查清楚、症结分析透，

进而把诊治的措施定实在。

然而，有的同志在查摆问题时，避重就

轻、文过饰非，只讲别人不讲自己、只讲班子

不讲个人、只讲现象不讲思想；有的在剖析

问题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不痛不痒、浅

尝辄止；还有的在制订整改措施时，决心大

却不列时间表，调门高却不见真动作。如果

听任这种“大写意”的画风泛滥，就会出现有

形无实的“走过场”、上推下卸的“踢皮球”、

只晒不改的“问题秀”。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事业总

是要求精雕细刻，没有一样事情不是一点一

滴的成绩积累起来的。”在纠治和平积弊的

过程中，同样离不开精心、匠心的追求和崇

严尚实的作风。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算的

只能是糊涂账，画的只能是“大写意”。我们

常说，一具体就深入。无论是查摆问题、分

析问题，还是整改问题，都应像画“工笔画”

那样，一笔一画都做到一丝不苟、毫厘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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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在深查上见真功，在实纠上

见勇气，在真改上见成效。

鲁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曾对

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说过：“中国四亿人

生着一种病，那名称就是马马虎虎，不

医好这个病，是不能救中国的……应

该学习认真，除去这一味药外，没有

别的药了。”破除和平积弊，同样离不

开这种“认真”精神。对自己存在的

问题，应不遮不掩、立行立改，不仅要

拉单列条，而且要挂账销号；不仅要

查准病灶，而且要追溯病根，一项一

项查、一条一条改，确保挖根见底、问

题归零，努力实现问题积弊的深纠

治、主责主业的真回归、打仗能力的

新提升。

（作者单位：第72集团军某旅）

“电路系统遭‘敌特’破坏，启动照
明预案！”7月中旬，某大山深处的岩层
之下，火箭军某旅发射演练正在展开
之际，阵地突然陷入一片黑暗……

官兵迅速行动，启动指挥系统备
用电源、组织分发头灯等应急举措有
条不紊展开，演练照常推进。
“将实战特情融入发射演练，能够

有效提高密闭生存训练效果。”该旅领
导介绍说，新大纲对密闭生存训练要
求更细更严，不仅包含抗疲劳、抗饥
渴、抗缺氧、倒时差等常训课目，同时
突出实战背景下特情处置训练，对官

兵应对复杂战场环境的能力提出更高
要求。

为此，他们在破除和平积弊大讨
论活动中，收集整理装备故障、敌特袭
扰等 18类上百条实战特情，涵盖作战
流程的方方面面。在此基础上，他们
组织基层指挥员和技术骨干推演特情
处置方案，经过实践操作验证后，整理
汇编成“特情案例库”，为密闭生存训
练提供参考。

此次“战斗”打响的前一天，水源
被污染、物资供应被切断等特情相继
下达，官兵按节水节粮计划待机备战

一昼夜。紧急出动命令下达后，供电
系统遭破坏、车辆故障、战斗减员等特
情接踵而至，贯穿演练全程，官兵克服
饥饿、暗夜等影响，确保导弹按时“点
火升空”。
“特情考验不仅能提升部队应变

能力，还能为未来战争积累经验和数
据。”刚下演练场，营部参谋苏正冰就
赶回营部记录作战数据。他指着记
录本说，在反复训练中，耗粮、耗氧、
耗水等数据更加详细，如何提高储水
储粮使用效率等难题也得到有效破
解。

火箭军某旅将复杂战场特情融入密闭生存训练——

缺粮断电，导弹准时升空
■黄武星 谢 杰

7月16日，空降兵某旅将炮兵分队拉到野外陌生地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

纪佳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