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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清晨，薄雾笼罩，紧急集合哨音划
破静寂。随即，装备启动、车辆编组、
物资转运，装甲车沿着直达国道的战备
道路，分批次驶向疏散地域。

盛夏时节，记者赴中部战区陆军某
师“松骨峰英雄团”采访，正赶上一场
战备演练，营院里浓厚的实战味扑面而
来。该师领导介绍：“部队出动顺畅，
营区建设聚焦战斗力功不可没。”
“以前重视绿化率等生态指标，居

住设施不断完善；如今更加突出向战为
战。”参加演练的营房助理员杜凯栋介
绍，营区建设正在从“住用生活化”走
向“保障实战化”。

杜凯栋是个“老营房”，在他的记
忆中，过去营区建设横平竖直、方方正
正，营房道路建设考虑美观更多些。如
今，交叉错落的营区内，道路两侧是不
同颜色草木修剪成的方向标，部队集
合、出动路线以及行进方向等战备要素
一目了然。
“营区今天的面貌，折射的是战备

观念更加深入人心。”采访中，恰逢两
位上世纪 80年代在该部服役的老战士
回营，目睹营区变化，他们感慨万千：
以前的营房讲究整齐排列，房前屋后栽
花种草；而今的营区建设，首先考虑训
练场地和战备需求，打仗味浓。

在展开“营区数字化建设”之
初，团里急需新建模拟训练室，营区
内的 38 棵银杏树，成了建设选址的
“拦路虎”。有人提议：将银杏树移出
营区，方便训练场改建。也有人提出
不同意见：这些树是 50多年前部队移
防时种下的，夏披翠绿、秋落金黄，
不仅是营区一道亮丽风景，更是部队
发展的“见证者”，怎能说移就移？

面对各方声音，团党委经慎重研
究，决定按数字化建设时间表继续推进

建设，妥善移栽老银杏树。不久后，一
个覆盖团、营、连三级的模拟指挥训练
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3个月后，数字
化装备列装，官兵娴熟地操作装备直接
开赴战术训练场。

走进装甲车场，记者眼前一亮：车
库前设有一条主干道，四条分路，两条
环路，可实现多个编队同时出入……装
备管理站站长麻春喜介绍，别看现在这
里功能齐全、宽敞便捷，几年前却是另
一副模样。

原来，旧装甲车场为“三层阶梯
式”建造，靠几代官兵捡石筑窝、依
山就形垒起来，外表虽然壮观，但不
利于装备出动。

新质战斗力建设等不得，也等不
起，资源配置必须瞄准打仗需要。他们
变依山建场为开山建场，实现装备库区
和训练场地“合二为一”，平时装备使
用与战时紧急出动有机融合。

营区配套一切为战，战备道路畅通
无阻。营区建设从“养眼”到“养战”
的发展历程，见证着我军后勤建设向备
战打仗聚焦的脚步。

上图：该团利用改造的老营区展开

城市攻防战斗演练。

周 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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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董朝武、靖周报道：盛夏
时节，第 71集团军某旅官兵驾车挺进
野外演训场，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打响信
息保障“攻防战”。演训场一隅，面对
多种突发情况，前不久刚从指导员岗位
转任连长的吴跃尚率领官兵见招拆招、
沉着应战，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该旅领导告诉笔者，像吴跃尚这样的新

任基层主官能够“跑步”进入战位，得
益于旅里出台的务实举措。

改革调整以来，一个矛盾随着时间
推移日渐凸显：该旅由 10多个单位合
编而成，基层岗位专业跨度大，不少从
机关赴基层履新、在基层交叉任职的干
部，能力素质单一、专业技术训练欠
缺，难以快速胜任岗位。

为帮助新任基层主官缩短适应
期，该旅围绕统思想、理思路、强技
能 3 个方面探索出台务实举措。他们
为每名新任基层主官配备“三师”队
伍：旅党委成员任“成长导师”、机关
科长任“业务老师”、训练尖子任“装
备技师”。在新任基层主官遇到思想困
惑、工作难题和训练问题时，“三师”

队伍主动靠上去，面对面传经验、手
把手教方法。

该旅作训科参谋孔皓调任基层指
导员没多久，连队就赴野外执行重大
演训任务，如何激发官兵练兵热情成
为摆在他面前的现实难题。在“成长
导师”帮带下，他通过多种手段营造
出虎气充盈的练兵环境，助推演训任
务圆满完成。助理工程师钱崇林从技
术部门到基层任连长后，一时不知如
何开局，“业务老师”为他支招：以专
业素质服人。很快，钱崇林找到突破
口，逐渐适应了新岗位。在该旅“三
师”队伍的精准帮带下，一批军政兼
优的基层指挥员接连涌现。

第71集团军某旅探索出台务实举措

缩短基层主官任职适应期

本报讯 陈海涛、祁祺报道：7月
上旬，海军某试验训练区有关部门上
报的试验任务参训人员名单中，“90
后”干部超过半数。“年轻干部是单位
未来发展的有生力量，要多为他们提
供在重大试验任务中历练成长的机
会。”该试验训练区领导介绍，为确保

单位人才队伍接续发展，他们为年轻
干部成长进步搭建快车道，让年轻干
部能早日“挑大梁”。

据了解，以往该试验训练区开展重
大试验任务，打头阵的多是经验丰富的
老骨干，年轻干部得到锻炼的机会相对
较少。时间一长，一些年轻干部的专业

素养提高较慢，在执行任务中出现顶不
上、干不好等问题。
“不能只满足于当下成绩，要着眼

未来培养人才。”该试验训练区党委一
班人感到，观念的破冰才能带来行动的
突围。他们明确规定参与试验任务的年
轻干部比例；在重大演习、重大活动中

多给年轻干部分任务、压担子，为其成
才提供锻炼的机会；为每名年轻干部量
身打造个性化培养方案，描绘成长路线
图；进一步完善科研设施，为年轻干部
科研创新提供硬件支持；出台激励政
策，激发年轻干部参与科研试验任务的
热情。

去年底获得硕士学位的该试验训练
区某研究所助理工程师胡光，被选中参
加此次试验任务。胡光坦言，此次任务
对他而言是难得的实践锻炼机会，他将
全身心投入科研任务，尽快把理论知识
转化为实践能力，争取早日在各项试验
任务中担当重任。

海军某试验训练区积极搭建锻炼平台

打造年轻干部成长快车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不划阶段、不分环节，不是降低标准，

而是提出更高要求。在整改落实上，

就要把“改”字贯穿始终，一开始就改

起来，立查立改、即知即改、改就改好，

以解决问题的扎实性彻底性确保主题

教育落到实处。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

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敢于

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

显著特点和优势。列宁同志说过，公

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

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

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

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工作或生

活中出现错误并不可怕，关键要知错

愿改、知错必改、知错速改。任何一名

官兵特别是党员干部，都应闻过则喜，

常掸心灵灰尘，常清思想垃圾，始终坚

持真理，随时准备改正错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就是

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

各种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

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能否不折不扣

地把“改”字贯穿始终，直接关系到主

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无论什么时

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有以

“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检视

自身不足，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

决问题，才能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

效清单”。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让小

事拖成大事、让有解变成无解，本来可

以医好的病症也会拖成不治之症。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

是无勇也。”这次主题教育要求专项

整治的问题，包括事关军队建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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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级党组织应动真的、来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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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纠普

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也纠偶尔出现的

个性问题；既纠显而易见的表面问

题，也纠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既

纠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也纠尚

未暴露的倾向性问题，一件一件地

过、一条一条地改。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

团以上领导干部，既是这次主题教育

的受教育者，又是组织者、推进者、督

导者，起着“风向标”和“领头雁”作

用。主题教育效果好不好，关键在领

导干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应先学

一步、学深一层，先改起来、改实一些，

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带头锤炼政

治品格、聚力练兵备战，带头回应官兵

关切、解决现实问题，一级带动一级

改，让部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新风尚。

把“改”字贯穿始终
■李卓凡

第76集团军某旅机动至大漠戈壁陌生地域，组织多型装备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马智超摄

本报讯 潘梦婷、谢思报道：“纵
横环绕的银线光缆，连接着雄师百
万，国防通信线就是生命线！”7月中
旬，东部战区空军某旅组织先进事迹
报告会，有线技师熊华方讲述扎根基
层23年的故事，引起官兵思想共鸣。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就

是要倡导官兵向身边的先进典型学
习，把传承红色基因细化到承担的
每项工程中、落实到日常的每个岗
位上。”该旅领导介绍，为了深化主
题教育，他们结合单位实际，将教育
融入到日常工作中，鼓励官兵在本
职岗位建功立业。他们通过基层推
荐、机关审核等方式遴选 7名典型人
物，在基层连队展开巡回宣讲，以精
武强能的战位故事荡涤官兵心灵。

该旅工程师胥忠坚守岗位 30年，
始终默默奉献。有一次，他参加上级
组织的通信演练任务，在野外抢修通
信设备时不慎受伤，但仍坚持和战友
一起排查故障，经过连续奋战使通信
恢复畅通。这些年，他培养了100多名
通信骨干，总结的光缆台站修理技术
在数次大项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拨亮一盏灯，照亮前行路。聆听
了身边典型讲述的战位故事，战士杨
梦璐在笔记本上写道：“你们是键盘
上的‘钢琴师’，在三尺机台奏响强军
之声；你们是银线间的‘百灵鸟’，在
信息战场传递作战号令。”她告诉笔
者：“通过学习先进典型的事迹，我坚
信平凡战位同样能出彩，我愿意为部
队信息通信建设奉献青春。”

东部战区空军某旅—

“机台钢琴师”巡讲到连队

本报讯 纪春鹏、特约通讯员王
亚平报道：“几十年前，在战斗最激
烈的时候，官兵不分昼夜地向前线
运送弹药。直到任务结束，一名战
士才报告自己的两根手指被弹药箱
压坏……”7 月上旬，沈阳联勤保障
中心某基地弹药保障队实兵演训间
隙，教导员姜良仁讲述先辈们的战
斗故事，感染了在场官兵。该基地
紧贴部队实际，把“战斗故事会”开
到演兵场，丰富主题教育。
“一个战斗故事就是一堂教育课，

一段战斗历程就是一部生动教材。”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该基地党委一班人
感到，要想传递好手中的历史接力棒，
必须让官兵“看清来时路”。为此，他
们在基地内广泛收集革命先辈的战斗
故事，分类梳理后下发部队，并利用徒
步拉练、野外驻训间隙等时机，广泛开

展“讲战斗故事、找自身差距、当强军
先锋”大讨论。
“有一年冬天冰雪封路车辆无法

通行，官兵就改用骡马向某地运送一
批宿营装具，满足应急保障需求”“为
了给参战官兵搞好保障，先辈们把作
业点设在前沿阵地，冒着枪林弹雨圆
满完成保障任务”……在该基地多个
演训场上，一个个战斗故事让官兵深
受感染。在某演训片区，一位参训战
士说：“先辈们不畏艰险的战斗精神给
我们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一
定要加倍努力提升素质，圆满完成每
一项任务。”

前不久，某弹药保障队一路奔袭，
远程机动数百公里，到达指定地域时
已是午夜。官兵不顾长途机动疲惫，
落脚就布阵、车停即战斗，按时完成野
战弹药库开设任务。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

“战斗故事会”开到演兵场

7月 30日，茫茫戈壁，烈日炎炎。
“4名不明身份人员企图越境。”接

到报警，军地联合指挥中心的命令通
过指挥信息系统瞬间到达终端。不到
15 分钟，情况被成功处置。这是新疆
昌吉军分区联合驻地党委政府，检验
党政军警兵民联合强边固防机制运行
成效的一次演练。

这个军分区守卫的边防线点多线长
面广。随着党政机构、边防部队改革落
地，边防委成员单位领导机构、职责划
分、工作机制和以往有所不同，军地实现
高效联合组织指挥处置边防突发情况，

急需探索一套科学管用、优质高效的行
动规范。

为此，他们启动边境防控设施建
设工程，一批高科技装备落户边防一
线，同时采取升级、改造、嫁接、整合的
办法，对原有边境指挥、边境保障项目
进行拓展。哈萨克族民兵队长胡西塔
尔告诉记者：“现在边防建设步伐很
快，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常态化开展联
合巡逻训练。”

这个军分区还把提高组织指挥能力
摆上重要位置，加强基本战法、力量编
组、综合防控和后装保障研练，以岗位自

训、联防联训等方式提高科学决策、灵活
指挥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军分区协助
驻地边防委制订《新时代党政军警兵民
合力强边固防运行规范》，进一步健全领
导机制、规范指挥程序，优化编组力量、
强化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军地联合指挥
效益。
“演练中展示的，只是军分区部队

推进边境联合防控体系建设成果的一
个缩影。”该军分区作训科长秦立勇说，
军分区计划联手地方有关单位论证研
究，进一步构建完善边境防控野战化指
挥体系。

新疆昌吉军分区着眼新形势推进边境联合防控体系建设—

军地携手守望丝路边关
■本报记者 李 蕾 通讯员 肖承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