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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9月 3日清晨，北尖岛骤雨初歇。海
畔一隅，一双双作战靴相继踏过一片片
礁石水洼，留下浅浅的足迹。

此刻，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海防连官
兵又一次踏上了护岛巡逻路。只不过，
这一次巡逻的“主人公”有些特殊：他们
的迷彩戎装上，没有缀贴领章、臂章等
标志服饰。

这是 8名退伍老兵。两天前，即将
光荣返乡的他们得到消息：由于附近海
域风急浪高，往返的班船将延期。那天

雨夜，他们主动向连队提出申请：请让
我们在等待班船的日子里，再执行几次
海防巡逻任务吧！
“出发！”8时许，在连队指导员彭潇

的带领下，这支特殊的巡逻分队踏上了
陡峭而又熟悉的巡逻路。

道路湿滑难行，巡逻官兵不得不把
背包绳绑在腰间、连在一起。行进至某
风口处，阵雨不期而至，大家一边手牵
手贴着崖壁前行，一边避开山坡滚落的
碎石。退伍老兵谭照果深有感触地回

忆：有一次，他和战友们巡逻至此，右脚
不慎踩到湿滑的石块，险些摔下山崖，
“幸亏旁边的战友眼疾手快，一把拽住
了我的装具，这才化险为夷”。

巡逻路危险丛生，守岛官兵却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地果敢前行。这群老兵
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上岛时看到的场
景：小小的海岛遍布干裂的礁石，循着
码头向岛上望去，只有几棵孤零零的马
尾松。
“尽管身处这样的环境，官兵守护

国土海疆的信念却无比坚定。”绕过崖
壁，一栋老营房映入眼帘。斑驳的墙壁
上，留下了第一代守岛官兵的印迹：上
世纪 50年代，官兵靠着钢钎和铁锤开山
凿石，盖起营房、筑起码头、建起国防坑
道和工事阵地，将人迹罕至的孤岛打造
成能打能藏的御敌堡垒……

穿过荆棘密布的盘山小路，巡逻官
兵来到山坡上的一座烈士墓。老兵刘
梓雄走上前，拭去墓碑上的泥水。
“程班长，我们来看您了！”墓碑

前，巡逻官兵脱帽致敬。刘梓雄说，
60 多年前，连队官兵在坑道施工时突
遇塌方，年仅 19 岁的战士程华森一把
推开身边的战友，自己却被石堆掩
埋，英勇牺牲。为了缅怀程华森，战
友们为他垒砌了一个面朝大海的坟
茔。60 多年来，官兵利用海防巡逻时
机，向烈士致敬、说说心里话，已经成
为一种传统。
“有困难，有牺牲……但无论如何，

一定得把海岛守好！”两个半小时后，巡
逻官兵登上了北尖岛主峰。峰顶，海风
呼啸，雨势骤急。抹去脸上的雨水，巡
逻官兵看到这样一番景象：海面上白浪
翻滚，远方的岛屿若隐若现。
“在海防前哨为祖国站岗、奉献青

春，这是一辈子都难忘的记忆！”远方海
面上乌云压顶，沉沉欲坠，似乎正在酝
酿一场更大的风雨。站立在这座海岛
“烽火台”上，退伍老兵们热血澎湃，一
起喊出心声：若有战，召必回！
“山岛记得我，祖国记得我……”巡

逻分队返程，老兵们留下的呐喊在山谷
久久回荡。

左上图：离岛前夕，退伍老兵执行

巡逻任务。 李 骏摄

海域风急浪高，班船延期，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海防连8名退伍老兵—

离别之际，再踏海防巡逻路
■曾梓煌 李 骏

“我部遭‘敌’炮火袭击，装备受损严
重，请求支援”“要点抢控群两名步战车乘
员头部受伤昏迷，请求救治”……9月上
旬，第 79集团军某旅组织作战保障行动
演练。面对多个方向接连不断的保障请
求，该旅统筹运用装甲抢修、重装运输、
医疗救护等力量，高效完成保障任务。

保障行动指挥高效、力量优化、协调
顺畅，源于该旅对新编制体制下作战保
障模式的不懈探索。据该旅领导介绍，
他们围绕担负的使命任务积极探索转
型，使新编制体制下百余专业攥成保障
铁拳，潜在优势得到释放。

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该旅由
30多个单位合编组建而成，所属专业涵
盖通信、运输、修理等百余个。组建之

初，各单位仍按以往的方式组训，遂行保
障任务条块分割、各自为战。
“合编不是简单的合并，而是要通过

融合催生出良好的‘化学反应’。”旅党委
议训会上，党委一班人统一思想，并就“如
何让以往独立的保障力量攥指成拳，发挥
‘1+1>2’效能”进行深入讨论。

经过集智攻关，该旅探索出“任务上
级派、力量本级调、行动一线控”的保障
力量统用模式，指挥员可现场临时抽组
保障力量、调整保障编组、调配保障资
源，实现作战保障力量由“分散配置”向
“资源集成”转变。

为使保障行动有序高效运转，该旅先
后探索形成《保障力量岗位职责规范》《战
时保障力量运用规范》等系列规范，有效

解决了人员职责不明、业务界限不清、秩
序运行不畅、保障效率不高等问题。记者
翻看《战时保障力量运用规范》了解到，其
中关于保障场所开设、力量编组运用、指
挥保障关系等，既有标准原则，又有流程
方法，拿来就能用，照着就能做。

记者在演练现场看到，某型短波电台
车战损后，分属两个连队的电子检测维修
车和汽车修理工程车同时火速驰援，共同
完成抢修任务。修理一营营长姜显明介
绍，他们将修理力量由以往按装备类别编
成调整为按专业要素编成，并通过平时
“一站式”要素集成训练、战时“任务式”模
块化保障，推动保障能力有效提升。

组建以来，该旅出色完成“火力”“跨
越”等系列演习的支援保障任务。

第79集团军某旅探索新编制体制下作战保障新模式——

融合百余专业 攥成保障铁拳
■郭克鑫 林 海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本报讯 任洪彬、许秋雨报道：“28
名船工利用 7艘木船和几十只木筏，仅
用 4天 3夜，就把 1.8万余名红军安全送
达金沙江东岸……”8月下旬，武警云
南总队丽江支队营区里，由当地民间文
艺队带来的舞蹈表演《金沙江畔话红
军》，生动再现红军长征时的历史片段，
令官兵倍感振奋。

该支队领导介绍，支队驻地拥有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他们定期组织官兵到红军长征
过丽江纪念馆、红二方面军过丽江指
挥部旧址、丽江市烈士陵园等地参观
见学，以红色故事、红色历史、红色文
物为载体，通过回顾长征历史、讲述英
雄故事、参加公祭活动，让红色光芒照
亮官兵的精神星空，让红色基因真正
融入官兵血脉。

该支队邀请驻地文艺团体共同举
办文艺联欢会，通过小品、舞台剧等
形式讲述红色故事；在强军网建立在

线学习平台，组织官兵开展“怎样赓
续发扬优良传统”讨论。他们还精心
筹划主题教育系列配合活动，使官兵
在学思践悟中感悟红色文化、坚定理
想信念。

重温红色历史，砥砺精武豪情。今
年以来，驻地自然灾害频发，该支队官
兵出色完成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森林
灭火等急难险重任务，赢得驻地群众广
泛赞誉。

武警丽江支队发掘驻地革命传统教育资源

红色文化点亮官兵精神星空

习主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

调，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

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

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军队各级领

导干部来说，提高这种见微知著的能

力，就必须善于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中

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科学预判，知道

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

趋势会怎样。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事物的发

展都是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任何端

倪都不是偶然的、独立的，必然存在

与之相关联的事物或现象。毛泽东

同志曾说：“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

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

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

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

它，这才叫领导。”斗争本领高超的领

导，善于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隅而

观全局，善于把那些苗头性、倾向性

的东西辨别出来，从已然看到未然，

从现象看到本质，从现在看到未来。

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与其他

领域相比，战争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

不确定性，一个微小的变化可能引起

一连串的波动，一个细微的发现可能

蕴藏着巨大的转机。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法军阵地上出现一只波斯猫，德军

的一名参谋由此推断猫的栖身之处必

有高级指挥所，并集中火力将其摧

毁；前苏联一名海军军官夜间值勤

时，发现许多海鸥争抢浮上来的鱼，

敏锐察觉到敌潜艇可能前来偷袭。

英国军事学家富勒曾说，军事统

帅的艺术和成功的基础，是“要时刻观

察细枝末节，看透敌人的灵魂，采取敌

人意想不到的行动”。指挥员是战场

上的运筹者，应具备超常的预判力，才

能果断作出正确的反应。1950年春

天，面对国民党军队依靠优势装备和

兵力在海南岛构建的海陆空立体防御

体系，时任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副司

令员兼40军军长的韩先楚，意识到抓

住战机的重要性，主动请缨，冒着极大

风险，在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亲

率40军、43军4个师跨海进击，一举解

放海南岛。3个月后，朝鲜战争就爆发

了。后人评价，假如没有及时采取行

动，就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

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

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

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复杂。“指挥员的正

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

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面对国防和军

队建设中形式多样的诸多风险，面对

现代战场上扑朔迷离的各种信息，领

导干部要做到“松风一起知虎来”殊为

不易。各级领导干部应增强忧患意

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集中精力研

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着力提

高战略素养、联合素养、指挥素养、科

技素养，真正练强备战打仗本领。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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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

警犬班老兵刘阳阳即将退伍离开部

队，与他相处3年的警犬欢欢紧紧咬

住刘阳阳的挎包，不愿让他离开。

谷名昌摄

本报讯 王晓桐、黄旺民报道：“光
荣的连史宛如强大的磁场，给予我奋
进的精神力量。”8月 30 日，第 76 集团
军某旅组织“光辉史册”展评活动，指挥
保障连列兵陈嘉伟翻看各个连队精心

制作的40余本连史画册后由衷感慨。
“用好自己部队的历史荣誉，是深化

主题教育的有效途径。”主题教育中，该旅
通过收集资料、回访老兵、实地考察等方
式，组织基层连队积极完善连史，制作连

史画册，让光荣连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
载体，为官兵烙上红色印迹。

一个英模人物，就是一段动人的故
事；一段红色连史，就是一部生动的教
材。“老秃山英雄连”是该旅的模范连，战

争时期参加过大小战斗 100多场，先后
荣立大功 2次、一等功 5次、二等功 14
次，涌现出 100多位英雄。为了讲好英
雄故事，他们在制作连史画册的过程中，
加入漫画、老兵寄语等鲜活元素，并将连
队英雄功臣谱嵌入画册，引导官兵在学
习连队功臣们的英雄事迹中感悟崇高，
砥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品读连史画册后，高炮二连新排长
陈晨阳在日记里写道：“我要接过先辈
们手中的钢枪，把这份荣誉和使命传承
下去，争取在连史上写下新的辉煌！”

第76集团军某旅深挖战斗故事深化主题教育

连史画册再现先辈光辉事迹

9月7日，空降兵某旅组织官兵进行武装伞降训练。 纪佳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