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3日，空降兵某部组织

部队开展多伞型超低空水域跳伞

训练，锤炼官兵复杂环境下的空

降作战本领，拓展部队全地域、全

要素空降作战能力。

图①：官兵跃出机舱。
图②：调整空中姿态。
图③：安全降落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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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主席在视察陆军步兵学院时强调，军队院校因打
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要
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一切办学活动都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一大批懂打仗、会打仗的新型军事人
才。这就要求军队院校把握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做到打仗需要什

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努力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
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让学员能够“从院校直接走向战场”。

时下，全军院校正加紧围绕实战搞教学，加速培养打仗型
人才。火箭军士官学校和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的经验做法给
我们提供了启示。

本报讯 陈帅、喻华刚报道：5 月
21 日，火箭军士官学校邀请军地数十
名专家学者，对士官学校的办学定
位、教学思路、培训体系及教学质量
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研讨。此次研
讨围绕“创新实战化教学、推进内涵
式发展、培育打仗型士官”这一主题，
为提高办学水平和育人质量，培养适
应能打胜仗要求的士官人才方阵提
供理论支撑。

多年来，该校始终坚持以战领教，

不断强化士官人才培养实战导向。他
们着眼岗位需求，提升士官学员“上装
能操”“上台能讲”“上岗能用”的综合能
力；强化专业素养，探索以技能培养为
主线的教学机制和培训模式；借助军地
资源，培养“官兵信得过、岗位用得上、
基层留得住、未来干得好”的士官骨干，
持续打造综合育人体系。
“号手就位！”初夏的沂蒙山麓，一

场实战背景下的导弹发射流程训练正
在紧张进行。发射场坪边，该校士官教

员、三级军士长赵树波紧盯显示屏，密
切注视着各项目标参数，利用教学指挥
系统对士官学员开展实时指导。

把课堂设在战场，把打仗融入课
堂。该校紧盯“初级士官岗位通、中级
士官系统通、高级士官型号通”这一培
养目标，精准培养岗位技能，促进技能
向实战转化；坚持仗怎么打，课就怎么
教，紧密对接作战体系，经常性组织开
展全要素全流程演练；健全联教联训联
考机制，将 126名士官纳入专业人才库，

用实战标准检验教学效果。
毕业前夕，该校组织发射、测控等

多个专业的学员开展综合训练。“火力
突击准备！”指导教员一声令下，学员迅
速按规程奔向战位，启封阵地、起竖导
弹，整个过程准确无误、一气呵成。

据统计，从该校学成归队的学员，
90%以上担任关键岗位号手，85%以上担
任核心架、组、台骨干，成为部队“复杂
岗位挑大梁、关键时刻靠得住”的骨干
人才。

火箭军士官学校加快培养打仗型士官人才

岗位历练和技能培养瞄准实战需要

本报讯 邵文杰、王志佳报道：5
月 18 日，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组织全
武器实弹对地攻击训练。这是飞行学
员路卓川几天来实施的第 10 次攻击。
在具备攻击条件后，路卓川驾机机动
到理想位置，锁定目标，随后果断按下
发射按钮，火箭弹如火龙般喷射而出，
正中靶标。

这是全面实施新大纲后，该院首次
组织某型教练机进行全武器实弹对地

攻击训练。近几年，随着空军院校教育
训练改革力度不断加大，该院率先按照
实战化教学新模式培训歼击机飞行员，
训练装备与教学模式不断向部队和战
场靠拢。

为了培养能打胜仗的飞行人才，该
院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广泛
开展办学思想大讨论，修订完善《2020
年前学院建设发展规划》，其中包含 270
余条具体措施。

笔者翻看学院的教学计划，为战育
人的办学导向十分鲜明。该院根据所
担负的战备任务，常态化开展空中警
巡；为提高飞行教官队伍实战化教学能
力，定期组织不同机型飞行教官进行交
叉体验飞行和研讨交流。

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
什么就练什么。该院参照部队训练内
容，连续多年组织大集群、长航时跨区
机动和实弹射击训练。为及时了解部

队人才需求，学院每年分批次组织教学
骨干到航空兵部队调研取经，掌握实战
化训练最新动向，努力做到人才培养供
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

据了解，自空军开展对抗空战和突
防突击竞赛性考核以来，近一半的“金
头盔”“金飞镖”获得者为该院毕业学
员。目前，该院又一批飞行学员即将毕
业。不久后，他们将奔赴部队，捍卫祖
国万里空疆。

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大力培育能打胜仗飞行人才

训练装备和教学模式对接战场需求

以战领教 为战育人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沈阳联勤
保障中心第 964医院“爱心天使团队”的
护士们，将亲手缝制的 428 件康复护垫
送到长春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手中。
孩子们把礼物紧紧抱在怀里，一遍遍地
抚摸着护垫上手工绣的卡通图案，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3年来，每个周二、
周四，“爱心天使团队”的“迷彩妈妈”们
都会来到福利院。

长春市儿童福利院共有孤残儿童
200余名，90%以上的孩子都有不同程度
残疾，他们的成长始终牵动着第 964 医
院全体人员的心。为了帮助孩子们，该
院护理部在 2016 年的护士节组织了一
次献爱心活动。医院将护士们精心制作
的手工艺术品拍卖，所得的 4万余元善
款全部用来为儿童福利院购买教学和康
复用品。

考虑到福利院工作人员少、专业力
量薄弱，由该院护理部牵头组建“爱心天
使团队”，每周分两个批次，每批至少 5
人前往福利院，配合工作人员照顾孩
子。护士帮孩子们穿衣、做饭、洗澡，陪
孩子们做游戏、做康复操，教孩子们学
习，陪孩子们说知心话。

一开始，福利院的孩子们很拘谨，
这些身着迷彩服的护士阿姨是他们眼
中的“客人”。时间长了，孩子们感受到
了这群特殊“客人”浓浓的爱，便改口叫

她们“妈妈”。每次“迷彩妈妈”们一进
门，孩子们就会露出欢欣的笑容；晚上，
“迷彩妈妈”们离开福利院，孩子们依依
不舍地送别，直到远去的汽车消失在夜
幕中……福利院院长孙国芳感动地说：
“建院以来，我们得到社会多方资助，最
贴心的就是这支‘爱心天使团队’。”

为了给孩子们缝制各类康复护垫，
高干病房 64岁的返聘护士姜萍重新拾
起了针线活。“人老了，眼睛花了，手也变
笨了，可一想到是给福利院的孩子们做
礼物，这劲头又回到当年喽！”姜萍戴着
老花镜，捏着针线，一脸慈祥。有人对她
们做手工活不理解：到市场上买个十件
八件不就行了？姜萍解释道：“这不一
样，亲手缝的，有亲情味儿，更暖心！”
“关爱特殊人群，就是要把好事办

好，把更多的爱传递给他们！”该院领导
说，考虑到福利院条件有限，他们遴选经
验丰富的专家骨干赴福利院，向工作人
员传授护理经验，并专门为孩子们开通
了“绿色体检通道”和“绿色就诊通道”。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善良，一样为

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歌曲《和你一
样》的旋律仿若天籁，像溪水一样缓缓流
淌。今年 5月 12日，该院的护士节文艺
演出上，福利院的 4名孤残儿童表演了
精心准备的手语舞蹈，表达着孩子们对
“迷彩妈妈”的感恩和敬爱。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964医院“爱心天使

团队”连续3年帮扶驻地孤残儿童—

“迷彩妈妈”的爱如涓溪
■陈治国 孙 磊 王志奇

本报讯 程立伟、胡亚军报道：“车
辆齿轮油更换完毕，性能保持良好；集束
火箭架平稳牢固，指向精准无误；通信电
台天线状态良好，通话音质清晰……”5
月以来，新疆军区某部装备换季保养工
作全面展开，单兵电台、火箭筒等数百件
装备，经过官兵精细化保养，技战术性能
恢复到最佳状态。

装备技战术性能关乎战场成败。去
年年底，该部组织拉动演练，导调组临机
下达突发情况指令后，迟迟得不到反
馈。最终因通信不畅，耽误最佳作战时
机，这次演练被判定不合格。事后追究
原因，原来是单兵电台的电解液过期失
效，导致无法供电，装备失灵。随后，该

部展开全面检查后发现，不少单位还存
在一些“冷门”装备磨损等问题。

与步战车等信息化含量高、演练常
用的装备相比，电台、指北针这些“冷门”
装备，在维护保养过程中容易被官兵忽
视，造成战斗力的“隐形流失”。体系作
战离不开各要素的紧密配合，任何一个

基础固件都不可忽视。针对这一问题，
该部细化检查标准，全面排查隐患；运用
科技手段，精确分析各类装备技战术性
能指标；抓好装备保养中的性能检测、性
能调试、效果评估，确保高技术装备和
“冷门”装备的性能全部保持最佳状态。

5月中旬，在该部综合训练场，经过

精细化保养的新老装备陆续登场。他们
设置逼真战场环境，通过极限性能检测、
打击效果评估等步骤，全面检验各装备
作战效能。统计数据显示，精细化保养
有效提升了装备作战效能，不仅信息化
装备性能良好，“冷门”装备也焕发新的
活力。

新疆军区某部避免战斗力“隐形流失”

精细保养让“冷门”装备焕发新活力

主人公心语：保千里天路畅通，让

基层官兵满意，是我不变的追求。

——汤文亮

“五一”假期刚过，青藏高原某小
站狂风肆虐、沙尘漫天，一辆军列在此
整装待发。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军事运输
投送调度中心军代表汤文亮戴上口
罩，顶着风沙认真检查每台车辆装备
的固定情况、停放位置。两小时后，
军列鸣笛远去，汤文亮伫立道旁敬礼
送别，一阵黄沙扬起，把他融进高原
的底色。

汤文亮扎根高原、守望天路已经
36 年。一次，某部进行铁路装载，汤
文亮发现一辆轮式车辆装备停放在
平板车上的位置偏左了几厘米。当
时装备已经完成捆绑固定等工序，部
队领导说：“稍微偏了点，没什么大
碍，将就一下吧。”但汤文亮却严格坚
持标准：“装备重心不居中，弯道上一
边力矩增大，可能产生位移甚至摆
动，安全隐患很大。不调整到位，军
列绝不能出发！”最后，该部官兵和汤
文亮一起对装备重新定位、捆绑、固
定，才得以发车。

几个高原常用驻训地远离城市
货运场站，官兵驻训期间，铁路机动
卸载后要进行公路转运，过程费时
费力。汤文亮和同事们研究后提
出，可利用驻训地附近的无人值守
车站进行卸载，减少中转劳顿。但
无人值守车站只有简易的铁道和站
台，进行军事装卸载改造需要投入
大量经费。

当汤文亮提出这个大胆构想时，
铁路部门负责建设规划的同志犯了
难：“这么大的项目，除了铁路部门，还
牵涉地方各级政府，立项很难，等一等
再说吧。”

部队训练等不起！汤文亮立即着
手对几个无人值守车站进行勘察，采
集地质、海拔、水文等数据，为立项提
供科学依据。

一次，汤文亮带车到海拔 4000多
米的某无人值守车站现地勘察时，突
遇大雪，半天时间积雪已将路基完全
掩盖。他和驾驶员以每小时 10多公
里的速度缓慢前进，走一段就下来找
找路基……5个小时后，他们才得以
脱困。

经过不懈努力，汤文亮拿出了一
份翔实的项目建设可行性报告。他
带着报告往返于北京、西宁，奔走于
各个铁路建设项目论证会，积极向相
关部门反映该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在他的执着努力下，两个无人值
守车站改造项目顺利立项并于去年
完工，部队赴高原驻训往返机动时间
大大缩短。

36 年来，汤文亮先后执行铁路
运输保障任务 500 余次，完成高原铁
路军运押运方舱研制、无人区间热
食供应保障等 20多项工作创新。虽
然霜染双鬓，但汤文亮总是说：“只
要军事运输任务需要，我愿作一棵
守望天路的骆驼草，在高原上一直
扎根下去。”

左上图：汤文亮近影。

本报记者 张 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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