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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雅东、陈洁报道：“半地
下掩蔽部，远方位××，请求陆航力量支
援……”盛夏时节，中部战区陆军某师千
人百项比武现场，四级军士长刘衍明参
加的单兵综合演练项目火力引导比武，
因情报上报速度最快、坐标误差最小、火
力申请最优而拔得头筹。

出人意料的是，刘衍明并不是一
名侦察兵，而是一名步战车车长，与他
同台竞技的选手大多来自装甲、炮兵
等不同专业。据该师领导介绍，以往
谈联合多是指挥员的“专利”，战斗员
只需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即可。如
今，每一名指战员不仅要有联合意识、
联合素养，而且联合训练频率、时间占
比都有显著提高。

笔者在比武现场看到，每个专业每
个类别均设置有联合课目比武：机关参
谋运用一体化指挥信息系统，绘制联合
作战背景下的决心图；分队战斗员对空
地多组目标进行识别观测，共享侦察情
报，引导火力打击；教练员结合战位设置
联合理论授课内容，评分分值占到五分
之一。

联合课目走向比武竞赛前台，是
贯彻落实新大纲带来的新变化。像刘
衍明一样的不少老兵对这种变化感触
颇深，今年首次把观测器材使用单独

设为课目，受训者也从侦察专业拓展
到全体战斗员，大家坦言“有种本领恐
慌感”。
“面向联合缺什么就补什么，支撑

联合什么弱就练什么。”该师领导介
绍，他们从逐级打牢联战联训基础入
手，区分首长机关、分队军官和分队战
士三个层次，由上而下分解联合能力，
自下而上集成联合训练，将联合训练
内容要素融入训练全过程，逐渐形成
覆盖理论学习、技能训练和综合演练
的一套完整机制。

然而，联合训练并非一帆风顺，最大
的难题是联合训练条件难构设。笔者了
解到，该师某防空团今年主动与空军某
飞行部队建立联训机制，为联战联训创
造条件、架设平台。
“东南方向，敌机 3 架，距离××”

“角度××，爬升”……太行腹地某飞行
训练场，数架战机呼啸升空，电磁信号回
荡天际，一场陆空对抗愈演愈烈。防空
导弹站长刘先才刚刚用雷达锁定目标，
战机一个大角度战术规避动作，便消失
在茫茫云海之中，不到 10分钟就进行了
5次对抗。

连续 5年参加对抗训练的刘先才，
对这种陆空联合训练带来的“红利”感
触最明显：“联合训练让空情由虚变实，

不仅提升了‘联’的水平层次，更让我们
看到空情流转速度慢、火力准备时间长

等训练短板，有利于下一步展开针对性
训练。”

中部战区陆军某师按照新大纲要求抓实联合基础训练

联合课目走向比武前台

7年间，我们5次进驻朱日和训练基

地，3次参加联合作战演习。作为指挥员

的我，经历了团参谋长、师副参谋长和团

长的角色转换，也有幸到空军机关代职，

这让我对联合训练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胜战必须联战，联战必须联训。

我们常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随

着战区体制的确立和新大纲的颁布施行，

我军联合训练从形式到内容已渗透到每个

作战单元。演训场上，一个班长可以调动

直升机支援作战，一个合成营营长需要指

挥10余个兵种协同作战。与传统战争相

比，现代战争“联”的范围更广、“联”的程度

更高、“联”的层次更深，这就要求部队各级

不能再简单把联合当成指挥员的“特权”，

而要让每名官兵都具备联合意识、联合素

养，既知道怎么联，更明白为什么联；既要

联得上，更要联得好，实现联合训练从“精

英教育”到“通识教育”的新跨越。

“通识教育”不能“一锅煮”，从基层

战斗员到机关参谋，再到各级指挥员，要

区分层次强化联合素养，从基础作战理

论抓起，从基本技能训练严起，层层打牢

军兵种知识、联合作战理论、联合作战方

案等基础，夯实联合作战标图、观测器材

使用等技能训练，真正为联合作战行动

提供能力支撑。从训练规律看，有了逐

级的“联”，才有整体的“联”。我们唯有

不断下沉联合训练重心，从单兵单装等

基本作战单元联训抓起，从班排连营等

基层分队融合练起，才能真正迎来联合

作战的春天，打赢明天的战争。

每名官兵都应具备联合素养
■中部战区陆军某师机步团团长 梁 军

大抓练兵备战·新大纲施训进行时累累累

演训场心得

不论时空如何变换，总有一种感动能够穿

越时空、震撼心灵。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理想

的能量。

品读老党员、老军人周智夫的先进事迹，

一次次被他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深深

感动。入党75年来，周智夫初心不改、本色不

变，忠诚纯粹、矢志不渝，一辈子听党话跟党

走，一辈子念军情报党恩。

一个人的思想境界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

而自然提高，一个人的理想信念也不会随着职

务的提升而必然坚定。然而，周智夫做到了，

他终其一生始终信仰坚定、信念如磐。是什么

让周智夫年龄越长，精神之“钙”越足；职务越

高，党性观念越强？

理论之树长青，生命之花常艳。周智夫的

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学习的一生。19岁入

党，他坚持在煤油灯下学毛选，曾被表彰为学

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烽火征战岁月，他从

未停止对党的科学理论的追寻脚步，始终孜孜

以求、笃学不倦。离职休养后，他理论学习从

不缺课，总是坐在第一排，坚持到最后。生命

进入暮年，他坐在轮椅上聆听习主席重要讲

话，收看党的十九大实况直播。周智夫说：“人

老了，身体的钙容易流失，但精神上的‘钙’决

不能流失！”

璞玉须琢磨，清雅靠自修。人的思想就如

同房子一样，不经常打扫就会积满灰尘。周恩

来说，人总是要不断地前进，因此，要自愿地坚

持自我改造，强调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

老”。周智夫的一生是光明高洁的一生，也是

自我改造的一生。食不果腹的年代，家人用了

村里几斤粮食，他深深自责。担任领导职务

后，他时时检视自身，是否“带着浓厚的个人主

义”“存在家庭地域观念”“患得患失”……人处

凡尘俗世、日吃五谷杂粮，难免沾俗气、染尘

埃。周智夫用他一辈子笃定笃信、一辈子坚定

执着告诉我们：扫帚到，灰尘才会跑掉。党员

干部唯有不断强化自我修养、加强自我改造，

涵养本色、永葆底色，才能临大考不变色、罹大

难不改色。

纵观近年来落马的腐败分子，他们中不少人也曾取得突出成绩，受到组织

器重，但随着职务提升，逐渐放松理论学习、疏于思想改造，导致理想信念动摇、

世界观人生观扭曲，最终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他们的蜕变充分说明：精神

的“钙”和身体的钙一样，不补就会缺失。一旦放松理论学习、放弃理想信念，一

个人就会断了根、丢了魂、忘了本，就会得“软骨病”，乃至丧失“免疫力”。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奋进新时代，党员干部面临的考验更加多元、挑战更为复

杂。党员干部都应该像周智夫那样，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每天补一点“钙”、壮一分“骨”，永葆共产

党人的底色本色，切实履行好新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火箭军政治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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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薛成清报道：
“天涯英模能打胜仗的价值追求令人
感动，我要像他们那样，主动接受血与
火的淬炼……”7月下旬，南海舰队某
基地所属泸州舰把主题教育融入演训
实践，把讨论课堂设到任务现场，引导
官兵在追溯部队精神血脉中汲取奋进
动力，锤炼胜战本领。

该基地所属部队历经战火硝烟淬
炼，形成了“西沙精神”“利剑精神”等

团队精神。开展主题教育时，他们挖
掘红色资源，举办海战英模战斗故事
报告会，邀请西沙海战功臣王昌太作
专题报告；利用航经南海海战场时机，
组织官兵祭扫琛航岛烈士陵园；利用
“哨兵讲堂”“海上课堂”引导官兵理解
把握红色基因的深刻内涵，为传承红
色基因打下思想基础。

前不久，在某守备营开展的“诵读
先烈家书、传承革命精神”活动中，教

导员常军带领官兵谈心得、话感悟，让
官兵深受触动。

传承红色基因，培塑胜战能力。
近日，该基地数艘护卫舰组成编队，开
展全员额、全要素海上实战化训练。
返航后，官兵又迅速补给油水、装载武
器弹药，进行远距离跨区实战化训
练。战士丁浩说：“我们是英雄的传
人，唯有把打仗本领练过硬，才能续写
英雄篇章。”

南海舰队某基地挖掘红色资源深化主题教育

学史思责，课堂设到任务现场

本报讯 陈辰报道：“3个驻点开展
主题教育方式单一，2个中队主题教育配
合活动不够丰富……”近日，武警广东
总队机动支队主题教育督导组深入基
层，对主题教育开展情况进行监督，确
保主题教育在基层落实落细。

针对部队在外遂行任务多、部署
分散等实际，该支队党委坚持全程督
导，通过一系列扎实举措，推动主题教
育落地见效。他们将定期督导与随机

督导相结合，严格落实理论学习、备课
授课、讨论交流、辅导答疑、问题整改
等环节，明确教育形势分析及检查评
估制度；通过开展身边典型巡回报告
会，把标杆立起来，让官兵照着学、比
着做；围绕用足用好传统资源，深入挖
掘部队光荣传统，引导官兵把红色基
因融入血脉、贯穿言行。

笔者在该支队某中队看到，督导
小组组长、该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岑

峰不打招呼深入基层一线现场听课，
对授课内容、官兵体会等逐一进行讲
评，提出改进意见，并将其列为下次督
导“回头看”的重点内容。督导过程
中，某部指导员因授课质量不高被督
导组当场要求整改。

全程督导推动主题教育落地见效。
自年初转隶以来，该支队先后涌现出执
勤能手18人，官兵的过硬作风和优异表
现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和目标单位肯定。

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教育检查评估出实招

全程督导，推动教育落实落细

本报讯 张彦、陶蕾报道：8月初，
北部战区空军某通信站一场网上主题教
育知识竞答如期展开。相距百余公里的
多个台站同网比拼，让官兵加深对部队
光荣传统的理解。

这个通信站点多线长，所属台站
与机关距离较远，是典型的小散远单
位。今年主题教育展开后，机关检查
发现基层单位各自为战，教育效果参

差不齐。针对这一情况，该站在局域
网开设专题网页，组织在线交流、知
识竞答、精品课展评等活动，让分散
在各个点位的官兵共享教育资源，在
交流比拼中提升教育质量。为确保
教育质效，他们派出机关工作组到基
层一线督导，夯实教育各个环节，并
利用政治工作会、优质讲稿月评等时
机，及时发现和解决基层主题教育开

展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好的经验
做法，进一步完善教育运行机制。

组织者用心，教育才能走心。通过
参加主题教育，以前对部队历史沿革不
清楚的上等兵汪之恒，现在成了站史小
专家。他感慨地说：“我很自豪能成为
这个光荣集体的一员，一定继承发扬好
先辈留下的光荣传统，立足本职岗位争
创佳绩。”

北部战区空军某通信站狠抓小散远单位主题教育

一网共享，盘活优质教育资源

本报讯 王志国、卿尚波报道：7月
下旬，一场实兵对抗演练在某训练基地
展开。面对官兵体力消耗大、情绪出现
波动的情况，第 81 集团军某旅装步二
连指导员崔占先迅速启动战时政治工
作预案，组织向连旗宣誓等活动鼓舞官
兵士气。该旅政委闫述军介绍，今年以
来，他们以演训任务为牵引，不断探索
改进战时政治工作的方法手段，12项政
治工作预案通过演练检验，取得“战场
资格证”。
“未来战场瞬息万变，把一些可预

见的情况实案化融入演练，能够有效提
高战时政治工作效益。”今年以来，该旅
根据作战任务各阶段特点，细化出以政
治工作指挥关系网建立、心理攻防行
动等为主要内容的 12项战时政治工作
预案，按照“逐个预案练、逐个层级过”
的思路，在全旅展开实战化演练，不断
剔除各预案在情况设置、人员编组、方
法步骤等方面存在的“虚花”。

一次阵地进攻战斗中，该旅侧翼突
击队突然遭遇“蓝军”反动宣传单袭
扰。政治工作干部迅即利用政治工作

指挥信息专网进行形势研判和情况梳
理，政工指令实时发送、心理防御作战
文书实时生成，“中军帐”与各政工指挥
方舱实时联动，迅速将“蓝军”袭扰有效
瓦解。

政治工作“战味”浓起来，激发了该
旅政治工作干部练兵备战热情。据悉，
他们还修订完善了《战时政治工作常见
情况预想及处置》《实兵对抗演习政治
工作情况处置规范 100问》，政治工作干
部学军事、练指挥、谋打赢的热潮持续
兴起。

第81集团军某旅探索完善战时政治工作方法手段

政工预案取得“战场资格证”

8月 1日，一名女童在西部战区空

军某场站体验战机驾驶。当日，该场站

举行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地方群众走

进飞行部队，近距离了解官兵的训练和

生活情况，进一步增进情感认同、激发爱

国热情。 邓殿选摄

“今天我当飞行员！”

（上接第一版）

“病人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2012年，张卫达带队到西
藏那曲的班戈、申扎、尼玛 3个县义诊。他不顾高原反应，一边
吸氧一边工作，一个上午就筛查了300多个孩子。

核对名单时，张卫达发现少了一个叫平措拉姆的小姑
娘。“一个都不能少！”张卫达拽着当地的同志去找这个孩子。
车往牧区开，越走越荒凉。到了定居点，才知道孩子父母双
亡，没人送她到县城筛查。见面检查确诊后，张卫达与当地政
府商量，派一名民兵替她家照看牲畜，平措拉姆由爷爷陪着到
广州做手术。出院时，平措拉姆为张卫达献上了洁白的哈达。

藏北高原有他的足迹，美丽花城传颂着他的故事。
今年4月初，心急如焚的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一名排长，把仅

有5个月大的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送到广州总医院。在确诊
为室间隔缺损后，张卫达对其进行了手术，11天后孩子顺利出
院。火箭军某部一名指导员的孩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张卫达
专程赶到部队为孩子检查，并将其接回广州成功实施手术。

2012年以来，张卫达组织专家团队对体系部队官兵家庭先
心病患儿进行筛查，先后免费为50多名部队先心病患儿进行了
手术。

赤诚军医，大爱无疆。这些年，张卫达与团队救治了一万
余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先后被评为全国十佳最美医生、全国
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医，就要自觉
为党分忧、为民解困，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张卫
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