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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初春时节，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彻
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营区上空。值
班官兵奔赴战位、保障车辆飞驰入场、飞
行人员快速登机……一场战备转进演练
旋即展开。

这次演练，官兵憋足了劲要“破纪
录”。然而，当计时器掐表后，结果却有
些尴尬：“比曾达到过的最短用时慢了两
分钟。”
“新纪录”为何慢了两分钟？旅参谋

长马骥为记者解开“谜团”。去年，该旅
全面列装某新型战机。为使新装备尽快
形成战斗力，全旅上下积极探索快速实
施战备转进演练的方法，一度创造出战
备转进的最快纪录。

然而，随着训练不断深入，官兵对保
持这项战备转进纪录却提出异议。有官
兵认为，转进流程大都参照旧机型设置，
有些环节并不符合新机型要求；也有官

兵反映，为了在战备转进中抢时间，飞行
准备略显仓促、质量不高……

但也有人担心，“最短用时”作为训
练成果已经写入全年工作总结，并上报
上级机关，自我否定岂不是要“闹笑话”？
“不求虚名、不做虚功，军事斗争准

备的每个环节都不能似是而非，要看是
否符合实战要求。”旅党委最终拍板决
定，重新探索战备转进流程。

值班室里，参谋人员反复研究战备
信息传达机制，力求减少中间环节。外
场一线，机务、气象等专业人员严抠细
训，既求速度更求精度……经过逐个环
节论证、逐个岗位验收，他们渐渐找到了
加快演练流程与提升训练质效的“最大
公约数”。
“一味追求用时短，忽视训练质量，

到了战场就可能栽跟头。新机型的飞行
准备，对装备设备性能和精细化程度的
要求更高了，丝毫大意不得。”该旅领导
说，以往人装到位即视为准备就绪，如今
他们对“到位”二字更较真。一线官兵建
议，增加 1分钟用于进场后对装备设备
状况进行快速自检，对可能出现的“错、
忘、漏”等情况，再进行一次扫描判断，并

确保全部清除。由于增加了类似的准备
环节，整个战备转进流程多出了两分钟。

数十个环节逐一完成，一架战机很
快完成升空作战的全部准备工作。飞行
员孟庆星登舱前，向机务三中队中队长
杨靖平竖起大拇指。这个手势，是对机
务战友的褒奖与信任。杨靖平说：“快速

高效的战备转进，是空战取胜的先决条
件。如今每次演练，我们都按照作战标
准加入挂弹环节并进行弹检，虽然用时
延长了，但真正做到了‘箭在弦上’。”
“场务连准备完毕”“气象席准备完

毕”……又一轮演练展开，一声声自信的
报告汇往战备值班室。

“新纪录”为何慢了两分钟
——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务战先务实的一段经历

■程宇瀚 李飞龙 本报特约记者 杨 进

本报讯 杨智超、盛洋迪报道：“‘天
上不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
真’，习主席这句话让我们对怎样扎根军
营成长成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近
日，第 72集团军某新兵旅开办的“新兵
讲堂”让人眼前一亮。

今年以来，在广泛征集官兵意见的

基础上，该旅借鉴《我是演说家》《朗读
者》等节目形式，创新授课模式，从基层
连队挑选“理论达人”上台授课。
“谈起这一变化，还得从一次检查说

起。”该旅领导告诉笔者，前不久，机关工
作组到基层连队检查政治教育开展情况，
听到几名新兵发牢骚：“教育课总是那几

个老面孔，来来回回都是那几个套路。”通
过随后的问卷调查，他们发现有类似看法
的官兵不在少数。

很快，该旅党委一班人达成共识：创
新教育模式，在旅、营、连三级分别开设
“新兵讲堂”，让新兵登台唱主角，用“兵
言兵语”增强教育课堂的吸引力、感染力
与亲和力。不仅如此，该旅还邀请新兵
走上评委席，对授课人的备课内容、授课
技巧、现场氛围等各个环节进行打分。

走进该旅教育课堂，尽管没有精美的
课件和华丽的词藻，但新兵 21连战士孟
祥禄在讲台上娓娓而谈，生动的语言让台
下官兵感同身受，不时赢得阵阵掌声。

第72集团军某新兵旅开办“新兵讲堂”

战士走上讲台唱主角

习主席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就如何打好

我军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落实攻坚战提出明

确要求，强调要“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清‘淤

点’、通‘堵点’、解‘难点’”。俗话说，通则不痛，

不通则痛。无论是搞好基层建设，还是完成某项

任务，都需要在清“淤点”、通“堵点”、解“难点”上

下功夫。

所谓“淤点”“堵点”“难点”，都是工作中亟待

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瓶颈问题或棘手问题。这

些“淤点”“堵点”“难点”，既是薄弱点也是增长

点。早解决，就能早补齐短板，就能早收到“一子

落而满盘活”的效果。相反，如果对“淤点”熟视

无睹、对“堵点”视而不见、对“难点”畏首畏尾，就

会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错过解决问题的时机，

对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进，诸多体制

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但还有一些和平积弊需要彻底纠治，有的工

作机制没有完全理顺，不少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

“后院、后代、后路”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解

决得越彻底越及时，就越能够释放改革效能，就

能更加调动官兵积极性。

当年，海尔公司听到四川省农民反映“一洗

地瓜，洗衣机就坏”，没有一笑置之，更没有指责

客户，而是推出了适合农村市场、能洗地瓜的洗

衣机。“智者见于未萌。”对于基层工作中的诸多

“淤点”“堵点”“难点”，那些长期远离基层的领导

干部和机关同志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多些“眼睛

向下”的意识，多些换位思考和将心比心，真心实

意为事业谋划，积极主动为基层着想，不因事艰

而不为，不因任重而逃避，才能真正清“淤点”、通

“堵点”、解“难点”。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淤点”

“堵点”“难点”，肯定不是什么轻巧事、顺当事、

易出彩的事，而是那些麻烦事、急难险重事、吃

力不讨好的事。大事难事见担当。领导干部和

机关能否担当作为，就体现在敢不敢接“烫手山芋”，能不能攻克“娄山关”“腊

子口”。如果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看到风险就挂免战牌，让横在面前的“山

还是那道山，梁还是那道梁”，就会导致工作始终推不动，局面始终打不开。

领导干部和机关只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和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

韧劲，敢闯敢试，真抓实干，才能清除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障碍，破解部队发

展中的一个个难题。

（作者单位：武警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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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谭志、肖远雄报道：“文化
育人润物无声，这种寓教于乐的廉政教
育方式，让纪律的种子在官兵内心生根
发芽。”这些天，第 77集团军某旅组织廉
政主题展览，巩固深化经常性党的纪律
教育成效。
“要想纠治作风顽疾，必须引导官

兵养成有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的行为
自觉。”该旅领导介绍，他们深入开展党
的纪律教育，把身边容易忽略的小事提
前抓严抓细，强化官兵的规矩意识。他
们按照“抓早抓小、重在预防”的工作思
路，及时传达违规违纪问题通报，组织
观看《铁纪强军》《巡视利剑》等专题片，
并针对官兵身边的“微腐败”问题制作
警示教育片《烙印》，强化官兵的红线意
识和底线思维。同时，他们制订出台

《党委常委行为规范》，旅党委班子成员
人人作出“不搞特殊化、不当法外人”的
廉政承诺。

及早发现错误漏洞，合力解决问题
隐患。该旅紧盯军需营房、财务、人力资
源等重点敏感岗位，旅纪委全程介入物
资采购、询价议价、干部选拔等工作，对
53名在现职岗位上工作 2年以上的司务
长、出纳等进行岗位调整。同时，他们加
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先后制订《旅
纪委重大敏感事项监督实施办法》《财务
管理监督细则》，推行营连交叉检查、机
关基层双向监督的办法，有效提高了党
风廉政监督效果。前不久，上级对该旅
党委机关廉政建设和基层敏感事务处理
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该旅的风气建设受
到好评。

第77集团军某旅关口前移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旅纪委介入重要敏感事项

本报讯 侯文泽、祁祺报道：“发现
不明电磁信号，批号××，方位××”“信
号跟踪正常，方位××，距离××”……
初春时节，渤海湾畔，一场由海军某总站
组织的对抗演练如火如荼。红蓝双方采
取多种手段自主对抗，锤炼操作手临机
预判和随机反应能力。
“战争因时而变，因势而动，只有不

断校准‘实战靶心’，才能夺取未来战场

的主动权。”该总站主任丁海军向笔者介
绍，在持续聚力纠治和平积弊过程中，他
们对照实战标准，深挖战斗力短板，重点
围绕在承担大型演练任务中暴露出的问
题，组织力量研究改进措施。他们打破
以往“齐步走”的训练模式，区分指挥、参
谋、技术等不同岗位进行分级分层训练，
着力提高专业操作手的实操能力，并对
通信、雷达等13个专业进行强化集训。

盯住弱项补，区分层级练。笔者在
现场看到，蓝方雷达引导干扰分队快速
完成装备架设，采取多种干扰样式与红
方轮番进行对抗。参谋仝延滨介绍，这
种攻防完全自主的对抗训练模式将贯穿
整个演训过程。同时，他们设置多个复
杂电磁环境等级，进行信息对抗和应急
处置能力训练，将不同专业的战斗单元
进行融合，提升整体实战保障能力。

海军某总站深挖战斗力短板精准补差

自主攻防对抗贯穿演训全程

本报讯 靖周、特约记者李怀坤报
道：“02注意，电台迅速启用备用频率。”
近日，第 71集团军某旅组织 20公里战斗
体能训练。该旅参谋长滕亮介绍，为确
保专业训练“含战量”，他们依托野外山
地复杂地形设难局、布险局，导调数十种
战术情况，让侦察、修理、通信等多种专

业训练课目融合战斗体能连贯实施，考
核结果纳入全年军事训练考评，倒逼官
兵综合素质升级。

险情不断，硝烟弥漫。“道路被毁”
指令传来，机动通信营教导员李杰利
用北斗手持终端机，规划最佳行军路
线；“‘敌’机侦察”消息收悉，机动通信一

连指导员刘东升命令通信班旗语通知部
队，迅速利用有利地形疏散隐蔽……在
行军路线设置上，导调组专挑险难的山
路，并连续组织应急处突、通过染毒地带
等多个课目演练。

到达终点时，指挥控制营上士刘振
杰说：“这次训练战味十足，收获颇多！”

第71集团军某旅从难从严组织战斗体能训练

多种专业课目穿插连贯实施

现代战争，快一秒就可能制胜。然

而，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战备转进

时间慢了两分钟，却让人更觉可贵。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演练也是“破

纪录”，不是突破了曾达到过的“最短用

时”，而是打破了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形

式主义的虚名浮绩，立起了坚持实事求

是、一切从实战出发的训练导向。

习主席强调，要推动军事斗争准备

工作有一个很大加强。这就要求我们在

军事斗争准备工作中，必须具备科学严

谨、一丝不苟的良好作风，来不得半点虚

假。广大官兵只有强化忧患意识、危机

意识、打仗意识，定下心来苦干、实干，不

搞表面上的热热闹闹、出名挂号，不搞沽

名钓誉的“政绩工程”、中看不中用的“形

象工程”，才能推动战斗力建设取得实实

在在的效果。

掐掉“虚花”结“实果”
■魏 兵

短 评

3月上旬，第76集团军某旅炮

兵营反坦克导弹连组织官兵进行某

型导弹弹药装填训练。

李忠元摄

初春清晨，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
学中心门诊部人头攒动，前来口腔科
就诊的患者早早排起了长队。7时 30
分，口腔科副主任余立强准时出现在
诊室。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治疗更
多病人，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是余立
强雷打不动的习惯。
“牙根尖周囊肿并有慢性根尖牙

周炎，建议马上进行根尖手术刮除囊
肿和植骨”“牙龈发炎无大碍，按时服
用 消 炎 药 即 可 ，过 段 时 间 再 来 复

查”……一上午时间，余立强与助手先
后为十几名军地患者进行检查、治
疗。走下操作台，他紧接着对前期患
者一一进行电话回访，忙得不可开交。

坚持回访患者，跟踪病例，是余立
强入伍从医以来的工作原则。

30多年前，17岁的余立强考入原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系。从军校学员实
习开始，他就坚持对患者进行回访，从
最初的写信到如今打电话、发微信，从
未间断。“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患者顺利
康复，同时深入研究病例，找到更好的
治疗方法。”余立强说。

前不久，某部一名干部在单位体
育比赛中不慎撞掉 3颗门牙，上下唇严
重撕脱伤。患者被紧急送到医院后，
余立强迅速对其进行外伤清创止血缝
合，并将 3颗离体牙进行再植。经过定
期换药和复查治疗，患者唇部外形顺
利恢复到伤前的样子，再植牙经临床
及影像检查均显示成活。

优秀的医生，不但要有过硬的专
业技能，还要有勇于探索实践的工匠
精神。

为了更好地服务患者，余立强在
临床工作中不断总结研究口腔新技
术，并用新的理论技术指导业务实
践。那年，他的团队采用加压螺钉开

放内固定术，成功为一名因车祸导致
左侧下颌骨体部骨折的患者实施手
术。经中华口腔医学会专家认定，这
一手术的成功实施在我国尚属首例。

据了解，下颌骨骨折开放内固定传
统治疗采用加压钢板内固定术，存在距
钢板近处骨折线压力大、远端骨折线压
力小等缺陷。余立强经过多年潜心研
究，首次将木螺钉加压原理应用于临床
实践，为患者解除了口腔病痛。
“作为口腔医生，不仅要有一双

技术精湛的手，还要有一颗医者仁
心，给予患者心灵的温暖和力量。”余
立强说。

2017 年夏天，患有残牙及重度磨
损牙齿的 86岁老干部俞秀民抱着一线
希望找到余立强。余立强坚持保根治
疗原则，采用先进的粘接复合树脂，直
接修复牙列重度磨耗患者的咬合面。
经过多次手术治疗，俞秀民的牙齿不但
咀嚼功能恢复正常，外形也更加美观。
“哭来笑去春风面，腮陷龈添皓齿

圆。”一位患者在给余立强的感谢信中
这样写道。入伍以来，余立强被上级
表彰为“十佳医务工作者”，获得军队
科技进步一等奖。

左上图：余立强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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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齿之间注匠心
—记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余立强

■本报记者 赖瑜鸿 特约记者 罗国金 通讯员 李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