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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 29岁的师长陈树湘不幸被
俘后绞肠自杀，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
最后一滴血；杨开慧面对反动派的威
逼利诱、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慷慨赴
死……”10月 18日，武警湖南总队机
动支队组织官兵赴驻地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参观，由党史专家讲述的革命先
烈故事让官兵备受震撼。
“包括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

在内的 10余处红色基地，已成为我们
扎实推进‘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的阵地。”该支队领导告
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对驻地附近的
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进行精心筛选，
挂牌成立 10余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串点成线，搭建起多方位、多层次的
“红色教育矩阵”。

传统可触摸，信仰变真切。在杨
开慧纪念馆门口，官兵一曲《强军战
歌》气壮山河。站在队伍前指挥的是
上等兵黄山松。

2年前，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的
黄山松怀揣着艺术梦来到军营，被分
配到机动支队后一度情绪低落。主题
教育中，通过参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他被革命前辈们一往无前的精神深深
触动，不仅训练热情明显提高，还和战
友组建起“卫士战歌”战地乐队，给练
兵场增添了一股火热激情。
“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是一个不

断唤醒、不断触动的过程。”该支队领
导介绍，他们在主题教育中注重搞好
结合、融合，采取把革命先烈形象、经
典战例、英模故事搬上灯箱、刻上石
碑、描上墙壁等方式，让官兵时时受熏
陶、处处受感染。

他们还找准当代青年官兵的兴趣
点，将“红色教育矩阵”延伸至网络，借
助强军网、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平
台，开设红色教育网上专栏，展播红色
故事微电影、微动漫和短视频。
“当年，许光达将军身负重伤。没

有麻药，他咬着毛巾让军医进行手
术。和他相比，我这点痛有什么不能
忍的？”在该支队创破纪录比武五公里
武装越野课目中，特战大队某中队指
导员张泽环腿部受伤，但他坚持跑到
终点，赢得官兵钦佩。

短短 3天的采访，记者在该支队
先后见证了 2场凯旋——一场是该支
队 3名官兵在总队组织的优秀“四会”

政治教员比武中摘金夺银；另一场是
该支队参赛队斩获总队 2019 年度保
障力量大比武团体第一名。

是什么让年轻的官兵迸发出磅礴
的能量？在保障力量大比武中勇夺 7
个单项冠军的队员李松阁告诉记者：
“比武中，每当我想要歇口气的时候，
曾经听过的一个个英雄故事总会浮现
在脑海，重新点燃我拼搏奋进的激
情。”

上图：官兵在陈树湘烈士雕像前

重温入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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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儿不高，小脸盘。10 月中旬，记
者来到火箭军某旅“导弹发射先锋营”，
见到三级军士长汪明喜，咋看咋觉得他
像个喜剧演员。
“没错，汪班长外号喜子，经常自创

自演小品，为大家带来欢乐。”说起汪明
喜，一旁的战友不禁露出喜色。汪明喜
倒也不谦虚，当场扯起嗓子吼起一首

“导弹情歌”：“我是你的眼，带你巡游在
祖国蓝天；我是你的眼，带你看清敌人
的嘴脸……”

导弹“指哪打哪”，瞄准至关重要，
一旦差之毫厘必将谬以千里。营长潘
少明介绍，汪明喜当兵 20年，从事导弹
瞄准 18年，是全旅响当当的“瞄准王”，
也是一个钟情于给导弹当“眼睛”的金
牌号手。

然而，汪明喜的瞄准事业起初并不顺
利。第一次实装操作，就让他傻了眼——
身长十几米的导弹，瞄准点却小得可怜。
他急得满头汗，眼睛瞪得像铜铃，愣是找
不到目标点。营长性子急，喊来连长说：
“这小子恐怕不是干瞄准的料。”

“这是要给我换岗啊！”汪明喜听出
了弦外之音。他不想认输。那段时间，
为了练就“一步到位”的硬功，他对着强
光练眼神、借助微光看针尖，一练就是
几个小时。南方湿热，蚊虫成群，他强
忍奇痒，坚持练习。

导弹瞄准，最大的难题是黑夜。刚
开始夜训，汪明喜怎么也摸不到夜间快
速瞄准的门道，于是找营长讨要“秘
诀”。营长回答：“师傅领进门，修行在
个人，要想成为专家，可得自个儿体
会。”转弹，寻找；再转弹，再寻找……那
天，从晚上 9点一直练到凌晨 2点，经过

上百次摸索，汪明喜终于找到了诀窍。
经过半年苦练，汪明喜不仅在全旅

瞄准比武中名列前茅，还研发出“夜间
瞄准辅助设备”，使夜间瞄准时间大大
缩减。他时刻准备着，期盼长剑啸天的
那一刻。

那年夏天，旅队跨区千里执行实弹
发射任务，汪明喜所在的发射单元因深
具发射实力，最有希望执行此次任务。
然而，上级导调组临时决定用电脑抽签
的方式决定谁来打，结果汪明喜所在的
发射单元落空了。

与梦想失之交臂，失落感始终萦绕
着汪明喜。发射日当天，一声惊天巨
响，导弹腾空而起。汪明喜眺望远方，
期待着“下一次”的到来。

然而，“下一次”却仿佛始终难以企
及。这个全旅公认的“瞄准王”，竟然成
了年年不发射的“金牌备份”。

一次，汪明喜再次无缘发射席位。
旅领导安慰他：“备份身后再无备份，备
份就是最后的王牌。”这句话，让垂头丧
气的汪明喜重燃信心。

岁月不忘追梦人！终于，一张迟到
的“发射入场券”交到了汪明喜手中。
“确定不是备份？”接到通知的汪明喜不
放心，又致电上级询问。得到确切消息
后，他兴奋得一夜未眠。

可命运总爱开玩笑。发射前几天，
汪明喜的眼睛突然红肿、酸涩流泪，卫
生队诊断为麦粒肿。那几天，他处处躲
着大伙儿走，可还是没逃过营长的火眼
金睛。一向爱笑的汪明喜急得眼泪都
要出来了：“营长，为了这次发射，我等
了 10来年……”营长鼻子一酸，想了想
说：“看看情况吧。”

打针、吃药、偏方，汪明喜挨个儿
试。躺在房间休息，他嘴里还嘟囔着操
作口令。发射前一天，几名军医前来会
诊，给汪明喜吃下“定心丸”：可以参加
发射任务。

旭日东升，朝霞洒满导弹发射阵
地，发射时刻终于到来。“转弹瞄准”“装
订参数”……汪明喜精准完成每一个动
作，精确核实每一组数据。
“3、2、1，点火！”随着指挥长一声令

下，惊雷乍起，导弹怒吼着、轰鸣着，扶
摇而上。
“导弹命中目标！”几分钟后，作战

指挥大厅传来捷报。望着蓝天里刚刚
消散的“白云弹道”，汪明喜眼里噙着泪
水，笑得格外灿烂，又哼唱起了那首自
编的“导弹情歌”……

左上图：汪明喜近影。

宣泽辉摄

从事导弹瞄准事业 18 年，火箭军某旅“导弹发射先锋营”三级军士长汪明喜
最爱吟唱一首“导弹情歌”—

“我是你的眼，带你巡游在祖国蓝天”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邓东睿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海柱、特约通讯
员朱家辉报道：寒风阵阵，铁甲轰鸣。10
月中旬，武警青海总队某机动支队在海拔
3500 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开展战备演
练。该支队某中队官兵闻令而动，高擎刚
在国庆大阅兵受阅的“战斗模范连”战旗，
迅速携装登车，向集结地呼啸驶去。
“这面战旗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也

曾在阅兵场见证祖国的昌盛。”该支队领
导介绍，1941 年，这个中队前身部队参

加许庄战斗，共毙伤俘敌数百人，被授予
“战斗模范连”荣誉称号。这面战旗继抗
战胜利日阅兵后，第二次亮相阅兵场，让
官兵深感无上荣光。

该支队抓住有利活动，将战旗受阅
的鲜活故事纳入主题教育活动，持续开
展“传红色血脉、承先辈遗志、做钢铁传
人”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参观战旗、主题
演讲等活动，号召官兵传承阅兵精神、永
葆旺盛斗志。他们还邀请战旗方队队员

占孝云登上支队“强军讲堂”，重温战旗
背后的红色历史，分享与战旗一同接受
祖国检阅的喜悦。
“荣誉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

来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传承好这份精
神。”防暴装甲车中队中队长李浩然激动
地说。该支队还注重引导官兵将受阅热
情转化为练兵备战豪情。近期，该支队
准备参加上级组织的年终军事训练考
核，官兵摩拳擦掌，训练热情高涨。

武警青海总队某机动支队讲好受阅故事

战旗再受阅 荣光励兵心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均波、通讯员
侯驰报道：车勤保障准时、油料供应高
效、物资发放精准……连日来，郑州联勤
保障中心某大队官兵刚刚完成阅兵保障
任务归建，又立即投入到军运会等重大
活动和日常联勤保障任务中。他们以阅
兵热情激发工作动力，提高保障质效，赢
得保障对象的广泛赞誉。

据了解，上半年，以该大队为主体抽
组的阅兵联勤保障兵站，担负起受阅部队

联勤保障任务。他们以优异成绩被阅兵
联合指挥部表彰为“阅兵先进单位”。

10 月中旬，兵站官兵圆满完成阅
兵保障任务归建，恰逢军运会等各项
保障工作展开在即、“千人百岗”比武
竞赛即将开始。该大队结合正在开展
的主题教育，组织“阅兵幕后英雄”事
迹报告会，安排在阅兵保障中涌现出
的优秀官兵代表上台谈体会、话感受，
引导大家高标准完成好保障任务。“受

阅官兵毫厘不差的训练标准，是我们
开展工作的标杆。”报告会后，官兵纷
纷发表感言。

许多官兵征尘未洗，就投入到军
运会保障和各项日常联勤保障工作
中。他们为军运会和体系部队提供
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兵站医疗防
疫队队员丁忠惠，在阅兵保障一线受
领军运会保障任务，归建后马不停蹄
赶赴武汉，认真勘察场馆场地，细化
完善方案。他倡导的“全维保障”新
模式，新增多项保障内容，有效保障
了军运会开幕式和赛事的安全顺利
推进。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大队以阅兵精神激励官兵

才下阅兵场 又上军运会
10月 18日，武警甘肃总队官

兵首次通过快递收到了前期申领的

被装。据了解，该总队是被装供应

保障改革试点单位，官兵只需通过

“全军被装精确申领服务平台”完成

在线申领，被装即可通过物流按需

求配送到位。

侯崇慧摄

“你的被装
正在配送”

永葆受阅热情 聚力强军征程

主人公心语：磨刀十余载，我终于成

为了导弹的眼睛，指引大国长剑一飞冲

天。 ——汪明喜

本报讯 赵培县、特约记者张强报
道：到哨所与官兵一同执勤巡逻、进班排
与战士促膝谈心……连日来，南疆军区
党委机关干部上高原、下边防、到哨所，
深入“生命禁区”，与官兵一同在风雪边
防线值勤巡逻。

据了解，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南疆军
区党委机关常态化深入边防一线营连、
雪山哨卡班排，在蹲班住连中倾听官兵
心声。调研中，他们区分作战、边防等 4
种类型部队，围绕部队完成现实任务能

力需求、战备训练设施建设现状等 6个
方面进行调研，收集整理边境安全管控、
执勤装备保障等 36个矛盾问题。本着
聚焦根本任务，坚持问题导向，他们还通
过多种渠道收集基层官兵建议，与基层
官兵一起研究对策措施。

该军区党委一名常委在某边防团蹲
点调研时发现，该单位训练部门没有工
程建设专业人员，导致工作进度缓慢；高
原野外驻训场的饮水、供电、食宿等基础
设施不配套，给官兵生活造成不便。他

立即召开现场会剖析原因、研究对策，要
求相关部门跟进落实，同时加快推进野
战饮食快餐化保障试点，探索高原边防
保障新路。

该军区结合调研成果，先后制定完
善了《军区领导机关解决“五多”问题的
意见》《进一步加强物资供应管理的措
施》和边防营（连）等部队作战能力建设
标准，使军区部队在边境管控、人才队伍
建设、战术训练落实等方面的工作水平
稳步提升。

南疆军区党委机关以解决问题质效衡量主题教育成效

深入“生命禁区”倾听官兵心声

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刘永
瑜报道：深秋闽南，陆军某部红蓝双方鏖
战正酣，7 名官兵“身受重伤”急需治
疗。担负保障任务的无锡联勤保障中心
第 909 医院医疗分队立即前出，展开检
伤分类、抗休克、包扎固定等战场紧急救
治。在完成损伤控制性手术后，医疗分
队将伤员伤情一键传送后方医院，并组
织官兵搭乘直升机快速后送。经联合救
治，7名官兵全部脱离生命危险。
“现代战争攻防节奏快，对战场一线

救治时效要求越来越高。”该医院领导介
绍，他们升级战场救治链，实现了前线后

方伤情一键互联，重症伤员空中快速后
送，有效把握住伤员抢救“黄金期”。他们
还探索组建“前沿复苏手术分队”，分队队
员随队突击、登舰出海、乘机上天，保障触
角延伸至战场一线；将野战医疗所打造成
离阵地最近的“野战医院”，常态化与作战
部队对接演练。

为提高救治效率，该医院组成多学
科资深专家组，第一时间处理一线传回
的伤员伤情信息，在空中后送同时展开
联合会诊，为伤员的精细救治争取时间、
创造条件，确保战救流程更加快捷、顺
畅、高效。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第909医院

常态化与作战部队对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