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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靖周、李致韵

报道：“连长你看，刚上线的
《倒库位移教学》视频微课是
我们制作的！”11 月中旬，第
71集团军某旅运输勤务营中
士姬松亨看到军事职业教育
平台上的课程更新后，迫不
及待地把好消息告诉了连长
刘洋。据该旅领导介绍，军
事职业教育推开后，他们加
大基层人才培养力度，引导
官兵结合岗位需求用好这一
平台，把一些练兵备战过程
中必学必练的内容制作成微
课视频上传共享。

该旅是一支新型保障力
量，如何提升跨专业转岗官
兵的适配能力，是旅党委一
直思考研究的课题。军事职
业教育平台推广以来，他们
以练兵备战急需急用的内容
作为学习切入点，充分利用
平台中海量的学习资源，着
力提升官兵的军事素养。课
目设置中，他们针对单位“一
兵一战位、一营一类别”的特
点，区分多种专业设置了 4
大类 394个课程学习目录；学
习实践中，他们针对单位点
多面广的实际，抽组骨干力
量将各专业的绝技绝活录制
成微课视频，方便官兵见缝
插针地学习。此外，他们还
要求官兵深学“必学内容”、
制订学习计划，并将官兵参
与教育情况记入个人军事训
练档案，作为单位和个人年
终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某型轮胎充气装备操作
是修理专业常用的一项技能，
但一些官兵对其掌握得还不
够熟练。该旅修理一营二级
军士长于龙怀对这项技能颇
为拿手，并成为东部战区陆军
拿到修理专业高级技术证书
的首批人员之一。机关专门
为于龙怀拍摄微课视频，请他

将“独门绝技”倾囊相授，并上传至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供相
关专业官兵学习共享。于龙怀感慨地说：“有了军事职业教
育平台，官兵能够聚焦岗位更加精准地学习，学习效率比以
往更高了。”

学习立足岗位进行，成效在实践中转化。近期，该旅传
来捷报：担负的装备中修任务完成情况走在同类单位的前
列；信息保障专业的 10名技术骨干在上级比武竞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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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11月中旬，火箭军某基地保障部

组织所属应急保障队和导弹旅综合保
障群，开展跨昼夜实兵拉动演练。
“此次演练跨度时间长、涵盖内

容多，参演部队通过铁路机动、摩托
化行军等方式交替开进 1300 余 公
里。”该基地保障部领导告诉记者，
参训官兵在恶劣天候条件下，多次进
入导弹阵地展开部署调整，全面检验
勤务保障分队的整体作战水平。

合编是否合力，保障是否高效？
为检验成效，该基地以军事训练大纲
为依据，积极整合基地训练资源、构
设逼真战场环境，抽组综合保障团和
基地医院应急骨干力量，实地进入某
导弹旅综合演练地域，实施油料、被
装、给养、卫勤、军械、维修等勤务
保障演练，探索与使命任务相适应的
应急保障新途径。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就地
宿营，立即开设指挥所。”应急保障
队官兵经过 300 余公里铁路机动刚
刚抵达目标地域，便接到上级下达
的作战指令。

记者在现场看到，应急保障队官
兵按照职责分工迅速选址搭建帐
篷、开设指挥所……几十分钟后，
宿营区、热食制作区、油料供应
区、卫生医疗区搭建完毕，指挥
车、运输车、救护车、修理车进入
战位，警戒人员前出加强戒备。

突然，正在该区域演练的所属某
旅发出“求援信号”：因遭“敌”袭
扰，数辆发射车“趴窝”，请求抢修
队支援。装备抢修分队在修理技师、
一级军士长米林栋带领下，迅速抵达

发射车受损区域。更换轮胎、检查引
擎、启动车辆……数分钟后，一辆辆
发射车“满血复活”，直奔发射地域。

演练中，200 公里之外的某旅发
来急电：弹药和补给告急，请求紧急
援助。接到指令后，现场指挥员对照
作战地图，快速定下作战保障决心。
调配物资、紧急装载、公路输送……
战备物资精准送达。

军地联合保障，资源无缝对接。
随着作战态势升级，一场反击行动
进入关键阶段。一支经过伪装的发
射分队行至某山口时，突遇山体滑
坡，车队无法通行。危急关头，该
旅紧急启动军地联合救援机制，地
方有关部门迅速派出大型机械清除
路障，道路很快恢复畅通。发射分
队继续向预定地域进发，并最终对

“敌”实施有效打击。
记者了解到，为期 10天的跨昼夜

保障实兵拉动演练，该基地先后与作
战区域内的 5个联勤保障单位、8个
人武部现地对接，摸清资源现状，打
通保障渠道。“跨地域、全要素、高
强度、险背景……”回顾整个演练过
程，这些成为各级指挥员反复提及的
“高频词”。

该基地领导告诉记者，新体制下
组织应急保障力量进入导弹旅综合演
练地域，进行实供、实运、实修演
练，有效磨砺了勤务保障官兵连续作
战的顽强作风，进一步推动后装保障
训练向实战靠拢。

上图：该基地在演练中组织铁路

装载。

作者提供

跨昼夜磨砺保障硬功
——火箭军某基地开展实兵拉动演练见闻

■张新凯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本报讯 侯玮、李佳

鹏报道：11月中旬，西北
大漠寒风阵阵、沙尘漫
天。新疆军区某团千里机
动至陌生地域展开演练。
演练中，某连一台大型装
备突发故障，该连并未像
往常一样呼叫修理分队，
而是直接派出自己的维修
小组，仅用 10多分钟便抢
修成功。
“这是我们依托军事职

业教育平台，与院校合作
共抓人才培养收获的喜人
成果。”据该团领导介绍，
作为军事职业教育试点单
位，他们与陆军工程大学
签订《军事职业教育合作
协议书》，借助院校优质资
源并按照“任务需求牵
引、资源优势互补”原
则，共育专业人才。

针对工程兵专业门类
多、组训骨干少等情况，
该团向院校提报专业课程
需求 26项。在专家教授指
导下，双方共同开发在线
课程，制作时长 5到 10 分
钟的微课 24个，鼓励官兵
根据岗位需求自学。“微课
重点突出、针对性强，既
有理论讲解，还有操作示
范，对训练很有帮助。”该
团工程机械师、四级军士
长吴晓龙告诉笔者，《装载
机低压油路故障判断与排
除》《水准仪使用》等微课
的学习，对他的训练帮助
很大。

用好教育平台，助力
官兵成才。截至目前，该
团官兵军事职业教育平台
在线注册率达到 99.6%，学
习总课时达 3 万余小时，
助力培养业务骨干 150 余
名。“我在团参谋业务竞赛
中名列前茅，得益于在平

台上方便地选择参谋业务、信息技术等课程并抓住‘碎
片时间’学习。”该团机要参谋程金星分享学习心得时感
慨道。

目前，该团正推进建设 7个在线学习室和考核室，
将增加学习终端 300台、升级旧终端 400台，为官兵学习
提供保障。下一步，该团将紧前推进军事职业教育，密
切与院校合作，开发设置更具针对性的专业课程供官兵
学习，推动人才培养建设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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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没有人不高反，只是手中的方向
盘，就是抗高原反应最好的药。”王义
永说。

狮泉河兵站曾是中士驾驶员李航的
伤心之地——2015年他第一次上山，抵
达狮泉河时竟然休克了。战友们把他送
到医疗站紧急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李航有很多理由不再上山，但每年
上山的车队里，仍有他的身影。

坚持和坚守，成就了这条天路上汽
车兵的传奇故事。在王义永和李航心
中，叶城营区锅炉房老兵王帅才是“偶像
级人物”。

在叶城营区，不论是兵还是干部，见
到这个 45岁中年男人，都会尊敬地喊一
声“王班长”。

王班长和团长彭立勇是同年兵。退
役前，王帅在新藏公路上跑了十几年，一
直是全团的收尾车驾驶员。汽车兵都知
道，只有驾驶技术和修理技术都过硬的
兵，才有资格开收尾车。

提起王帅的车技，大家都会说他在
麻扎达坂成功处置的那次生死险情——

那天，下山的路上覆满冰雪，被过往
的车队碾得像镜子一样滑。一台运输车
有点失控，滑到了悬崖边上……危急关
头，王帅挺身而出，化险为夷。

10年前，王帅参加上级组织的汽车
兵比武，训练时发生意外，腰部受伤。手
术后，他腰上打了钢板和铁钉，再也不能
长时间开车了。

后来，王帅因病退役，复员后回到媳
妇老家四川宜宾。

王帅的徒弟王寿红没想到，第二年
4 月，车队进驻叶城营区时，师傅又回
来了，还是穿着那身迷彩，只是卸掉了
军衔。

在锅炉房旁边的小屋，老兵王帅找
到了自己的新位置。

以前营区没有澡堂，汽车兵们下
山回来，想洗个热水澡很难，还要跑好
远的路。

老王来后，每天早早烧上热水，汽车
兵们下山一回来，就能舒舒服服洗上热
水澡。

老王当年开的那辆车牌尾号为
“153”的运输车，如今还静静地停在车库
里。路过时，老王时常会去看看这位“老
伙计”。

又一批新兵来了。望着炉中的
火苗，老王想起了 25 年前的那个小伙
子——

本想当上 3年汽车兵，就复员回县
城，安排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谁知在
昆仑山上一跑，就是这么多年。

本想在这条路上一直跑下去，无奈
受伤退了役。

本可以和妻儿在巴蜀山水间相守，却

每年4月到11月都守在南疆这座营院里。

苦 乐

“先擦干净车的

‘脸’，再洗自己的脸”

夜幕中，多玛兵站，热腾腾的火锅，
笑盈盈的脸。

一场汽车兵的生日宴会开始了，主
角是上士刘华滨和中士方向阳。
“愿我们的战友情，比昆仑山的达坂

还要高，比新藏线 219国道还要长！”心
中真情涌动，刘华滨脱口而出的话，像诗
一样韵味深长。

此情此景，置身其中，记者问了一个
在心里徘徊已久的问题：“这么多年，上
山苦不苦？”
“没上山时，听老兵们讲这里非常

苦。但当时想象不出来，到底有多苦。”
上士刘斐说，“现在，这苦已经吃习惯了，
也不觉得苦。”

上山的苦，上山的难，上山的险，不
亲身经历，难有真切体味。

进城之前，团里会组织官兵把车洗
得干干净净。老百姓们不会知道，这群
汽车兵一路上吃了多少苦。

刘斐忘不了 18 岁时第一次跟师傅
上山的经历。十月的红柳滩，寒风刺
骨。“到了兵站，一停好车，师傅就让我去
河里打水擦车。”

从跟车第一天起，师傅教给他一条
汽车兵的规矩：“先擦干净车的‘脸’，再
洗自己的脸！”
“山上的水，怎么这么凉！”刘斐将手

浸入水中那一刻，感觉“一下子凉到灵魂
里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用这冻到骨头里的冰水擦完车时，刘
斐的手已经感觉不到凉，反而滚烫滚烫。

双手再次伸进这凉透骨子的冰水
中，刘斐突然意识到，师傅以前擦车，也
是如此！在这条路上跑过的每一个汽车
兵，都和红柳滩的冰水握过手。

有一次，三十里营房兵站八月飞
雪。刘斐躺在车上冻得不敢翻身——
一换方向，好不容易暖热的床铺又变得
冰凉。

起床后，照旧要擦车。水和抹布是
用不了的。刘斐拿出一张旧塑料卡片，
一点点将前车窗上的冰霜刮掉。

第四年，刘斐终于出师，自己也接车
了。翻达坂、过冰河，在这条云端之路行
走 12年，刘斐上山超过 50次，最多时一
年跑过11次阿里狮泉河。

如今，他也当上了师傅，带出 5个徒
弟。他最有成就感的是，他的大徒弟已
经提干，当上了连长。最小的徒弟，也马
上出师了。

今年 5月，全陆军汽车兵大比武，团
长彭立勇带队参加。能代表团队去参加
比武，刘斐特别兴奋。“太幸运了，全连 9
个班长，就我被抽上了！”赛前集训时，他
体验了 27米长的重装运输车驾驶。“比
我的车大多了，酷多了，开起来是真累，
也真带劲！”

参赛官兵拿了名次回来，是凌晨一
点多。汽车团所有官兵和家属院的老老
少少，在部队门口的路上，夹道欢迎他
们。刘斐说，这是有生以来自己最骄傲
的时刻！

浪 漫

“有一种浪漫是可

以复制的”

这辈子，汽车兵何其宝只送过一次
花，送给的是他母亲。

这辈子，何其宝的母亲，也只收到过
这一次花——这是千里之外儿子给自己
的一份惊喜。

那一次，母亲生病住院，何其宝正在
山上执行运输任务。心急如焚，他又无
可奈何。除了晚上到兵站打个电话问
候，何其宝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为母亲
做点什么。

9岁那年，何其宝跟着父母离开甘
肃临洮农村，进城谋生活。父母在一家
饭店打工，供他和妹妹上学。母亲，是他
生命中最亲、最重要的人。

左思右想，何其宝看到自己徒弟给
妈妈送花，决定“复制”一下。

那一天，何其宝母亲刚做完手术，躺
在病床上。突然，一大束鲜花被捧到了
她的面前。紧接着，何其宝的电话来了：
“妈，好好养病，早日康复！”

手捧带露的鲜花，这个含辛茹苦把
孩子拉扯大的农家妇女，笑了，又哭了。

对于高原汽车兵来说，“有一种浪漫
是可以复制的”。

部队门口有家花店，生意一直很
好。不知什么时候起，也不知是谁起的
头，汽车兵中间流行起送花——一束百
合，几枝玫瑰，一捧康乃馨，走进汽车团
的家属院，许多官兵家里四季鲜花不断。
“上山一走就是半年多。打电话让

花店送个花，让家里知道，我们在路上，
心里也想着他们。”汽车兵的浪漫，其实
很单纯。

一次，王义永休假回山东。为了赶
在妻子生日那天到家，给她个惊喜，他在
火车硬座上整整颠了 48个小时。刚刚
下班走出公司门口，妻子突然发现，身后
冒出一个手捧鲜花的笑脸。
“生日快乐，你想要什么礼物？”“你

能出现在我面前，就是最好的礼物。所
有东西和你相比，都不算什么。”妻子喜
极而泣。

浪漫可以复制，也可以传递。四级
军士长李军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收到鲜
花的场景。

那年八一建军节，几位老战友从天
南海北赶来聚会。正在休假的李军，请
他们到饭店吃饭。席间，李军的妻子拉
着孩子悄悄出了饭店。再返回时，妻子
手上多了一束鲜花。“今天是建军节，我
代表所有家属和孩子，祝你们这些保家
卫国的军人节日快乐！”

说着，妻子把鲜花递到了李军手
上。说不上是惊喜和感动哪个更多一
些，老兵们一起鼓起了掌。

梦 想

“走惯了这条路，

人生前方的坎应该都

能迈得过去”

车过黑卡达坂，跟车的中校王锐一
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望着车窗外出
神。远处的雪山如倒影般从他的眼中掠
过，印在心里。

这次上山，王锐有些尴尬。战士们
依旧叫他“教导员”，但他郑重地向记者
强调：“是原教导员。”

这是王锐最后一次上山。不久前他
已达到营级军官的最高服役年龄，在教
导员任上被免职了。王锐找到团领导，
请求再跟车跑一趟阿里。可是，妻子不
同意王锐再上山冒险，一气之下，把他的

微信都拉黑了。
颠簸的达坂路上，运输车里的对讲

机传出战士的歌声。此时，王锐缓缓道
出了他小时候的理想——图书管理员。

每个人都有梦想，可似乎我们一边
成长，一边离梦想越来越远。

小时候，王锐一边跟着父母在小吃
摊上卖水煮花生，一边憧憬着长大当个
图书管理员，“坐在满是书的房子里，安
安静静地读着自己喜欢的书”。

高考，一向成绩优秀的他发挥失常，
选择从军。20岁当兵，学车，考军校；25
岁回汽车部队当排长，任指导员，交流到
机关当股长；35岁又回到一线汽车营任
教导员，王锐一路紧锣密鼓，紧赶慢赶，
还是到龄了。

不舍得走，他却不得不离开。
一眨眼，王锐已经在路上跑了十几

年。车队到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
会从行囊里抽出一本书来。和往常一
样，书中很多句子，他用红笔划了出来。

对于汽车兵来说，道路就是生活。
路上有惊险，有艰辛，有平静，有波折，有
愉悦，有苦楚。

刚刚过完 40岁生日的王锐不知道，
自己十几年“在路上”的生活戛然而止
后，该去追寻哪种生活。“坐在驾驶室
里，无论是仰面朝天还是俯首向地，目
光都是短浅的，只有向前，平视，才可能
有更长远更辽阔的眼界。”王锐相信，
“走惯了这条路，人生前方的坎应该都
能迈得过去。”

刚刚驶抵狮泉河兵站停车场，驾驶
员王雄飞就接到师傅从西安打来的电
话：“我打算带上几十辆车，明年跑一次
新藏线。我还开头车，带着车队上昆仑
山！”

王雄飞的师傅，曾是团里的红旗车
驾驶员，退役回西安后经营起一个规模
不小的商用车队。开着豪华越野车，行
驶在繁华街道，他却总觉得都市的路都
太平坦了，平坦得没有一丝波澜。让他
魂牵梦绕的，永远是喀喇昆仑之巅那条
高原“天路”。
“跑一趟，少一趟。”只要一想到再

也上不了山，34 岁的何其宝也会怅然
若失。

刚刚脱下军装的他，对退役后的生
活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一回家，就
先开车带爹妈和媳妇孩子去趟北京，到
天安门看一回升国旗。”

下 山

“希望孩子们能记

住爸爸穿军装的样子”

上山、到达、下山，是汽车兵在路上
的“三部曲”。

在这条路上，汽车兵们是扎着武装
带、穿着迷彩服开车的。最长的一次，刘
斐两套迷彩服穿了17天没洗。

能平安下山，是最美好的事情。“我
的老婆孩子，还在等我。”刘斐一笑，露出
洁白的牙齿和一对浅浅的酒窝。

休假回家，脱下迷彩的刘斐变回一
个普通乘客。“没个地方驾照，确实不方
便！回家了只有坐车的份儿。”
“颜色太亮了！”那次回家，刘斐套

上媳妇新给他买的一件粉色带领 T恤
衫，黑黑的脸上露出一个尴尬的笑。

尽管觉得有点别扭，刘斐还是穿着
它，打车带上媳妇去乌鲁木齐最大的影
院看了场电影。

下山的刘斐，是一个热心忙碌在洗
碗池边的丈夫，一个趴在地板上和儿子
玩挖掘机玩具的父亲，一个能在自助餐
厅一下吃完5盘羊肉的小伙子。

刘斐家的客厅里，有一面照片墙。
墙上最显眼的位置，贴着三张特殊的照
片——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姿势，红山公
园那两只活孔雀前，他把手搭在妻子肩
上，儿子坐在妻子膝上。不同的是，儿子
从1岁长到了 3岁。

树刚发芽就出征，树叶落完才返回，
刘斐几乎没有见过媳妇穿裙子的样子。
“是我把她耽误了！”妻子本是山东师范大
学毕业的高材生。为了刘斐，她丢下山东
的教师工作，来到遥远的乌鲁木齐，怀着
二胎，还要独自照顾没上幼儿园的儿子。
“不是我有多大魅力，是我穿的这身

迷彩有魅力呢！”刘斐有个心愿，到两个
孩子都上了小学，还能穿着这身军装。
“那时，他们也懂事了，希望孩子们能记
住爸爸穿军装的样子。”

9月的一天，鞭炮声声中，汽车团的
运输车队从叶城营区再次出发，执行今
年最后一次高原运输任务。

偌大的停车场一下子变得空空荡
荡。温暖的阳光洒在停车场旁边枣林
上。几年前汽车兵们种下的枣树，今年
终于结出累累果实。

送完战友，中校王锐默默脱下军装，
换上一身半新不旧的便装。

几天前，在黑卡达坂上指挥车队时
王锐那潇洒的身影，如雕塑一般，印刻在
记者脑海里。

此刻，走出营门，王锐汇入城市的茫
茫人海之中，他的身影如此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