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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

秋风乍起，草深林密，第 82集团军
某合成旅一场实战化演练激战正酣。
突然，行军纵队中，一辆新型指挥车冒
起了浓重的黑烟。
“加温器故障！”车组排查后随即上报

检查结果。演练任务分秒必争，指挥车尤
为关键，倘若不及时排除故障，就可能贻

误战机。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然而装备型号新，现场立刻修好的

难度大，有人提议请工厂专业维修技师
来支援。
“打仗只能靠自己，我来试试。”关

键时刻，一级军士长蒋海波站了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满脸油污的他终于
从车下钻了出来，指挥车恢复正常。
“一块好钢，必经千锤百炼！”目睹

蒋海波的又一次精彩表现，该旅旅长王
爱献感慨万千：从军 25载，蒋海波随着
部队调整改革，一次次转岗，但那股不
服输的劲头却始终没变。

1993 年 12 月，蒋海波参军入伍，成
为一名驾驶员。同批战友中，有的入伍
前有驾驶经验，有的学习过与车辆相关
的理论，学历、技术都比他高。为缩小
差距，蒋海波整天“泡”在战车里，换挡
的右手虎口磨出厚厚的老茧，常踩油门
和刹车的右脚也出现习惯性点颤，驾驶
技术却日益娴熟。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后，蒋海波
不仅被选拔参加国庆 50周年大阅兵，而

且作为单车驾驶员代表，向军委首长汇
报演示难度极高的某装甲车驾驶课目。

从阅兵场载誉归来，组织上根据岗
位需要，安排他转任维修技师。

此前的维修技师岗位都是由专业技
术干部担任。蒋海波作为当时全旅首名
士官技师，面对新的专业，一切从零开
始：理论背记，他经常通宵达旦；实装操
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开小灶”……

就在蒋海波维修技能日渐精熟时，
他又被选拔进某数字化装备改装组。然
而，上岗第一天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那天，蒋海波跟着师傅学操作，一会
儿拿错零件，一会儿装错位置，急得满头
大汗。师傅看着蒋海波手忙脚乱的样
子，毫不客气地说：“这么复杂的装配，你
还差得远。”

深受刺激的蒋海波为尽快掌握装
配要领，用笔记下一个个零件的名称，
并反复模拟师傅的装配手法。数字化
装备零件数量多，有的比米粒还小，对
装配精度和质量要求极为苛刻。任何
一个零件装配出错，都可能导致整台装

备出现故障。为将所有步骤熟记于心，
蒋海波白天在车厂进行实装操作，晚上
则到学习室背记相关定义、参数。

凡事就怕认真二字。6个月后，蒋
海波再次进行装配，放垫圈、安螺母、接
电线……近百个零件在他手中完美组
合成一个整体，连一旁的师傅也向他竖
起了大拇指。

如今，蒋海波由于部队改革需要，
又一次放下“老本行”，担任全旅某新型
坦克的驾驶教学骨干。43岁的他依然
每天和十八九岁的新驾驶员摸爬滚打
在一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寒来暑往，从军 25载，蒋海波先后
保障过重大演习 10余次，驾驶坦克超过
1600 小时，维修各类装备车辆，为部队
节约经费20余万元。

随着军队改革不断深化，高、精、尖
装备陆续配发部队，蒋海波也面临着新
的挑战。车辙深深，这位老兵的练兵备
战之路还在延伸……

左上图：蒋海波在训练中。

冯 鹏摄

从军25载，岗岗出彩。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一级军士长蒋海波—

车辙见证，转型路上排头兵
■冯 鹏

某单位召开民主生活会，一位领导的发言材

料被退回要求重写。原因在于：自我批评触及问

题不深入、不具体，不是揭短亮丑，而是“自我打

扮”。很显然，这样的自我批评是变味的。

领导干部开展自我批评，既是向组织讲真

话、交实底，主动接受监督的重要方式，也是反思

改进、锤炼党性的重要方法。正因此，自我批评

必须是自觉深入、实事求是、一鞭一条血的。把

自己的问题拿到桌面上来，有什么问题就谈什么

问题，什么问题严重就重点剖析什么问题，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教育自己、提高自己。如果遮遮掩

掩，用所谓“光荣的缺点”来敷衍应付，自我批评

就会走向假虚空，甚至成为变相的“自我表扬”。

“有的领导干部作自我批评，非但没谈问题，

反倒像是在化妆，给自己塑造更好的形象。”本是

严肃深刻的自省，却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是因

为少数领导干部在自我批评时玩了花样。他们

或挑一些无关痛痒的小毛病大讲特讲，对存在的

实质性问题却避而不谈；或归咎于客观条件不

好，百般辩解自我开脱；或借自我批评兜售私货，

以表扬上级代替自我解剖，等等。留有余地、躲

躲闪闪，对自身的问题搞选择性展示，说到底是

私心作祟。

领导干部并非生活在真空中，身上难免有缺

点，工作难保无失误。特别是一些思想和作风上

的“疾病”，非得亮出来，个人努力与组织监督、群

众监督相结合，才能有效治愈。内疾外显，领导

干部存在的问题，他人或多或少能捕捉到蛛丝马

迹，自认为病在自身、外人不晓，像鲁迅所描绘

的，“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糊涂，误认

他为肥胖”，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防止用‘自我批评’把自己打扮得更美”，老

一辈共产党人曾有此告诫，并表现出对待错误应

有的正确态度。解放战争期间，西北野战军曾穿

越沙漠与敌作战，官兵干渴难耐。彭德怀吃了口

管理员送来的水灵灵的黄瓜，当得知战士们没有

时，他要求马上把黄瓜都送给伤病员吃。随后，

彭德怀向习仲勋作了自我批评，并召开团以上干

部会作了检讨，深入剖析自己身上的官僚主义错误和危害。这种高洁的品质、过

硬的党性，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伤口见光易好，伤口捂着易烂。做一名合格党员，必须拿出抛开面子、揭短

亮丑的勇气，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切实把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用好。

须知，只有时刻准备改造思想，严于解剖自己，认真检讨和反思缺点错误，才能

真正与缺点错误一刀两断，从而获得更大进步。

（作者单位：武警锦州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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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1日，第 76集团军某旅

组织坦克分队进行编队机动、队形

变换、克服障碍等课目训练，提升部

队实战能力。

朱 斌摄

本报讯 胡津铭、李杰报道：主题活
动的形式不够活泼，难以直抵青年官兵
的内心；学习教育引经据典的内容多，切
合官兵现实思想的话题比较少……近
日，武警湖南总队张家界支队在强军网
上晒出 15条党日活动存在的问题，并列
出逐一破解问题的方案，赢得官兵点赞。

此前，该支队机关检查发现，个别党
支部把党日活动当作“自由活动”，安排比

较随意，活动效果也不尽人意。为此，支队
党委结合部队任务实际研究制订《党日活
动开展实施十项措施》，他们抓住青年官兵
特点，利用网络直播等平台创新活动组织
形式；将党员参与活动情况纳入考评，对无
故缺席或迟到的党员进行谈话提醒，对累
计3次“违规”的党员酌情进行处理。
“接下来请大家跟随画面，我们将前

往湖心岛瞻仰红船，追寻我们党梦想起

航的地方……”在家休假的浙江籍战士
张陈来到嘉兴南湖红船，通过手机直播
给千里之外的战友们讲解红色文化，共
同接受精神洗礼。

党日活动充实效果好，官兵练兵备
战热情高。前不久，在“魔鬼周”极限训
练中，该支队的党员突击队攻坚在前，圆
满完成多目标快速射击、山林地捕歼战
斗等 30余个课目训练。曾在总队预备
特战队员集训中荣获突击专业第一名的
参训党员张帅说：“打开支队党日活动微
信群，看见大家一条条有益建议、鼓劲留
言，不由得心生力量。”

武警湖南总队张家界支队针对青年官兵特点开展组织生活

党日活动有了网络直播平台

本报讯 胡瑞智、夏昊报道：近
日，黄河南岸，一场复杂电磁环境下的
实兵对抗演练打响，中部战区陆军某
旅与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围绕侦察与
反侦察、跟踪与反跟踪、欺骗与反欺
骗、对抗与反对抗等课题频频出招，锤
炼部队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战场适应能
力、生存能力和保障能力，探索跨军种
联合实战化训练机制。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但复杂

电磁环境怎么建，电磁攻防怎么打，部
队过去一直在唱‘独角戏’。”该旅旅长
姬世峰坦言，以往由于训练资源短缺，
兵种部队难以独立构建复杂电磁环境，
很多对抗性课目训练不便展开，一些课
题研究也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未来作战，联则强、合则胜。为
此，两支部队打破军种壁垒，先后数十
次沟通协调，共同设计近似实战的演
练方案。该旅邀请战略支援部队某基
地的专家围绕复杂电磁环境基础理
论、干扰与反干扰作用机理、网络攻防
常识等进行授课辅导；战略支援部队
某基地则运用多型干扰设备，构设立
体干扰环境，把“全时段干扰”“全频段
压制”“全方位袭扰”贯穿演练始终，让
该旅时时处于“开机即干扰”“训练即
对抗”的战场氛围，逼迫官兵在“困局”
“难局”中寻求技术抗扰与战术避扰的
最佳对策。

在某高地的演练现场，作为蓝方的
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官兵利用车载式

雷达干扰设备释放强电磁干扰，掩护飞
机实施突防。作为红方的该旅雷达显
示屏上一片“雪花”，四级军士长王彬迅
速判定蓝方干扰模式，不断调整雷达反
干扰措施……每次对抗后，王彬都会在
《作战日志》上详细记录反干扰措施和
应对效果。他坦言，如此高强度的红蓝
对抗演练机会来之不易，他要把这些信
息录入数据库仔细研究，总结梳理破敌
之法。

据了解，红蓝双方通过能力检验、
认知训练、战术对抗、综合演练 4个环
节，先后探索出“梯次阻击”“立体防
护”等多种战法，收集上千条训练数
据，为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作战提供
数据支撑。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与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开展对抗演练

探索跨军种联合训练机制

本报讯 李康、奥翔报道：金秋时
节，新疆军区某师组织百余名官兵开
展为期 7天的“魔鬼周”训练。参训官
兵在野外陌生地域，参加七天六夜的
跨昼夜、快节奏、高强度训练，锤炼体
能、技能和抗压能力。

这是该师首次组织“魔鬼周”训
练。他们采取战斗竞技的办法组成 7
支队伍，将队员拉至野外陌生地域，在
七天六夜的连贯考验中，检验官兵走、
打、吃、住、藏等综合作战能力。

训练中，每名队员要携带 30公斤
的战斗装具，每天完成 30多公里的行

军，并经受导调组随机给出的各类“敌
情”考验。一天正午时分，队员们经过
武装奔袭到达一处导调点后，累得气
喘吁吁，还没来得及休息调整，就收到
导调组突然给出的“敌情”，小队指挥
员立即组织队员快速处置。
“上一个课目刚结束，下一个课目

立即展开，环环相扣，就是要让大家感
受到战场的突发性和残酷性。”该师作
训科科长鲁卫成说，他们针对每个实
战化课目，都详细制定了评分细则，裁
判员和监督员现场打分评分，让参训
官兵既知道在哪里丢了分，又知道为

何丢分，为下步整改提供参考。
某日凌晨，正在野外宿营的队员

突然遭到“敌人”偷袭。他们临危不
乱，迅速行动，在夜色中向“敌人”发起
反击。经过 3公里的夜间追击后，夜间
实弹射击训练又随即展开。

此次“魔鬼周”训练，在 240多公里
的行军路线上，设置了夜间侦察与报
知、通信装备操作、战场战伤救护、通
过雷区等 50 多个实战化课目。快节
奏、高强度的训练既锤炼了单兵体能
技能，也检验了官兵的野战生存、应急
应变等综合作战能力。

新疆军区某师组织“魔鬼周”野外高强度训练

锤炼跨昼夜连续作战硬功

金秋时节，一场野战输油保障演练
在红土高原某丛林地带展开。记者在
现场看到，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输油管
线大队的战士们带着专业连接扳手，肩
扛手抬短管闸阀，一提二套三扳，一根
根管线随之紧紧咬合，连成一条长长的
“油龙”。

顺着“油龙”延伸方向 10余公里处，
一个宽达 60 多米的山谷阻拦了去路。
然而，该大队官兵并不打算迂回绕行，经
过碰头确定方案之后，他们迅速选点定
位、挖坑埋锚、支起塔架、发射引绳、拉开
钢索……几个小时后，一条输油管线飞
架南北，跨越高山峡谷、穿行沟壑涵洞，
向“战场”挺进。

到达保障地域，记者疑惑地问指挥
员：“管线明明可以沿着公路铺设，为什
么非要翻山跨江，自讨苦吃？”该大队大
队长张玉虎告诉记者，多设难局、险局、
危局，创造逼真战场环境，既是从实战出
发，也是对大队精神的传承。

该大队成立于 1979年，在边境作战
中，面对敌人的火力包围，前辈们克服重

重困难、突破层层阻拦，紧急铺设野战输
油管线 428 公里，输送航空煤油 2万多
吨，成功完成油料前送任务。经此一战，
英勇的管线兵在炮火硝烟里铸就了战天
斗地、勇往直前的管线兵精神。

油料是战争的血液，输油管线被称为
保障战场血液畅通的“大动脉”。面对未
来战场，如何传承管线兵精神，确保“油
龙”畅通？该大队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回
答：战争爆发在哪里，管线就架设到哪里；
战线延伸到哪里，油料就保障到哪里！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近年来，该
大队连续赴青藏高原驻训联演,在高寒
缺氧、风沙肆虐的恶劣环境中，每名官兵
平均每天要承担 2.5吨重的搬运量。管
线穿越河流时，管线兵们跳进冰冷刺骨
的雪水河；途经戈壁时，管线兵们踏进漫
天沙尘的狂风里；钻过涵洞时，管线兵们
爬进暗无天日的下水管……

极寒缺氧条件下长时间高强度训
练，致使很多官兵出现手脚皲裂、嘴唇
乌黑、肩膀红肿的症状。战士们战严
寒、斗风沙、抗缺氧，以勇往直前的精神

驾驭“油龙”翻雪山、越江河，用不屈的
脊梁在世界屋脊架起了保障打赢的钢
铁“大动脉”。

信息化战争中，野战输油管线部队
不仅要在复杂地形条件下将油料源源
不断送达战场，更要在管线遭敌打击、
破坏后能够快速完成抢修，恢复输油，
真正成为打不烂、摧不垮的钢铁运油
线。为此，该大队集中骨干力量，结合
实践探索编写了《野战输油突发情况预
防及处置》手册。

管线遭“敌”袭击、油料泄漏起火、输
油被迫中断……近日，记者在大队组织
的一场抢修演练现场看到，面对熊熊燃
烧的大火，抢修官兵迅速穿戴好防护服，
在多台消防车的配合下，很快将油火扑
灭。随后，已损管线被拆除更换，泄漏油
料被拦截回收，20多分钟后，官兵开阀
启泵，“油龙”恢复畅通。
“手牵油龙走天下，战争动脉坚如

钢，让那油龙越过高山跨过大江，把管线
铺向战场……”演练结束，嘹亮的《管线
兵之歌》响彻山谷。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输油管线大队——

让“油龙”翻山跨江挺进战场
■本报特约记者 付 凯 黄 翊 通讯员 张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