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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余小议 ■李佳豪

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由一支支英

雄部队合力谱写；人民军队的优良传

统，由一代代英雄官兵共同创造。

董存瑞、黄继光、林俊德、张超，“雷

锋班”“硬骨头六连”“抗美援朝英雄营”

“水下先锋艇”……每一支部队、每一名

官兵，都是人民军队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逐步培塑出

各具特色的优良传统。

涓流入海，难分你我。长征精神、

上甘岭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

精神……这些伟大精神，早已不只属于

某一支部队，某一个单位，而是共同融

汇为我党我军的红色基因，成为中华民

族精神的华彩部分。

深化主题教育，各单位要组织官兵大

力学习弘扬本单位的光荣历史和特色传

统，也要打破建制壁垒、跨过思想藩篱，主

动学习友邻部队传统、积极运用驻地红色

资源。只有从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共同

财富中汲取养分，主题教育才能更加丰富

多彩、扎实深入。

每一份红色资源都是共同财富

“连队前辈、‘特等战斗英雄’傅
一宗在解放战争中，带领部队奔袭蒙
自机场，生擒敌副总司令、军长。病
逝后，家人在他的骨灰里发现了 12枚
弹片……”近日，在第 77集团军某旅
主题教育课堂上，从兄弟部队“勇猛
顽强英雄连”转隶而来的下士彭跃
平，和战友们分享老连队的红色故
事，引来阵阵掌声。

据了解，该旅作为新型作战力
量，调整组建仅 2 年，最“老”的连
队也只有 31 年历史。历史不够悠久、
红色资源也不丰富的问题，困扰着旅
党委一班人。为此，他们活用外部资

源，坚持开门搞教育：今年初，该旅
组织“寻亲小组”分赴全国各地，先
后找到 29名曾在该旅前身部队服役的
老兵，并邀请他们重回军营，和官兵
讨论交流；同集团军所属其他部队及
周边友邻单位建立共育关系，构建红
色资源交互平台，通过强军网实现
“教育众筹”；在驻地确定 8 处红色馆
所作为主题教育实践基地，定期组织
官兵参观见学……一系列举措有效推
动了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把友邻部队的历史，作为自己的

教材。”在该旅旅史馆展厅内，陈列着
某合成旅全部 7个荣誉连队的说明简介

和文物展品。担任解说员的宣传科干事
闫威羽介绍，如今，联系友邻单位定期
组织“荣誉连队巡礼”，已经成为主题
教育的一项重要配合活动。通过近距离
感悟红色历史，大学生士兵张蒙收获良
多：“每一个荣誉连队所蕴含的英雄精
神，都值得我们学习发扬！”
“每名官兵都是旅史的主笔人。”该

旅领导介绍，他们在组织官兵学习红色
历史的过程中，也注重激励他们用实际
行动书写旅史新篇。前不久，该旅举办
群众性创破纪录比武竞赛，某连下士周
阳以绝对优势，接连创下 3 项训练纪
录，其事迹被收入旅史。

一个新组建单位，历史不够悠久、红色资源也不丰富，主题
教育如何开展—

“你的连史”也是“我的教材”
■丁 涛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本报讯 刘一波、记者张放报道：雪
山脚下设课堂，高原天路作讲台。盛夏
时节，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开赴
某高原地域执行运输保障任务。任务间
隙，一堂主题教育课在一处名为“红军
沟”的地方如期开讲。
“翻过眼前这条沟就是果洛藏族自

治州。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在
石壁上写下‘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
争’。为了纪念红军，当地群众把这条沟
改名为‘红军沟’……”一连指导员田志
兵的动情讲述，让官兵深入了解了这段
红色历史。
“我团官兵常年驰骋在青藏、川藏

两条挺进高原的运输线上，‘天路’沿
途的红色资源成了我们得天独厚的教
育课堂。”该团领导告诉记者，年初以
来，他们结合运输任务特点，组织官兵
参观“车窗外”的战斗遗址，并依托新
媒体，打造“运输线上的团史馆”；收
集“车轮上”的红色故事，编撰《祖国
西部地区战斗故事集》；联系“家门
口”的国防教育基地，建立军地教育资
源合作共享机制；学习“邻居家”的优
良传统，大力弘扬传承“两不怕”“三
不倒”“老西藏”等高原部队特有的精

神品质……一系列创新做法，推动主
题教育有效开展。

一路征战一路学，激发了官兵扎根
高原的使命感荣誉感。中士周亚科由外
单位转隶而来，面对艰苦恶劣的自然环
境，一度产生畏难心理。跟随车队来到

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前，听讲解员动情
讲述革命前辈用生命筑天路的感人故事
后，他的思想悄然转变。他向记者袒露
心声：“今后我要苦练本领、扎根高原，在
万里运输线上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官兵
的忠诚与担当。”

一支“车轮上的部队”，环境条件艰苦、人员动态分散，主题
教育如何深入—

“天路风景”成为“天然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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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烨、陈晓鹏报道：“成功
是奋斗出来的，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近日，第 74 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机动
途中，佩戴着党徽的四级军士长龚波，
向战友讲述自己从一名高炮班班长转
岗为雷达技师的转型之路，赢得阵阵
掌声。野外驻训以来，该旅各党支部
扎实开展组织生活，让“流动战斗堡
垒”越建越强。

针对野外驻训期间部队点位散、演
训任务重、人员流动快等实际，该旅围
绕动中抓好支部班子能力提升、组织生
活制度落实、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等
3个方面，建强“流动战斗堡垒”。他们

在旅党委常委挂钩帮抓分队落实党建
工作基础上，通过组织车厢党小组会、
帐篷支委会、流动党团课等形式，见缝
插针抓好组织生活制度落实，确保任务
再重理论武装不放松、时间再紧组织生
活不虚化、距离再远落实标准不降低。
此外，该旅还紧密结合训练任务，设立
“党员先锋岗”，组建“党员突击队”，给
党员交任务、压担子，引导党员在演训
一线擦亮党员名片。

堡垒建得牢，官兵士气高。连日来，
虽然天气炎热，但该旅官兵心无旁骛投
入练兵备战，在刚刚结束的阶段性考核
中，优良率较以往提升5个百分点。

第74集团军某旅通过组织车厢党小组

会、帐篷支委会、流动党团课等形式——

在驻训一线建强“流动战斗堡垒”

本报讯 程锡南、夏志飞报道：
兵器室空间较以往扩大 2倍有余、“装
备云”系统实时更新武器装备使用数
据、联网监控平台实现兵器室无死角
监控……7月上旬，走进南部战区陆军
某旅侦察一连，兵器室扩容改造带来
的新变化让人眼前一亮。连长周臻
说：“兵器室扩容改造，不仅解决了新
编制下武器存放管理的难题，也提升
了连队战备出动效率。”

改革调整后，旧兵器室与新编制
下武器装备不匹配的问题日渐突出。
对此，火力连连长吴江强深有感触：

“从炮兵连到火力连，配发的武器装备
多了好几种，只能在以前的兵器室挤
着放。”吴江强介绍说，“挤着放”不
仅不利于武器装备的维护保养，还对
战备出动效率有很大影响。
“不能让兵器室拖了战斗力建设

的后腿。”该旅装备管理科科长唐毅
告诉笔者，旅党委了解到这个问题
后，决心改造升级营连兵器室。他们
针对新编制下营连兵器室应有大小、
结构布局进行调研论证，将旧兵器室
的空间扩大，并配齐武器柜、空气干
燥机等器材，满足新编制下营连武器

装备存放管理需求。与此同时，他们
还在兵器室内安装智能报警系统、联
网监控平台，进一步加强兵器室的安
全管理。

除了扩容改造外，他们还着重加
强营连兵器室的信息化建设。在侦察
一连兵器室，军械员李锴正将武器装
备使用及保养数据通过“装备云”软
件上传至旅装备数据库。装备管理科
参谋王翰告诉笔者，机关可以联网查
看营连武器使用管理情况，基层不出
营门就能上报武器装备保养需求，提
升了装备管理效率。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着眼新编制加强营连基础设施建设

兵器室扩容改造实现管装智能化

本报讯 鲜大坤、特约记者黄翊报
道：“如何推动军队医院建设向备战打仗
聚焦？”“野战油库在战场投送中，应发挥
什么作用？”7月上旬，在桂林联勤保障中
心组织的干部选拔任用面试答题环节，
一连串“战”字当头的问题，将选人用人
“刻度”紧紧标定在练兵备战上。

“要加速打仗型后勤建设，必须选
准用好打仗型人才。”该中心领导介
绍，针对以往个别干部聚焦打仗意识
不强、融入新体制编制能力偏弱等问
题，他们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注重在军事训练和重大任
务中考察干部，使深入训练场、任务一
线考核干部成为常态。

以此次干部选拔任用为例，该中
心党委常委带领机关相关业务部门
组成联合考核组，对拟提升任用人员
进行考察。通过设置集体面试、实地
考核、综合评定等多道关口，从政治
素养、军事技能、指挥素质、谋略水
平、管控能力和担当精神等方面全面
衡量评价干部，真正做到用战斗力标
准“过筛”。同时，他们还对“考什么”
“谁来考”“怎么考”“如何精准量化打
分”“怎么严肃考风考纪”等问题作出
明确规定，确保选拔考察公开透明、
部队风气纯正。

拟提升任用人员能力素质如何，
在考察中一目了然。曾任油料保管队

队长、油料分库主官的干部宋宁江，入
伍十几年来一直工作在油料岗位一
线，是名副其实的“基层通”和“战勤大
拿”。他在这次选拔考核中一路过关
斩将。走下考核场，宋宁江感触颇深：
“这次考核更加聚焦主战主业拍摄‘高
清特写’，进一步立起了谋打仗、钻打
仗吃香的导向。”

打仗型人才脱颖而出，有效激发
了干部队伍活力。记者了解到，去年
上半年，一名因军事素质有短板未能
成功晋职的副团职干部，自觉制订补
差计划，刻苦训练。在此次选拔考察
中，他的各项军事课目成绩优良率达
到90%，顺利晋升职务。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坚持为战选人提升保障打赢能力

善谋打仗的“基层通”，重用

本报讯 胡铮、张强报道：这些
天，新疆喀什军分区传来喜讯：克克吐
鲁克边防连连长肖博文因素质过硬成
绩突出，被越级提拔为某营营长。该
军分区党委多年来坚持按打仗标准选
人用人，树牢戍边守防光荣、善谋打仗
吃香的鲜明导向。

据了解，该军分区所属一线边防
连队大多驻守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
雪域高原。肖博文军校毕业后在这样
的高海拔边防连队一干就是 10年，每
次巡逻执勤都坚持走在队伍最前面，3

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因熟知防区的一
草一木，他被官兵称为“边防通”“活地
图”。所在连队连续多年被军区评为
“基层建设标兵单位”“军事训练先进
单位”，他个人也入选军区“十大昆仑
卫士”，荣立二等功 1次，三等功 2次。
军分区党委研究认为，对于长期在高
原边防一线默默奉献、艰苦奋斗、成绩
突出的优秀基层干部，在符合相关规
定的前提下破格提拔，就是要立起鲜
明用人导向，鼓励更多年轻干部到基
层一线建功立业。

近年来，该军分区党委研究出台
加强干部培养选拔 10 条措施，按战
斗力标准选人用人。今年以来，该
军分区一线边防连队先后提拔 10 名
军政兼优的年轻排长为连队主官，
同时 5 名军事训练不达标的干部被
推迟调职。

扎根高原受重用，戍守边关劲头
足。红其拉甫边防连指导员刘小龙
说：“身边优秀的同志被越级提拔，树
起了鲜明的导向，激发了我们戍边守
防的动力。”

新疆喀什军分区党委按打仗标准选人用人

扎根高原的“边防通”，提拔

7月 5日上午 8时 30分，北疆呼和
浩特碧空如洗。

随着一阵急促的哨声响起，沈阳
联勤保障中心第 969医院野战医疗队
队员全副武装，迅速奔赴演练场。
“某合成旅遭火力打击，上级命

令我野战医疗队配属该旅执行卫勤支
援保障任务。”野战医疗队队长张志
龙话语铿锵，数十名队员迅即投入战
斗，一场实战化卫勤演练拉开帷幕。

野战医疗队指挥、手术、救治收
容等 6个组按分工，各自梳理装备物
资，铺设帐篷。队员安智峰、李世杰
手持智能充气泵给帐篷充气……4分
26 秒，一顶充气式卫生帐篷拔地而
起；28分钟，一座由 14顶充气式帐篷
组成的新型“战地医院”搭设完成。

该医院院长介绍，以往野战医疗
队通过网架式方法搭设帐篷，每顶至

少需要 10人共同作业才能完成，全队
需要 2小时才能全要素展开；如今使
用充气泵展开搭设，可最大限度节省
队员体力，提高战时伤病员救治效率。

据悉，这套野战医疗队充气式帐
篷医院系统，由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卫
勤处指导、第 969医院研制，主要为
有效解决现有网架式帐篷温控效果不
好、展开效率不高、救治环境不佳等
问题。该帐篷医院系统可承担紧急抢
救、早期治疗以及部分专科救治任
务，具有一体式布局、便携式展开、
模块化组合、流程化设置等特点。
“该系统可根据各医疗组特点，个

性化设置不同功能分区。”沈阳联勤保
障中心卫勤处领导介绍，以隔离救治
帐篷为例，该系统精细化设置伤病员
通道、医务人员通道，并区分清洁
区、污染区，隔出 2个留观病室，在

帐篷内探索打造“负压病房”，有效防
止交叉感染。

“‘伤员’左上腹季肋部枪弹盲
管伤持续大量出血！”军医刘宇罡神
色凝重。手术间内，手术组正在进行
“枪弹伤动物模型实验”。经剖腹探
查，他们发现“伤员”脾破裂大出
血，需紧急切除……20分钟后，手术
顺利完成。
“实时监控系统显示，轻伤 1 组

留滞伤员较多，立即后送”“重伤 2
组生理盐水消耗快，马上联系医疗
保障组补充”……演练持续进行，指
挥帐篷内红色指示灯频闪，一道道命
令通过卫勤指挥与业务训练评估系统
实时下达，帐篷医院系统各个模块高
速运转……

上图：搭设完毕的新型充气式帐

篷医院。 刘同同摄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创新研发野战医疗队充气式帐篷医院系统

新型野战医院现身北疆演训场
■■李佳峻 刘同同 本报特约记者 李玉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