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2要 闻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７日 星期日 版面编辑/严德勇 扶满 许敏

本报讯 张颖科、王晓桐报道：10月
中旬，第76集团军某旅第三季度“感动贺
兰劲旅人物”评选表彰如期进行。与以往
不同的是，佩戴鲜花、登台领奖的除了主
战单位的训练尖子外，还有保障单位的医
疗、维修等“小专业岗位”的先进个人。

前期，该旅领导在训练一线跟训时
发现，一些“小专业岗位”的官兵训练热
情不足，连队列口号声都不如主战单位
官兵喊得响亮。一问缘由才得知：旅里
一到训练标兵、先进典型等评选时，就把
这些“小专业岗位”官兵拒之门外，这让

他们提不起劲来。
“专业有职责之别，却无轻重之分，

任何一个岗位都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一
环，不能把任何一个岗位边缘化！”党委
会上，该旅党委一班人达成共识：第三季
度的“感动贺兰劲旅人物”评选，要涵盖
各个专业，在全旅营造一个强大的“奋斗
磁场”。为此，他们区分岗位组织专业能
力考核，并按照基层党组织推荐、全旅官
兵投票、旅党委研究决定的流程，评选出
各个岗位的“状元”。
“身处高原，她每天坚持巡回服务、送

药上门，伤员病号在哪里，她的身影就出
现在哪里……”在表彰现场，该旅“最佳卫
生员”刘桔瑞的事迹引发官兵强烈共鸣。
卫生连指导员陈麒麟说：“以前不少卫生
员都觉得自己是‘边缘岗位’，工作积极性
不太高。如今他们个个干劲十足。”

据悉，评选表彰结束后，该旅将进一
步区分岗位组织学习讨论，让大家联系
工作实际与先进典型对表，查找不足，明
确努力方向。同时，他们印发标兵事迹
手册，让先进事迹进灯箱、上强军网，进
一步放大“标兵效应”。

第76集团军某旅端正评奖导向激发官兵干劲

“小专业岗位”官兵同登领奖台

晚风连朔气，朗月照边秋。10 月
17日晚，新疆军区某旅奉命拔营，星夜
向另一个点位快速机动。组织官兵登
车后，一名旅领导擦了一把额头的汗
珠，告诉记者：“考核这几天，部队连续
转移接‘敌’，5天搬了 3次家，官兵没
睡过一个囫囵觉。”

车队在夜色掩护下出发。没多久，
车队就因前方道路封闭施工转而驶入
便道。中士文蕾驾驶某型装备车，在浓
浓尘雾中转向、避让、提速，几番颠簸才
驶过一段难行的路段。记者从文蕾口
中得知，这次部队进入戈壁滩驻训没几
天，物资还没来得及收拾利索，新疆军
区考核组就进驻了。

记者采访了解到，过去该旅的年度
军事训练考核“备考”时间很充足，会预留
时间进行强化训练和摸底测试，甚至预先
“走一走”考核流程，为正式考核做好充分
准备。但今年的军事训练考核让官兵有
些“措手不及”：机动次数和距离成倍增
加，车轮一动便“敌情”不断；考核组接二
连三“下猛料”，处置难度大了不少……

18日上午，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
将天山脚下的实弹射击靶场罩了个严严
实实。一进考核场，大家顿时傻眼了：放
眼望去，靶标在前方半山腰若隐若现，白
茫茫的大地上连个参照物都没有。
“射击距离远不止 100 米，仰着头

才能看得清靶标”“这么冷，手指都冻僵
了，咋扣扳机”……容不得大家多想，实
弹射击考核随即展开。官兵只能自行
判断目标距离、射击仰角，采取立姿、卧
姿无依托等姿势展开射击。

平时射击成绩稳定在优秀水平的上
等兵陈佳裕，这次考核中突然遭遇枪械
故障，手忙脚乱的他未能在规定时间内
排除故障，被判不合格。走下射击场，陈
佳裕搓着通红的双手感慨道：“过去实弹

射击考核很少赶上风雪天，在冰天雪地
里双手不听使唤，第一次栽了跟头！”

突如其来的新情况，让官兵以往的
“备考”经验瞬间“清零”。指挥所内，接
到考核组的导调情况后，组织科干事程
志刚费了不少功夫，才将一份作战文书
拟好。“从上级考核组到旅领导，都要求
所有作战文书聚焦实战，从简从速。”程

志刚说，以往的模板都没用上，他这个
“老机关”也得认真研究“敌情”，作战文
书必须一简再简、直指要害。

风雪肆虐，考核并未按下“休止
符”。这个旅刚机动至某陌生地域，就
遭到蓝军的电磁干扰。侦察、搜索、截
获、干扰……电磁空间频频过招。

恶劣天候导致电磁信号传播衰减

加重，侦察截获难度增加，干扰压制成
功率也有所降低。一名在过去考核中
表现不俗的技术骨干，这次临阵接敌却
“抓了瞎”，蓝军的干扰信号一直未得到
有效压制。
“前方某型短波通信干扰站出现战

损，请迅速处置！”在抗干扰的关键环
节，考核组的临机导调，让指挥方舱内
的气氛骤然紧张。

中士张武斌主动请缨，带领小分队
迅速勘察选址、架设装备、侦察截获……
经过一系列紧张有序的操作，终于成功
将蓝军信号压制。

对抗结束，张武斌对记者说：“考场
就是战场。越是面对突发状况，越要沉
着冷静、因势而变，否则就会受制于
人。真正打起仗来，敌人压根儿不会允
许我们准备！”

走一路打一路，打一仗进一步。几
番较量下来，该旅官兵应变接敌能力得到
有效锤炼。途中小憩时，一名旅领导告诉
记者，今后旅里自行组织的考核，他们也
将按照作战进程临机导调，通过实战化考
核，倒逼官兵适应战场、学会打仗。

左上图：10月22日，新疆军区某装

甲团在陌生地域组织坦克实弹射击考

核。 韩 强摄

新疆军区某旅从驻训场直接开赴“战场”——

年度军事训练考核不“备考”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特约通讯员 赵金石 张 虎

本报讯 李军、易昶报道：10月上
旬，笔者在武警广东总队佛山支队执勤一
大队采访时发现，机关下发的教育配套活
动计划中，既有排练“红色精神大家讲”快
板节目、观看红色电影等营区内活动，也
有参观革命纪念馆、拜访老战斗英雄等外
场活动。据该支队领导介绍，推出多样
化、可以“点餐”的教育配套活动，就是为
了吸引广大官兵参与其中、从中受益。
“开展配套活动是为了助推主题教

育取得实效，绝不能流于形式。”今年
初，该支队针对往年教育配套活动的突
出问题展开调研。不少官兵反映，以往
教育配套活动的组织模式固定、开展形
式单一，基本上就是抄读书笔记、读教
育读本、展学习心得等“老三样”。一名
战士坦言：“这样的配合活动缺乏新意，
降低了大家的参与热情，教育效果不太
理想。”

该支队在征求官兵意见建议的基础

上，推出“菜单式”配套活动。他们根据
支队全年的训练计划、任务安排等，按季
度制订“活动菜单”；在每季度的“活动菜
单”中设立听、说、看、行等多种类型的活
动，具体内容按月调整；提前将“活动菜

单”相关内容上传至支队强军网，供基层
官兵根据兴趣自主选择。他们还将大型
教育活动的自主权交给基层，让各大队
主官成为教育活动的“领头雁”，进一步
提升官兵创新教育方式的积极性。

据悉，“菜单式”配套活动一经推
出，深受基层官兵喜爱。前不久，该支
队机动中队按照计划，组织官兵代表参
加驻地“2019 烈士公祭日”纪念活动。
参加活动后，上等兵丁艺浩深有感触地
说：“我们一定要铭记英烈的功勋，传承
英烈的精神，立足本职岗位精武强能，
为部队建设贡献力量。”

武警广东总队佛山支队推出多样化教育方式

配套活动供官兵自主选择

本报讯 靖周、杜韬报道：“参观淮
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我仿佛看到了当年
的战斗场面”“走进运河支队抗日纪念
馆，回顾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伟大历
程 ，我 更 加 坚 定 了 苦 练 本 领 的 信
念”……10月中旬，第 71集团军某旅一
轮演练刚结束，一场以“争做红色传人”

为主题的大家谈活动随即展开。与以
往不同，此次活动中，该旅官兵相互之
间远隔千里，通过视频连线交流近段时
间的学习成果。
“我们旅担负的任务特殊，部队长

期处于‘棋布各地’的状态。”据该旅领
导介绍，在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主题教育中，为解决专题授课
难集中、检查指导难经常、跟踪问效难
落实等问题，他们依托内部通信网络，
打造了一个融合式教育平台：以现有的
视频会议系统、办公网络为载体，“拉
近”各个点位官兵的距离。

为提升这种教育模式的质效，一方

面，他们积极丰富教育方式，通过统筹
各个点位的红色资源，让官兵在互动交
流中实现资源共享；另一方面，在任务
转换间隙、远程机动途中，他们见缝插
针地开展各类教育以及配合活动，既确
保教育时间的有效落实，又避免给官兵
增加额外负担。

前不久，为落实主题教育计划中的
“读书交流会”活动，某营通过“视频面对
面”的方式组织分布 3个省市的官兵进
行线上交流，避免了各个片区“重复做
功”的情况。某营教导员耿柱德感慨地
说：“融合式教育平台不仅实现了兵行千
里一网牵、教育跟着任务转，还有效提高
了主题教育的质效。”

第71集团军某旅打造融合式教育平台

视频连线解动中抓教难题

本报讯 薛栋、李华时报道：“真没想
到，作为军队退役人员，我们也能享受优
先医疗服务。”10月 10日，退役军人张涛
到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就诊。该医院推出
的一项惠军举措让他倍感温馨——医务
人员查看了他的退役证后，检查、治疗、取
药过程一路优先。

为进一步做好军队离退休人员在军
队医院就医服务保障工作，按照有关规
定，从今年 2月 1 日起，移交政府安置管
理的军队离退休人员在军队医院就医，
持《离休干部荣誉证》《军官退休证》《文
职干部退休证》或《士官退休证》，可以
与同职级现役军人享受同等水平的优
先优待。该医院根据这一优惠政策，与
乐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及乐山市卫生
健康委协商，本着“关爱退役军人、就医
服务优先”的宗旨，军地携手融合创新，
拓宽服务对象范围，推出惠军举措。按
照新的优惠举措，乐山市退役军人，包
括转业复员干部、退役士兵、残疾军人、
军烈属及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
等，参照现役军人优先政策，在该医院
可享受挂号、看病、检查、治疗、住院、取
药、结算“七优先”。

该医院在门诊挂号大厅、入院缴费处
均设立了军人优先窗口，退役军人凭相关
证件和现役军人享受同等优先服务。在
二楼诊区，笔者遇到前来就诊的 64 岁章
大爷，他因为胃部不舒服，在老伴的陪同
下来到医院就诊。章大爷拿着退役证来
到军人优先窗口挂号缴费，在导医的引导
下很快就办理完毕。随后的检查治疗中，
他全程享受着与现役军人相同的优先诊
疗服务。
“作为一所军队医院，理应在服务退

役军人方面走在前列，为社会形成尊崇军
人的良好氛围发挥示范作用。”该医院领
导说，为提高服务质量，医院还在军队离
退休人员、退役人员就诊相对集中的呼吸
科、消化内科等科室加强医护力量，增设
“军人病床”，确保满足广大退役军人就医
需要。医院还为前来就诊的 60岁以上退
役军人专门安排导医，引导他们看病就
诊，并为每人建立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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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第80集团军某旅进行实弹射击考核，检验装备火力效能。

孙连伟摄

10月 17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

兵某旅组织空中对抗演练，锤炼部队

实战能力。

皇 勇摄

新疆军区组织某旅开展年度军事

训练考核一改常态：官兵到野外驻训场

没几天，考核组不打招呼就进驻，官兵

未经准备直接从演训状态切换到“打

仗”状态。上级组织这样一场突然性考

核，就是想摸清官兵真实的训练底数。

我们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

打无把握之仗”，是指要充分研究未

来可能面临的战争样式并尽可能做

好充分的准备。但与战备工作不同，

军事训练考核既需要有准备充分的

针对性考核，也需要无准备的突然性

考核。实践证明，突然性考核更考验

部队快反能力和指挥员临机决断能

力，也便于发现平时隐藏的训练顽

疾。

毫无疑问，战争来临时，敌人不会

等你准备好了再开打。如果平时组织

演练和考核习惯于提前通知，部队就会

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反映出来的训练成

绩就可能掺杂“水分”。

当然，提倡打“无准备之仗”，并不

是说我们可以不努力准备、不充分准

备。恰恰相反，要想打赢“无准备之

仗”，必须靠日复一日地练兵备战。各

支部队只有按照实战化要求，多搞一些

突然性的演习演练、多设一些意料之外

的课题内容、多考一些复杂生疏的战术

技能，才能提升官兵在“无准备”条件下

的打赢本领。

敢于打“无准备之仗”
■扶 满

短 评

振翅长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