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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永刚、通讯员王
天林报道：近日，首次亮剑高原即打出满
堂彩的火箭军某旅，未经休整再次开赴陌
生地域，展开新一轮对抗训练，一线战斗
堡垒的组织功能在实战中得到进一步强
化。该旅政委郑建勇告诉记者，他们以建
强基层党组织为抓手，提升部队战斗力。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

队强。”学习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
神后，该旅党委一班人形成共识：破解

发展难题，从建强基层党组织着手。为
促进新调整组建后部队合心合力合编，
该旅制订旅党委抓建基层措施，细化各
级党组织的组织功能。旅党委建立“常
委包营、科室包连”挂钩帮建制度，开展
“帮建支部、帮带干部、帮抓骨干”活动，
组织新任党支部正副书记集训、带兵骨
干能力培训，培养一批开展党务工作的
“明白人”和抓建基层的“放心人”。

他们还把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为

衡量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指标，要求
旅党委常委深入一线带头参训督训，机
关干部同步参训、全程参考，成绩不合
格者逐一补考。

随着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该旅基
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党
支部成为组训抓训主心骨。日前，该旅
所有发射单元全部通过实装操作资格
认证，由党员干部组成的 8个发射单元
成为全旅标杆。

火箭军某旅—

依托一线战斗堡垒组训抓训

本报讯 赵凯、王志国报道：探索
新课题、查摆新短板、研究新对策……
前些天，第 81集团军某旅刚刚结束实兵
对抗演练，又紧锣密鼓地展开“火药味”
十足的党委研战议训会。这是该旅将
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转化为练
兵备战实际举措的一个缩影。
“党委班子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

主业，才能提高部队真打实备能力。”该
旅党委书记闫述军介绍，此次演习是部
队调整重组后的首场“大考”。他们深
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

神，按照“以研促建、以议促训”的思路，
对合成旅如何释放新效能、形成新能力
展开研究探索，推动部队由阶段化演练
向常态化实训转变。

透过硝烟看，带着反思议。“战时
参谋业务能力有短板，需在平时细化
完善参谋业务考核标准”“实战化训练
基础不够扎实，要更加注重在险难环
境下锤炼摔打官兵”……笔者在研战
议训会现场看到，参会人员查摆问题
不遮不掩、剖析根源直击要害、提出建
议点面结合，一份囊括下阶段实战化

训练思维理念、方法手段、制度机制等
6 个方面的决定随即出炉。走出议训
会议室，合成一营党委副书记胡强感
慨地说：“既向官兵头脑中的‘和平积
弊’开刀，又为下一步实战化训练确立
新思路，这样的研战议训会既及时又
实在！”

据悉，为让决议落地见效，该旅第
一时间将研战议训会成果下发基层单
位，并按照“督导一线查、整改一线抓、
责任一线究”的方法强势推进，不断提
高部队实战能力。

第81集团军某旅—

瞄准练兵备战靶心研战议训

“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如父母。”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给子女留些家产，以便荫及子孙、泽被

后人。王继才走了，他留下了什么值

钱的家产？王继才的儿子王志国说：

“克服困难的硬骨头，是爸爸留给我们

最大的财富。”

其实，类似的“家产”王继才还留

下了很多：他让孩子来岛上时参加升

国旗仪式，给子女留下爱国的“家产”；

他哪怕借高利贷也不收昧良心的钱，

给孩子留下清廉的“家产”；他严惩偷

改考卷分数的孩子，给后人留下真实

做人的“家产”……这些“精神家产”，

重千钧、抵万金。

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平安进步？

谁不期盼自己的后人事业有成？把子

女培育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家风很重

要，家长很关键。习主席指出，“不论时

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

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

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

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家风醇

正，雨润万物。家风一破，污秽尽来。

王继才给子女留下的既是丰厚的“精神

家产”，更是醇正的好家风。有了这样

的好家风，一个人才能在耳濡目染、潜

移默化、言传身教中健康成长。

成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

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这难那难，如何

战胜挫折，闯关成功，精神力量是“关

键变量”。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王继

才虽然身居小岛一隅，却用常人难以

企及的眼光、胸怀和见识，涵养家风，

教育子女，在言传身教中让子女明白

做人处事的道理。家是温馨的避风

港，也是前行的加油站。亲人一个有

力的拥抱、一句鼓励的语言、一个坚定

的眼神，都是我们战胜困难最大的支

持。我们正是在这一笔笔“精神家产”

传承中，风雨兼程，不断前行。

哲人有言：“精神遗产的多寡决定

着一个家庭和一个民族的未来。”王继

才不仅是一个闪光的名字，更是一座

精神丰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

个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

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正是得益

于千千万万像王继才一样的共产党员

高扬精神的旗帜，“勇往奋进以赴之、

殚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得益于“红船精神”“延安精神”“抗战

精神”等这些我党“精神家产”的发扬

和传承。强国强军征程上，激活“库

存”中的这些“精神家产”，我们就会拥

有战胜艰难险阻的磅礴力量。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王

继才走了，但他并没有远离我们。我

们应倍加珍惜他留下的“精神家产”，

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

求”，永远与“王继才们”一道前行，永

不辍步。

（作者单位：32103部队）

“精神家产”更能泽被后人
——王继才事迹带给我们的思考④

■田明宇

本报讯 郑玺、记者武元晋报道：一
线战斗岗位人员、驾驶员、炊事员、卫生
员，人人都是考核对象；考核内容既有共
同条令又有基础训练课目，既检验分队学
用质量又检验机关组织指导能力；从在营
准备、进场机动到考核实施、回撤返营，全
程都在考核范畴。9月中旬，随着10个先
行连 700多名官兵在青铜峡合同战术训
练基地展开共同课目训练比武考核，陆军
“百连万人”新一代共同条令比武考核第
一波次在北部、南部、西部赛区陆续展开。

陆军参谋部部队管理局领导介绍，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一代共同条令、全面

提升部队管理法制化正规化水平，陆军
专门组织此次比武考核。在组织陆军两
级机关考核的基础上，9月中下旬分 3个
波次、7个赛区多场并行，连续展开部队
层面比武考核，10月中旬将组织院校层
面比武考核，覆盖陆军所有军级以上部
队和院校、百余个旅团单位，近万名官兵
参考。这是陆军领导机构组建以来，受
考单位最广、参加人员最多、组织规模最
大的一次比武考核。

这次比武考核采取陆军机关统一计
划、大单位具体实施、院校牵头裁评、部
队交叉互评的方式进行，设置徒手立正、

连队列、共同条令知识、共同课目训练、
合唱等 5个考核项目和战备拉动、野营
制度落实等 2个检查项目，突出共同要
求全面考、为战抓管实战考、养成塑形规
范考、解决问题深度考等 4个特点，全面
检验陆军部队实战化备战背景下的条令
学用水平。

据悉，比武考核将评选表彰一批学
用条令的优胜机关、优胜单位和先进个
人，激励陆军官兵争当学用条令先进、争
做爱军精武先锋，推动新条令在部队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融入官兵点滴养成，
深度进入部队实践。

陆军组织“百连万人”新一代共同条令比武考核

贯彻落实新条令 塑造陆军好样子

聚焦打赢强化组织功能

党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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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9月21日，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多架战机依次升空，开展战术编队、对抗空战等课目训练。

牛卫锋摄

（上接第一版）

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其实他们没
有谁想过做英雄。试验平台的工作人员
目前有 19名，年龄从 20多岁到 60多岁，
几乎都是抛家舍业。惊涛骇浪中，他们
也都做出了同一个抉择——

冲上码头抢险的高天山回忆说：“得
知平台有危险，大伙自发穿上救生衣，第一
时间就冲了出去。被浪打过几次，我都抓
住了东西，没有掉下去。那时没想过回头，
大家都义无反顾，因为形势非常危急。”

看到被巨浪拍落水中的姜开斌失去
意识，战友黄超富牵住绳索，直接从 2米
多高的码头跳入海里。出水后的黄超富
遍体鳞伤，右耳也暂时失聪。

坠海的规划处副处长孙逊在浪头里
忽隐忽现，车队队长阎堃一下子扑进海
里，死死抱住孙逊。两人在浪涛中翻滚，
被拖上来时，已经浑身瘫软……

日复一日，默默无言。赴汤蹈火，一
念之间。
“你们把命抵出去做这件事，这件事

有多重要你会解释吗？”有人这样问孙
逊。孙逊回答说：“不会解释，我们也不
需要解释。”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道我，

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大

海作和声，唱的正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的军工人。

最后的一念，他们总有牵挂。孙逊
说：“如果当时就再见了，最舍不得的还
是家里，但当时也没办法了。”

那天，落水被救的贾凌军，到七六○
研究所工作仅仅一个星期，他说：“落入
水中时，最想的是家人，觉得亏欠他们
的，还没报答……”

黄群最后想起什么？我们已无法询
问。只是发现在他遗留的一摞工作笔记
下，压着一沓信笺，第一页上誊抄着余光
中的《桂子山问月》：
“黄鹤楼等黄鹤要几时才归来？而

我，汉水是第几滴浪花呢？大江是第几
个浪头？问顶上的半轮，清辉悠悠……”

国有重器，以命护之。

巨浪滔天，海魂依旧

国有重器，以命护之。巨浪滔天，海
魂依旧。

记者细数才知道，12人组成的抢险
队伍中，有 6人曾经在海军部队服役，在
试验平台值班的 4人中，同样也有两名
老兵。

华年已去，他们依然都像是上战场

的战士，冲锋的身影，一如往昔。
虽然不是军营，但走在这里，院区、码

头，处处可见穿着“海魂衫”的人在忙碌。
久居大连，他们不曾忘记，作为甲午

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战场，这里曾有海无
防，备受屈辱。这群爱穿“海魂衫”的人，
都有一个大国海军梦。

1985年，黄群考入当时的华中理工
大学，就读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实习
时，他留下了第一次登上军舰的照片。褪
色的照片上，黄群头戴钢盔，手扶战舰，自
信的笑容挂在年轻、阳光的脸庞上。

大学同学黄东回忆说，毕业前夕，黄
群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军工研究所，迫不
及待地去图书馆寻找资料看。“我说你去
单位后再看也不迟。他却说学的多是通
科教材，早一点看资料能够早一点熟悉
将来的研究领域。”

听闻宋月才牺牲在保护国家某重点
试验平台的一线，老战友、海军某部一级
军士长宋良升痛心不已。他记忆犹新：
当年宋月才执行一次重要任务返回，组
织上原想安排他到上级机关，但宋月才
却坚持要求到一线战斗部队去。
“他不在海上就不踏实。几个月前

我们在一起相聚，当时觉得他的身体大
不如前，劝他别干了。他却说，总得等试

验圆满完成啊。”
宋月才和姜开斌同年入伍，在同一

支海军部队服役。穿着军装，他们风雨
同舟，并肩战斗在一起。脱下军装，他们
又在这个科研院所不期而遇。
“得知有机会从物价部门回海边，姜

开斌真是好高兴哦。”妻子吴春英当时并
不忍心他远走，“我说都是六十岁的人
了，这么个年纪还跑去干什么？他说是
自己选的路，有机会就要走下去。”

老兵的战友们最懂得他们为什么再
次走近大海，也懂得他们为什么冲向风浪。

宋月才的老部下，如今也在平台工
作的孙贺军说，对于水兵来讲，战舰、装
备就是自己的战友，当危险来临的时刻，
谁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台风警报来了，好几次看到他顶风

冒雨去观察平台。”孙贺军 8月 19日当晚
就在码头值班室值班，20日凌晨 3时，看
到宋月才穿着雨衣刚从码头巡查回来。

这个平台，就是老兵的战舰！

星辰大海，征程路远。

神圣事业，江山无限

8 月 26日上午 9时 27分，运送黄群
骨灰的南航 CZ6425 航班，降落在武汉

天河机场。妻子亢群与儿子黄海智，捧
着黄群的骨灰盒与遗像缓缓走出机场，
护送至蔡甸玉笋山陵园安葬。

这一幕，网上直播浏览量达到 200
多万。无数网友在荧屏前向英雄致敬。

而在 8月 24日，黄群追悼会举行的
同一时间，他主持研究的某科研项目顺
利通过有关部门验收。

海滨码头上，来往作业的人们依然
步履匆忙。悲伤总是短暂的，为了国家
重点试验平台，七六○研究所的科研人
员又忙碌起来。

英雄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姜开斌的
一位战友辗转打来电话，表示如果工作
需要，他随时可以前来接替姜开斌的工
作。谈及工作待遇和风险，这位老兵慨
然表示：“这些事情我们看得很淡。”

在海水中挣扎近 2小时才获救的孙
逊说：“那段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经历不会
吓退我，我不会改行，有信心把试验平台
的后续工作做好！”

通往星辰大海的征途上，从来不乏
默默前行的人。

2012年 11月 25日，同样是在大连，
“航空工业英模”罗阳牺牲在歼-15舰载
机成功起降航母的凯旋途中。那一天，
中国航母辽宁舰的汽笛为这位军工人而

鸣响……
那声汽笛，黄群和战友们都曾听

到。那种情愫，黄群和战友们都曾拥有。
在七一九研究所工作了整整 28年，

黄群参与了一批又一批国家重点舰船项
目，工作中曾与黄旭华院士朝夕相处，生
活中也是相邻不远的邻居。

这位为大国铸重器、隐姓埋名 30年
的 94岁老人，是黄群一生的偶像。

有一种选择叫隐姓埋名，有一种誓
言叫此生无悔，有一种追求叫为了祖国。

黄群最后战斗过的七六○研究所，
有一位年过八旬、白发苍苍的付方庭老
人。曾参与完成“两弹一星”重大试验任
务的他，因为工作性质特殊，多次调整工
作岗位。在所里许多年，老人守口如瓶，
默默无闻。

1999年，有关部门费尽周折、多方寻
找，才在七六○研究所找到这位“消失了”
的专家，邀请他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张著
名照片，是付老终生难忘的记忆，也是七六
○研究所科研人员心中永远的图腾——

欢呼雀跃的人群，没有任何一个人
留下正脸，全部都是后脑勺和侧脸照。

他们含泪的眼睛，全都盯着那朵顶
天立地的蘑菇云！

本报讯 赵云桥、特约记者李佳
豪报道：夜幕降临，铁翼飞旋。9月下
旬，第 77集团军某旅一场跨昼夜飞行
训练正在进行，多机型编队、夜间悬停
起落等险难课目轮番上演。该旅旅长
刘钧告诉记者，他们坚持以英模典型
为榜样，锤炼官兵血性虎气，持续为陆
军航空兵转型发展注入新动力。

连日来，中央军委批准增加林俊
德、张超为全军挂像英模的消息在该
旅官兵中引发热议。为进一步营造崇

尚英模、学习英模、争当英模的浓厚氛
围，该旅结合主题教育，开展“学战史、
研战例、忆战功、讲战将”活动，组织官
兵重温英模事迹，学习英模精神。
“生死一瞬，张超烈士心中惦念的

还是舰载机事业。和张超一样，我旅
烈士、飞行员邱光华在牺牲前，心中挂
念的也是战鹰。”9月 21日，在该旅“飞
行员讲坛”上，一级直升机飞行员刘亮
讲述着两位英雄的故事，情到深处，不
禁流下热泪。随后，刘亮立下豪迈誓

言：“沿着英模的航迹振翅高飞，争做
决战决胜的利刃刀锋！”

以英模为榜样，官兵持续掀起实
战化训练热潮。近日，该旅某营转战
青藏高原执行任务。在刚结束的一次
飞行训练中，飞行员刘冰多次遭遇气
流切变。面对险情，他临危不惧，凭借
过硬本领果断处置，为高原低压条件
下作战飞行收集了多组实用数据。刘
冰说，是英模典型的榜样力量支撑着
他冲破湍流，完成挑战。

第77集团军某旅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练兵动力

沿着英模航迹振翅高飞

本报讯 特约记者赵杰报道：当
地时间 9月 21 日上午，正在国外执行
援外任务的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
院高级工程师常陆华，通过网络得知
林俊德院士被新增为全军挂像英模后
非常激动。他随即专门打电话回国表
达自己的感受：“我们在为林俊德院士
感到骄傲的同时，更应当像他一样，主
动为国防科研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

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
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

干。”该院领导告诉记者，这“三不原
则”是林俊德院士生前坚守的科研准
则，如今已成为全院科研人员自觉遵
守的行为守则。据了解，自新调整组
建以来，该院坚持用林俊德院士先进
事迹感召官兵，引导他们自觉将科研
攻关准星瞄向战场，不断推动科研成
果向战斗力转化。

得知林俊德院士被新增为全军挂
像英模时，该院某专项任务试验实施组
负责人吴飚，正在塞外某试验场执行重
大科研项目试验任务。面对艰苦恶劣

的工作生活条件，吴飚动情地说：“无论
是在戈壁还是病榻，林俊德院士对事业
的热情始终不变。他的先进事迹让人
感动，也一直鼓舞着我们不断前行。”

结合“学英雄光辉事迹、走英雄成
长道路”群众性学习实践活动，该院党
委组织开展“向强军英模学习什么，做
科研先锋需要什么”大讨论，引导科研
人员立足本职岗位，为全面实施科技
兴军战略贡献力量。据悉，该院新申
报的 10余项科研设计项目，全部着眼
实战化要求展开。

军事科学院某研究院官兵学习前辈事迹凝聚前行力量

传承英模精神聚力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