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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明峥、记者邵龙飞报道：
“如果打阻击战，一个师就要仓促应对敌
3个师连续猛攻；不打，志愿军一线主力
部队的战略转移就有被敌切断的危险。
如果你是指挥员，此时如何定下作战决
心？”知名军史战史专家、军事科学院解
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伟抛出
问题后，台下科研人员展开热烈讨论。
这是 6月上旬，该中心常态化开展战例
研讨的一个镜头。

据该中心领导介绍，今年以来，他们
聚焦职能使命，不断加强经典战例解读、
开展作战问题研究，在科研人员中掀起
战史研讨热潮。参加了第六批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的丁伟，
结合战场遗骸发掘工作，把抗美援朝中

的华川阻击战搬上研讨课堂。
“让战例研究成果向战斗力转化，是

我们的专业优势，也是我们的职责所
在。”该中心领导说，作为党史军史研究
的“国家队”之一，他们承担着研究我军
重大理论发展、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战役
的职能。
“美军在‘蟒蛇行动’中付出惨重代

价，这一战例启示我们，联合作战中的情
报优势源于科学的分析判断，成于高效
的情报融合共享”“必须遵循现代战争的
基本规律，重视舆论战”……战例越研越
广，战史越学越深，战理越辩越明，一条
条练兵备战的经验和教训成为该中心研
究的重点方向，也催生一批研究成果对
接未来战场。

该中心领导介绍，今年组织的 40余
次战例研讨活动，助推党史军史研究取
得丰硕成果。他们先后为一线部队传承
红色基因提供授课辅导、基本教材和系
列微视频；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展示
中国军队威武文明之师形象；《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编
纂等重大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聚焦职能使命展开研讨

战例研究成果对接未来战场

如何才能让钉子“入木三分”？
在海军陆战队某旅狙击手训练场

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用子弹将钉子
打进木头。

6月 15日，记者现场观摩该旅组织
的一场狙击手训练，某营一连排长陈毅
用狙击步枪现场验证了这个答案。

这样的训练标准，在外人看来未免
有点严苛。

陈毅却说：“这只是我们训练狙击手
的常用方法之一，严苛的训法还多着呢，比
如将光盘放置在靶标正前方5厘米处，要
求狙击手射出的子弹准确穿过光盘中心
的圆孔命中靶心；或者将一排子弹壳立在
100米以外，要求狙击手将其依次击中。”

得益于这些严苛的训练手段，该旅

锻造出一批素质过硬的狙击精兵。2018
年 10 月，该旅狙击手张亨参加“锋刃-
2018”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比武那天，
张亨仅用一颗子弹，就准确命中一根悬
挂短剑、直径仅3毫米的细管。

那场比武，张亨获得“挑战狙击”单
人单项第一名的好成绩。

技惊四座的背后，是大量枯燥而艰
苦的基础训练——

让狙击手用针线穿大米以磨炼他们
的心性；跑完 5000米后立即投入射击训
练，逼着狙击手学会动静之间快速调整；
将多种色彩的粉笔随意打乱后，要求狙击
手按原样迅速复位，以提高记忆力……

训练现场，4 块用铁链吊起的“床
板”显得有些特别。陈毅解释道，这是

官兵自创的训练器材，为的是模拟冲锋
舟在海上高速航行时的颠簸环境。

说话间，4名战士爬上“床板”，调整
好姿势后，静静地据枪瞄准。训练过程
中，无论“床板”如何晃动，4名战士的枪口
始终稳稳地对准前方130米处的靶标。

烈日当头，大颗大颗的汗珠从 4名
战士脸上滑落，记者也感到身上火辣辣
的。陈毅却告诉记者，这样的训练，对
狙击手来说已经很“舒服”了，“有一次，
我和战友一起披着伪装在地上一动不
动地趴了5个小时……”

对狙击手来说，等待“战机”往往需
要在静默中坚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那
是一个“孤独而漫长”的过程。

采访中，现场组织隐蔽伪装训练的某

连副连长黄国林，指着射击场前方不远处
的小山坡，给记者出了道考题：“那边藏了
30名狙击手，你们能找出多少？”

放眼望去，小山坡面积狭小、坡度
平缓，草木低矮，有的地方甚至光秃秃
的。这种地方能藏人？

带着强烈的好奇，记者爬上小山坡，
穷尽目力开始搜索：枪管在阳光下反光，暴
露；迷彩条纹与周围环境相比略显突出，暴
露；挪动位置引起野草摆动，暴露……

即便已被明确告知狙击手就潜伏在这
片小山坡上，甚至知道潜伏狙击手的数量，
记者最终还是只找出一小部分。大多数狙
击手就这样在我们眼皮底下“隐身”了。
“起立！”
随着黄国林洪亮的口号声，水沟

里、落叶下、草丛中，一群衣着怪异、形
如“野人”的战士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记者发现自己被“包围”了。更让
人意外的是，有些看起来寸草不生的地
方，竟然也藏着狙击手。

黄国林告诉记者，狙击手是战场上
的“沉默猎人”，追求的是一击即中，以
便快速、精准、高效地实现作战目标，因
此借助环境完美“隐身”是一项基本技
能。刚刚进行的这项训练，就是要锤炼
官兵的伪装能力。

太阳渐渐移到头顶，狙击手们的训
练并未结束。脱下身上厚厚的伪装，他
们奔向下一个“战场”……

左上图：该旅狙击手在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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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猎人”淬锋砺刃
—海军陆战队某旅狙击手训练见闻

■本报记者 曾火伦 杨 艳 实习记者 贺美华

强军论坛

识人是用人之基。知人不深、识人不

准，往往会导致用人不当、用人失误。中共

中央印发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坚持知事识人，把功

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了解干

部”。这为我们提高识人的精准度提供了科

学指导和基本遵循。

得人之道，在于识人。我党我军一直高

度重视全面了解、科学考核和准确识别干部，

要求领导干部练就一双“识才的慧眼”。毛泽

东同志曾说：“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

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

别干部的主要方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探索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

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走出了唯票数、唯分

数、唯年龄、唯资历等人才评价误区，一大批

深得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涌现出来。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

如知人。”一些单位出现干部“带病提拔”

“带病上岗”的现象，往往与识人不准有很

大关系。有的不提拔不考核、不换届不考

核、不到年底不考核，对干部日常工作和平

时表现了解不够；有的考核手段单一、方法

简单，不在现场看、不见具体事，雾里看花、

朦朦胧胧；有的考核重点不突出、针对性不

强，一种考核方式“包打天下”。如果不提

高识人的精准度，就不可能做到公道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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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彦、王子元报道：6
月中旬，海军潜艇学院某大队举办
“我与海军”主题摄影展。大队理论
教育骨干、学员文凯超主动担当主题
教育小教员，深情讲述摄影作品背后
的故事，在场学员深受触动。
“用小故事讲好大道理，从小切

口破解大主题，让主题教育更加走
心。”大队政委马宏岩说，在今年开
展的主题教育中，他们结合实际，
在上好大课“规定动作”的基础
上，创新开展教育配合活动，从小
处着眼、在小处用力，用小课堂讲
好大道理，提升主题教育的吸引力

和感染力。
“动力长 3 次累晕在岗位上，清

醒后又继续投入战斗；舱段兵连续 6
次潜入管路交错、混杂着油污的舱
底，呛进嘴里的污水又脏又臭，但
他硬是用手一点点把堵住排水口的
残渣掏干净……”小课堂上，获得
“践行强军目标模范艇”荣誉称号的
372 潜艇官兵奋力排险的故事，让学

员们深受教育。
该大队还采取主动报名、区队推

荐、大队考核的办法，遴选主题教育
小教员，让受教育者成为教育者。学
员许霄峰指着自己刚做好的课件说：
“下周一的小课堂，我想讲海军某型
装备研制背后的故事，让同学们感悟
科研人员的牺牲奉献精神，自觉担起
强军兴军重任。”

海军潜艇学院某大队创新开展主题教育配合活动

学员小课堂感受强军脉动

本报讯 陆毅、特约通讯员黄宗
兴报道：“那年冬天执勤分队遭遇‘推
山雪’，巡逻路被山崖上崩塌的雪堵得
严严实实，连长侍大磊带着大家用手
扒开厚厚的积雪探寻界标……”6月中
旬，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政治工作处主
任闫冬兴在达尔汗边防连为官兵讲述
戍边故事“勇闯‘推山雪’”，引起大家
热议。

该团驻守在阿尔泰山深处，守卫
祖国千里边关，有白哈巴边防连、扎

玛纳什边防连等多个驻地自然环境
恶劣的一线连队，守防任务异常艰
巨。历代官兵吃苦不言苦，苦中建
功业，流传下许多战风斗雪的感人
故事。
“这些故事是激发官兵扎根边

防、建功边防的宝贵精神财富。”为
此，该团党委抽组骨干成立团史研究
小组，深入挖掘并挑选出 110 个震撼
人心的戍边故事，编成《风雪戍边人》
故事集供官兵学习；在强军网开设

“戍边故事汇”专栏，并将戍边故事制
作成漫画集。

吉木乃边防连列兵小蒋，初到边
防时因自然环境恶劣常常叫苦。在戍
边故事中了解到连队老班长不惧艰
险、光荣完成多项任务后，他渐渐发生
转变，立志扎根边防建功业。小蒋说：
“老班长无惧生死斗风雪，和他比起
来，我眼前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入
夏以来，该团官兵士气高昂，先后挺进
多个险难地域执行巡逻任务。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引导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戍边人故事传遍千里边关

本报讯 郭淑军报道：6月 17日 22
时 55分，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
地震，震源深度 16公里，当地部分水电、
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地震发生
后，第77集团军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驻川部队第一时间补充物资器材，1100
余名应急分队官兵做好紧急出动准备。

该集团军领导说，日常训练中，他们
按照“最大化准备、模块化组合、常态化
演练”的思路，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此次地震救援工作是对部队应急能力的
实战检验。

在作战值班室，第 77集团军某工兵
旅作训科参谋彭匀虎正忙着梳理震区有
关信息。他告诉笔者：“非战争军事行动
是部队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现在集团军
部队应急救援准备已经实现常态化。”在

值班室电脑上，显示着密密麻麻的非军事
目标——江河、特大型水库、地震带、地震
危险区，并根据重点关注区域地理环境及
易发灾情分析标注出“区域应急地图”。

针对驻地地理环境、任务特点，该集
团军组织部队修订完善各类行动预案，
预置预储抢险救灾必备装备器材，使部
队行动更加迅速；加强与地方防汛、气
象、地震、林业等部门沟通协调，完善监
测预警、情报共享、会商研判等机制；根
据部队任务特点、部署点位和救灾经验，
组建工程抢险、空中救援、医疗防疫等专
业救援分队，分批次部署、模块化组合，
使部队救援行动更加高效。

据了解，入夏以来，该集团军部队驻
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极端天气频繁，
他们已做好全天候应急救援准备。

第77集团军应急演练在抢险准备中打响

锤炼全天候应急救援能力

仲夏时节，武警陕西总队第

二季度第二片区“魔鬼周”极限训

练在某山麓进行。经过重重考核

选拔出来的特战精英们，历时7

个昼夜，完成 46个极限课目训

练。此次极限训练从难、从严、从

实战出发，背靠背、无预案、不预

演，全面锤炼指挥员现场指挥、特

战队员协同配合能力，让特战队

员在实战环境下练谋略、练技能、

练胆识。

上图：誓师动员。

左图：搜索前进。

张 威、屈英俊摄影报道

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

干部考察，政治素质考察是第一位

的。政治素质属于人的内在品质，把好

政治关并不容易。俗话说，知人知面不

知心。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领导干

部当中，不少人是政治上的“两面人”。

他们装得很正、藏得很深，当面一套、背

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具有很强

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只有坚持经常性、

近距离、有原则地接触干部，全方位、多

角度、立体式考察干部，既听其言、更观

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才能把干部

的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和政

治能力真正考察识别出来。

知人才能善任，考准才能用好。全

军各级党委和政治工作机关要进一步

健全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按打仗要

求考察干部、遴选干部，对干部作出实事

求是、客观准确的评价。要从严把好干

部的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能力关、廉

洁关，坚决反对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人

身依附等现象，树立注重基层、注重实

干、注重官兵公认的鲜明导向，让想战者

留、能战者用、胜战者上，选拔培养一批

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军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