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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新战士秦
立堃快速击发，5发 5中，打出了 49环
的好成绩，枪声在林谷回荡，格外清
脆。不远处，战术训练场，新战士张方
灵活利用地形地物，成功处置“敌情”。

春节前后，武警部队对驻闽某部
机动五支队新兵随机抽考，综合成绩
优秀。现场督考的支队长曹杰告诉记
者：“支队无论新兵老兵，随时都经得
起考核。”

曹杰的底气源于支队实战化训练
抓得实、抓得紧。去年初，支队刚组建
不久，武警部队“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考核的通知就到了。申报不申报？官
兵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单位新组建，
合心合力的工作还没完成，应当静下

心来抓经常打基础。也有人认为，应
以考核为抓手，牵引支队全面建设。
“部队结构重塑，就是为了提升战

斗力。”支队党委一班人统一思想：起
步就得高标准，起步就得抓战斗力，决
定申报“军事训练一级单位”，接受上
级检验。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支队
领导坚持“开第一枪、驾第一车、打第
一炮、投第一弹”，以上率下，为部队立
起标杆。记者在机关楼前的公示栏上
看到，不论领导干部，还是参谋干事，
每月军事训练考核成绩都如实公开。

去年支队机关第一次训练摸底考
核后，不达标的机关干部被责令回炉，
两个补差班随即成立，直到全部考核
达标才“毕业”。

机关加紧练，基层更是快马加
鞭。去年 3月的一天清晨，火力中队吹
响紧急集合哨，官兵被拉至某陌生地
域。大队长李锋随机指定目标，要求
炮手模拟射击。从目标距离到现场风
速，从空气密度到地质结构，逼着官兵
逐要素分析、逐情况判断，不断提升战
场思维。

谁英雄谁好汉，赛场上比比看。
去年 8月，武警部队首届“突击”火力分
队大比武如火如荼展开，支队 30余名
官兵参加比拼。

前晚才抵达，翌日就竞技。陌生
环境、风沙气候，让下士邓华富心里有
些发慌，但他很快调整状态，武装奔袭
两公里后，迅速占领有利射击位置。

靶标开始移动，战机稍纵即逝。
快速计算、预判靶位、果断击发，结果 4
发 4中，邓华富打出了比武场上的唯一
满环，一举将榴弹炮单课目第一的奖
牌收入囊中。5天内，他们斩获火力分
队比武综合第一，胜利归来。

随后，支队在武警部队首届“运
筹”参谋人员大比武中荣获团体第
一。双喜临门，官兵士气高昂，接连攻

克了机动分队越野射击、搜索射击等
一批训练难题。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去年底，支
队被武警部队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
位”，支队党委被上级评为“先进党委”。
“绝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去

年的荣誉归零，今年的训练要向更高
的实战标准看齐……”1月上旬，部队
野营拉练前，曹杰的动员斩钉截铁。

途中，机关随机导调，不按套路、
不设预案组织各类野战训练。导调组
临机出题：部队行进中，遇“敌”两名散
兵袭扰。中队长黄志銮派出 1个排的
兵力追击抓捕，不料在林中深处遭
“敌”埋伏，“伤亡”过半。原来，散兵只
是诱饵，“敌”在林中设有大量伏兵，黄
志銮栽了跟头。重新导调，情况再次
升级。这回，“敌”散兵从后方突袭，黄
志銮一边组织防卫回击，一边结合地
形迅速调整兵力部署，成功处置情况。

心中有战，方能胜战。拉练结束
前一天，装甲车大队中士邱薪平突发
高烧，军医建议其乘坐卫生车先行返
回营区就诊，但次日他还是坚持参加
最后的奔袭课目，圆满完成 7天 6夜的
野营拉练。

夕阳西下，结束一天训练的官兵，
虽然疲惫，却依然斗志昂扬，“钢不卷
刃，战无不胜”的呼号声响彻云霄。

上图：官兵冒雨进行实弹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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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空军后勤部与地方某通用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直升机医疗救
援战略合作协议。空军后勤部领导介
绍，此次军地携手合作是航空医疗救
援领域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务实
举措，将进一步推动航空医疗救援体
系建设整体发展。

空军部队驻地点多、线长、面广，
一些单位地处高原、戈壁、高山、海岛
等边远地区，驻地医疗资源有限且交
通不便。官兵一旦发生紧急伤病，地
面医疗后送相对困难。这也是卫勤领
域亟待研究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据介绍，直升机医疗救援具备快
速、灵活、远程等特点，是当前世界各
国应急救援的首选方式，也是我国应

急救援的发展趋势。前期，战区空军
进行了直升机医疗救援的先行探索实
践，空军部队也多次和地方通用航空
单位合作，顺利完成多次直升机医疗
救援演练任务。这些成功的实践，为
此次签约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空军后勤部在军事物流、
军民合用机场等方面，积极探索军民
融合发展路子，取得了良好军事效益
和社会效益。这次与某公司展开战略
合作，是空军后勤军民融合的又一次
拓展和突破，将有效解决伤病官兵后
送难题。在今后的应急卫勤保障行动
中，军地资源优势互补，形成中远程紧
密衔接、全天候多域覆盖的空运医疗
后送网络，将为伤病官兵的生命救援

打通空中通道。
军地双方协议明确，地方某公司

将在未来 3 年为空军部队官兵提供
直升机医疗救援服务，包括院前紧
急救援、转院、医疗专家运送等内
容。当空军官兵需要紧急医疗救援
时，在具备直升机救援条件下，该公
司将及时提供直升机医疗救援保
障。空军后勤部还将组织具备条件
的医院与该公司建立协作关系，共
同组织空军部队医护人员参加直升
机医疗救援培训，确保救援过程快
捷高效。

据悉，军地双方还将尽快建立一
套科学的运行模式和严密的工作流
程，确保战略合作落地见效。

空军后勤部与地方通用航空单位签署医疗救援战略合作协议—

军民融合打通救援空中通道
■谌章林 本报记者 李建文

本报讯 周凌彬、万永康报道：
“振涛，军医到咱家里来巡诊了，爷爷
身体大有好转，你放心吧。”近日，正在
执行护航任务的南海舰队某作战支援
舰支队骆马湖舰演播大厅中心屏幕
上，一段暖心视频缓解了中士赵振涛
对家人的忧思。

不久前，该支队通过谈心交心
系 列 活 动 ，了 解 到 中 士 赵 振 涛 的
爷 爷 生 病 。 因 执 行 护 航 任 务 ，手
机 信 号 中 断 ，赵 振 涛 无 法 和 家 人

取 得 联 系 ，他 一 直 牵 挂 着 爷 爷 的
病 情 。 支 队 中 像 赵 振 涛 这 样 ，牵
挂远在国内亲人身体健康问题的
官兵还有不少。
“家中遇有急事难事，官兵难免分

心走神，执行任务也势必会受到一定
影响。”为此，该支队党委一班人决定：
由机关科室分摊任务，为官兵亲属提
供精准帮扶，解决官兵的后顾之忧。
组织军医上门巡诊、走访慰问困难官
兵家庭、协调地方解决官兵亲属实际

困难……一系列务实举措全面落地，
为官兵亲属解决了燃眉之急。与此同
时，他们还联系官兵亲属录制问候视
频，并利用卫星信号资源将其传送到
护航舰船上，让亲属“登”上军舰和官
兵“见面”。

连日来，该舰组织驱离疑似海
盗船只、解救被劫持船只及人质、
联合搜救等课目演练，官兵士气高
昂，处置突发情况能力得到进一步
锤炼。

南海舰队某作战支援舰支队精准帮扶温暖护航官兵

家庭平安消息传到远海大洋

本报讯 苏延强报道：2月中旬，西
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新一期“昆仑研武
堂”按期举行。走出教室，作战参谋张
晨感慨道：“都是‘干货’，实实在在为战
而学。”

为了适应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锻
造过硬作战指挥机构，该指挥所将“昆
仑研武堂”确定为首长机关训练的“必
修课”。笔者在学习计划中看到，每次
开课，学习内容都有变化，课程内容涉
及军事理论、战法战术、武器运用、后装

保障、战时政治工作等多个方面。如
今，“昆仑研武堂”搭建起“学战、研战、
谋战”的优质平台，首长机关学习氛围
日益浓厚，进而带动各级指挥员夯实军
事理论基础、提升作战思维层次。

为了提升研战效果，“昆仑研武堂”
还邀来军内某高校专家和驻地的陆军
防空兵部队、空军地导部队相关人员，
共同研究“联合防空体系构建”“多型武
器系统组网作战”等课题，既取得了理
论成果，又推开了协同训练路子。“侦察

不再‘各自为战’，指挥不再‘各唱各
调’，火力不再‘各打各的’，这样的防空
火力网才会显示威力。”该指挥所地面
防空兵科科长于源介绍，“昆仑研武堂”
给区内防空力量带来了攥指成拳的效
果。去年，在上级组织的某重大演习中,

他们指挥配备不同型号武器的多支地
导部队，同空军其他兵种、陆军防空兵
密切协同，牢牢攥住制空权，并对“敌”
造成数次有效杀伤，展现出体系作战的
强大威力。

理论攻关带动思想突围。“现代战争
模式日新月异，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思
维理念必须跟得上，才能确保打得赢。”
该指挥所司令员于海涛说，如今“昆仑研
武堂”的讲台上出现身着各军兵种作训
服的人。该指挥所在“走出去”“请进来”
的过程中突破“单打独斗”的思维误区，
着力树牢“联而不合”的观念，思维层次
和打仗本领得到明显提升。

西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首长机关训练强化军事理论研究

“昆仑研武堂”搭建研战优质平台

本报讯 徐永刚、郭文旭报道：2
月 13日，刚刚完成执勤任务的武警阜
阳支队机动中队官兵席地而坐，跟训
的该支队宣保股干事周阳围绕“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结
合部队担负的使命任务，亮观点、谈
体会，赢得战友阵阵掌声。这是该支
队深入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
的一个缩影。

今年初，该支队通过深入调研了解
到，去年理论教育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
效，但是个别官兵仍存在学不深、悟不
透的问题。如何持续深入搞好理论教
育、培育红色传人，成为摆在该支队党
委面前的一道难题。
“理论教育只有‘精准滴灌’才能

达到真正解渴的效果。”党委一班人研

究后，很快达成共识。为此，该支队
决定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
深入一线为官兵宣讲。他们还安排机关
干部蹲连住班，深入了解官兵思想困
惑，面对面“问诊把脉开方”；组织优
秀“四会”政治教员跟训宣讲，见缝插
针开展微教育；要求基层干部和理论骨
干针对热点问题带头讨论辨析，让官
兵在思想碰撞中析事明理。与此同
时，他们还精选正能量短视频推送给
官兵，鼓励基层文艺骨干将授课内容
改编创作成朗朗上口的快板，寓教于
乐，确保教育入脑入心。

这段时间，该支队制作的红色教育
动漫在基层很受欢迎，机动中队上士李
凯欣喜地说：“理论教育伴着视听盛
宴，我们学起来乐在其中。”

武警阜阳支队“理论服务走基层”有新意

一批短视频进入教育课堂
2月12日，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

迈丹边防连执勤分队冒着零下20多

摄氏度的严寒，徒步前往海拔3600多

米的某山口巡逻。

刘 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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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俞博、特约记者康克报
道：室外，天寒地冻，雪花飘洒；室
内，官兵身着泳衣泳帽， 800 米 蛙
泳等课目练得热火朝天。近日，第 83
集团军某特战旅组织 300 余名特战队
员开展游泳训练。

据了解，该特战旅是新调整组
建 单 位 ， 不 少 官 兵 是 从 步 兵 、 炮

兵、装甲兵等多个兵种转型为特种
兵 ， 需 要 从 零 开 始 学 习 的 课 目 较
多。特战二营教导员周海洋告诉记
者，半个多月前，他们刚完成伞降实
跳训练，从野外驻训点返回营区。不
少官兵以为可以“缓缓节奏”，让大
家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就接到开展游
泳训练的通知。

泳池里翻腾起朵朵白色水花，特
战六连下士向磊正参加 800 米蛙泳课
目的考核。只见他牙关紧咬、全力冲
刺，最终以 20 分 13 秒的成绩到达终
点。泳池边，教练员陈龙边示范边讲
解，耐心地为官兵进行辅导。

为了给官兵描绘精准的“成长路
线图”，党委一班人主动找特战专家

请教，探索最适合特战队员的训练模
式。与此同时，旅党委主动作为，积
极创造良好的训练条件。没有教练，
他们就邀请专业教员前来为官兵授课
辅导；没有训练场地，他们就自主设
计建造。为配合开展游泳训练，旅里
专门组织教练员队伍集训，并配齐了
各类配套设施。
“每一天都能看到自己的进步，

训练起来特别有激情。”向磊告诉记
者，只有通过 800 米蛙泳、武装泅渡
等课目考核后，才能参加旅里组织的
潜水集训。在转型成为特种兵的一年
多时间里，他和战友们加班加点展开
训练，已先后掌握攀登、跳伞、战斗
射击等 20多项作战技能。

第83集团军某特战旅重视打牢官兵特种作战基础

组织多兵种转隶官兵水上训练

本报讯 解飞、秦彬报道：冬春之交，
面对连队骨干人才紧缺的现状，新疆军区
某装甲团装步一连王排长主动请缨，担任
步兵班战术组训教练，白天带着战士们摸
爬滚打，晚上加班加点学习军事理论。谈
及不久前发生的事，王排长半是羞愧半是
庆幸：“团里没有确定我为党员发展对象，
如同一记警钟敲醒了我，让我清醒认识到，
干部身份绝不是入党‘敲门砖’！”

去年底，该团党员发展工作展开，身
为团员的王排长，本以为连里能够考虑
其干部身份，优先确定自己为党员发展
对象。没想到，因军事训练总评不合格，
在党支部研究环节他被“卡”了下来。

面对王排长的落选，装步一连党支
部书记李建明感触颇多。以往团员排
长，鉴于其干部身份，团里往往会优先考

虑纳入党员发展对象，有时存在忽视对
其综合素质考察的情况。团党委一班人
感到，非党员干部虽是少数，但具有鲜明
示范导向作用，在发展党员问题上，必须
要求更严、标准更高。

为此，他们在严守各项规章制度的基
础上，要求党委支部在发展干部党员时，
靠上去做工作、沉下去查实情，通过查阅
资料、个别了解、集中座谈等方式，逐一审
核考察发展对象的思想动态、培养教育情
况，掌握非党员干部的实际困难及现实需
求，鼓励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此外，他
们还注重为非党员干部绘制成长“路线
图”，把培养考察延伸到任务一线、训练场
上，让远离营区的临时单位、移动的装备
车辆等，都成为培养发展党员的考场，有
效激发非党员干部岗位建功动力。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严把党员入口关

一名排长被推迟发展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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