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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城玮、特约记者相双喜
报道：早春的青藏高原，寒风刺骨。第
76 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对新种植的生
态林实施养护和增肥，提高植物抗冻能
力，以满足春季萌芽生长需要。
“在高原种活一棵树的辛苦就像养活

一个孩子。”该旅警卫勤务连上士刘兴贵
清晰记得，第一次背着行囊走进新驻地，

戈壁滩上除了骆驼刺，几乎看不到绿色。
部队移防到哪里，就让绿色扎根到

哪里。该旅积极引导官兵建设生态家
园，分批次运送上万株树苗，逐步拓展生
态林面积。因为驻地多为沙砾地，水分
难储存，加之空气稀薄，第一批树苗的成
活率不到一半。

高原植树需要技术保障，他们联系

驻地相关技术部门，邀请多位林业专
家考察土壤环境、进行技术指导，制订
划分责任区、引进滴灌技术、精选适合
高原生长的耐旱性苗木、开展苗木培
育技术培训等绿化方案，并定期协同
地方相关部门为生态林“体检”，确保
绿化实际效果。截至目前，该旅累计
植树 2万余株，绿化面积 300余亩。

2万余株苗木染绿戈壁滩

本报讯 记者李建文、特约记者
蒋龙报道：连日来，鄂北山区某地硝烟
弥漫，在空降兵某军开展的指挥员能
力素质“大摸底、大考核、大清查”活动
中，数百名营连指挥员围绕基础理论、
作战筹划、实兵行动、组训教学等 4个

方面 28个课目展开比武竞赛，拉开了
空降兵部队年度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
的序幕。

营连主官作为基层建设的第一责
任人，军事训练水平与部队训练成绩
紧密相关。他们按照“备战缺什么训
什么、打仗弱什么补什么”的思路，所
属旅级单位各抽 25 名营连指挥员组
成一个参赛队，每人按作战需求负重
25 公斤，跨昼夜渗透 30 余公里，穿插
进行轻武器射击、识图用图、战场救
护、抗敌袭扰、夜间侦察、宿营警戒等

课目。某旅二营营长甄守宽说，在近
似实战的环境中检验指挥技能和战斗
素养，既考出了真实水平，也考出了本
领恐慌。

不设预案、随机导调，是这次比武
竞赛的另一看点。比武过程中，各参赛
队要随时处置导调组随机设置的难局
险局。导调组成员、某训练基地指挥教
研室教员吴盛华说，打仗没有脚本，紧
贴实战设置强敌干预条件，时时出敌
情、处处设难题，目的是全方位锤炼营
连指挥员随机应变、临机决断等能力。

空降兵某军开展指挥员素质“大摸底、大考核、大清查”活动

营连主官跨昼夜负重渗透突击

巍巍昆仑、皑皑雪峰，千里边关、朔
风凛冽。清明时节，新疆军区某团组织
的一场“争做喀喇昆仑精神新传人”教
育活动在海拔 4200 多米的康西瓦烈士
陵园拉开帷幕。

雪山埋忠骨，英魂砥斗志。一等功
臣、战斗英雄罗光燮的战斗故事，把官
兵思绪带回到那个炮火硝烟的年代。

1962 年 11 月的一个清晨，在海拔
5000多米的热琼沟地域，21岁的罗光燮
带领战友冲锋时，不慎误入雷区，左腿被
炸断，陷入昏迷。苏醒后，眼看着身边的

战友一个个倒下，他义无反顾地向前滚
去，以身体引爆地雷，为战友打通冲锋的
道路，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喀喇昆仑。战
后，罗光燮被追记一等功，并被国防部追
授“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缅怀先烈，就是要继承他们的遗

志，无私奉献、锐意进取，在强军兴军的
伟大征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烈士
墓前，军医姑丽米热激情澎湃的发言令
人动容。

英烈故事，激励兵心。新一代昆仑
卫士、二等功臣、一营一连中士王博去

年参加陆军组织的比武竞赛，她强忍着
胳膊旧伤，不断突破极限、挑战自我，在
激烈角逐中斩获冠军。在今年备战比
武期间，王博不慎扭伤脚踝，新疾旧痛
让她萌生退意。烈士墓前，听了罗光燮
的战斗故事后，王博决定再次递交请战
书：“无论前路有多少艰难险阻、多少风
雨坎坷，我一定咬紧牙关、再创佳绩。”

深情祭英烈，同心铸军魂。那年 12
月，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界山达
坂，为抢修中断的通信线路，年仅 20岁
的党员卢志成义无反顾地出发了。3天

后，寒风拂去积雪，他已经成了一座“雪
塑”，但他的手依然伸向不远处的通信
线杆……听了卢志成烈士的感人事迹，
红山河机务站连长李进明热泪盈眶、深
受触动：“先烈用自己的宝贵生命扛起
军人的责任使命。作为新时代革命军
人，我们要向先烈学习，为强固边防线
竭忠尽智、贡献力量。”

雪山不负英雄志，擎旗自有后来
人。面对长眠于雪山冻土下的先烈，该
团官兵庄严宣誓：“积极投身改革强军
征程，像先烈那样奉献自己的一切！”

听，那雪山冻土下的恒久回声
——新疆军区某团在康西瓦烈士陵园开展主题教育见闻

■张 强 蔡紫薇 蒲杰鸿

本报讯 郭克鑫、曹杰报道：“今天
我们吃火龙果！”前几天，第 79集团军某
旅官兵来到食堂就餐，看到餐桌上的水
果换了新种类，很是惊喜。笔者了解到，
近期食堂里的水果保障种类丰富，草莓、
西瓜、桂圆等新鲜水果端上了官兵餐
桌。据了解，这是该旅合理使用新增伙
食费提高保障质量的一个缩影。
“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苹

果、桔子、鸭梨‘老三样’水果，已经难以
满足官兵需求。”据该旅领导介绍，他们

在调查中发现，有的营连多购买价格低、
易存储的几种水果，时间一长有些官兵
吃腻了。

餐桌连着战斗力。为让餐桌上的水
果丰富起来，部队基本伙食费标准调整
之后，该旅在科学调剂伙食、保证饭菜质
量的基础上，加大经费投入水果保障。
他们与驻地 20多家水果供应商商讨价
格，合理选择品种，确保水果物美价廉，
在基层营连设立“水果菜单”，提供 30多
种水果，官兵自行挑选，每周集中汇总后

进入食谱，满足官兵的不同口味需求。
水果保障不仅品种多样，制作上也

更加精良。笔者在该旅食堂操作间看
到，他们有的用多种水果制作营养均衡
的水果拼盘，有的把香蕉、苹果、西瓜等
制成水果沙拉，还有的用水果和冰糖熬
制成什锦罐头。正在检查基层伙食保障
的旅保障部助理员李文硕说，他们改变
以往水果一发了之的做法，变着花样精
细制作，提高了水果保障质量，为官兵高
强度实战化训练补充营养。

第79集团军某旅合理使用新增伙食费提高保障质量

“水果菜单”丰富官兵餐桌

本报讯 宗世航、特约记者冯金
源报道：近日，火箭军某旅驻训场上战
车轰鸣。来自某训练基地的 7名导调
专家和 11名旅机关干部组成考核组，
在模拟战场环境下临机导调。作为参
考对象，该旅某发射营在 3天时间内，
完成模拟发射、机动部署转换、处置特
情课目等演练，营队独立作战能力得
到检验提升。
“只有不断提升营一级的技战术

能力水平，才能确保发射营队在复
杂战场环境下独立遂行作战任务。”

该旅旅长曾满军告诉记者，近年来，
以营为单位独立执行任务的情况日
益增多，考验着营指挥所的指挥筹
划能力，“怎么考、怎么评”成为现实
课题。

该旅专门成立考评委员会，抽调
优秀参谋组建导演部，建立一支机动
性强、作战素养高的“蓝军”队伍，与各
营展开对抗演练。邀请训练基地专家
进行现场指导，深入研究导调实施计
划、完善考核规则和评分标准，实地考
察机动转进路线，突出考察部队指挥

所筹划、机动行军、野战宿营和“一反
四防”等方面能力，全面检验营合成训
练效果。

考核现场，部队机动转进途中接连
遭遇“敌情”。导调组全程记录数据，导
演部每天进行考核总结和模拟推演，确
保整个组织过程更贴近实战、更科学严
密。最终，该旅在大纲基础上细化营合
成训练的 200余项评分标准和 80余条
考核规则，探索规范了一套较为完整科
学的考评体系，为下一步检验提升营队
独立作战能力提供了有力遵循。

火箭军某旅细化完善合成训练考评体系

创新机制检验营独立作战能力

第76集团军

某 旅

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通讯员黄海
报道：“吴婷！”“到！”“你的枪号是
04××××，请你爱护好手中武器，像爱
惜生命一样爱护它。”“是！”阳春三月，第
74 集团军某炮兵旅组织新兵授枪仪
式。方队里，22名女大学生新兵精神抖
擞，分外显眼。接过钢枪，标志着她们正
式走上信息化战斗岗位。

据悉，这个旅装备的某型武器系
统具有精度高、威力大、信息化程度高
等特点。“女兵心细、学习能力强，专业
课目都是超前训。”新兵营教导员朱埠
介绍，信息化战位需要高素质人才，这
22名女兵除了意愿坚定、基础扎实外，

还与男兵一同接受了为期 3 个月的信
息化专业强化训练。经考核，她们的
成绩均达到良好以上。

战场不分男女，巾帼不让须眉。该
旅某型武器系统装填车上的固弹夹较
重，装填一次弹药需要耗费不少体力。
为缩小与男兵的差距，女兵们逼着自己
增强体能，她们除了训练场上加练，还在
日常生活中肩扛手提桶装水进行负重训
练……经过艰苦磨砺，女兵们体能均有
明显进步。国家二级运动员、女兵陈秋
焓在训练中屡创佳绩。女兵曾梓芸操起
枪炮一点不逊色于男兵，不久前，她以满
环成绩取得轻武器射击课目第一名。

第74集团军某旅——

22名女大学生新兵走上信息化战位

4月7日，空降兵某部炮兵分队

官兵在实弹射击训练中占领发射阵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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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春辉、特约记者康克报
道：“比武难度加大了，取得的成绩才有
说服力。”近日，第 83集团军某合成旅侦
察营组织侦察专业创破纪录比武，人称
“绳上飞”的武装侦察连四班战士华伟
涛颇感意外：在攀登课目比武现场，作
为该课目利用绳索攀登最高纪录保持
者，他凭借稳定的状态取得较好成绩，
但相较上次的成绩仍有差距。比武结
束，营长韩正义道出实情：这次比武考
核，原来 10 米的攀登距离变成了 11.5
米。华伟涛成绩的“下降”，原因就在这
多出的 1.5米上。

利用绳索攀登，是该营武装侦察连
官兵的拿手课目。营教导员袁东波却发
现，在组织利用绳索攀登课目训练时，如
果考虑官兵的身高、跳跃高度等因素，绳
上攀爬的距离不足 10米。一些身高臂长
的官兵，甚至只需简单几次换手攀爬就
能到达顶端。
“攀登是侦察兵的一项必备技能，

必须从难从严训练，坚持更高标准。”前
不久，该营计划组织侦察专业创破纪录
比武，袁东波谈了自己的想法。随后，
该营党委组织干部骨干针对攀登训练
的特点和要求，结合官兵生理特点，在
训练条件设置上将 10 米攀登绳加长 1.5
米，提升训练难度。他们还依据实战背
景设置考核环境，增加考核的“硝烟
味”。在此基础上，结合全旅开展的“根
除‘和平病’、听令上战场”教育整训活
动，采取层层剖析、人人反思、逐级研
究、逐项纠治的方式，查找出实战化标
准不高、组训能力偏弱等 4个方面 16 项
问题，制订整改措施，明确时限标准，及
时公布纠治情况。

攀登绳长了，战斗力长了。记者近
日在该营组织的核生化防护课目比武
现场看到，装甲侦察连几名训练尖子因
判别风向错误、不符合实战要求而被判
定不合格。连长赵恒远感慨地说：“成
绩虽然不太理想，但含金量高了，我们
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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