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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组

织40名即将退伍老兵前往海拔5374

米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激励他们

退伍不褪色、返乡再创辉煌。图为老

兵参加升国旗仪式。

薛 浩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晏良报道：两个
处室因推诿扯皮被责令整改，3名机关
干部因工作“踢皮球”被点名批评……8
月中旬，西藏军区党委机关抓建基层领
导小组召开例会，对两起工作失职情况
进行问责。该军区在抓建基层工作中，
坚决向“此事不归我管，之前不是我办”
等不良作风开刀，形成了凝聚合力、强化
担当、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

西藏军区党委高度重视抓基层打基
础，成立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工

作落实。今年 7月，领导小组在复盘上
半年工作情况时发现，部分机关处室和
干部没有确立一盘棋思维，存在推诿扯
皮的情况。

为进一步改进机关工作作风，西藏军
区建立“抓建基层工作通气”制度，要求机关
各部门把正在进行的工作拉单列表，附上经
办人的联系方式，每周通报进度。同时，他
们还落实“首办首问负责”要求，指定具体负
责人对所分管工作负责到底，中途若有变动
需报告党委备案，并向基层公示。前不久，

负责士兵考学工作的机关干部休假，他及时
将工作进度及注意事项交接给接替者后方
才离队。截至目前，该军区所有考学士兵档
案移交、关系转出等工作有序推进。

职能上积极补缺，工作上相互补台，
抓建基层工作质效明显提高。前段时
间，军区党委决定为基层营连新建网络
化学习室，机关宣传处和信息化处积极
协调沟通，主动认领职责交叉的相关工
作。如今，该军区百余个网络化学习室
建成，受到官兵好评。

职能积极补缺 工作相互补台

抓建基层合力下好一盘棋

本报讯 单传扬、特约记者黄宗兴报道：昆仑山北
麓，朵朵伞花在蓝天绽放。8月下旬，随着最后一名女特
战队员郭欢欢安全着陆，新疆军区某特战旅女子特战排
顺利完成为期一个多月的伞降训练。

记者了解到，这个女子特战排组建不足 9个月，是新
疆军区首支女子特战分队，队员平均年龄不到 20岁。自 7
月 20日随队挺进昆仑山北麓伞降地域以来，这批女特战
队员人均跳伞11次以上。

增强体能和技能，是女特战队员完成伞降必须迈过

的坎。为了增强体能力量，全排女兵加大平台离机和吊
环着陆训练力度。在水上离机训练中，排长郭雪鹏、班长
崔米等骨干带头跳进深水池。最终，24名女兵通过地面
训练所有课目考核，取得跳伞“资格证”。

大学生女兵田仁佳在第 6次跳伞着陆时，因冲击力过
大，嘴唇划破鲜血直流。第二天一早，田仁佳申请继续跳
伞：“从第一跳开始，我就告诉自己‘特种兵永不言弃’。”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通过一个多月伞降训练，女子特
战队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上图：伞花在蓝天映衬下更加

洁白。 魏晶亮摄

左图：女特战队员在飞机上齐唱

军歌。 周 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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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军区

主人公心语：国防绿需要环保科技

来维护，能够为军队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我感觉人生很有价值。 ——张 统

盛夏的伏牛山区，草木吐翠、绿树成
荫，一派生机盎然。忙完一天的工作，拿
起一张家乡的照片，在驻京某研究所研
究员张统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儿时
在绿水青山间嬉戏游玩的场景。从那时
起，家乡的青山绿水，就在他的心里打下
深深的印记。

1982年，张统参加高考取得优异成
绩，填报志愿时，他出乎老师意料地选择
了一个在当时冷门的专业——同济大学
环境工程系给排水专业。几年后，张统
又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攻读研
究生。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91年 5月，
即将博士毕业的张统，得知一家部队科
研单位到清华大学招收环保专业的应届

毕业生，他立即报了名。“我觉得能用所
学知识为军队建设作贡献，是一种幸
运。”回忆起参军报国的初心，张统至今
仍感慨不已。

那年仲夏，张统踏入驻京某研究所后，
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治理某飞机维修保养
基地的飞机维修废水。那段时间，张统始
终奋战在一线，最终研究出处理飞机维修
废水的一项新技术。在这之后，张统相继
攻克一个又一个污水处理项目难题，在国
内环保界崭露头角。

为摸清军队污染源及分布，张统
带领团队跋山涉水，累计行程 6万多公
里，对部队几百个营区进行调研，掌
握了污染源的分布规律、污染特征等
情况，编成 20余万字的《军事区域污
染源调查与研究报告》，撰写了 300 多
万字的有关论证报告，为制定军队环
保发展规划、实施污染治理提供了重
要依据。

这些年，张统带领团队在军事特种
污染防治等领域艰辛探索，取得了多项
重大技术突破和几十项科技创新成果，
开创了我军军事特种污染治理的新领
域；设计完成了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
响的精品和示范工程，在军地推广应用
200 余个项目，产生了显著的军事、经
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我们不能总想着跟跑、并跑，要努

力做到领跑。”在带领团队成员向着一个
个科研高峰攀登的过程中，张统时常告
诫大家。一次，张统带领团队向某项只
有个别发达国家掌握的环保工艺发起冲
击。经过不断探索，他们与工程设计人

员一起研制出多项配套设备，使整个工
艺实现国产化。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对象、
全军“爱军精武标兵”……从军 20余年
来，张统收获了诸多荣誉。熟悉张统的
人都说，在军队环保科研事业的求索路
上，他是一个不懈追求的前行者。

图为张统在做实验。

苑方磊摄

初心不改，历久弥坚，驻京某研究所研究员张统——

军队环保事业的求索者
■本报记者 邹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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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崔功荣、任增荣报道：目
标和影像数据未建立共享链路，战时实
况数据获取不全……不久前，火箭军某
部按照打仗标准对各级作战指挥保障能
力进行考核评估，通过“问题倒逼”与
实战对表，查纠制约练兵备战效益提升

的顽症痼疾。
“未来战场是体系作战、融合作战，

加快促进作战指挥保障一体化能力建
设显得尤为重要。”该部领导介绍，他们
梳理出单兵野外作战能力不强等多项
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问题清单，对照整改

方案，逐一压实责任链条、挂账销号。
针对作战集群内部指挥线、行动线、保
障线“三线”一体化融合完善实际，他们
积极搭设平战一体数据信息共享平台，
作战数据实时互通。

该部还紧紧扭住打仗急需、岗位必

需、发展所需核心保障能力，组织开展
“处处都为练兵场、人人都是战斗员”
精武强能活动。某分队作为火箭军新型
作战力量，专业起步晚，他们对口制订
下发专业训练计划，精细设计训练内
容。半年后，该分队在比武考核中取得
优异成绩。

对照清单整改问题，部队战斗力明
显提升。前不久两场重大演训任务中，
他们先后派出 3支保障力量与作战部队
密切协同，形成多功能防化作业车操作
规范等10余项训法成果。

火箭军某部按照打仗标准查纠顽症痼疾

“问题倒逼”提升指挥保障能力

本报讯 王桂华、特约记者王国银
报道：多年在练兵场摸爬滚打、多次在
比武中摘金夺银，在武警新疆总队某部
特战一中队中队长吴野的眼中，没有什
么训练课目能难住自己。然而八一前，
在总队某训练基地连续完成高楼攀登索
降、反劫机战斗、运动中俯仰角射击等
多个险难课目后，吴野还是累得上气不
接下气。

内行看门道。尽管有些吃不消，吴
野却说自己练得很过瘾：“落实高难课
目训练，对场地设施要求很高。这些
年，我亲身经历了训练场地从小到大、
从单一到多功能、从基本保障到逼真变
化的过程。可以说，没有现在这个功能
齐全、设施配套的练武之地，部队就不
敢训、不能训、训不实。”狙击教员陈
用桥对此也是深有感触。这位有着 22
年军龄的“金牌”教练告诉记者：新建
的 2号靶场射击距离比过去增加了数百
米，有效满足了狙击步枪训练的实战要

求；山腰上由 3个地环靶构成的重火器
训练场，可以进行各种重火器的实弹射
击。

提起训练基地场地之变，官兵们有
讲不完的感慨。总队训练处处长奉亚东
回忆说：过去由于训练场有限，有 5个
支队组织实弹射击需要提前几天预约靶
场，往往一家还没打完，好几家在排队
等候；改革后新增的许多课目无法落
实，车载速射炮等兵种专业只能拉程
序、练流程，直接影响了实战化训练的
效果。一次考核中，新组建的某特战支
队近一半的课目不及格，主要原因就是
缺场地、缺教员。

总队党委议训会上，总队领导一
针见血地指出：“守在反恐一线，训练
场建设等不起也慢不得。只有把练武
之地建好用好，官兵才能更好地经受
实战锻炼。”为此，总队党委坚持把训
练基地场地建设作为练兵备战的基础
工程、关键工程，依托所属 3个训练基

地和各级教导队构建兵种专业全覆盖
的训练场地保障体系，区分训练场地
功能类型，分别制定各类场地建设标
准、技术标准和保障标准。去年以
来，总队已完成 21个单位 52个训练场
地的建设项目审批立项，一批紧贴实
战需求的练兵平台渐次崛起。
“你已进入战场，随时准备战斗！”

置身某训练基地，用石头砌成的标语格
外醒目。环顾四周，实物模拟的飞机、
火车等交通工具以及不同风格、不同样
式的居民小区、公共设施一应俱全。细
数各个练兵场，高原、深谷、戈壁、湖
泊……基本上涵盖了任务区域地理环境
类型。狙击、侦察、工兵、舟艇等 10
余个专业的课目可以同步展开。基地主
任熊伟自豪地说：“近年来，基地为部
队培养了一大批特战精英。总队参与处
置的暴恐事件中，75%的二等功荣立者
均在基地参加过反恐专业训练，‘反恐
尖兵’从这里走向战场。”

武警新疆总队着眼实战成体系成规模推动训练基地场地建设

“反恐尖兵”从这里走向战场
编者按 训练基地场地建设难题，既是制约战斗力

建设的瓶颈，又是军事训练领域革弊鼎新的着力点、自
我革命的突破口。

训练基地场地是进行训练实践的物质基础。随着
形势任务、部队编制、武器装备的不断调整变化，实战
化训练对训练基地场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只有把

练武之地建好用好，使训练基地场地环境构设与作战
环境相一致、设施布局与战场条件相一致、容量规模与
承训对象相一致、各项功能与训练任务相一致，部队官
兵才能更好地经受实战锻炼。武警新疆总队着眼实战
需求成体系成规模推动训练基地场地建设，推动实战
化训练落地生根，为战斗力提升提供了坚实保障。

习主席在甘肃考察时强调：“我们

要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

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红色故

事不仅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

密码，更标示着我们“走向何方”的精

神路标。

红色故事里有如磐的初心、如山

的信仰。有人说，“谁会讲故事谁就能

赢得受众，谁就会拥有话语权”。用好

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可以很好地

传承红色基因，激励我们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文以载道，讲好红色故事也是一

种重要的软实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讲好红色故事，有利于引导

广大官兵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

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来之不易，进一步牢记初心使命，激

发爱国之志、奋发之力，创造属于新时

代的更大业绩。

红色故事标示精神路标
■袁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