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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连续多日的小雨后，杭州郊区天空
放晴。在一片群山环抱的盆地里，矗立
着数十根高低错落的天线杆。这里是浙
江省军区的无线电通信天线场。

爬线杆钻窨井、战严寒斗酷暑，为保
证每架天线都能顺畅工作，某无线电分
队三级军士长吕应科十几年如一日行走
在这条13公里长的巡检路上。

去年 3月，浙江省军区举行高级士
官军衔晋升仪式。那几天，吕应科特别
开心，不时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新军衔，笑
得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

2001年 12月，吕应科参军入伍。接
到入伍通知书的那天，得知自己将在风
景如画的杭州当兵，吕应科内心十分欢
喜。哪知营区在杭州的一处山沟里，延
绵起伏的丘陵成了繁华与寂寞的“分水
岭”，他有些沮丧。

吕应科有一股不服输的劲。他认
定，即便蹲守在山沟里，也能做出一番
成绩。使命一旦扎根心中，便会迸发出
无穷力量。吕应科加班加点背电码，不
到半年，上万条电码就烂熟于心。

2006年，发信台天线升级换代，连队
让吕应科担任分队长。重新架设的天线
杆每段重200多斤，要靠人工一根根搬运
安装，而天线杆基座选址分散在田间、荒
地和山顶，难度可想而知。作为分队长的
吕应科叫上一名老兵，两人抬起天线杆就
往山上爬。分队长作表率，大家的干劲被
激发出来，仅20天，天线被全部架起。

吕应科和战友们的日常工作，是反
复攀爬 20米高的天线杆，查看天线有没
有锈蚀，接头连接是否牢固；然后掀开天

线杆底座下的窨井盖，钻下去查看电缆
头有没有进水，线路是否存在异常。战
士们有时自称：“我们工作的范围只有这
20米。”吕应科却说：“这 20米的登攀，是
一名通信兵的军旅登攀路，任务单调却
不简单，距离不高但使命崇高。”

从军 10多年来，每当有急难险重任
务，吕应科总是挑大梁。2012 年，吕应
科所在分队参加组网演练比武时突遇电
台车计算机终端故障。紧急关头，吕应
科带领大家拆解、焊接、调试设备并化险
为夷，分队最终获得浙江省军区第二名
的好成绩。

吕应科和战友天天走在巡检路上，
拿出“绣花”功夫对待每一个细节。即便
如此，有时仍会碰上难排除的故障，协调
厂家增援费时又费力。“从山沟里发射出
去的每串电波、每份电报，都关系重大，
不容耽搁。”吕应科决定对整个无线电发
信系统进行研究学习。

他自学《电路基础》等，宅在机房把
每一条线路走向绘成草图；从淘汰的旧
机器里，反复测试摸索故障原因，记录下
的故障表现及排除方法成了他应对各种
突发情况的“独门宝典”。几年下来，吕
应科成了名副其实的无线电专家。

各型天线中最吸引眼球的，当数营
区后的那架：它的体积最大、功率最强、
所处地势最高、支撑天线塔座最高、巡
检技术难度最大，被战士们称为“一号
天线”。这架天线一直以来都由吕应科
亲自巡检。去年 11 月初，吕应科突然
决定：由分队战士轮流巡检“一号天
线”。编制体制调整后，吕应科所在连
队人员减少了，承担的保障任务并没有
减轻。带新人、为部队培养技术人才，
成为吕应科最看重的事情。

为壮大队伍技术实力，吕应科一个
人扛起了电源、发信、线路等多个专业的
教学任务，带领战友钻窨井，摸清几百条
线路的走向，细致梳理出电源短路、发信
中断等 20多种常见问题的排除方法，群
策群力攻克技术难题。仅一年时间，吕
应科就带出了3名“技术通”。

服役 10多年，吕应科荣立 2次二等
功、2次三等功，获得“全军通信与指控
系统综合组网演练先进个人”“全军士官
优秀人才奖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左上图：工作中的吕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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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会东、徐伟报道：“人
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冲破敌阵、横渡
长江……”近日，武警合肥支队执勤
一大队组织官兵参观渡江战役纪念
馆，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场景感
染着现场官兵。该支队充分利用驻地
红色资源、延伸教育课堂，增强主题
教育实效。
“主题教育如何吸引官兵”“教育形

式和内容如何创新”……为增强教育的
针对性和感召力，今年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该支队党委常委成立 3个调研组分
赴基层，征集官兵的意见建议。

“驻地革命历史资源是拓展主题
教育的有效载体。”该支队政委陈海江
说，经过调研，他们决定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的方式拓展教育课堂。他们
充分挖掘驻地红色资源，与渡江战役
纪念馆、蜀山革命烈士陵园、新四军江
北指挥部纪念馆等 20多处红色景点建
立资源共享机制；邀请革命前辈到中
队担任“红色故事讲解员”，与官兵分
享战斗故事，引导官兵自觉传承革命
薪火、汲取红色养分，将红色基因融入
血脉。
“战斗故事常讲常新，红色血脉代代

相传。”今年 98岁的抗战老兵智全保是
执勤九中队的“红色故事讲解员”，每次
和官兵讲起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总有
说不完的话。

任务推进到哪里，红色故事、战斗事
迹就宣讲到哪里。执勤二中队战士胡一
帆入伍前就读于南开大学，他的爷爷曾参
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支队勤训轮换强化
训练中，他既当战斗员又当宣讲员，给战
友们讲述爷爷讲过的战斗故事，为集训队
官兵加油打气。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战斗
故事深深震撼着大家的心灵，官兵训练热
情持续高涨。

武警合肥支队盘活驻地红色资源拓展教育课堂

革命前辈担任“红色故事讲解员”

本报讯 孙家斌、鞠浩正报道：“作
为调整改革后的联勤保障力量，我们要
严格按照‘始终能保障、一切为打赢’的
要求，争做新时代联勤保障卫士……”
前些天的一堂教育课上，郑州联勤保障
中心某仓库政委陈景洲要求全体官兵，
在回望部队丰富厚重的历史中，不断筑
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积蓄前
行力量。

一次转型就是一次挑战，一次整装

肩负一份职责。该仓库始建于 1949
年，一茬茬官兵在作战支前、抗震救灾
等重大任务中保障出色，涌现出一大
批优秀官兵和感人事迹。“要把这些历
史资源和当前的使命任务紧密联系起
来。”今年主题教育谋篇时，该仓库针
对去年编制体制再次调整、人员力量
精简、使命任务加重的实际，决定通过
追溯厚重历史、感悟光荣传统，引导官
兵不忘初心继续冲锋。一方面，他们

组织开展“我为改革强库献一计”主题
大讨论、“争当联勤保障卫士”岗位竞
赛、“忆传统话传承、赞改革当先锋”故
事会等教育配合活动；另一方面，打造
微信公众号、强军网专栏等多维教育
平台，通过文章推荐、体会刊登等形
式，营造干事创业氛围。

前不久，该仓库年度训保任务演练
全面展开，官兵斗志昂扬，多次创新组训
方法，推动保障能力再上新台阶。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结合调整改革实际开展教育

部队历史激励官兵聚力转型

1969年1月，习近平来到陕西省延

川县一个名叫梁家河的小山村。作为

一名“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

时间最长的知青”，他在这里虚心向群

众学习，向实践学习，读懂了社会这本

无字之书。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

文中他写道：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

茫、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

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

社会是个大课堂，生活是本教科

书。习主席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理论性和实

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

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

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立

鸿鹄志，做奋斗者。随着社会更开放

多元，军营生活与社会联系更密切，官

兵接收信息途径更广泛，思想政治教

育用好用足社会优质教育资源，有利

于让官兵在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厚

植家国情怀，增强知识见识，培养奋斗

精神，提高综合素质。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

溪，不知地之厚也。”真理往往是理论彻

底性与社会现象内在本质性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

实践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离

不开军营主课堂的释疑解惑、娓娓道

来，也离不开社会大课堂“百闻不如一

见”的特殊教育功能。有人说，“实地看

一眼，顶过课上讲十遍”。尽管这种说

法有些夸张，但实践证明，把教育小课

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往往能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次瞻仰参观、一次

实地教学、一次社会实践……都可以

给官兵提供观察与体悟的机会，增强

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感情和对社会

的责任感。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但绝

不是“书斋里的学问”。有哲人曾说，

理论要能担负起改革世界的任务，就

必须与革命的实际行动结合，转变成

为物质力量，真正地解决人类生活中

的世俗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

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坚持理论性和实

践性相统一”，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实践

育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

主观世界，在社会大课堂中汲取养分、

丰富思想，接受教育、增长才干，不断

提升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军

营尽管实行封闭式管理，但教育者的眼

光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

要用好和盘活部队、社会、家庭三方的

教育资源，构建“共教共享”的教育格

局。各单位应运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成就，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各

种纪念场馆，发挥官兵亲属和家乡政府

的积极影响，采用“借船出海”“请进来

走出去”等形式，营造处处是课堂、时时

受教育的浓厚氛围，努力把思想政治教

育搞得更加有声有色。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

九支队）

用好社会这个大课堂
—结合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实际落实“八个相统一”系列谈④

■蔡建昭

4月13日，新疆军区某团炮兵分队进行精度射击课目训练。

刘 程摄

北京西郊，春日的阳光洒在空军招
飞检测基地。

参加 2019 年度空军招飞定选的首
批百余名学生，脸上洋溢着青春与自
信。他们将在这里经受严苛的选拔。

一大早，空军特色医学中心招收飞
行学员体检队队长邹志康，早早地来到
招飞体检中心，再次对各科室的准备情
况细致察看。接下来几周，他们将为来
自全国各地的万余名学生进行招飞医学
选拔。
“招飞医学选拔不同于普通体检，它

有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涵盖医学选拔
10个科室的 100余项检测项目。”邹志康
向记者介绍，“每个检测项目都有科学的
量化标准，通过精确的数据对学员身体
素质进行准确判定。”

担负为国选飞的重任，空军招飞体
检队聚焦能打胜仗、强化作战科研，提高
精准招飞质量，尽可能把每一名有志空
天、适合飞行的好苗子选入空军飞行人

员序列。2018年，团队为 5000余名高中
生、近万名初中生进行定选医学选拔与
鉴定。

眼科检查室里，主治医师齐林嵩在
为一名学生检查晶状体的过程中发现了
小片状混浊。通过细致地观察检测，齐
林嵩笃定地在报告单上写下结论。

对于飞行员而言，拥有敏锐的视觉
十分重要，所以眼科类项目检测评定尤
为关键。但在实际体检中，医师们常常
会遇到学生眼部晶体点状或者小片状混
浊的情况。面对这一问题，专家间的审
定意见也不尽相同。
“我们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及病例，引

入功能性检查设备，并修订完善检测细
则，最终解决了晶体混浊引起的争议。”
齐林嵩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博士毕业逐渐成长为眼科主治医
师，齐林嵩的个人发展轨迹也是体检团
队人才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该中
心把招飞医学选拔作为党委工程，引进

以博士、硕士为主体的高学历人才，完成
了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中心政委杨克
俭对体检团队取得的成绩如数家珍。

离开眼科，记者侧身挤进外科检查
室。主治医师厉晓杰正在为学员测量足
弓角度，交流后得知这些检测项目颇有
“门道”。

以往被诊断为扁平足的学生，无论
程度轻重都会被淘汰。在这个项目上外
军的标准是否具有参考价值？能否适应
中国空军的作战训练要求？邹志康向体
检团队抛出一个个疑问。为此，体检团
队着手翻译外军飞行员医学选拔标准，
对比研究与我军标准的差异，建立了综
合评定管理办法。

医师晋亮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
青年学子参与招飞选拔热情不断高涨，
体检团队的选拔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
北……暮色降临，空军招飞检测基地里
“雄鹰从这里起飞”几个大字显得更加
熠熠生辉。

雄鹰从这里起飞
——空军招飞体检队组织招飞医学选拔见闻

■张 灿 赵第宇 本报记者 李建文

4月21日，西藏军区乃堆拉哨所官兵执勤归来。今年2月以来，乃堆拉哨所驻地已下数十场大雪，官兵充分发扬老西

藏精神，确保边境安全稳定。 本报记者 柳 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