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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渐浓，渭南某训练场上，一
场“价值目标选择狙击”课目示范正在
进行。

一名狙击手屏气凝神，趴在晃动的
吊板上据枪瞄向前方。400米开外的楼
房窗口处，一名“暴恐分子”正挟持“人
质”负隅顽抗。
“砰！”随着一声枪响，“暴恐分子”应

声倒下，子弹正中眉心，现场顿时响起热
烈掌声。这位身手不凡的“神枪手”，就
是武警陕西总队机动支队特战大队三级
警士长何少军。
“神枪手”并非天生。谁能想到，两

年前何少军还是狙击专业的“菜鸟”。
2018年初，武警部队编制体制调整

改革逐步推开。已经在突击队员岗位
上干了 16年的何少军，转隶到新单位，
成了一名狙击新手。转岗后的第一次
军事考核，他的成绩并不理想。“已经 35
岁的何少军，还能沉下心来练狙击吗？”
面对大家的质疑，从不认输的何少军跟
自己较上了劲儿。
“为了稳定心神，他把一个个弹壳放

在枪管上练习据枪瞄准，一练就是一两
个小时。”中队长李晓林说，晚上熄灯后
何少军还经常加班，反复研读训练笔记，
并把每次打枪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如今
已记了4大本。

苦心人，天不负！今年 8月，武警陕
西总队举行“巅峰比武”，何少军带领机
动支队骨干出征，一举夺冠。何少军成
了总队赫赫有名的“武教头”。

入伍 18年来，何少军多次荣立三等
功，4 次获得武警部队颁发的“勇士勋
章”。荣誉和鲜花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的
咬牙坚持——

2010 年，武警部队组织首届“魔鬼
周”训练竞赛。课目多、难度大，何少军

负重 50公斤奔袭 10公里，通过树林时，
脸颊被划出道道伤口，鲜血和汗水交织
在一起浸湿衣领，他并未放慢脚步；膝盖
积液严重、小腿肿胀，医务人员多次劝他
上收容车，他不为所动，缠紧绷带继续冲
锋。最终，何少军战胜重重困难，斩获一
枚宝贵的“勇士勋章”。训练结束，医生
检查发现，他的小腿严重骨裂，返程路上
不得不打起石膏。

那年，部队组织夜间训练，何少军帮
战友扛装备，不慎腰椎受伤，一躺就是一
个多月。想起入伍第一天，自己在日记
本上写下的“精忠报国”四个字，他问自
己：“这点小伤就认输了吗？理想就这么
轻易放弃吗？”
“真正的战士就算面对死亡也会

一往无前！”在领导和战友的鼓励下，
何少军很快调整心态，积极进行康复
治疗，不久便重返训练场，再次发起冲
锋。

正是一次次残酷的训练，锻造了
他面对急难险重任务时的英雄虎胆。
一次，一名携枪带弹的暴恐分子逃进
大山深处。支队接到命令后，派何少
军带领反恐小组先头出发，连夜搜捕
暴恐分子。就在特战队员一步步逼近
暴恐分子藏身之处时，一名战士不小
心掉进深坑，险些暴露在暴恐分子的
枪口之下。“别怕，我先来！”关键时刻，
何少军挺身而出，冲在最前面，沉着指
挥特战队员对暴恐分子形成合围之
势。

面对暴徒，他是一名虎胆英雄。
面对人民，他是一名忠诚卫士。2004
年，陕西陈家山发生矿难。何少军主
动请缨，带头进入随时都有可能塌方
的矿井探测生命迹象。经过反复搜
索，他们发现并救出一名幸存者。2016
年，何少军奉命在新疆执行任务，一天
突降大雨，洪水泛滥。何少军带着救
援小组蹚着齐腰深的洪水赶到牧场，
帮助牧民转移牛羊，从傍晚一直奋战
到次日清晨。

就是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提
到家人时，却满怀愧疚。何少军在新疆
执行任务期间，怀孕 4个月的妻子独自
在家照顾生病的母亲，母亲去世、孩子出
生他都无法陪在身边。
“作为一名老班长，我要继续在本职

岗位上发挥酵母作用，当好干部与战士
间的纽带，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贡献自己
的力量。”看着今年的新兵陆续入营，何
少军对未来充满期待。

左上图：何少军在训练中。

宁敲敲摄

入
伍
十
八
年
，多
次
立
功
受
奖
，四
次
获
得
﹃
勇
士
勋
章
﹄
，武
警
陕
西
总
队
机
动
支
队
特
战
大
队

三
级
警
士
长
何
少
军—

特
战
﹃
武
教
头
﹄
淬
火
砺
锋

■
本
报
记
者

杨

艳

特
约
通
讯
员

栾
凤
春

本报讯 杨智超、盛洋迪报道：“抗
日战争的胡家铺战斗中，排长刘开芝用
这把大刀以一敌三、浴血杀敌”“解放战
争中，战士刘二虎身上多处中弹，但他
仍用这把军号吹响进攻号角”……10
月上旬，第 72集团军某旅从 7支英模连
队遴选先进代表组成“红色文化传播

队”，巡回宣讲各个连队的光荣战史，使
官兵在互学共享中激发练兵备战的内
在动力。

该旅所属多支连队从革命战争年
代走来，在战火中百炼成钢，红色底蕴
深厚。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这些
连队的光荣战史，不仅是部队传承的红

色资源，也是克敌制胜的精神利刃，还
是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主题教育的鲜活教材。

为引导官兵学好红色历史、追寻
先辈足迹，在今年的主题教育中，该旅
深挖旅史，把英雄模范人物、经典战斗
事例等分类汇编，下发基层，并派出英

模连队先进代表巡回宣讲，加深官兵
对红色历史的感悟。此外，他们还广
泛开展“十大两栖先锋”“争做新时代
先锋人物”评选活动，引导官兵在训练
场以优异的训练成绩向先辈看齐、向
先烈致敬。

红色历史催人奋进，官兵训练劲
头十足。前不久，该旅野外训练场上，
一场暴雨不期而至，在能见度极低的
情况下，装步六连班长陈方驰依然带
领班组以发发命中的过硬成绩完成战
斗射击。走下训练场，陈方驰深有感
触地说：“传承红色基因，关键在做！
我们一定要继续刻苦训练，以实际行
动扛起肩上的责任，以优异成绩续写
部队的光荣历史。”

第72集团军某旅活用红色资源铸魂育人

光荣战史激发练兵备战动力

本报讯 陶磊报道：“当兵 16 年，
期间历经 4次转隶移防，他始终信念如
磐，坚决听党话、跟党走……”9 月下
旬，第 82集团军某旅六连荣誉室人头
攒动。班长刘露指着橱窗里一张泛黄
的老照片，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照片
上的战士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亲刘成
海。据该旅领导介绍，他们注重用好用
活用足身边教育资源，不断推动主题教

育走深走实。
该旅由多支流淌着红色血脉的英

雄部队组建而成，如何把各个部队的优
良传统保留下来、传承下去，这个问题
得到旅党委的重视。今年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他们深入挖掘身边可触可感的
教育资源，广泛开展“人人讲连史、个个
当教员”活动，激励官兵永葆革命军人
初心本色，忠诚履行职责使命。

“紧跟改革发展的铿锵步伐，就能
收获实实在在的成长……”前不久，该
旅举行“赓续光荣传统，矢志看齐追
随”强军故事会。一级军士长李继生

登台讲述自己 7 次面临改革转型，逐
梦强军的心路历程。3年前，李继生所
在连队向信息化部队转型，他潜心钻
研，成功研发蓄电池的螺纹极柱，解决
了车辆启动时因电瓶虚接造成极柱击
穿的难题。

身边典型激励岗位建功，强军故
事激发奋进力量。今年以来，该旅官
兵在大项任务中向身边典型学习，把
传承红色基因活动与练兵备战相结
合。前不久，官兵马不解鞍，转战西
北，圆满完成大漠戈壁实战化演训等
大项任务。

第82集团军某旅挖掘身边教育资源作为鲜活教材

强军故事激励官兵岗位建功

本报讯 靖周、韩雨报道：战备等
级转换、快速构建指挥所、应对突发
“敌情”……9月下旬，第 71 集团军某
旅组织机动演练，重点对信息传送、态
势感知、运输勤务等支援保障力量的
协同配合水平进行检验。
“未来战场的支援保障，必须将多

兵种的保障力量攥成打不垮的‘保障铁
拳’。”该旅领导告诉笔者，如何实现不
同类型支援保障力量高度融合、充分发
挥整体作战效能，是全旅官兵急需攻克
的难题。去年底的一次演练中，该旅部
分指挥员战场应急指挥能力不强，致使
各支援保障要素之间的配合不够紧密，

浪费了维修资源，贻误了战机。此事引
发该旅党委一班人的深刻反思。今年
以来，他们持续探索新的联合训练模
式，将通信、电子对抗、维修等多个兵种
分队“捆起来”开展联合训练。

在机动演练现场，笔者看到，一辆
辆野战指挥车、电子对抗车、通信装备
车快速机动。面对“敌”强电磁干扰、
“空袭”等紧急情况，该旅指挥控制、装
备抢修、电子对抗等不同兵种的作战
单元灵活应对。据了解，此次演练中，
他们围绕单元模块编组，多方位设置
演练内容，促进各作战单元和要素之
间高度融合。

机动返营，官兵征尘未洗，开始复
盘总结。各梯队指挥员就不同作战要
素编组协同、各类装备有效保障等问
题展开讨论。该旅领导说，此次机动
演练，指挥控制、警卫勤务等各类作战
要素的效能得到有效发挥，抗电磁干
扰、实时传递战场态势信息等多个课
目训练成效显著。

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兵种分队联合训练

检验战时动中支援保障能力

本报讯 朱笑冰、记者李建文报
道：9月底，一场合同战术训练在某沿
海地域打响。此次训练中，东部战区
空军某基地将各兵种模块化编成防
御性制空作战力量、对地（海）目标攻
击力量、联合防空作战力量等基本作
战编组，着力打造能力聚优的体系作
战单元，为组织全要素战斗演练奠定
基础。

随着战斗警报骤然响起，记者在
训练现场看到，多批多架不同型号战
机迅即升空，合成编队呼啸着扑向某
海域。在陌生地域、未知条件、火力
封锁、复杂电磁环境下，合成编队与

模拟的蓝军展开激烈对抗。对抗力
求最大限度贴近实战，全面检验部
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演训一线，该
基地领导告诉记者：“作为空军合同
战术训练试点单位，我们坚持以战领
训，树牢联合制胜理念，加强对抗性、
针对性、协同性训练，提升训练质量
和水平。”

为使各种作战力量、作战要素、作
战手段，在信息化战场上高度合成、精
准配合，该基地结合演训任务多次召
开议训会、赴友邻部队参观见学，常态
化组织多兵种合同战术训练。他们积
极探索“旅之间进行战术对抗训练、基

地组织使命课题训练、参加上级联演
联训”三级训练机制，将作战方案转化
为训练课题，打通从训练到战斗力提
升、从日常联合到战时联合的“最后一
公里”。

记者在该基地指挥中心内看到，
导调监控、战场仿真、辅助评估、综合
保障等多个系统同步运转，指挥员通
过指挥信息系统，实时掌握战场动态，
评估训练质效。每场训练结束后，他
们都第一时间组织参训官兵召开复盘
会，认真评估战术战法，深入查找短板
弱项，集智攻关破解重难点问题，确保
打一仗进一步。

东部战区空军某基地常态化开展合同战术训练

提升合成编队联合作战水平

本报讯 陈曦、王静雅报道：国庆刚
过，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储供基地机关
干部小马提交派车申请，准备前往基层
蹲连住班。车管部门利用军用车辆智能
管理系统统筹调配，很快安排小马和去
往相同方向的 3人工作组同乘一车。笔
者翻阅该基地近一个月的派车单存根看
到，机关干部“拼车”出行成常态，多名基
地常委同坐一辆车的情况就有 5次。该
基地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车辆科学管
控，确保车辆运行规范有序。
“部队车辆装备换代升级，保障管

理模式也应与时俱进。”该基地领导向
笔者介绍，基地下辖单位多，派车频
繁，车辆管控难度大。今年以来，他们
探索车勤保障新模式，除专用、特种和
明确特殊任务的车辆外，公务用车全
部由车管部门根据保障任务和需求统

一调配使用。他们利用新投入使用的
军用车辆智能管理系统，实现全车辆
控制、全人员管理、全过程掌握、全任
务记录。在车辆派遣使用问题上，建
立“车管干部填写、值班领导审批、值
班员备份、车场值班员登记”制度，出
车地点、事由、驾驶员等信息在值班室
屏幕滚动显示，值班员能够精确掌握
车辆出发和返回时间。他们还为每辆
军车建立电子维保记录档案，增强驾
驶员爱装护装意识。

据了解，军用车辆智能管理系统能
够精确掌握车辆动态，让车管部门科学
整合时间相同、路程相近的用车需求，
大大提高了车辆使用效率。该基地战
勤部对今年机关 9 月油料消耗情况进
行统计发现，消耗量同比减少了近三分
之一。

沈阳联保中心某储供基地探索车勤保障新模式

依托信息化手段科学管控车辆
10月9日，西藏军区某旅将部队

拉至高原某地域开展快速奔袭演练，

锤炼部队机动作战能力。

王 昊摄

10月9日，在贵州省大方县人武部，参加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仪式的老兵

张治中与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的文职人员王勇聚在一起，交流阅

兵体会，开展穿越时空的对话。 王庆泽摄

铁流奔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