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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滇南密林，夜黑如墨，一支全副武
装的队伍敏捷地在丛林中穿行，突然被
一条山涧挡住了去路。
“渡河前进！”在前方带队的中尉不

假思索，轻声下令。
这名中尉不简单。连续 4年被抽调

到侦察兵集训队任教，严格的训练作风
给队员留下深刻印象，他因此被称为
“铁血教头”。他，就是南部战区陆军某
边防旅警卫工化连排长李春。

密林机动、搜索、潜伏等训练课目，
在李春的建议下调整为跨昼夜进行，且
专挑恶劣天气、复杂环境；武装越野考
核，要么坡陡、要么林密，首次摸底一半
以上队员未达及格标准。泅渡、野外生
存等险难课目，李春要求队员“全部优
秀才能毕业”。

一次格斗训练，突然下起瓢泼大
雨，有人建议转入室内训练，李春却
说：“就算下刀子也要按计划完成训
练。”队员们在暴雨中摔打比拼，个个
一身泥浆。
“李教员训练不打折扣、不讲人情，

但我们都佩服他。”在队员眼中，李春从
不给自己降低训练标准，军事素质全面
过硬。

去年 10月，李春组织队员进行野外
生存训练，5天时间每人仅携带一日份
食品，要想在野外生存下来必须就地取
食。李春带领队员采野菜、野果，有时
饿得不行了，甚至靠捕蛇和田鼠充饥，
他不时鼓励大家：“这个课目实战价值
大，再难都要坚持。”

今年初，李春提出开展徒手攀岩训
练，一些队员面对陡峭的崖壁心里有些
发怵。李春第一个攀上山崖做示范，一
边攀爬一边讲解动作要领，大家这才打
消了顾虑，投入训练……

熟悉李春的人知道，他的硬功是在
近乎冷血严酷的训练中磨砺出来的。

2013 年，时任侦察班长的李春，参
加“金鹰 - 2013”国 际特种兵比武选
拔。在强手如林的集训队，李春不占优
势。

为了不被淘汰，他给自己疯狂加
码：精度射击每次必须打完上千发子
弹；10公里武装越野奔袭到水库，接着
进行 3个小时游泳训练……3个月的训

练下来，李春磨破了 5套迷彩服、穿坏了
4双作战靴。

艰辛付出终有收获。练就过硬体
能和射击技能的李春，如愿入选参赛
队。在国际赛场上，李春所在团队一
举拿下国际特种兵比武团体冠军，他
本人获得特种射击课目单项冠军，荣
立一等功。

从“铁血战士”到“铁血教头”，李春
不仅要求自己练好练强，还把更多精力
放在研习科学施训方法上。结合自身
训练、组训经验，他先后摸索总结出 30
多种侦察兵训练方法，很多被写进了旅
训练教案，大大提升了训练质效。
“铁血是为了不流血。”李春说，他

有责任让每名学员带着过硬本领走向
战场。近年来，李春带出数百名侦察尖
兵，其中 17名战士在上级比武中摘金夺
银，4人被保送提干。

左上图：李春在训练中。

毛 规摄

荣立一等功的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排长李春，训练场上严格组训、科学
施训，要求侦察兵集训队队员险难课目“全部优秀才能毕业”—

“铁血教头”砺尖兵
■本报特约记者 刘 华 通讯员 毛 规 鲁 伦

本报讯 李凌、记者武元晋报道：
12月初，陆军某研究所传出喜讯：由该
所欧阳国华研究团队提交的论证报告，
列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专项任务子课
题项目。这是该所精准确立科研方位，
助推陆军转型建设发展取得的又一阶
段性成果。

该所担负着“研究战争、设计体
系、提供方案、服务战斗力”的使命任
务，承担陆军部队建设需求转化、系统
总体设计、建设规划计划等重大课
题。为充分发挥连接“战场”和“工厂”
的桥梁纽带作用，他们坚持以体系规
划引领助推陆军转型建设发展，先后

赴 30 余家军地科研单位调研，在 8 个
领域建立“联合科研专家库”，12 次召
开研讨交流会。他们研究提出的军地
一体化技术基础、集约式建设效益评
估和无人化智能化发展等 5 个建设体
系、300 余项科研任务，为建设新型陆
军提供了智力支撑。

陆军转型建设指向哪里，科研创新就
推进到哪里。经过集智攻关，他们牵头负
责的某指挥信息系统建设，经过年度重大
演训任务的检验，为跨域联合协同作战奠
定了技术基础；研究论证的9种类型部队
职能定位、作战使用和建设方案，探索出
陆军部队转型配套建设的新模式；负责的
某型指挥控制系统统型建设，实现了各作
战部队各层级间的无缝链接，使部队作战
指挥控制能力显著提升。

目前，该所承担的 300 余项科研任
务稳步推进，其中 95%的任务已经取得
初步成果，解决了诸多制约战斗力生成
的瓶颈问题，提高了军事需求向实战转
换的效率，有力助推了陆军部队转型建
设发展。

陆军某研究所精准确立科研方位

300余项科研任务助推陆军转型建设

于敏、袁隆平、屠呦呦、韦昌进、戴

明盟……11月底，党中央拟表彰的

100名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

人在《人民日报》公示。这些先进个人

都是改革开放浪潮中涌现出的急先

锋、实干家，也都是我们尊崇的榜样、

学习的楷模。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告诫

全党：“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

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回顾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历程，每一个

胜利都是一招一式干出来的，每一点

进步都是敢作敢为拼出来的。这100

名杰出贡献个人，尽管来自于不同行

业、不同领域，但都有一种积水成渊的

韧劲、逆水行舟的闯劲、水滴石穿的钻

劲。正是这样的担当意识、实干精神

和创新锐气，感染了无数人，带动了无

数人，推动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突破、

抵达新境界。

改革呼唤实干家。面对复杂的利

益关系，没有担当如何触动既定格

局？不善拍板如何能够充分释放改革

效能？过于“爱惜羽毛”怎能激浊扬清

扶正祛邪？“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

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

将。”事以做成，业靠人兴。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大潮涌

动，改革举措出台的数量之多、力度之

大，抓落实的任务之重、压力之大，前

所未有。这个阶段，尤其需要大量拥

护改革、服从改革、支持改革的促进

派，期待更多把改革抓在手上、落到实

处、干出成效的实干家。

鲁迅先生早就断言：“前驱和闯

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改革不可能

皆大欢喜，改革者也不可能是“八面玲

珑”，难免会遇到挫折、遭到误解、受到

委屈。这固然需要改革者本人能够正

确对待、无私无畏，但也离不开各级党

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撑腰打气、加油助

威。只有建立科学的激励、用人和容

错机制，实干家才可能甩开膀子谋事，

迈开大步前行。

风云起乃期猛士，鼙鼓动而思良

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越向纵深推

进，越需要能站出来的脚步、能挺起来

的腰杆、能扛住事的肩膀。广大官兵

特别是党员干部，必须以向党看齐的

政治自觉坚定拥护改革，以大局为重

的坚强党性全力支持改革，以战略指

导的科学谋划推进改革，以因应变革

的能力积极适应改革，以不辱使命的

事业担当服务改革，进一步坚定改革

信心、把准改革方向、抓好改革落实。

只要广大官兵人人争当改革的实干

家、促进派，人民军队就一定能够所向

披靡、战无不胜。

（作者单位：军委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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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空军航空兵某旅按新大纲要求，在高原组织下半夜和拂晓对抗训练，

锤炼飞行员作战能力。 陈庆顺摄

本报讯 郭靳报道：西北边陲，油机
轰鸣，天线飞转，一场雷达装备操作“擂台
攻关赛”在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边防
雷达站进行。操纵员汤军和赵朝阳在雷
达方舱内进行装备突发故障排除比拼，
经过角逐，汤军夺得操纵员专业擂主。
“连续多年开展的‘擂台攻关赛’，有

效激发了大家的训练热情，提升了训练
成绩。”雷达站站长陈坚德介绍，在破除
和平积弊活动中，他们发现少数官兵存
在“训与不训一个样”“训好训坏一个样”
等现象，部分官兵精武强能意识不够，满
足于简单课目训练，对一些重难点课目
不想练、不会练。

为此，他们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掀
起练兵备战热潮。以担负的战备任务为
牵引，采取“擂台攻关赛”的形式，由本周
考核冠军挑战上周擂主，以此循环，谁守

擂时间长、获得擂主次数多，在立功受
奖、入党入学、士官选晋等方面优先考
虑；针对低空目标发现、异常情况处置、
情报协同等重难点课目，以及日常训练
中暴露的短板，开展专攻精练活动，提升
官兵对“低慢小”目标掌握处置、异常不
明空情分析研判等方面的能力素质；开
展“一分目标训练法”活动，要求训练基
础差、畏难情绪大的官兵，训练一个星
期，总体成绩实现提高一分为目标，日积
月累提升整体训练水平。

随着一个个富有创意的竞赛活动在
雷达站接连展开，官兵训练水平水涨船
高。前不久，在一次对抗演习中，该雷达
站围绕复杂电磁环境下雷达兵分队战术
运用开展战术、战法演练。战勤人员熟
练操作武器装备，数个演习日共保障空
情300余次，空情质量全部合格。

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

“擂台攻关赛”激发练兵热情

本报讯 刘鹏、特约记者向勇报道：
陌生地域长距离徒步渗透、必经河流敌
情如影随形……初冬时节，第 78集团军
某特战旅组织“血狼之王-2018”比武。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为期 5昼夜的比
武所包含的 60余个课目全部在实战背
景下连贯实施。

平时训练离实战越近，战时离胜利
也就越近。该旅从平时训练延伸到历次
考核、演习，倡导官兵查找暴露出来的短
板弱项，最终梳理汇总成一张“训练补短
清单”。

针对“训练补短清单”中列出的问题，
该旅专门组织此次比武，昼夜连贯考，多角
度考验特战队员单兵战术、技能和综合作

战能力。从灌输敌情观念到快速通过障
碍，从伤员战场自救互救到小队协同作战，
“连贯作业耐力不足”“战术协同不密切”等
以往训练中较常见的20余个短板弱项，在
这次比武中直接被设置为考核重点。

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改不得
了。某连战士李雪映平时单兵技能出类
拔萃，但在这次特战小队比武中却因多
课目连贯实施导致体能透支，没有拿到
预想名次。比武结束后，他深有感触地
说：“这种实打实的训练模式虽然让我吃
了不少苦头，但要打胜仗就得这么练！”
记者看到，虽然天气寒冷，但官兵的训练
热情高涨，贴近实战的训练模式在该旅
掀起新一轮练兵热潮。

第78集团军某特战旅

“昼夜连贯考”查找训练短板
近日，经过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

学中心专家组 65 分钟的超长时间抢
救，一位心脏停跳的 88岁退休老干部
恢复了自主心律，从“鬼门关”被救了
回来。能完成这样罕见的心脏复苏病
例，得益于该中心多年来始终坚持姓
军为兵，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实
际举措。
“面对改革调整，不管编制体制怎

么变，姓军为兵的宗旨本色不能变。”该
中心的前身是中央警备团卫生所，组建
于 1937 年，历经多次整编转隶。针对
当前转型重塑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中心
组织医务人员围绕“如何投身改革强军

实践，不断提升为兵服务质量”展开讨
论，“姓军为兵、服务强军”的价值理念
在讨论辨析中愈加坚定。

他们始终坚持官兵挂号、看病、检
查、治疗、手术、取药等就医程序优先，
推行就诊“零障碍”、诊治“零审批”、住
院“零待床”、合理医疗“零收费”等制
度；开展“无双休日”“无节假日”专家门
诊，让官兵随到随治，形成“院外积极预
防、住院精心治疗、出院主动随访”的一
体化服务模式。

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该中心
腾出房间开设军人专用挂号窗口、门
诊、药房和病区，通过专家远程会诊、选

派专家医疗队巡诊、开展对口帮扶等措
施，把最好的医疗服务送到基层部队。

为调动医务人员为兵服务热情，他
们积极探索出台一系列激励措施：绩效
计算上，收治部队伤病员两倍于收治地
方病号；职称评定、评先选优上，加大赴
基层代职、参加灾害救援等方面的评分
权重……

今年 5月初，某院校学员小彭因肛
周疼痛伴连续多日低烧到医院就诊，经
检查后确诊为重度混合痔，必须住院手
术，但他 15天后就要参加毕业前综合
演练。当日军人病区床位已满，怎么
办？得知这一情况，肛肠科主任金伟森

立即为他协调床位，并联系专家会诊，
量身订制手术及康复计划。经过精心
治疗与护理，小彭如期返校投入演练。

对部队危重伤病员不惜一切代价、
不计一切成本抢救，是该中心一以贯之
的好传统。1992 年 11月，当兵第二年
的武警西藏总队战士沈红兵，患上了尿
毒症，并且必须要经常做透析治疗。为
挽救这位普通战士的生命，该中心此前
的几届党委班子对他的治疗需求都一
路“开绿灯”。如今，沈红兵在该中心治
疗已有 26个年头，医疗花费上百万元，
医护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沈红兵感
受到的关爱始终如一。他动情地说：
“这里就是我的家，医生护士就是我最
亲的人！”

医者仁心，为兵服务永远在路上。
近年来，该中心先后 60余次派出医疗
队赴西藏、新疆、贵州等 20多个省（区）
的基层部队、2000多个哨位巡诊送药，
派出 100余名优秀人才到西藏、贵州等
地部队医院对口援建，填补了高原偏远
地区医疗卫生领域多项空白，促进了基
层医院医疗水平不断提升。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面对改革调整，引导官兵

心无旁骛干事业—

为兵服务永远在路上
■章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