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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肖曲林、张嘉俊报道：
仲夏时节，第 75集团军某旅组织实兵
演练，一辆步战车突然“趴窝”堵塞前
进道路。抢修组立即携带该旅官兵
自主发明的负重轮拆卸工具前出保
障，几分钟便更换了损坏的负重轮，
确保演练顺利进行。

修理技师张超说，装甲装备部件
构造复杂，拆装过程十分繁琐，按传
统方法拆一个负重轮，须借助 40斤枕
木的撞击力才能将其卸下，耗时又费
力。
“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节约装

备维修的时间，能为战场获胜提供重要
保障。”该旅领导说，为提高维修效率，

他们鼓励官兵发挥个人技术特长，利用
课余时间对常用的维修工具进行自主
改造，全旅迅速掀起一股“小发明、小创
造”活动热潮。

立足实战，精准发力。该旅积极
引导官兵创新理念，在需求分析、实验
论证、推广应用等环节建章立制加强
规范，确保创新成果符合实战需求；成

立技术攻关小组，定期组织“金点子”
交流研讨，激发官兵创新灵感；健全奖
励机制，表彰技术革新能手，激发官兵
创新动力；邀请军地专家来队指导，帮
助官兵攻破技术难关。

截至目前，该旅官兵已取得 10 余
项创新成果，一半以上在实战化演训中
得到检验，并被推广使用，有效提高了

装备抢修效率，提升了部队实战化保障
水平。

第75集团军某旅鼓励官兵开展技术革新

自主创新，提升装备抢修效率

本报讯 王力炎、卢文博报道：“有了这
套系统，理论学习更便捷了。”6月11日，在外
执行任务的军委审计署兰州审计中心审计
员邱文甲打开审计专网，登录该中心自主研
发的“在线学习教育督导考评系统”，聚精会
神地投入理论学习中。

该中心领导介绍，审计工作人员常年
处于动散状态，政治教育时间难保证，导
致有的官兵忙于业务，顾不上理论学习。
为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创新政治工作方法

手段，依托审计专网研发“在线学习教育
督导考评系统”，有效提升了官兵自主理
论学习和机关教育监管的质效。
“工作学习两不误，这样的节奏正合

适。”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邱文甲打开系统，
选择其中的一套试题对近期学习情况进行
测评。笔者了解到，该系统不仅能为异地
执行任务的审计工作人员推送学习计划和
教育资料，还能针对学习教育内容自动生
成配套试题，在外执审人员可以灵活安排

时间落实学、考、评制度。不仅如此，他们
还搭建“学习中心”移动信息平台，将名师
授课、百家讲坛等各类优质教育资源纳入
系统资源库，官兵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选
择学习内容。

考评系统的推广应用，为广大审计工
作人员提供了随时随地学习理论的平
台，让他们得以源源不断地汲取精神养
分，多名审计工作人员因工作表现突出
受到表彰。

军委审计署兰州审计中心拓展官兵理论学习渠道

研发考评系统破解动中施教难题

主人公心语：战鹰飞到哪，我的价

值就在哪。 ——唐建青

一套半新不旧的工作服，配上斑白
的鬓角，怎么看老唐身上都藏着岁月。

这套深蓝工作服，属于空军机务
兵。今年 47岁的老唐已经修了 20多
年战机。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旅，姓唐的不止一个，但提起“老唐”，
战友们脑海里便会不约而同浮现高级
工程师唐建青的身影。半辈子的光阴
里，唐建青陪着战机走南闯北。

部队史馆的玻璃展柜里，静静地
躺着两个笔记本。过时的印花、脱胶
的封边、磨薄的封皮、翻得起毛边的内
页，泄露了它们的“高龄”。这两本旧
笔记的主人，就是唐建青。

笔记本上，最早的笔迹可以追溯
到 23年前。每次排故，唐建青都把飞
机故障的时间、现象、原因和反思记在
工作日志上。事后，他再把这些内容
仔细梳理总结，誊抄到笔记本里。最
近一次记录的时间，便是笔记本被送
进史馆收藏的前夕。

凝结了唐建青半辈子守护战鹰经
验的笔记本功成身退，但根据笔记内
容汇编而成的《某型飞机飞控系统检

查和排故手册》却广为流传。这本厚
达 208 页的手册，从老唐的徒弟手中
传到了其他同机型部队。兄弟部队的
同行，把这本手册当成“排故宝典”。

唐建青的机务生涯始于他军校毕
业的第二年，那时，他所在部队正赶上
改装某型战机。那会儿，他还是个年
轻的助理工程师。有人劝他：“干机
务，就是一条路走到头。趁年轻，改行
吧，出路宽。”唐建青不为所动，坚持选
择守护战鹰。

从此，唐建青保障该型战鹰飞上
高原、亮剑大漠、展翅远海，圆满完成
数十项重大任务。

几年前，老部队再次换装新机
型。谁不想改装新战机？老唐也想。
只是这次，他已不再年轻。“改装新机，
没等学精，我就该退休了。跟着老飞
机走，这么多年的经验才不会浪费，我
的价值才能发挥到更大。”纠结过后，
老唐打定了主意。

尽管领导一再挽留，老唐还是执意
随“老伙计”转隶分流到新单位。他的
妻子也辞掉家门口的工作，举家随迁。
战友们打趣地说，“老唐”这辈子是“阔
道不走选狭路，车将到站又换乘”。

去年，老唐到北京领回了“空军优
秀航空机务人员奖”，一下子在新单位
出了名。但新单位的战友们不知道的
是，老唐还曾荣立过二等功，享受全军
优秀技术人才岗位津贴。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老唐曾经生了
一场大病，心脏装上了起搏器。但在韶
山农村长大的老唐，身上充满了湖南人
的“霸蛮”精神。前不久，他穿上工作
服、怀揣药品，拎着工具包又进场了。
“老伙计，一起飞！”老唐依旧动作

利落、步履匆匆……

左上图：唐建青近影。

刘 航摄

扎根机务一线20多年，航空兵某旅

高级工程师唐建青倾情守护战鹰——

“老伙计，一起飞”
■唐 俊 高瑀遥 邵 飞

本报讯 岳小琳、任增荣报道：6
月初，火箭军某团组织考核，对部队作
战保障能力进行评估。通过对表实
战，要素协同不流畅、作战文书拟制不
科学等多项问题被指出，为部队强化
作战保障能力训练提供了参考。

该团领导介绍，调整改革后，基

层点位人员分散、各要素训练难集
中，部队作战保障体系化建设难度
较大。

为解决这一问题，该团从打好
“主动仗”入手，采取座谈调研、会
议研究等方式，围绕战备状态、训练
模式、战法研究等 6 个方面梳理出

23 项具体问题，开列问题清单，逐
一挂账销号。他们针对作战集群内
部融合不畅等实际，通过想定作业
练流程、组内协同练对抗等多种训
练方式，推动作战保障能力建设“换
挡升级”。

前不久，该团组织实兵对抗演练，

夜间转场过程中，保障分队某新型洗
消车突然“趴窝”。与以往等待专业维
修人员救援不同，这次他们不等不靠，
依靠本级骨干迅速解决问题，确保演
练顺畅推进。原来，他们根据前期下
发的问题清单对照分队训练实际，主
动甩掉依托式保障的“拐棍”，逐步实
现“自给自足”保障模式。
“解决好作战与保障的融合问题，

才能牵住随时能保、保则高效的‘牛鼻
子’。”该团领导说，他们紧紧围绕 23项
具体问题抓训练，官兵找到了提高作
战保障能力的发力点，开展实战化训
练的思路更加清晰了。

火箭军某团树立问题导向改进训练模式

对表实战，练强作战保障硬功

“唉，不管怎么算，还是不够用！”
6月上旬，走进素有“火蓝刀锋”之称
的海军陆战队某旅，武装侦察连指导
员罗龙的一声叹息，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

啥不够用？谜底很快揭晓：留队
指标。还没到转改士官的时候，怎么
就知道不够用？“战士的留队申请书
早就堆满了。”随行的该旅政治工作
部主任洪昂告诉记者一个“幸福的烦
恼”：连续几年，该旅申请留队的战士
数量都远远超出实际指标，士官转改
几乎无需动员。

纵观现代战争史，各国陆战队的
伤亡率远远高于其他兵种，明明知晓
这样的现实，战士们为何还争着抢着
要留队？这些年，出国维和、野外驻
训、中外联演，任务越来越饱满，“苦
累指数”不断上升，留队的吸引力究
竟在哪里？

不等我们刨根问底，该旅领导反
倒率先“自曝家丑”：改革转型之初，
面对“使命任务拓展了，训练课目增
多了，标准要求更高了”的现实，不少
官兵打起了退堂鼓。经过一番思想
摸排，机关统计后发现：愿意留队的
战士还不足上级下发指标的一半。
“官兵不想留队，表面上看是因

为怕苦怕累，根子却是‘铸魂’出现了
问题，战斗精神弱化了。”针对官兵思
想出现的波动，该旅党委一班人看法
一致：战斗精神的培育是铸魂育人工
程的重点，关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过去，老一辈陆战队员用顽强的战斗
精神，完成了祖国赋予的重任；今天，
突破前进的藩篱，同样需要激发官兵
的战斗精神。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旅坚持把
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必修课，定
期组织理论骨干集训；邀请优秀政治
教员走进班排解读理论热点，帮助大
家廓清思想迷雾；举办“士兵论坛”，
围绕热点问题组织官兵开展讨论辨
析，让大家明白“为谁扛枪、为谁打
仗、为谁献身”。同时，他们还把一个
个饱含战斗精神的故事汇编成册下
发部队，让官兵人人熟悉战斗故事，

撰写学习心得。
“说实话，我之前还抱着混日子

的心态。”机步三连下士向肖飞坦言，
为激发官兵工作干劲，旅党委接连抛
出“都从个人享乐出发，谁来保家卫
国”“更苦更累了，是不是更有底气更
自信了”两个问题，让他深受触动。
在留队申请书里，向肖飞坦露心迹：
“牺牲在所难免，我亦在所不辞。肩
负着陆战队员的使命，再多的血汗都
不会吝惜。”

去年，该旅抽组集训队备战“国
际军事比赛-2018”海上登陆赛。在
一次障碍训练中，由于速度过快，向
肖飞不慎撞上了战友的火箭筒，头部
鲜血直流，可他坚持加速冲刺，越过
终点的那一刻，他精疲力竭瘫倒在
地。

19岁的向肖飞是那次国际军事
比赛该项目中年龄最小的参赛队员，
他跟随班组一举拿下 3个比赛课目
中的两个第一，个人还被评为“最佳
炮长”。

用信仰为血性“立根”，以任务为
血性“淬火”。亚丁湾远洋护航，该旅
官兵在惊涛骇浪中叫响“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口号；阅兵训练，他
们面向国旗庄严宣誓，“阅兵场就是
战场，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实兵实
弹演习，他们把印有“背水攻坚，勇往
直前”标语的旅徽装进贴近心脏的口
袋，一次次发起冲击……

多国军演中，副班长陈攀强忍韧
带撕裂的痛楚赢得比赛，捍卫了中国
军人的荣誉；军事课目展示，女兵林
金珠被匕首刺伤大腿，她一声不吭、
咬牙坚持……越来越多的“向肖飞”
涌现出来，之前想走的官兵，纷纷写
下留队申请书。
“军中之军，钢中之钢，我们是祖

国的热血儿郎……涌浪中我们特别能
吃苦，岸滩上我们特别能打仗，背水攻
坚、势不可挡，海军陆战队的战旗唯有
向前方！”激昂的旋律在耳畔回荡，记
者心头的问号在采访中拉直。

箭的力量在弦上。原来，答案一
直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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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新疆军区某炮兵团在戈壁深处组织实弹射击训练，通过临机设定阵地、随机指定目标，锤炼部队

快速反应和精确打击能力。 陈金根摄

在中国共产党98岁生日前夕，中共中

央政治局就“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

命”举行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习主席主持学

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

阐述了主题教育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

等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是对主题教育的

再动员、再部署，为全党全军更加扎实有效

地推进主题教育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

循。

初心如磐，使命如山。我们党是用马克

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

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

中。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

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

历史。抚今追昔，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

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

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

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

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

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

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

前行不忘来时路，初心不改梦归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已经走过

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面对世情国情

军情的深刻变化，面对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的时代要求，广大官兵特别是党员干部千

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

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

取、贪图享乐的状态。船到中流浪更急、

人到半山路更陡。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

走得多远，无论取得多大成就，我们都必

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

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

身课题。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

党最鲜明的品格。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

华正茂。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

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

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

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

问题。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党同志，党的初心和

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

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

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一个勇于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政

党，才能永葆先锋本色；一支始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军队，必将开创强军伟

业。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要靠全党共同努力来实

现。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都必须把主题教育作为一次思想再洗礼、

初心再回归，党性再淬炼、使命再出发，常

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积极主

动投身到这次主题教育中来。军队各级

党组织要不断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探索方法、创新形式，把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

点措施贯通起来，努力在解决实质问题上

见到新成效，在克服形式主义上看到新变

化，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实落地，立起学

习教育的新气象新风貌。

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 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