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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宏伟、通讯员
卫家楠报道：前不久，随着最后一架次无
人机安全着陆，南部战区海军某无人机
团连续多昼夜不间断的广域侦察训练圆
满结束，期间共侦获数十批次目标，有效
检验了部队实战能力。

走出主控制站，飞控师沈志星告诉
记者：“此次大强度飞行训练，紧贴体系
作战需要，锤炼持续侦察巡逻和查证识
别能力，为履行使命任务打下了很好的
基础。”

记者在一线跟训，最大的感受就是

实战氛围浓厚。飞行首日，团长赵明月
下达任务后，各战位人员迅即展开飞行
前准备工作。8时许，无人机轻盈起飞，
按照指令爬升后，沿着预定航线巡逻。
“方位×××，距离×××，发现疑

似舰艇。”“立即查证。”接到命令后，任务
控制员赖朝奉操控无人机快速跟踪目
标。监控器上的目标越来越清晰，经过
情报员准确判读后，值班参谋向上级指
挥所报告情况。

次日上午，完成第一批侦察任务的
无人机与刚刚起飞的“战友”完成空中任

务交接后安全着陆，机务人员迅速对飞
机展开检修。机械技师邵伟伟检查发现
无人机某部件支座断裂，他带领人员立
即进行更换。

月明星稀，更换了多批任务官兵的
地面站依旧灯火通明。对于准备进行夜
航训练的官兵而言，考验才刚刚开始。
赵明月告诉记者：“连续多昼夜不间断飞
行，对装备可靠性、稳定性，人员技战术
水平及心理抗压能力都是一种挑战。在
这种情况下完成空中任务精准对接，是
我们持续用力的方向。”

南部战区海军某无人机团锤炼广域侦察能力

侦察训练，昼夜不息持续锤炼

本报讯 林金荣、特约记者赖文湧
报道：3月中旬，第 73集团军某旅组织全
体官兵展开班组协同作业和共同课目普
考。此次考核从难从严组织，考核组临
时打乱建制序列，将人员随机编组，区分
多个场地和考点，数十个课目分类分组
同时展开，全面检验官兵综合素质。

走出考核场，该旅支援保障连班长
闫富宽连连感慨道：“没想到这次考核临
时打乱建制序列，我被分配到了陌生班
排；没想到班组协同作业刚结束，共同课
目普考就接续展开。”
“班组协同作业依托战斗体能考核

组织实施，要求官兵负重不少于 25 公
斤，在 30公里行军途中完成多个实战课
目，对官兵体能基础和应变能力考验很
大。”现场组织考核的该旅作训科参谋张
卿华说，以往有的官兵在考核中习惯于
固定组合、固定岗位、固定招数，但这种
随机编组的考核模式，让考核难度陡然
增加。

行军途中，各班组自主确定站立点、
自主选择路线，考核组全程导调伪装侦
察、炮火拦阻、通过“染毒地带”等情况，检
验班长骨干技战术水平和临机处置能力。

班组协同作业结束，共同课目普考随

即展开。在体能大量消耗后，官兵又连续
完成引体向上、400米障碍等 6项考核。
高强度的连贯考核，让刚休假归队的作战
支援营营长姚孝业有些难以招架，但他表
示，只有在真难严实环境下摔打锤炼，从
难从严考验官兵技能和体能，才能摸清训
练底数，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

第73集团军某旅连贯实施数十个课目普考

从难考核，随机编组全面检验

3月中旬，新疆军区某团在野

外陌生地域开展战斗体能训练。图

为行军途中，官兵进行图上作业。

张子健摄

本报讯 尚星良、王锡圣报道：“真没
想到，反映的问题这么快就得到了解决！”
3月中旬，中部战区陆军某团修理连中士
任平在军营超市购物时，发现商品价格与
标价不一致，便向机关保障部门如实反映

了这一情况。机关当天就派人调查核实，
并对超市提出了具体整改意见。
“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事，再小也不

能小视。”该团政委巩志国说，年初调研
时，基层官兵反映机关服务效率有待提

高，个别机关干部在工作中存在“拖、等、
靠”的现象。为此，团领导深入营连收集
官兵实际困难和意见建议，每月召开“官
兵恳谈会”，梳理形成问题清单，并将解
难进程及时在公示栏上进行公示，确保

把事办好。
该团一营营长郑科院家属随军后，孩

子上学成了困扰他们的难题。了解情况
后，该团机关及时与驻地教育部门协调，3
天后就办好了入学手续。为给官兵子女
上学提供便利，该团还开通了从营区到学
校的往返专车。

党委倾力解难，官兵奋力谋战。刚
刚获得团修理专业比武冠军的刘乐兴奋
地说：“团党委倾力为基层官兵解难题办
好事，我们可以更专心地投入到训练中，
用更多的精力锤炼打仗本领。”

中部战区陆军某团倾心服务基层

党委倾力解难 官兵奋力谋战

“文强，连队战友都惦念着你，盼
着你早日康复！”3月 20 日上午，第 79
集团军某旅三营战士顾万达和靳泽昊
完成献血后，第一时间赶到战友齐文
强所在的病房。齐文强倚床坐起，微
笑着伸开双臂与两位战友紧紧拥抱在
一起。

2016年 12月 16日，正在参加训练
的齐文强突感不适，前往医院就诊。
当“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诊断结果摆在
他面前时，齐文强顿时觉得“天塌
了”。经过医院专家近一个月的治疗，
齐文强暂时脱离了危险。
“再生障碍性贫血导致患者造血功

能减弱，齐文强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仍需要相同血型的血小板维持生
命。”北部战区总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

李敏艳说，“可是维持齐文强生命所需
的血小板库存非常有限，一旦血小板供
应不及时，他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齐文强的病情牵动着战友们的
心。为缓解高昂治疗费给他带来的经
济压力，该旅党委第一时间启动困难官
兵救助程序，全旅官兵也自发为他捐
款，并叠下千纸鹤、送去鲜花，鼓励齐文
强重振信心，与病魔抗争。
“血库告急！”2017年年初，由于春

节期间献血人数骤减，医院和当地血
液中心同时出现血小板库存不足的情
况，齐文强输血遇到困难。得知情况
后，连队数名官兵请假来到医院为齐
文强献血，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自此，该旅官兵便展开了一场热

血澎湃的生命接力。”李敏艳回忆说，

每当血库告急，无论严寒还是酷暑，齐
文强的战友们总会及时赶来。两年
来，他们累计无偿献血 81次，献血超过
30000毫升！
“不约而同的举动，只为文强能

够早日康复归队！”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齐文强的同班战友戴崇宇先后多
次献血。当被问及是否担心频繁献
血影响健康时，戴崇宇微微一笑：“捐
献 1次，3天后血液就能恢复正常。我
平均 3 个月才献 1 次血，感觉对身体
影响不大。”

如今，在齐文强就诊的医院，官
兵接力献血的故事已传为佳话。该
院护士长王楠感慨地说：“虽然他们
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战友之间真是亲
如兄弟。”

为全力救治患病战友齐文强，第79集团军某旅官兵累计

献血81次，献血超过30000毫升——

热血澎湃的生命接力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赵 雷 通讯员 韩立建

3月下旬，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在某海域开展大强度实战化训练。 李 维摄

对于武警某部交通第三支队三级警
士长何剑波而言，蜿蜒曲折的新藏公路
就是他整个青春的足迹。像熟悉自己的
掌心纹路一般，公路沿途的冰河和雪山
达坂，何剑波早已牢记在心，“我们以帐
篷为家，和羚羊野驴为伴，只为守护这条
‘天路’。”

谁不怕“天路”险，谁不畏筑路艰？
1999年 12月，当何剑波第一次来到

这片年平均气温零下 10摄氏度、空气含
氧量仅有内地 40%的高原时，也曾一度
怀疑自己的选择。

新训结束后，何剑波和战友坐着运
兵车，一路颠簸起伏，一路翻山越岭……
几天的长途跋涉后，运兵车终于停
下。何剑波这才发现，中队营房竟非
常简陋，没有照明用电，也没有饮用
水，就连做饭也需要从远处的县城运
给养。

更令人震惊和痛心的是，就在那天
晚上，白天还生龙活虎的运兵车驾驶员
黄帅突发高原脑水肿，经抢救无效牺牲
了。弥留之际，黄帅留下遗言：“把我埋
在这里，我要和战友一起守‘天路’……”
“这就是高原，一个需要用生命坚

守的地方。”那夜，19 岁的何剑波彻夜
未眠。

第一次执行护路任务，何剑波乘坐
的汽车在返回途中抛锚。天色渐暗，一
群野狼嚎叫着围了上来。见状，带队的
班长将何剑波等人护在身后，自己把大
衣里的棉花掏出来，用火引燃后扔到车
外。扔一点，头狼退几步；火灭了，狼群
又围上来。就这样，他们与狼群对峙着，
直到当地牧民前来解围……

如今，何剑波每逢新兵第一次执行
护路任务时，都会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

听。有人问：“班长，你不怕死吗？”
“怕！”何剑波说，“但是‘死’过一次

就不怕了。”
2002 年 5月，中队奉命负责某路段

的路基施工，何剑波担任突击手。
那天，何剑波正在操作挖掘机作业，

一块大石头突然从山上滚落，砸向挖掘
机挡风玻璃。顿时，碎玻璃如同利刃，扎
向何剑波的脸颊。

施工现场没有医生，也没有麻药，战
友们用简易医疗器材从何剑波的脸上取
出多块玻璃碴后，赶紧给他处理伤口。

被送去医院后，何剑波后怕不已，他
一遍遍回想：“倘若石头再大一点，倘若
碎玻璃划破了动脉，自己是不是也会像
黄帅老班长一样，长眠于此？”然而痊愈
后，何剑波二话没说，又坐进了挖掘机驾
驶室……

谁不怕高原寒，谁不畏高原苦？
2009 年 1 月 18 日，驻地突遭暴风

雪，沿线路段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凌晨
3时 40分，一个求救电话打来，3台地方
汽车被困，11名群众急需救助。

接到命令，何剑波开着装载机随
救援分队紧急驰援。风雪肆虐，能见
度不足 2 米，经过长时间的苦苦寻找，
救援分队终于找到了被困群众。见到
那一抹象征着希望的“迷彩绿”，藏族
司机扎西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紧紧拉
着何剑波的手，用不标准的汉语说：
“谢谢你，兄弟！没有你们，我们就冻
死在这儿了。”

类似的故事，在何剑波 7000多个日
夜的守护中并不鲜见。20年来，何剑波
先后参加各种抢险救援行动 50余次，解
救被困群众 900多人，被表彰为“全军优
秀共产党员”“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
士”。驻地群众更是亲切地称他和战友
们为“雪域守护神”。

然而这个“守护神”守护了别人，却
常常“守”不好自己。

一次，何剑波执行紧急任务，连续工
作一昼夜之后累倒了。军医发现何剑波
脚上溢出的血水结成硬痂，和袜子牢牢
粘连在一起。
“班长，你记不记得自己总共受过多

少次伤？”前不久新兵下到中队，一名新
战士看着何剑波脸上的疤痕问道。何剑
波抿了抿黑紫的嘴唇，笑着说：“新伤摞
着旧伤，哪里还能数得清。这些伤疤都
是咱高原军人的荣誉勋章。”

左上图：何剑波近影。

赵茂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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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部队制定加强领导干部

政治能力训练的有关措施，推动政治能

力训练走深走实。对广大官兵特别是

领导干部来说，政治能力训练不可或

缺，而且标准应更高、要求应更严。

政治能力，是把握方向、把握大

势、把握全局的能力，是保持政治定

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

力。领导干部加强政治能力训练至关

重要。早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

就提出“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并把

红四军的政治训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

进行系统阐述，确保了我们党从思想

上政治上掌握部队，锻造并不断巩固

了我军的政治优势。有兵不练，与无

兵同；练而不实，与不练同。今天，我

们只有坚持不懈地加强政治能力训

练，才能使领导干部自觉把讲政治贯

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使自己的政治

能力与担任的领导职责相匹配。

不闻大论，则志不宏；不听至言，

则心不固。领导干部应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按照走在前列、关键要实的要求，

推动理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

实里走，坚决纠治表态化、浅表化、功

利化问题，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为着解决

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

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实践是锤

炼能力的大熔炉、检验能力的大考场。

提高政治能力，必须经历政治实践的千

锤百炼。领导干部要勇于挑最重的担

子、啃最硬的骨头，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在破解难题中实现政治能力的跃

升。领导干部只有到重大斗争、实践一

线去真刀真枪地干，敢于亮剑、善于斗

争，才能练出真功夫、学会真本领，不断

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1948年，东北局组织部关于建党

工作报告中提到：“如果没有党的经常

的组织生活，即使最好的党员也会逐

渐脱离群众，甚至变坏。”严肃认真的

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党内政治生活

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

如果炉子长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却

没有足够的温度，那是炼不出钢来

的。各级党组织应严肃认真开展党内

政治生活，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

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确保

党内政治生活的炉火越烧越旺。各级

领导干部应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

锻炼全过程，带头筑牢信仰之基、补足

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早日把自己

锻炼成为“金刚不坏之身”。

推动政治能力训练走深走实
■刘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