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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国庆节期间，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举办集体婚礼，8对新人在战友和亲属

的共同见证下步入婚姻殿堂。在互致结婚誓词环节，机务大队特设师王超手持书

信，向妻子王婉萍动情告白，新娘难掩激动和喜悦，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张 筝、蒋昌荣摄影报道
幸福的泪水

主题教育大家讲

自 10 月 1 日起，嘹亮的军号又
在 大 江 南 北 的 座 座 军 营 中 重 新 响
起！说起咱连的司号历史可谓由来
已久，早在 1927 年，我连在八一南
昌起义中诞生的时候，连队就编有
司号兵。90 多年来，“红色司号”伴
随着我们连队，经历了大小千余次
战斗，凝聚了前辈们宝贵的精神财
富。现在握在我手中的这把军号，
就曾见证了我连历史上最为惊心动
魄的一场硬仗。

1946 年 8 月，血战吕庄时，我连
作为先锋连，第一个向吕庄围寨发起
攻击。面对敌王牌部队，全连 104 名
勇士战至最后仅剩 6 人仍英勇杀敌。
司号员王大斌为了保护受伤的连长，
被手榴弹炸断了左腿，他拖着血肉模
糊的伤腿，吹响冲锋号继续向前爬
行，终因伤势过重，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至死，他仍紧紧地攥着手中的军
号，保持着冲锋的姿态。

战斗过后，连队被授予“吕庄英
雄连”荣誉称号。为了缅怀牺牲的战
友，大家将司号员王大斌用过的军号
珍藏了下来。从此，这把沾染着我连
革命先辈鲜血的军号，成为连队强化
官兵号令意识、砥砺敢战血性的生动
教材。

继承先辈荣光，奏响冲锋号角。
1950 年，连队响应毛主席“进军西
藏、不吃地方”的号召，爬雪山、
过草地、涉险滩，经历大小战斗 20
余次，不断取得胜利，最终把五星
红 旗 插 上 了 喜 马 拉 雅 山 ， 被 授 予
“进藏先锋连”的称号。老连长郄晋
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进军西藏
千难万险，可一听到连队的冲锋号
角，想起党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
援，信心倍增，就没有什么克服不
了的困难。”

军号对于军人，有着特殊的含
义。战场上，军号阵阵鼓舞着冲锋陷
阵的决心；平日里，军号声声催生着
令行禁止的作风。尽管战争形态发展
至今，军号的指挥通信功能逐步弱

化，但它对正规部队秩序、营造备战
打仗氛围、强化官兵号令意识等方面
仍有着独特作用。

去年，改革强军号令催征，我
们又一次作为先锋连，转战千里移
防边陲。移防号令下达那一刻，全
连官兵不谈条件、不讲困难，打起
背包就出发，成为全旅第一个全员
全装到达、最先展开适应性训练的
连队。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正是凭着
一茬茬官兵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号
令意识，连队才能在一次次重大考验
中不负众望。“特级战斗英雄”郑维
和、二等功臣冯琦、“优秀基层主官”
吴小欢……这些不断涌现出来的忠诚
卫士、强军标兵，就是连队听从号
令、勇当先锋的代表。

今天，让我们再次吹响冲锋的号
角，大声唱响“听吧，新征程号角吹
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
（张石水、本报特约记者杨 磊整理）

上图：该连放置在荣誉室的“传

家宝”——解放战争时期使用过的

军号。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
■第76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指导员 潘 敏

授课背景

10月1日起，全军全面恢复播

放作息号。明年8月1日起，全军

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司号制度的恢

复和完善，在强化号令意识、传承

红色基因、推进正规化建设和提振

军心士气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对于“为什么恢复司号

制度”“我军司号制度经历过怎样

的历史沿革”等问题，不少年轻官

兵仍然认识不清或存有疑惑。为

此，第 76集团军某旅“红一连”

指导员潘敏结合“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请”

出了连队“传家宝”——老司号

员、“吕庄英雄”王大斌牺牲前使

用的一把军号，给全连官兵上了一

堂生动的教育课。

课堂回放

深秋时节，燕山脚下，中部战区
空军地导某营射击指挥演练激战正
酣。履新仅一个月的指导员马天翼接
替“阵亡”的连长进行指挥，成功带
领全连官兵“秒杀”对手。

走出兵器舱，马天翼长舒一口
气：“原本担心自己短时间内难以掌握
指挥流程，没想到新体制下扁平化指
挥效益明显，缩短了指挥时间，减小
了操作难度，就像为我们打通了‘任
督二脉’。”

对马天翼的这番话，该旅保障部
部长张涛深有感触。几年前，时任
营长的张涛率队赴西北参加体系对
抗演练。当时，“敌机”从侧方袭
来，捕住目标的张涛志在必得。然
而，指挥员下达的发射指令，通过
群指挥所到团、营两级指挥所，再

到战斗岗位，每个环节耗时数秒，
等发射车接到指令，“敌机”早已逃
之夭夭。
“打击的时间窗口本来就小，哪经

得起这么挥霍？”回忆起当时情形，张
涛不由得抬高了嗓门，“再加上群、
团、营指挥所分散布置，距离、天
气、设备端口质量都可能产生通信延
迟，这得耽误多少时间？”

营火力单元的情报从指挥链下游
往上游传递，经常在团这一环造成信
息延迟。去年部队编制调整，旅营体
制下，技战术对接实现了“面对面”。
张涛直言：“少一个层级，仅打击这一
环节，至少节省几秒。”

几秒，能发生什么？马天翼介
绍，以世界典型的第三代战斗机为
例，按其巡航速度，三五秒就能飞出 1
公里多，足以让敌机钻进地面武器系
统盲区。

几秒不过一瞬间，对于地空导弹
部队而言，却意味着生与死。尤其在

未来战争中，一个个几秒节省下来，
才能赢取巨大的时间红利，获得更大
的打击窗口，最终快敌一步、胜敌一
筹。

新体制下，带来的不只是“数秒
之变”。马天翼粗算了另一笔账：旅营
体制下，作战时相关会议要少几个，
营一级接收文电要少几份，指挥车辆
要少几台，保障人员要少几人……

高技术兵种打的是系统仗，既争
速度，也拼保障。旅政委陈明华介
绍，基于信息系统的未来战争，指挥
链条越长，指挥保障就越复杂，可靠
性就越低。一个小差错，就可能在多
层指挥中被不断放大。“如今的旅营指
挥模式，点对点指挥更加可靠，差错
率大幅降低。”陈明华说。

新体制释放“打赢红利”。夜已
深，该旅官兵依旧步履匆匆，大家心
中早已形成一个共识：想要在未来战
场节省出更多的“几秒”，还得靠本领
高强！

结束为期 5个月的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预提指导员班培训，中部战区空
军地导某旅新任指导员马天翼一回到部队，便在新岗位上体会到防空作
战演练非同以往—

新体制释放“打赢红利”
■汪子健 高思峰

本报讯 赵磊、刘文龙报道：“减
少了评比竞赛，我们不再疲于应付，
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中去了。”10月
中旬，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召开行
政办公会，精简 5项无益于战斗力建
设的评比竞赛，赢得官兵好评。

前不久，为增添某项工作特色，
该旅机关业务部门制定了包含知识竞
赛、板报评比、微视频创作等一系列
配合活动计划方案，并随即下发基
层。没承想，在不久后的双向恳谈会
上却遭遇官兵吐槽。随后，该旅在进
一步调研中发现，部分评比竞赛内
容形式多有重合、缺乏新意，与相

关 工 作 关 联 度 不
高，不仅降低了官
兵参与热情，也影
响了正常的训练和
生活秩序。

“无益于战斗力建设的评比竞赛本
质上也是‘五多’的衍生品，势必冲
击中心工作落实，让官兵陷入虚耗。”
该旅政委文林介绍，他们随即梳理年
度计划安排的各类评比竞赛，通过强
军网、首长信箱等平台搜集官兵意
见，对旅、营、连三级的评比项目进
行整合，精简了 5项形式雷同、“含战
量”不高的评比竞赛，确保官兵全身

心投入到学习训练当中。
与此同时，他们还举一反三作出

相关规定：精简各级会议，工作日无
特殊情况本级不得召开临时性会议；
对文电通知进行“过滤”，凡与基层工
作无关的一律不再转发；在季度量化
评比中加大战备考核检验、训练效果
评估等 8项指标的评分比重，为基层
减负的同时树立鲜明的战斗力导向。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聚焦“含战量”精简评比竞赛

新闻观察哨

本报讯 李赞、韩文卿报道：差
旅费报销流程简洁易懂，福利待遇发
放一目了然，住房公积金贷款办理清
晰明了……9 月下旬，第 83 集团军某
旅印制“明白卡”下发基层，让官兵
到机关办事不再犯难。

该旅驻地分布相对分散，加之官
兵对个别事项办理流程不明晰、准备
材料不齐全等因素，导致基层官兵去
机关办事多走不少“冤枉路”。了解这
一情况后，该旅领导要求机关各科室
在广泛听取基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
总结梳理出本部门相关业务办理程
序，一套流程明晰、简洁易懂的“明
白卡”应运而生。

笔者翻阅“财务明白卡”看到，
三折页的彩印纸上清晰地罗列了工资
发放、报销审批、休假退伙等 19 项
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业务，每一项都

详细说明办理流程、所需材料、审批
时限、责任人等相关信息。该旅士官
江华龙计划在家乡贷款购房，原以为
部队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程序繁琐、
审批周期长，担心贻误购房时机，考
虑选择利率较高的商业贷款。“财务
明白卡”下发后，他按照卡上办理住
房公积金贷款的步骤说明一次性提交
所需材料，最终仅用 3 周时间便完成

了审批。
“自从机关下发了‘明白卡’，来电

话咨询业务的少了，因上交材料有问题
被退回的更少了。”该旅财务科科长蒋
启光告诉笔者，一
套“明白卡”在方
便基层官兵的同
时，也明显提高了
机关办事效率。

第83集团军某旅

推出“明白卡”提升办事效率

本报讯 孙德生报道： 9 月 下
旬，第 82 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开展
实兵实装连排战术考核，与以往不
同的是，此次考核每个车组都比规
定参考人数多了一人，而这多出的
一人，便是该营为各车组安排的随
车观察员。
“只有让导调员最大程度掌握考

场上的各种情况，才能最大限度导
出实战效果。”该营营长郭继业向笔
者介绍，过去的连排战术考核，由
于导调员数量有限，无法对每个车
组全程跟进评估督导，成绩评定难
免失真。

为此，该营依托持有导调资格证
的官兵对有经验、会指挥、懂训练
的 干 部 及 士 官 长 开 展 相 关 业 务 培

训，通过创新运用案例教学和场景
再现等方法，助力提升培训质效。
与此同时，他们要求每名随车观察
员在考前充分掌握参考各车组的训
练成绩、偏项弱项、作战习惯等信
息 ， 协 助 导 调 员 随 机 构 设 作 战 背
景，临机明确作战任务，准确评判
考核成绩。

“扣分项都是自己的短板，虽然
成绩不理想，但确实发现了平时训
练中的漏洞，这一仗我败得心服口
服。”走下考场，步兵连排长魏超感
慨 道 。 据 了 解 ， 此 次 考 核 设 置 搜
索 、 侦 察 、 警 戒 等 6 大 项 17 个 课
目 ， 整 个 过 程 环 环 相 扣 ， 紧 贴 实
战，极大锤炼了官兵打赢硬功。

第82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

导调员有了好帮手

营连日志

转隶一年回头看

10月 10日，武

警天津总队新训三大

队新兵走进执勤三支

队史馆，聆听战斗故

事、瞻仰英雄雕塑，感

悟光辉历史、传承红

色基因，努力系好军

旅人生第一粒扣子。

图为讲解员为新战友

讲述支队官兵参加天

津港“8·12”特别重

大火灾爆炸事故救援

的感人事迹。

刘春辉、王 良

摄影报道

兵之初

军魂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