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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本报讯 刘一波、郭佳兵报道：
盛夏时节，火箭军某部按计划赴野
外开展实战化训练。部队刚刚抵达
配置地域，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基
地药材供应站就将常用药品配送至
“帐篷村”。

“药品供应不能只停留在日常存
储、按单发货的层面，还应该主动
对接战场需求，服务练兵备战。”该
药材供应站负责人介绍，他们在提
升实战条件下药材供应保障能力的
过程中，按照“平战结合、作战优
先，品种适宜、安全高效”的原
则，将执行战备训练、救灾处突和
科研实验等任务的部队作为重点保
障对象。与此同时，他们采取先供
后补、发旧储新等方式，既满足部
队应急保障与日常供应需求，又确
保战储药材及时更换、常储常新，
实现储供结合精准保障。

作为担负保障区域内战略战役药
材储管、部队医疗卫生装备储管收
发、战区内医院主渠道供应等任务
的主要力量，该基地立起练兵备战
鲜明导向，服务保障工作紧贴实战
化建设和训练需求。他们一方面精
准对接部队任务需求，增强持续储
供、快速精准保障能力；另一方面
打通药品供应信息反馈渠道，针对
野外驻训官兵常见伤病，分类筹备
高原病防治、防暑防冻、消炎止
痛、跌打损伤 4 类 40 多种药品。基
层提出补充需求后，他们第一时间
即可前出保障。

空军某部卫生队军医李伟康说，
随着部队驻训所需药品供应更加精准
及时，给官兵看病开药时心里更有底
气了。

左图：保障药品送到驻训一线。

姜 锷摄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倾心服务驻训官兵

“药品快递”直达演训场

本报讯 胡天华、唐俊报道：前几
天，一辆“随军银行”保障车驶入某驻
训地。得知消息，刚结束训练的南部
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四级军士长焉闯
第一时间前去办理第一代军人保障卡
注销业务。“在驻训地就能办理保障卡
注销业务，党委想得真周到。”焉闯高
兴地说。
“第二代军人保障卡虽然早已配

发，但旧卡注销却是难题。”该旅保障
卡办公室韦参谋说，尽管旅里曾两次
组织官兵集中办理注销业务，但因户
主证件更换、卡内余额未清零、人员出
差在外学习和驻训等原因，仍有近半
数官兵的第一代军人保障卡未注销。
焉闯今年在外学习 4个月，紧接着就随
队外出驻训。由于离驻训地最近的银
行网点也有 20多公里，他只能将此事
一推再推。
“随军银行”上门服务，财务保障

难题迎刃而解。“‘随军银行’既能保障

部队，又能服务官兵。”某银行分行行
长邓志宗介绍，这辆保障车就是一个
“移动支行”，有专属行号，可提供与固
定银行网点相同的服务。
“随军银行”刚开门营业，闻讯而

来的官兵就排起了长队。为方便官兵
办理业务，南部战区空军保障部专门
制作了“服务流程卡”。笔者翻看流程
卡发现，业务内容和办理流程一目了
然。与固定银行网点相比，“随军银
行”的审批程序更简化，变更信息只需
提供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

据悉，南部战区空军保障部已协
调当地银行增设一套设备、增加业务
办理窗口，方便官兵在驻训期间快捷
办理金融业务。下一步，他们计划拓
展服务范围，让“随军银行”开赴驻训
地附近的高山、海岛雷达站等小散远
点位，全面服务基层一线官兵。

左图：“随军银行”开到驻训地。

叶建华摄

南部战区空军保障部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随军银行”开进驻训地

随着实战化训练力度不断加

大，部队野外驻训逐渐常态化，很

多单位每年都要在外训练数月。在

野外训练，部队高度分散，机动距

离更远，持续时间更长，自然环

境更差，生活条件更苦，对训练

保障和生活保障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保障工作事无巨细，例如，

为了让官兵保持充沛体力，怎么改

善伙食；酷暑时节，如何防暑降

温；驻训时间长，家属来队探亲怎

么住……这些事看似不大，却牵

扯官兵精力。如果解决不好，就

会变成官兵的烦心事，直接影响

训练质效。

如何提升保障水平？很重要的

一条，就是靠前保障、伴随保障，

部队开进到哪里，保障就跟进到哪

里。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将药

品精准配送至演训场，解决了官兵

医疗保障的后顾之忧；南部战区空

军保障部协商地方在驻训地开设

“随军银行”，让部队财务保障的难

题迎刃而解。

当下，野外驻训如火如荼，各级

服务保障部门应该多想想官兵需要什

么，主动跟进，让保障工作“再往前

一步”。只有心里始终装着基层官

兵，才能把服务保障工作做好，官兵

才能安心训练。

驻训保障“再往前一步”
■靖 周

本报讯 任增荣、王仕超报道：“防
化分队按作战单元划分，小组成员按
‘定岗定位’要求开展训练，通过‘染毒
地带’后洗消效率有效提升……”7 月
份，火箭军某团对照前期自查自纠整理
出的问题清单，在实战化训练中逐一对

账落实整改。
今年初，该团在上级组织的突击战

备拉动中，出现了尴尬一幕：面对突如
其来的情况，有的官兵手忙脚乱。平时
组织拉动演练，大家都能达标，为何在
突击拉动中却频频“冒泡”？究其原因，

是训练脱离实战，官兵仅仅按套路出
牌，对于战场特情考虑不多、想得不深。

为此，该团党委通过调研、座谈等
方式，收集了备战不力、训风不实、督导
不严等 20余项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顽症
痼疾，并汇总成问题清单。日常应该训

什么、训到什么水平、哪个课目需要重
点关注等都在清单上有具体说明。

该团警卫分队对照问题清单，加大
实战化练兵力度，设置复杂战场特情。
在前不久的一次实兵演练中，“敌”小股
部队频繁袭扰。警卫分队灵活采用封
控围剿、迂回包抄等多种战术，将对方
击退，保障装备车队顺利转移。

问题解决一个，战斗力提升一分。
该团还利用战备拉动时机对各单位整
改情况进行“回头看”，对整改不深不实
的单位主官严肃问责。某连连长何彬
深有感触地说：“根据清单内容进行补
差训练，破解训练顽症痼疾更加科学有
效，官兵训练水平得到提高。”

火箭军某团从严查找纠治训练顽症痼疾

整改问题对照“销账单”

本报讯 何博帅、余宁磊报道：“5
公里武装越野 85分，较上月提高 3分；轻
武器射击 78分，较上月下降 2分……与
上月相比，良好课目新增 2个，优秀课目
新增 1个。”7月中旬，武警浙江总队金华
支队领导依据单位量化评比细则，评估
基层中队军事考核成绩，再次更新了训
练账单。

今年初，该支队党委一班人在调研
中发现，部分基层中队的训练成绩始终
没有太大变化，强的一直强，弱的始终
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大纲实施后，
军事训练标准提高、课目增多、难度加
大，有些中队沿用旧的训练模式，提升
训练水平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是个别
中队“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训练方法，难

以有效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
为此，该支队创新量化考核方式，建

立固强补弱“明细表”和军事训练“一本
账”，将训练课目划分为长跑、射击、器械
等 5大类别，按照“建立账单、对表补差、
销账更新”的思路，督促基层中队挂号销
账。同时，该支队还针对训练账单梳理出
木马、擒拿、教学法3个难点，采取遴选骨

干集训、教员辅导授课、机关结对帮带等
方式，提升重难点课目训练水平。
“自从有了训练账单，训练优势在

哪里、训练短板在何处一目了然。”执勤
五中队自年初第一次建立账单时，就梳
理出中队的“五强五弱明细表”。根据账
单，他们合理安排训练课目，有针对性
地进行强化训练，不仅提升了训练效
率，还在中队营造出比学赶帮超的良好
氛围。

武警浙江总队金华支队创新训练督导机制

固强补弱有了“明细表”

7月28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炮兵分队在西北大漠展开实战化演练。

徐 胜摄

“劳苦的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建立
工农兵苏维埃政府”……7月下旬，武警
株洲支队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主题教育中，组织官兵走进炎陵
“红军标语博物馆”，追寻红色历史。博
物馆内，339 条醒目的红军标语把官兵
带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让大
家深受触动。

这些红军标语是如何产生的，又是
怎么保存下来的？在博物馆讲解员的
深情讲述下，官兵心中的问号被一一拉
直。1928年 10月，朱德率军来到炎陵县
十都镇，一举摧毁了国民党县团防局并
开仓放粮。但百姓心存疑虑，竟无人来
领取粮食。于是，部队就在镇里写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等标语，进行
广泛发动宣传，百姓们这才放心地前来
领粮食。

“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强令清洗和铲
除红军标语。炎陵人民自发地保护这些
标语，有的老百姓将室内标语糊一层纸
盖住，有的人用柴草杂物等遮盖室外标
语，一些群众因保护红军标语被敌人残
害……”一段段红色故事，让官兵不由得
肃然起敬。听了标语背后的故事，驻足
观看这些红军标语，上等兵芦豪感慨地
说：“当地老百姓不惜拿生命保护这些标
语，说明共产党和红军将士为人民谋福
祉的革命精神深入人心。”

徜徉在红色标语间，官兵感受到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使命担当。正如炎陵中队指导员康永田
开展现地教育时所说的那样，这一条条
标语犹如催人奋进的精神火炬，时刻激
励我们要牢记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将
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探寻339条红军标语背后的故事
■陈 龙 刘小明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通知要求，以正视问题的

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真刀真枪解决

问题，切实抓好主题教育列出的8个方

面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

主题教育既要教育更要实践，而专

项整治是最重要的实践。知之非艰，行

之惟艰。真改还是假改，即知即改、立

行立改还是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直接

关系到主题教育的质量和成效，也是对

领导干部能力和作风最实际的检验。

“疮疤见光易好，伤口捂着易烂。”如果

对问题讳疾忌医、掖着藏着，对整治避

重就轻、避难就易，就会把小问题变成

大问题，把有解问题变成无解问题。可

以说，专项整治越有力，解决问题就越

彻底，主题教育就越深入。

前不久，习主席在内蒙古考察时强

调，在开展主题教育中要注意抓“四个

到位”，其中之一就是“抓整改落实到

位”。抓而不实等于不抓。这次专项整

治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事关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官兵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和练兵备战亟待解决的紧迫问

题。只有发扬钉钉子精神，把“改”字

贯穿始终，既治已病，又治未病；既把

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又把该完善的体

制机制完善起来，做到对症下药、标本

兼治，才能确保专项整治工作一抓到

底、见到实效。

实行项目化推进。对照专项整治的

各项任务，结合单位实际确定重点整治

项目，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

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

题。每个整治项目，都要确定目标任

务，明确责任主体和进度时限，采取务

实具体的有力措施，动真碰硬、集中攻

坚，逐条逐项推进落实，做到定一项改

一项、改一项成一项。

实行销号式管理。每个单位、每个

领导班子和每名领导干部，都要对照整

治项目进行自查，区分轻重缓急，列出

整治清单。对在主题教育期间能够解决

的问题，要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对一

时解决不了的，要制订阶段目标，持续

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

彻底不放手、官兵不认可不罢休。各级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应先改起来、改

实一点，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努

力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见到新成效，在克

服形式主义上看到新变化，以专项整治

的实际成效取信于部队、取信于官兵。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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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