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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一句承诺，梁志国用了 13 年来兑
现。“海岛气候环境复杂，维护保养雷达
的任务就交给我吧，请组织放心。”13年
前，原济南军区空军地导某营驻守的海
岛急缺一名雷达技师，梁志国主动请缨。

那一年，梁志国 27 岁，大女儿尚
幼。“过了半年多才知道，他是主动申请
上岛的。”梁志国的家人回忆。

从陆上港口出发，航行 4个多小时，

才到梁志国所在营驻守的海岛。
第一次坐船，梁志国吐得昏天黑

地。他刚进岛时写的日记，字里行间也
偶尔流露出隐隐的失落：“4月 8 日，大
风，已连续 8天未见新鲜蔬菜，每天都是
窖藏的萝卜白菜”“6月 10 日，休假第 3
天，却还困在岛上，坐在山上等了一天的
船”……

但自己选择的路，再苦再难也要走
好。不管岛上多么艰苦，这名山东汉子
始终咬牙坚持，“要把苦嚼出甜”。

在海岛上“瞭望”战场，这一坚持就
是 13年。作为雷达技师的他，根据海岛
特殊气候，总结出装备特性和保养维护
笔记12本，战友送外号“拼命老梁”。

2015 年除夕，在进行雷达例行检
查时，梁志国发现应答模拟器无信
号。根据多年经验，他判断是天线塔
上有部件脱落。当时，数米高的天线
塔在 8 级大风中被吹得“咯吱”直响。
顾不得危险，梁志国带着工具便爬上
了塔顶，对故障部位进行焊接作业。
大风中，梁志国和天线塔一起转了大
半圈，险些摔下来。

故障排除了，除夕夜的鞭炮声也陆

陆续续在岛上渔村响起。是夜万家祥
和，在渤海湾深处这座海岛的高山上，雷
达傲然矗立，默默守卫着夜空。

丛林掩映间，一条窄窄的青石小道
顺着山势蜿蜒而上，尽头便是梁志国所
在的海岛雷达阵地。

这条小路共 138 级台阶，战友们把
它叫作“通天梯”。梁志国说，这是通往
战场的路。

驻守海岛的 13年里，这条路，梁志
国跑了近 2万次。曾有新兵抱怨：6.4平
方公里的海岛，如沧海中的一粟，守在这
里究竟有什么意义？

那一次，梁志国把所有新兵叫到宿
舍，铺开地图给他们讲，在积贫积弱的
旧中国，英法联军是怎样轻松穿过渤海
湾进攻大沽的，八国联军又是如何从海
岛旁边的水道进犯京津的。
“守岛就是守国！今天我们绝不能

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从普通一兵成长为
技术“大拿”的梁志国感慨地说，他的技
术是部队教的，回报部队的最好方式，就
是扎根海岛，尽职尽责。
“要把连队当成家，更要把海岛当成

家！”连队每次来了新战友，梁志国都把

这句话挂在嘴边。
梁志国所在营是“全国拥政爱民先

进单位”、空军“拥政爱民模范营”……梁
志国说，他必须把传统发扬光大。

刚上岛时，营区里的绿化并不是很
好。抬眼望去，远处郁郁葱葱；低头看
看，营区里却是光秃秃的。此后的 13年
里，每当春风拂过海岛，梁志国便带着战
友们植树，第一批种植的不足手腕粗的
小树，如今已长到如大腿一般粗壮。

服役 22年的梁志国说，他现在最大
的心愿，就是希望组织能让他继续留下
来，“过惯了海岛上的生活，去了外面反
倒像是‘离家出走’的孩子。”

该营教导员张勇峰说，梁志国上岛
以来，献血 3次，参与扑救山火 8次，真正
做到了爱岛如家。

前后 10余次出岛执行任务，每一次
乡亲们都敲锣打鼓送梁志国和战友到码
头，等执行完任务归建，再敲锣打鼓欢迎
他们凯旋。梁志国说：“岛上都是亲人，
我离不开他们。”

左上图：梁志国在检修装备。

李毅斌摄

在海岛上“瞭望”战场
—记北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雷达技师梁志国

■刘汉宝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记者 郝茂金

学习是一切进步的先导，是求新求变的起

点。一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就是一部依靠学习追求进步、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的历史。正如习主席在为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

培训教材作的序言中所强调：“善于学习，就是善

于进步。”

立身百行，以学为基。“一个政党要走在时代

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指导；一个领导干部要

做好本职工作，一刻也离不开理论学习。”政治上

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

领，也是党员干部必须掌握的制胜法宝。对党员

干部来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

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

高度。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投身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必须加

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我党是靠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我军也是

靠先进军事理论指导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每当

事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党都特别注重加强

理论武装，用理论创新最新成果凝聚意志、引领

前行。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

习》的报告中，把学风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

置。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共中央发布《关

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并把 5月 5日马克思

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在我们的党史军史

中，“学习”是贯穿其中的关键词之一。正因为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我党我军才有效克服了

“本领恐慌”，一次次走出了少知而迷、不知而

盲、无知而乱的困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

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

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党员干部

只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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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作为主题，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

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学出对党

忠诚、坚定信念、自觉自信、责任担当、

能力水平，才能使思想、能力、行动跟上

事业发展需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

“善学者智，善学者强，善学者

胜。”全军官兵特别是党员干部应按

照走在前列、关键要实的要求，认真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坚持读原著、学

原文、悟原理，推动理论学习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做到学、

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常学

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知行合一

中主动担当作为，切实把学习成效

落到看齐追随的笃行上、理想信念

的坚定上、政治能力的提升上、许党

许国的担当上。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

院学员一队）

本报讯 傅凌艳、王炳轩报道：“要
实现医务工作全面均衡发展，必须让干
部成为本职岗位的行家里手……”近日，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围绕前期
“强化干部能力素质”活动开展情况进行
讲评分析，明确下一步改进方向。
“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木

板有多高。”该中心领导介绍，近两年，随
着编制体制调整不断深入，中心担负的任
务种类日趋多元、任务量逐步增大，部分
科室忙于业务工作，在干部能力素质培养
上存在时紧时松、说得多做得少的情况。
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干部发展出现“偏科”
现象，部分工作无人接续、骨干断层的现
象日益突出。为破解这一难题，中心党
委研究决定开展“强化干部能力素质”活
动，着力提升单位人才建设水平。

不唱“形式调”，不演“过场戏”。该
中心按照“不脱离主责主业、不脱离业

务技能、不脱离工作实际”的要求，在工
作标准不降的前提下，扎实推进素质培
养常态化。他们通过邀请军地专家辅
导授课、观看培训录像、岗位自学等方
式，提高干部分析问题、日常管理等综
合能力素质；紧贴各个岗位职责要求，
针对“懒、庸、浮、拖”等问题开展自查自
纠，深刻查摆思想顽疾，将暴露的问题
拉单列表，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并公
示整改进度，接受群众监督；通过工作
实践，将学习内容转化成内在素质，不
断强化带着问题抓整改的意识，在解决
矛盾、推动发展中补短板，做到边查边
改、即查即改、真查真改。

随着活动深入开展，该中心干部立
足岗位学、带着问题研已蔚然成风，综合
能力素质得到明显提升。年初以来，他
们在各项重大任务中表现出色，为兵服
务水平有效提升。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强化干部能力素质

立足岗位学 带着问题研

本报讯 记者宋子洵、通讯员王乐
意报道：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下士史特又
新掌握了 2项专业技能。近日，在第 79
集团军某旅一营二连组织的议训会上，
史特结合自己的经历说，能取得这些进
步得益于旅里组织的一专多能训练。
“未来战场瞬息万变，抓紧时间储备

复合型人才刻不容缓。”该旅旅长王瑞金

说，自去年以来，该旅对抗演练战味十
足，以往各专业官兵“各守一摊”的固定
模式被打破。一次对抗演练中，炮长“阵
亡”，整个炮班顿时乱了阵脚，战斗力骤
减。复盘总结，该旅官兵认识到：为了
适应未来作战需要，各级战斗员都应该
对自己所属装备有着全面细致的了解，
人人都应该练就一专多能的本领。自

此，一专多能训练在全旅悄然兴起。
为使部队更适应战场环境和打赢

的需要，合理利用好人才资源，该旅为
各专业训练骨干精心打造了一专多能
训练方案。方案要求，训练成绩稳定
在优秀以上的士官，至少要多掌握一
种所在作战平台内其他岗位的专业技
能。新方案实施以来，训练场上出现

新变化：驾驶员驾驶指挥车到达预定
阵地后，立刻“变身”接力员参与开设
接力站……彼此熟悉训练内容，使作
战平台各成员间的协作更加密切，即
使战斗“减员”，其他战友也能迅速补
位，有效提升火力单元的作战效能和
战场生存能力。

前不久，该旅组织考核，瞄准手陈
欢手腕“受伤”，无法继续完成火炮瞄
准任务。“敌情”紧急，他立刻与炮长常
浩“角色”对调、互换战斗位置。二人
临时换岗之后，在完成各自职责的同
时，还互相提醒火炮射击过程中的注
意事项，最终协同考出了专业第一的
好成绩。

第79集团军某旅储备复合型专业训练骨干

聚焦实战培养一专多能人才

本报讯 李争涛、张洪健报道：3
月下旬，第 72集团军某旅组织修理专
业示范授课。修理连上士张冰波综合
运用多种方法，快速诊断并成功排除车
辆故障使车辆恢复正常，取得良好示范
效果。该旅领导说，旅里像张冰波这样
担负全旅专业训练组训任务的“兵教
头”共有 10余人，经过集训淬火，他们
已成为基层连队教学组训的主力军。

年初，该旅在调研中发现，作为“兵
头将尾”的士官骨干队伍，不同程度地存
在组训能力偏弱、训练方法单调、示范效
果不佳等问题。“基础训练好不好、质量效
益高不高，教练员组训水平是关键。”为
此，他们组织专业训练教练员集中淬
火，开展全旅“四会”教练员集训，从提升
士官骨干组训能力入手，提高训练效益。

为确保集训扎实有效推进，他们遴

选训练尖子和部分机关业务人员，成立
训练监督组严抓训风。监督组成员通
过跟课训练、随机抽考等方式，查找问
题、分析不足，对履职不力的教练员进
行问责，对能力偏弱的教练员集中帮
带，不断提高教练员的组训能力。

教案编写、组训示教、实兵演练……
在该旅基础课目训练场，集训归来的
“四会”教练员发挥“酵母”作用，带动官

兵科学训练，有效提高了整体训练水
平。修理连体能训练“教头”李飞在“四
会”教练员集训中，从兄弟单位四级军
士长陈邦仁那里取得“真经”。归队后，
李飞融合军事体育、营养学、人体运动
机理等知识，区分速度、耐力、爆发力等
内容，根据连队官兵的身体素质差异，
为他们量身打造个人体能训练计划。
在他的科学指导下，战友们体能水平进
步明显。

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专业训练教练员集中淬火

强化士官骨干科学组训能力

3月25日，南疆地区出现大面积沙尘天气，某装甲团以此为契机，将部队机

动至野外生疏地域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锤炼部队复杂天候条件下的实战能力。

唐亚云摄

本报讯 何勇、特约记者晏良报
道：军分区副政委徐洪刚 20多年前身中
数刀仍与歹徒殊死搏斗，中士赵海永带
领中国参赛队把士兵荣耀写在欧洲之
巅，巡逻标兵陈永国 14年如一日忠诚戍
边……近日，西藏昌都军分区将单位历
史上的标兵典型先进事迹上传强军网，
通过开展“身边人讲身边事”活动，激发
官兵投身强军实践的热情。

该军分区有多位享誉军地的功臣
标兵，他们的先进事迹都是“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的生动教材。身
边典型更具说服力，身边故事更有感染
力。在筹划教育工作时，他们立足自身
实际，深入挖掘本单位“叫得响、过得

硬”的典型，广泛开展“身边人讲身边
事”活动。他们将典型人物的影像、文
字资料上传至强军网，定期组织心得体
会交流，引导官兵在互动交流中找差
距、明方向、立标准。

身边的“星”最亮。2018年，该军分
区中士赵海永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2018”“厄尔布鲁士之环”项目时，意外坠
崖昏厥 10多秒。苏醒后，他忍着剧痛，
以惊人的毅力带领队友扬威国际赛场。
他的事迹被拍成军事纪实片——《战士
有颗忠诚的心》。观看纪实片后，大家纷
纷表示，要以英雄为榜样，争当新时代强
军征程的突击手，投身练兵备战，建功高
原边陲。

西藏昌都军分区开展“身边人讲身边事”活动

功臣事迹走进网络课堂

本报讯 唐继光、梁晨报道：前不
久，新疆军区某师举办第十届“感动天山
雄师十大人物”颁奖典礼，颁奖典礼分 5
个篇章，包括事迹短片介绍、主持人现场
采访、文艺节目表演等环节。
“初心不改的模范军士长”张占伟、

“全面发展的‘四有’兵巴郎”沙地力、“雷
锋精神的时代传承人”李帅……这次当
选的十大标兵，全部是通过部队自下而
上推荐、网上投票、党委审议确定的。他
们中有爱军精武的训练标兵，有亮剑国
际赛场的铁甲勇士，也有助人为乐的爱
心使者。他们用顽强拼搏和无私奉献的

精神，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强军赞
歌，成为官兵身边可敬可学的先进典型。

据介绍，该师已连续 10 年举办
“感动天山雄师十大人物”评选。这次
颁奖典礼，他们专门邀请 10名“感动
人物”的亲属担任颁奖嘉宾，共享荣
耀时刻。看了事迹短片中儿子参加侦
察兵比武的艰辛奋斗经历，某团警侦
连副连长陈朝凡的母亲流下了泪水。
这位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老家赶来的母
亲，在数千名官兵的热烈掌声中为儿
子献花颁奖，与儿子深情相拥，感染
了在场的每名官兵。

新疆军区某师评选“感动天山雄师十大人物”

精武标兵成为追梦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