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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张继文、特约记者贺
军荣报道：“危急时刻，英雄之所
以能挺身而出，是因为他们有
着强烈的军人意识、使命意识。”
日前，武警陕西总队榆林支队组织
“我和英雄的距离”群众性大讨论
活动，官兵走上讲台畅谈学习英雄
事迹的心得体会。该支队积极运用
英雄事迹深化主题教育，激励官兵
投身强军实践。

前 期 ， 该 支 队 通 过 问 卷 调
查、思想座谈等方式，梳理官兵
思想困惑，为教育走深走实找准
“靶标”。他们以张富清、杜富国

等英雄事迹为基本教材，设立人
生目标、从军初心、人生价值等
6个专题，组织支队领导和先进典
型深入基层一线，与官兵面对面
谈成长经历、话强军感悟；围绕
面对家国、使命、危险、牺牲、
工作、训练、生活和自己等 8 个
方面积极开展“我和英雄的距
离”群众性大讨论，帮助官兵检
视自己与英雄的差距；赴杨家沟
革命纪念馆、习仲勋纪念馆开展
现地教学活动，通过参观见学、
重温誓词、上微党课等方式，激
励官兵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到

练兵备战中去。同时，该支队结
合比武考核等时机开展“我与冠
军合个影”“我和标兵打擂台”等
活动，通过先进引领、典型带
动，不断强化官兵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的思想认同和
行动自觉。

心中有信仰，脚步才会迈得更
坚实。在英雄事迹的感召下，官兵
训练热情持续高涨。前不久，驻地
发生一起爆炸事故，支队官兵闻令
而动，圆满完成救援任务，以实际
行动践行着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
铮铮誓言。

武警榆林支队开展群众性大讨论深化主题教育

英雄事迹激发强军动力

本报讯 李刚、谢海洋报道：
“今年生日我将永生难忘，我要永
远牢记践行自己的誓言！”6月中
旬，党龄 27 载的辽宁省军区大连
第四干休所门诊部主任刘斌的一番
话，引发在场老干部和工作人员的
强烈共鸣。为全体党员过政治生
日，是该干休所长年坚持的一项机
制。
“每名党员都有两个生日,一个

是作为自然人的生日,昭示生命的
开始；一个是政治生日,代表从此
成为党的一分子。”该干休所领导

介绍，给党员过政治生日，就是让
全体党员在庄严的仪式中像记住自
己的年龄一样记住党龄，记住光荣
身份，扛起使命责任。他们以过集
体政治生日的形式，采取组织一次
集体学习、安排一次参观见学、重
温一次入党誓词等方式，引导党员
不忘入党初心，牢记党员使命，增
强党性观念和党员意识。

新老党员共上一堂课。在该所
参观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院史馆的现
场，既有两鬓斑白的离休老干部，
也有青春洋溢的年轻官兵。“你们

要趁着年轻，多为党的事业拼搏奋
斗，不负韶华……”老干部吴国良
当年取得的全军优秀政治教员荣誉
镌刻在荣誉墙上，他以自己的经历
勉励身边的年轻党员。

政治生日映初心，践行誓言砺
恒心。该干休所汽车分队分队长步
筱聪告诉笔者，虽然保障工作很辛
苦，但听完老干部们为党奋斗一生
的光荣事迹后，他觉得自己做得还
远远不够。活动结束后，他号召分
队全体官兵向老同志学习，把冲锋
在前、模范带头落实到每一天。

辽宁省军区某干休所引导党员对照初心砥砺奋进

政治生日强化党员意识
6月中旬，北国春城，陆军“砺装-2019·

维修能手”比武竞赛长春赛区鸣锣开赛，来
自各部队的维修精兵围绕单人、班组、团队
3个类别展开激烈角逐。

赛场上，手缠纱布的第 78集团军某旅
下士王玉强格外引人注目。

王玉强的左手在赛前一次训练中不慎
受伤，当时他没太在意，继续投入后续训
练。当走下训练场脱下手套时，他发现沾
满油污、尘土和血迹的手套紧紧粘在了手
上，撕裂般的疼痛令他一阵眩晕。
“大拇指下方划开一道口子，需马上进

行伤口缝合。”军医为他简单处理后，将他
送到了驻地医院。医生诊断后告诉王玉强
需要缝7针，而且会影响拇指活动。

“能少缝几针吗？我还要参加比武。”
王玉强反复要求医生采取不影响手指活动
的处理方式。拗不过他，医生在保证基本
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只为他缝了 5针就缠
上了纱布，并叮嘱王玉强保护好伤口。

精准吊装、圆木自救、更换负重轮……
赛场上，完成一个个连贯实施的实战化抢
修课目，王玉强全身被汗水湿透，双手颤抖
不止。
“牵引前方坦克！”进行至倒数第二个

比武课目，王玉强闻听班长的口令后，迅速
将 40公斤重的牵引杆固定在故障坦克上。
赛场的紧张氛围让王玉强忘了手上的伤，
他用右手抓住牵引杆的一头，伸出左手进
行固定。由于用力过猛，已经包扎好的伤

口破裂，鲜血滴洒在牵引杆上，但他并未因
伤口疼痛而慢下来。最终，班组在最短时
间内成功将坦克牵引出来。
“机会难得，绝不能输，倒也要倒在

比武场上！”王玉强在比武中表现出的血性
虎气感染着战友，大家都向着自己的最好
成绩发出挑战。

半个多小时的高强度持续比武，王玉强
和战友争分夺秒，连创3项佳绩。比赛结束，
王玉强的左手已经麻木得失去知觉……
“革命战争年代，轻伤不下火线那是常

事。如今，我们更应该加强战斗精神培育，
争当有血性的革命军人……”载誉归来，王
玉强的故事也被搬上旅主题教育讲台，为
官兵带来一场思想洗礼。

第78集团军某旅下士王玉强—

“倒也要倒在比武场上”
■向 勇 赵焕斌 张居俊

盛夏的一个夜晚，桂林联勤保障中心
某输油管线团一场实战化输油保障演练在
粤北某丘陵地域展开。此次演练以长距
离、高扬程、多泵站、大流量为特点，并嵌入
多个战术背景，“险情”不断。
“001！001！山洪暴发！输油中断！”

凌晨 2时许，指挥所内突然响起警报声。
这一次不是“敌情想定”——40年不遇的
暴雨一夜之间引发河水泛滥，某处管线遭
遇冲击，演练遇到了真险情！
“启动无人机，迅速查明情况！”在

工程师计算出大致范围后，指挥员一声
令下，一架具有夜视功能的无人机嗡鸣
着从一泵站腾空而起，朝着目标范围疾
飞而去。

相比过去人工巡线勘查故障的传统做
法，“水力计算划定范围、无人机出航找
准位置、巡线兵前出排查问题”是该团近
年来探索出的“三步走”新战法，经过多
次演练检验，可以大幅缩短抢修时间。

然而此时，又一个意外情况出现：受
天气影响，刚飞出去没多远，无人机就摇
摇欲坠，无奈之下只能返航。

新战法“卡了壳”，一泵站站长吴勇
与指挥所沟通后，果断出动巡线兵。半小
时后，巡线兵发现断点位置，8根长管被
山洪冲断，断点处已是洪流滚滚，无法正
常铺设管线。
“架设悬挂装置，穿越洪流！”一泵站

应急抢修组迅速前出，冒着暴雨快速选点
定位、支起塔架、安置钢索，一根根管线
在官兵的奋力拉动下向前延伸……经过数
小时紧张作业，一条横跨洪流的悬挂管
线架设完成，油料继续向“前线”输送。

就在官兵庆幸过关时，该团领导却连
夜召开检讨反思会。通过情况复盘，大家
发现，断点范围距离一泵站仅有数公里，
如果派出无人机的同时，按照传统做法第
一时间采用人工巡线勘查，就能更早发现
和排除险情。
“吃过几次新战法的‘甜头’，就陷入

新的僵化思维，这是必须警惕的。”吴勇
坦言，这次遭遇真险情，暴露了一些指挥
员盲目依赖新战法而忽视传统手段作用的
思维。“没有一成不变的战场，也没有包

打天下的战法。再新、再好的战法如果不
能根据战场实际及时调整，就无异于‘刻
舟求剑’，从而贻误战机！”
“战法只提供了思路，真正应用还需

要指挥员临机判断。”该团以此为契机，
分析讨论了数十种实战条件下输油过程可
能遇到的突发情况和战法使用。令大家警
醒的是，大部分战法都存在特殊条件下受
到限制的“盲点”。

痛定思痛，举一反三。该团按照“敌
情设真、环境设险、课目设难”要求，对
30余项战法进行再次研究创新，聚力打造
全域训练、全时备勤的油料保障拳头力量。

上图：官兵在洪水中连接管线。

唐 睿摄

一场输油保障演练遇到真险情，无人机起飞侦察却半途而返—

屡试不爽的新战法“卡了壳”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通讯员 旷岳军 尹继冬

破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一思

一个看似“成熟”的新战法，为啥却

在真实险情面前遭遇“滑铁卢”？认真反

思，我们要警惕的是，新战法也容易变成

新的思想桎梏。

有人说，给亚瑟王的骑士一把M-

16步枪，如果他骑上马，用枪托砸对手

的脑袋，这样就不是转型；如果他躲在树

后开始射击，才是转型。这个比喻听起

来让人忍俊不禁，但往深里想，如果子弹

打完了，却忘了用枪托可以砸对手脑袋，

恐怕也不是转型成功的军人。

学战法易，习应变难。带兵打仗，各

级指挥员必须在思想层面把一切条条框

框都拆除干净，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

心”的境界，面对战场上的各种情况才能

应对自如。

莫让新战法陷入“新套路”

备战札记 ■某输油管线团政委 张明宇

6月29日，第74集团军某旅远程机动数千公里抵达驻训地，随即展

开紧急出动演练。

方泽堃摄

“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

桥……”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者为

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

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

沟桥事变。

“举国鼎沸兮，全民总抗战。”从这

一天起，“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华民

族，前所未有地觉醒过来。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

战，各族各界民众同仇敌忾，发出同日

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谱写了一首

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卢沟桥的鲜血书写了悲壮的历史，

也唤醒了一头雄狮。朱自清先生曾说：

“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

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

的活中国了！”正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让

中国从“一盘散沙”变成“血肉长城”。

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前，屹立着一座高4.5米的巨型雕塑《醒

狮》。这一雕塑时刻警醒我们：今天，虽

然远离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但要走好新

时代的长征路，仍然需要从抗战精神中

汲取前行的力量，众志成城，强国强军，

以新的业绩告慰前辈和英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近年来，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

上有了一定的进步。然而，一些政客无

视铁的历史事实，否定、歪曲甚至美化

侵略罪行，不遗余力地为军国主义招

魂；一些势力逆历史潮流而动，破坏国

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忘记历史

的人，必定会重蹈覆辙。”刻在奥斯威辛

集中营纪念馆墙上的这句话，值得我们

永远牢记。卢沟桥的屈辱警醒我们，要

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

利，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

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

落后就会挨打，强军才能安邦。当

年的一个小国缘何敢于侵入中国腹地、

发动全面战争？我们取得的胜利缘何要付出如此惨重代价？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国不富、军不强。克劳塞维茨曾告诫人们：“当一个

国家容许他的敌国无限制扩张侵略野心而不加以阻止的时候，这个国家

就注定要开始衰败了。”卢沟桥上的弹痕提醒我们，战争的硝烟虽然散

去，但战争之门远没有真正关闭。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卫国。只有

真正具备了“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的实力，才能慑

有效果、谈有砝码、打有胜算。

82年过去了，卢沟桥展现出新姿。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了卢沟桥

的枪炮声，必须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备战打仗的主责主业上来，时刻准

备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为人民而战。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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