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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靖周、记者李怀坤报道：
“指挥控制和通信修理分队前出……”盛
夏时节，第 71集团军某旅一场通信保
障演练正在进行。面对多波次的电磁
压制和干扰，某通信营营长黄立丰“跨
专业”指挥警卫勤务、运输投送、干线网
络等多个保障小组，一次次巧妙化解难

题，确保作战信息传输畅通无阻。
“指挥员能够‘跨专业’指挥，源

于部队实行模块编组的训练新模
式。”该旅领导告诉记者，以往兵种专
业各自为训，相互之间缺乏磨合。一
次演练中，通信枢纽刚刚开设，某干
线网络链路就遭“敌”打击。迅即赶

来的有线兵反复排查，最后发现需由
无线兵解决。待无线兵排除故障，已
贻误战机。
“平时不合练，战时难协同。”党委

议训会上，大家统一了认识。他们按照
“战时同谁上战场，平时就跟谁多磨合”
的思路，打破营连建制，合理调配不同

专业的人员、物资和装备，按照战斗模
块编组模式开展训练。

翻阅该旅训练计划，记者发现他
们将指挥控制、地面防卫、信息保障、
运输投送等多个要素，依据作战任务
进行模块化部署，各模块按照“主战专
业组训”的原则指定训练负责人，按照
“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应用”的步
骤进行合成训练。
“各专业融合训练，提高了部队一

体化技战术水平。”该旅领导告诉记者，
今年驻训以来，通过模块编组，各兵种
专业之间磨合程度越来越高，与以往相
比，要素开设时间变短，支援保障能力
不断提升。

第71集团军某旅合理调配作战力量

模块编组，解决专业磨合难题

本报讯 岳小琳、任增荣报道：“恶
劣天气会对弹道轨迹造成哪些影响”“导
弹机动发射的限定因素有哪些”……7
月初，火箭军某团组织的一场专业理论
比武紧锣密鼓地展开。考核组结合实战
背景临机出题，超出题库范围的“刁钻”
追问，让不少受考官兵手心冒汗。
“必须突破传统思维束缚，锤炼官

兵实战背景下解决问题的能力。”该团
团长崔勇说，以往组织专业理论比武，
官兵往往依照下发的题库死记硬背，却
忽视了题库之外的战场“拓展题”。如果
只是一味背题库，比武成绩看似“满堂
红”，实际上官兵灵活处置特情的应急
应变能力却在逐步弱化。

为纠治这种“面子实、里子虚”的不

良倾向，此次专业理论比武摒弃传统的
知识问答、理论笔试等常规模式，而是
采用随机想定、变量诱导的方式，倒逼
受考官兵在实战背景下出真招、定实
策。参赛选手张洪岩在阐述某型导弹综
合理论时，对答如流。考核组随后抛出
战场特情：“遭遇强对流天气时如何确
保发射精度？”他一下“卡了壳”。

“没想到一场专业理论比武也能像
打仗一样充满硝烟味。”参赛官兵表示，
设置实战背景的专业理论比武，不仅能
引导大家改变过去那种“题库见高低”
的训练套路，还能筛选出一批素质过
硬、理论扎实的专业骨干人才。“真正的
战场不会按照题库出题，只有对照战场
要求将理论应用于训练实践，才能求得
胜利之解。”参赛选手程英龙说。

火箭军某团结合实战背景组织专业理论比武

突破题库，理论考核硝烟味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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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林地、滩涂泥沼，他们不走寻
常路；深入荒芜沼泽、孤悬海岛，他们
历尽艰险初心不改。

这是一群果敢无畏的铁血勇士，这
是一支忠诚使命的测绘奇兵。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沿岸测量中队
成立近 60年来，走遍祖国海岸线观山
测海绘制精确“战场地图”，为打赢明
天的战争提供坚实数据支撑，谱写了一
曲矢志不移谋打赢的忠诚之歌。

“咱俩这回算是

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还敢上？！”
两名战友看着腿和手臂摔伤的公茂

军，简直不敢相信，刚刚死里逃生的
他，竟然要求再次攀爬悬崖，将最后一
个关键数据补齐。

2010年 9月，该中队士官公茂军参
加一次重大测绘任务。经过实地对比，
他发现一处海岸线测绘数据有误。由于
测量工具受限，公茂军选择徒手攀爬上
山测量。

在悬崖峭壁上徒手攀爬近 30 分
钟，目标区已近在眼前。关键时刻，
支撑公茂军身体的石块因风化严重突
然脱落，毫无防备的他从悬崖上坠落
下来。

万幸！公茂军坠落的地方，恰好是
一片海水覆盖的乱礁，海水的浮力减缓
了坠落的冲击，公茂军捡回一条命。

战友们惊魂未定，公茂军却简单处
理了一下伤情，拖着受伤的身体再次往
悬崖上爬。

为了数据不惜悬崖冒险，地勤分队
分队长王强也有这样的经历。

那次任务，王强带着战士张继元测
绘一座山的地形。一番忙活，绘出等高
线后他却发现数据有缺失。

山的正面是悬崖，绕到山后路程
太远。王强仔细观察后发现，峭壁上
分布着不少地方工程队凿的窟窿。他
和张继元商量后决定，利用这些窟窿
徒手攀爬上山，以节约测绘任务的时
间。

人到半山，进退两难。到了半山
腰，王强和张继元权衡再三，咬牙继续

往上爬。50米、20米、10米、5米……
100多米高险象环生的危崖，他俩足足
爬了 3个多小时。终于爬到山顶，王强
和张继元累得瘫倒在地，连呼吸都感觉
到胸腔隐隐作痛。心有余悸的张继元对
王强说：“咱俩这回算是鬼门关前走了
一遭！”

爬山，对测绘兵来说只是必备的本
领之一。而在荒无人烟的野外环境下作
业时，更重要的是生存技能，以及遇险
后的自救本领。

那年，刘春阳与刘青两人前往南方
某无人岛执行任务。他们返回营区后，
中队领导发现，刘春阳的一根手指缠着
厚厚的纱布。

细问之下才知道，在执行潮汐观测
任务时，刘春阳发现验潮水尺上的刻度
被吸附力强的海蛎子遮住，为了迅速记
下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数据，他便用金

属片反复刮擦，不慎划伤了手指，差点
伤到骨头。

无人岛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没有医
疗点可以进行专业治疗，刘春阳自行包
扎后，直到测绘任务完成才撤退，手指
却因此严重感染。

谈及测绘任务面临的种种风险挑
战，中队领导感慨道，多年来，官兵
去过那么多环境艰险的地方，执行过
那么多困难重重的任务，但大家不曾
退缩，那是因为，在测绘兵的心里，
数据大于天。

“补给再不来，我

们就只能吃土了”

“千里走单骑。”中队官兵如此形容
执行任务的场景。每次执行测绘任务，
小分队多则八九人，少则两三人，有时
甚至是单兵作战。

不仅如此，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官
兵常常背着二十多公斤重的测绘设备涉
海水、钻芦苇、闯泥潭，探无人区，上

无人岛，环境之艰苦、交通之不便、补
给之困难，超乎常人想象。

2002 年，中队前往山东某地执行
测绘任务，驻地离最近的镇子超过 20
公里。由于没有自来水且储水不易，官
兵便在营地附近挖了一个大坑，铺上塑
料布当饮用水的蓄水池。

时间一长，水面上漂浮的苍蝇、蚊
子、臭虫越来越多，俨然一个臭水潭。

谈及此事，中队领导却说，在荒无
人烟的野外，有水喝已经很幸福了。

一次执行测绘任务时，因台风登陆
补给船无法靠近任务地点。3名官兵组
成的测绘小组被困在荒凉的滩涂上。

食物和淡水所剩无几，补给船却始
终不见踪影。3名官兵的心，就像饮用
水的水位线，一点一点往下沉。

两天两夜过后，台风减弱，补给船
终于抵达任务地点。那一刻，中士王洋
波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补给再不
来，我们就只能吃土了。”

考验，还来自任务中未知的风险。
中队官兵告诉记者，去过那么多地

方，最让人心里发怵的，不是高不可攀
的悬崖，不是荒无人烟的海岛，而是密

不透风的芦苇荡——
两米多高的芦苇丛，人一进去就

被遮得严严实实，要弄清人在哪里只
能听声辨方位；泥土松软，稍有不慎
就陷进去半个身子，要想不走丢，最
好的办法是进去之前拿安全绳将大家
连在一起；蚊虫肆虐，连驱蚊药都经
常“失灵”，若没有防护装具，就会被
咬得满身是包……

“想看爱人穿裙子

的样子”

“葡萄，来，让爸爸亲亲！”
每天晚上，只要这个声音响起，中

队官兵就知道，副中队长闫海林又开始
跟女儿“单向对话”了。

女儿出生时，闫海林因执行任务没
能陪在爱人身边，任务结束后回家只住
了3天就匆匆赶回部队。

中队领导告诉记者，由于任务区大
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官兵与家人团聚
的机会少得可怜，有时信号不好，连通

话或视频都觉得是一种奢侈。许多官兵
有了孩子以后，因聚少离多，孩子见了
爸爸都感到很陌生。

闫海林为了让女儿熟悉自己，所以
每天晚上都坚持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地
叫女儿的名字。他说，哪怕年幼的女儿
记不住爸爸长什么样，能记住他的声音
就心满意足了。

一个五大三粗的糙汉子，每天对着
电话说这些温情脉脉的话，中队官兵却
没人笑话他。

因为常年在外执行任务聚少离多，
公茂军婚后 10 年一直没有要小孩。
2014年，妻子怀孕 5个月时，公茂军接
到了外出执行长期任务的命令。

牵挂着即将出生的孩子，这个任劳
任怨惯了的老兵有些放心不下。看他心
神不宁的样子，妻子反倒一个劲儿地劝
他安心执行任务。

女儿出生那天，公茂军正在海上
作业。手机没有信号，他完全不知道
妻子在医院的状况。直到第二天，靠
近海岸线的另一组队员接到中队打来
的电话后，通过高频对讲机将消息转
告公茂军时，他才知道自己已经当爸
爸了。

消息传开，测量船上的官兵沸腾
了。为“隆重”庆祝这迟到的幸福，大
家翻箱倒柜，把存了许久舍不得吃的好
东西全拿出来，却只有一堆咸菜、几瓶
辣椒酱。没有酒，大家就以水代酒，举
起杯碰了又碰表达祝福……

那是怎样一幅充满深情而又令人倍
感辛酸的画面？

中队领导告诉记者，类似的故事，
在中队还有很多，但官兵常年以苦为
乐，置身其中早已习以为常。

有一年，支队领导看望执行任务的
一线官兵，当问到大家有什么困难或愿
望时，一名士官羞涩地说：“想看爱人
穿裙子的样子。”

一句话，听得支队领导当场落泪。
由于测绘任务繁重，中队官兵每年

3月至 11月几乎都奋战在作业区。从春
忙到冬，花儿开了又谢，天气从凉到热
再转凉，等夫妻在冬季团圆，漂亮的裙
子早已收进了衣橱。

望着忙碌的官兵，记者感慨万千：
没有一代代测绘兵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无
怨无悔的付出，哪来翔实可靠的战场数
据支撑明天的胜利？每一个默默无闻的
测绘兵，都是值得敬佩的英雄！

图①：官兵穿过作业区芦苇荡。
图②：官兵在岛礁上测绘。

李秀林摄

观山测海绘“战图”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沿岸测量中队忠诚使命矢志打赢纪实

■本报记者 曾火伦 杨 艳 实习记者 贺美华

本报讯 李培武、赵新宇报道：
“1949年 4月，我连在突破江阴要塞的战
斗中战功显著，为部队取胜创造了条件，
被第三野战军渡江前线指挥部授予荣誉
称号……”7月初，在新疆军区某旅“红
色连史我来讲”活动现场，“渡江第一炮
连”指导员罗雪斌，结合连队参加渡江战
役的战斗经过，将血火铸就的连史铺陈
在官兵眼前，引发强烈共鸣。

作为一支拥有深厚历史积淀的部
队，该旅有多支闻名全军的荣誉连队。然
而在年初调研时，该旅党委却发现，部分
官兵只知道连队战斗英雄的名字，却对
他们的英雄事迹了解不深；能说出授称
连队的荣誉称号，但不清楚背后的辉煌
战史。
“连史是一座‘精神富矿’，应当学习

好、传承好、利用好。”该旅党委决定结合
主题教育，开展“讲连史、唱连歌、铸连魂”
活动。他们利用每周电影晚会时机，组织
各个连队主官轮流上台，向全旅官兵讲述
本连连史，随后带领全连官兵唱连歌、喊
连训；划拨专项经费，对旅史馆和各连荣
誉室进行升级改造，并在营区修建军史长
廊，进一步完善传承红色基因的“硬件载
体”；广泛开展“与先辈对照、与英模对标、
与典型对比、与自己对话”学连史实践活
动，激励官兵当好英雄传人。

据了解，该旅还在每次重大任务、
考核比武后，组织各连举办“载入连史”
仪式，将立功受奖个人和集体的先进事
迹写入连史。该旅领导介绍，随着学连
史活动深入开展，全旅上下形成了“续
写光荣史、建功演兵场”的浓厚氛围。

新疆军区某旅利用身边资源深化主题教育

红色连史激励英雄传人

本报讯 任林、祁祺报道：“交班
时间过长，检查过于频繁，部分科室下
发文件可操作性不强，让基层无从下
手……”7月上旬，在海军某总站的一场
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技术室工程师
杨林对机关存在的问题直言不讳。结合
此次活动，机关与基层把纠治形式主义
推向深入。
“点问题‘隔靴搔痒’、避重就轻，

就达不到讲评的效果，解决问题也无
从谈起。”该总站领导介绍，以往的双
向讲评中，机关和基层存在互相“留面
子”的现象，相互监督的成效并不明
显。为纠治形式主义，提高双向讲评
质量，总站对机关和基层与会人员提
出“直指问题、直戳痛点、直面官兵”的
刚性要求。机关坚持从细节抓起，讲
评基层存在的问题不拐弯抹角；基层
利用“一栏三箱”收集官兵不愿讲、不

敢讲、不好讲的意见建议；纪委对讲评
前后易出现的不良现象随机检查，切
实保证双向讲评讲出真问题、评出好
中差。

笔者在现场看到，这次的双向讲评
会辣味十足。机关指出一分站两个群众
性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指令性工作落
实不到位；二分站战士李宇航当面指出
1名参谋对基层上报的维修事项一拖再
拖，2名机关蹲连干部蹲在基层时间不
够等问题。该总站政治工作处干事张晚
秋深有感触地说：“讲评再也不搞‘先表
扬后希望’那一套了，都是点名道姓，直
指问题。”

既有问题清单，更有整改措施。会
后，机关和基层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逐
条逐项梳理成双向整改措施，各级逐一
对账认领，一时难以解决的提交党委会
分析研究。

海军某总站党委深入纠治形式主义

机关基层双向讲评辣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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