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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判定、瞄准、跟踪、发射……只
见他稳稳摁下按钮，一枚导弹喷着烈焰
呼啸升空。
“轰”的一声，靶机空中解体。
他叫杨强，四级军士长，东部战区陆

军某基地防空连某导弹分队分队长。他
以所有项目全部拔尖的优异成绩被选拔
参加实弹射击，并作为发射单元第一个
首发命中的骨干，荣立三等功。
“导弹精兵”的称呼，由此在部队传

开！
然而今年以来，他的工作任务却转

换成当“师傅”了，为何？
“当一名合格士官不容易，要不断提

高能力水平，努力做大师傅，带出好徒弟。”
习主席对士官队伍建设提出殷切希望。

这也是杨强的座右铭。“一个强不
算强，个个强才有战斗力！”部队改革调
整中，他主动申请担任某型导弹教学骨
干。

该型导弹是便携式地空导弹，负重
训练是基本功，训练时需要肩扛 30多斤
的导弹盯住空中目标一动不动。

列兵曾俊智是杨强带出来的“进步
之星”。受体重和个头的影响，曾俊智曾
经连一个单杠都拉不动。刚开始负重训

练时，曾俊智只能坚持一两分钟，现在
25分钟定型已经不在话下。

要想给别人一瓢水，自己得有一桶
水。
“肯定没错，我在原单位都这样练一

年了。”
“你绝对错了，不信查新大纲。”
今年 3月，学兵开训时，一次操作训

练中，上等兵朱晓晨跟杨强“顶牛”。杨
强随即找来新大纲防空导弹专业部分，
检查标准、扣分细则等，丝毫不差！

打仗训练要活学活用，杨强在教学
组训上把“活”字演绎得淋漓尽致。

杨强所在分队有 3个班，每个班有
一个班长和 9名学兵。训练初期，杨强
发现3个班的训练水平参差不齐。
“3个班能不能实现优势互补？”那

几天，杨强整天琢磨这个事，分析比较各
班优势和短板，然后召集骨干研究讨论，
提出了“流水式”教学组训模式。

三班的列兵曾俊智军事素质底子
薄，打破建制后，他跟一班长施华栋学原
理，跟二班长张勇鹏学操作，跟着自己所
在班班长黄昱皓学跟踪瞄准，两个月下
来3个课目考核成绩全部优秀。

灵活的组训模式大大提高了训练质
效。提前完成全部训练课目并考核合格
后，杨强又向实战化训练发起进攻。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教！”基地良好

的教学条件，让杨强有充足的精力钻研
教学组训。

搜瞄训练中，杨强采用战场音效等
各种方法加大干扰力度；甄别敌机训练
中，他更换蓝色、白色、混合色，阴云、乌
云、火烧云等各种背景，还采用敌机俯
冲、爬升、迎面、侧面、尾离等各种形式加
大训练难度……

乐作铺路石，甘为人之梯。该基地
领导告诉记者，让杨强这样的“尖子”成
为“种子”，在军营生根、开花、结果，部队
建设事业就能不断迈上新台阶！

左上图：杨强在训练中。

陈东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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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范俊、特约通讯员唐继
光报道：经过“结对师傅”上士班长杨
锋的悉心帮带，步枪射手、列兵侯天强
在最近一次射击考核中，5发子弹打出
47环的好成绩，被评为连队“周训练之
星”。这是近日新疆军区某师开展“师
带徒”活动的一个缩影。该师充分发
挥士官骨干酵母作用，采取专长任教、
互补结对的办法开展“师带徒”活动，
提升补差训练的质量效益。

师傅精准帮，徒弟进步快。某团
坦克驾驶训练场上，七连上士刘中春
认真为上等兵林学良传授驾驶坦克通
过“双直角”限制路的动作要领。刘中
春曾多次在上级组织的专业考核中取

得全优成绩，在“帮带人”遴选过程中，
他与其他数十名通信、射击等专业的
技术能手一起脱颖而出。在结对帮扶
中，刘中春把自己总结的“三避免、一
及时”等坦克驾驶技巧传授给林学良，
使其训练成绩得到提高。

为调动官兵参与“师带徒”活动的
积极性，该师明确规定，被帮扶战士在
比武考核、职业技能鉴定和重大演习中
表现突出、取得优异成绩，可与其“结对
师傅”一同接受表彰奖励，并在评选先
进、立功受奖、士官选取时予以优先考
虑。前不久，在该师某团组织的军体运
动会颁奖仪式上，有 3名“结对师傅”与
取得名次的“徒弟”一同登上领奖台，激

发了官兵“比学赶超”的热情。
“师带徒”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士

官骨干的酵母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训
练有弱项的战士补齐了训练短板，负
责帮带的士官提升了组训任教能力。
据介绍，该师开展“师带徒”活动以来，
已有 200余名战士摘掉了“后进”的帽
子，部队基础训练合格率较以往有明
显提升。

新疆军区某师积极发挥士官骨干酵母作用

师带徒，互补短板提升训练质效

本报讯 记者张放、通讯员刘一波
报道：日前，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派出两支
心理服务队深入基层开展心理巡回服务
工作。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心理服务
除安排心理拓展游戏、心理健康测试等
内容外，还重点增加了应对危急情况、适
应战场环境的心理训练内容。
“心理服务工作不能只停留在疏导

情绪，保健康、保稳定的层次，更要对接
战场，向备战打仗聚焦发力。”据该中心
领导介绍，他们在强化经常性心理服务
工作中，结合正在开展的纠治和平积弊

活动，查找出部分官兵心理承受能力弱、
心理素质与战场环境不相适应等问题。
对此，心理服务队在做好日常心理健康
服务的同时，多措并举强化官兵战场心
理适应能力。

他们通过理论讲解，让官兵了解面对
战场产生紧张、恐惧等心理的原因和危
害，从源头上增强官兵的勇气；通过实物、
声音、影像等手段模拟逼真的战场环境，
设置受伤、受困等多种情景，开展适应性
心理训练，强化官兵从容应对危急情况的
心理素质。他们针对每名官兵心理状况

进行详细测评，逐一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对存在心理问题的官兵展开一对一强化
训练，加强跟踪测评，确保服务效果。

在某汽车团一连模拟实战环境下心
理防护训练现场，心理服务队专家以“运
输途中车队遭遇空袭”为想定背景，随机
给出“山体出现塌方”等条件，要求官兵
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的同时，快速做出
正确的选择。测试结束后，官兵感慨地
说：心理上适应战场，是能力适应战场的
前提。经过这样的心理强化培训，我们
打胜仗的信心更足了。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着力强化官兵战场心理适应能力

心理服务对接战场需求

8月 5日，火箭军某基地举行群众性
练兵比武颁奖典礼。当该基地所属应急
处置大队上等兵曹振胜用缠着纱布的双
手，从一位将军手中接过破纪录荣誉证
书时，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就在前一天，曹振胜在“单杠二练习
卷身上”项目比武中创下 274 个标准动
作和在单杠上坚持125分钟的纪录。

那天，比武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来
自 10个单位的官兵摩拳擦掌，每次纪录
刷新都伴随着阵阵喝彩。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比到最后，单
杠上只剩下曹振胜上下起伏的身影，大
家陷入一片沉寂，只能听见这名上等兵
沉重的喘息声。

曹振胜咬紧牙关，体能训练服早已
湿透，汗水顺着黝黑的脸颊不断往下

滴。只见他深吸一口气，费劲地从单杠
上翻卷下来。就在大家以为他快要坚持
不住时，曹振胜忽然发力，再次卷身而
上。
“200！”裁判员激动地高声报出数

字，现场刹那间沸腾，战友们发出阵阵惊
叹和呐喊。
“振胜，还能做吗？”班长槐二猛关切

地问。
曹振胜颤抖着胳膊，高声答道：

“能！”
话音刚落，曹振胜手臂再次发力，又

连续完成 5个标准动作。槐二猛蓦然发
现，曹振胜紧握单杠的双手沁出一丝鲜
红的血。
“振胜！你受伤了？快下来，别撑

了！”槐二猛心疼地大声喊道。他对这个

兵太了解了：训练起来次次练习都加码，
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

曹振胜不断翻卷身体，仿佛没有听
见班长的催促。槐二猛忽然想起，比武
前曹振胜曾问，电视剧《士兵突击》里许
三多的单杠纪录是不是 333个？“那是拍
戏啊，小子！”看着单杠上的身影，泪水模
糊了班长的视线。
“271——，272——，273——”战友

们齐声为曹振胜报着成绩。
“274！”纪录终于定格在这个数字，

大家上前扶住从单杠上落下来的曹振
胜。将军望着被一大帮人簇拥着的可爱
战士，眼眶也湿润了。

一张双手血肉模糊的图片，刷爆了
官兵的“朋友圈”，“274 的感动”还在演
训场上延续……

从将军手中接过破纪录证书
■王洪续 廖丹阳 朱 伟

本报讯 李正超、杨光报道：渤海
湾畔，烈日炎炎。空军战机超低空掠
海突防实施对地攻击，防空兵部队巧
设防空火力网接续抗击……日前，第
79 集团军某防空旅与驻地空军航空
兵某部联合展开“面对面”空地对抗
演练。这是该旅紧盯新大纲进行新
战法演练，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的一
幕。

防空兵与航空兵堪称一对“战场
天敌”。该旅去年参加跨区演习，在陆
空对抗中暴露出一些不足。“以‘假想
敌’代替真对手，存在实战与训练、战

术与技术脱节情况。”走出演兵场，旅
领导主动联系驻地友邻空军航空兵某
部，协商建立合作训练机制，针对短板
弱项，通过“情景再现”模式进行重点
“补差”。

据悉，双方建立互通“训练计划、
飞行时间、敌我态势”机制，航空兵某
部采取“高空佯动、低空突防、迂回侧
击、双机并行、多向突击、释放干扰”等
战术手段，为该旅训练提供真实目标
空情及复杂电磁环境。

双方不断调整战斗部署，该旅进
行对空侦察、干扰与反干扰、目标锁定

训练，航空兵某部提升规避防空侦察
和反锁定能力。双方利用该防空旅自
主研发的“战场三维综合态势系统”进
行态势监视和战斗评估，及时组织复
盘总结，不断探索训练规范。

着眼落实新大纲中突出防空作
战力量联合训练的要求，双方在“信
息保障、侦察预警、信火抗击”等联合
专项行动演练课目中，进行互联互
通，提升空情共享、整体抗扰、信火一
体等作战能力。目前，该防空旅已探
索出 1 项战法成果，攻克 3 个训练难
题。

第79集团军某防空旅与空军某部常态开展互为对手训练

面对面，空地对抗锤炼打赢能力

本报讯 记者李建文、特约记者
郝茂金报道：“车队遭‘敌’袭击，2名
司机受伤，立即救治伤员……”日前，
北部战区空军某司训大队组织带有
战术背景的长途拉动，全面检验新训
驾驶员的战备状态和保障能力，在近
似实战环境下领取通往战场的驾驶
证。
“严格执行实战化标准，把战术

训练与考核内容贯穿全过程，目的
就是让新训驾驶员毕业即可执行任
务。”该大队代理大队长董政新介
绍，此次拉动严格落实新大纲要求，
突出全员全装全流程全要素，长途

机动跨越 3个省区，单车行驶近 2000
公里，突出选择高速、乡镇、山地等
道路摩托化机动，沿途设置道路被
毁、防敌机侦察、遭敌袭击破坏、夜间
灯火管制等 13 个战术课目，锤炼新
训驾驶员应急避险意识、临机处置能
力。

记者跟随班长刘庚申坐上运输
车，执行物资运输任务。车队刚驶出
营区，就接到“前方道路发现敌行踪”
的特情通报。只见刘庚申带领新训驾
驶员立即研判地图，选择一条崎岖的
山路隐蔽机动。在完成伪装防护、更
换爆胎等课目后，5台运输车按时抵达

指定地点。
“上车会驾驶，下车能战斗，未来

战场需要一专多能的驾驶员。”此次拉
动全程自主保障，除考核长途驾驶和
战地驾驶外，增加野营野炊、战伤自救
与互救等实战化内容，减少指挥员干
预，加大导演部临机导调，放开新训驾
驶员自主处置的手脚，逼着新训驾驶
员发挥最大作战潜力。

一路拉动险情不断，催生实践新
课题。每天机动结束后，他们对照作
战任务、实战要求分组开展研讨，围绕
10余个矛盾问题展开专攻精练，提升
新训驾驶员技战术能力。

北部战区空军某司训大队着眼实战需求培训驾驶员

实打实，砥砺新训司机驾驶硬功

8月4日，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山地夜战训练，锤炼实战能力。 何成桂摄

（上接第一版）

“做铆在平凡岗位的螺丝钉”

学习英雄事迹，激发强军担当。已有 25年军龄的陆军第
79集团军某部一级军士长廖昌林，正在给年轻的武器系统技
师演示军械维修课目，衣服上沾满油渍。他说：“离退役还有
几年，但只要在部队一天，我就要像王继才那样，做一颗铆在
平凡岗位的螺丝钉，把车、电、焊、刨这些维修技能传给更多
人。”

空军某部台站长国兆霞和妻子孙丰美，已在某山区值守
电台多年。孙丰美说：“我们的情况和王继才夫妇很相似，
习主席的关怀给了我们很大的激励，我们也要守好电台，做爱
国奉献的模范夫妻。”

中部战区陆军某防空团三级军士长任广新在航模操纵手
岗位上一干就是 19年，始终安心本职、默默奉献。在团里组织
的“我向王继才学什么”群众性大讨论中，他说：“王继才身处

平凡岗位，却把一生奉献给了国防事业，我要以他为榜样，继
续履职尽责。”

在每年封山期达 8个月的红山嘴边防连，习主席的重要指
示传到哨所后，官兵备受感动。连长哈志麦说：“哨位就是战
位！身处雪海孤岛，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我们就是铆在
边境线上的‘界碑’。”

第 82集团军某旅副营长侯国领，曾为了提高军事训练成
绩，扛着 80斤的沙袋跑步加练，3个月跑坏 6双胶鞋……他深
深懂得如何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一个奋斗者。如今，他正带领
队员在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8”野战炊事项目的比
拼。他说：“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全体队员增添了巨大动
力，我们一定当好‘铁军传人’，全力拼搏，为祖国争光，为部
队添彩。”
（本报北京8月8日电 记者朱宏博、宫玉聪、余金虎，特约

记者晏良、熊永岭、周启青，通讯员陈倩、任浩、王子冰、潘建
伟、茅欣鹏、谷珊、郭龙佼、肖承槟、黄远辉、陈洁、遇际坤、孙成

成、李锦、易文豪、相甲奇、刘坤厚、李绍尉等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