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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初冬时节，朔风凛凛。桂北腹地，一
架战鹰闯入视野，螺旋桨快速旋转，划破
天空的寂静。
“跳！”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11名特

战“教头”相继从 3000 余米高空跃出舱
门，朵朵伞花绽放万里云天。这是陆军
特种作战学院组织空降空投教研室教员
开展高空伞降实跳训练的一个镜头。
“‘教位’也是战位，不能坐上‘教位’

离了战位。”该院一名领导说，他们坚持
研训并举、以战领教，狠抓实战课目教
学，此次高空伞降实跳训练，是学院调整
组建后一个新的教学课目。

学院领导告诉笔者，3000米以上高
空气流复杂，风向风速多变，开展“高跳
低开”和“高跳高开”两种方式的高空伞
降实跳训练，难度高、风险大，对跳伞人
员空中姿势保持和开伞时机有极高的要
求。“险难课目是砥砺战斗力的磨刀石，

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训练难度。”
院党委对此达成共识，并将这一课目列
入教学计划。
“军校教员担负着铸魂育人和组训

教学的重要使命，面对险难课目，必须身
体力行，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该院教员
王建颇有感触地说，如果教员对所教课
目不精通、不熟练，就是对部队战斗力建
设不负责任。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源
自他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去年，王建从某特种部队选调到该
院任教。走上教员岗位之初，他信心满
怀：凭借自己扎实的伞降功底，教好一门
课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不料，第一堂课
他就“出了糗”——有关高空跳伞的一个
难度大的重要知识点，他费劲地讲了 3
次才被大部分学员消化吸收，导致下课
推迟3分钟。

不久，我军某特种部队与外军进行

联演联训，王建和该院几名伞降教员参
与观摩。他们发现，我军特战队员习惯
用绳拉开伞，在先离机的情况下，经常比
外军特战队员晚着陆。战场情况瞬息万
变，多耽搁一秒都会面临暴露和被消灭
的危险！这些让王建和同事们内心久久
不能平静：如何改进，只有实跳实训才能
尽快找到办法。

作为施教者，如果自己技能不过硬，
怎么带学员？为啃下高空伞降这块“硬
骨头”，该教研室全体教员主动请缨参加
实跳。为提升教学质量，该院专门组织
伞降教员下部队调研，了解当前伞降训
练情况。通过协调，他们还组织教员赴
国家跳伞队取经，进行了 1个多月的姿
势定型和风洞训练，提高在模拟加速坠
落状态下的风向感知、空中姿势保持和
特情处置能力。
“高度 3500米，温度-1℃，风向 240

度，风速 11米/秒。风速较大，操纵时注
意保持上风头！”气象员通报情况后，教
研室主任王百万第一个跃出舱门，其他
教员紧随其后，到达预定高度手拉开伞。

险难课目试训，王百万每次都是第
一个上。一次，他在着陆时风向突变，在
侧风情况下，他的右腿先着地造成交叉
韧带撕裂。经过治疗康复，他伤刚好便
重返训练一线。
“所有课目施训前，每个教员都要提

前对空中可能出现的险情进行评估。”王
百万说，为更好地完成作战任务，特战队
员跳伞不能仅仅依靠仪器测量。为此，
他们人人练就了 2秒内准确判断特情的
“绝活”。

一次，教员唐子方跃出舱门没多久，
正准备查看高度表，由于手臂动作幅度
偏大，在强大气流的作用下，他的身体开
始快速旋转。“不好！继续下去将会引发
螺旋式高速旋转，导致意识模糊！”唐子
方心里“咯噔”一下，随即又冷静下来。
他双手抱膝蜷缩身体，再迅即伸展四肢，
身体终于停止旋转，险情解除。“能在如
此短时间内判断并处置特情，说明教员
心理素质和伞降技术都有了很大提高。”
地面指挥员看到这一幕，对他的临机处
置能力表示充分肯定。

如今，走进该院训练场，一大批优
秀的特战“教头”活跃教学训练一线，
成为一面面时刻冲锋在前的旗帜。据
悉，在此次高空伞降实跳训练中，学院
圆满完成预期任务，总结出 20 余条教
学经验，为下一步培养特战队员打下
了坚实基础。

左上图：特战“教头”跃出舱门瞬间。

张本权摄

教位也是战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坚持研训并举、以战领教，空降空投教研室
教员率先开展3000米以上高空伞降实跳训练—

11名特战“教头”砺锋云端
■肖云开 龙 标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现敏

本报讯 江兴中、特约通讯员胡铮
报道：11月 25日，帕米尔高原普降大雪，
海拔 4300 米的新疆喀什军分区克克吐
鲁克边防连室外呵气成冰，连队室内训
练场却温暖如春，各种训练火热展开，官
兵参训热情高涨。据悉，该连室内训练
场于一周前正式投入使用，这标志着喀
什军分区训练基础设施建设正惠及越来
越多的高原边防官兵。

喀什军分区所属一线边防连队，全
部驻守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域高
原。在高寒缺氧环境下，如何提升军事
训练质量，实现科学规范高效训练，一

直是困扰军分区党委的一道难题。去
年以来，该军分区积极协调上级，持续
加大高原边防一线基础训练设施建设
力度，经过多方论证研究，于去年 3月开
始启动高海拔连队的室内训练场建设
筹备工作。
“室内训练场建成后，将成为高原官

兵训练‘加油站’。”据该军分区保障部领
导介绍，室内训练场配有暖气、空气加湿
器、制氧机等设备，具备增氧、加压、新风
置换、空气加湿等功能，室内气温、气压、
湿度等指标均接近平原地区。

笔者走进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室内

训练场发现，跑步机、动感单车等健身
器材一应俱全。有的官兵在进行臂力
训练，有的在进行耐力训练，有的在训
练擒敌拳，场面热火朝天。室内还建有
篮球场、羽毛球场，可供官兵开展各类
文体活动。

据悉，该军分区通过问卷调查等方
式，根据需求对边防一线训练设施进行
补齐配备，对部分训练设施进行维修或
更换，确保训有场地、练有器材。截至目
前，该军分区所属一线边防连队的室内
训练场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助推高
原官兵训练水平提升。

新疆喀什军分区加强边防一线基础训练设施建设

室内训练场落户高海拔连队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

本报讯 高先千、特约记者马玉彬
报道：到黄金山炮台、东鸡冠山北堡垒
等历史遗址，体会甲午海战的“剜心之
痛”；走进万忠墓纪念馆，直面旅顺大屠

杀的惨痛历史……连日来，北部战区海
军某基地借助驻地丰厚的历史资源，组
织官兵回顾反思中华民族近代历史，增
强官兵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历史是映照现实的镜鉴，是启迪
未来的教科书。”该基地领导告诉记者，
部队驻地是当年甲午战争的战场，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他
们在学好党史、新中国史、军史的基础
上，主动把教育课堂向驻地战争遗址延
伸，组织官兵参观战争遗址、学习驻地
历史，引导官兵在今昔对比中坚定理想
信念、强化使命担当。

为保证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该
基地积极开展“面向旅顺口、不忘甲午
耻、打赢当先锋”主题活动，举办“近代
史进军营”图片展、甲午战争故事会等
活动，组织官兵观看《北洋海军兴亡史》
《1894·燃烧的甲午》等影视作品，让官
兵在感悟历史中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
识、打仗意识。回顾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的历史，四级军士长黄克感慨地说：“落
后就要挨打，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决不
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国殇警世，史鉴励人。聆听历史回
响，官兵矢志打赢的决心愈发坚定。近
日，记者在该基地看到，官兵你追我赶
投身训练，从深山洞库到深海战位，处
处呈现龙腾虎跃的练兵景象。

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运用驻地历史资源深化主题教育

走进战争遗址强忧患谋打赢

本报讯 仇晓薇报道：“聆听老八
路讲述当年的艰苦历程，我更加懂得了
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自己肩头的使命责任。”11月
下旬，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教导大队邀请
驻地干休所老同志前来授课，课后官兵
纷纷畅谈学习体会。

据了解，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开始后，该大队对党
员骨干的党史掌握情况进行了问卷
调查，发现有的青年党员对党的历史
理解不深刻、认识不到位。为此，他
们借助驻地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开
辟主题教育“第二课堂”。他们与辽

宁省历史博物馆联合开展“践行初心
使命感言”活动和主题故事会，大队
党员干部、博物馆讲解员轮流上台，
结合自身对历史的认识、对使命的理
解，从不同角度谈初心、亮观点、晒体
会，在思想碰撞、体会交流中进一步
擦亮初心。

在此基础上，该大队与驻地多家
军队干休所建立协作关系，邀请干休
所老同志授课辅导。他们还组织党员
骨干走进“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等革命纪念地，观看历
史照片、参观实物陈设、聆听革命故
事，重温革命先辈浴血杀敌的悲壮历
程和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引导官兵
主动检视自我、寻找差距、纠正偏差。

延伸教育课堂，强化初心使命。目
前，该大队官兵训练热情高涨，15名战
士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以革命先辈
为榜样、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成
为越来越多官兵的自觉。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教导大队延伸主题教育课堂

对表革命先辈悟初心明责任

12月11日，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围绕绝壁攀岩、跨越荡桥等内容展

开心理行为训练，强化官兵心理素质。 胡雪峰摄

11月下旬，海军航空兵某师组织

长航时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天候作

战能力。 邢 云摄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带着对官

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不仅是一种要

求，更是一种追求；不仅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境界。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

层建设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基层至上、

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

首创精神，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

工作。

最是情怀动人心。感情是拉近官

兵之间距离的纽带。清代思想家唐甄

曾说：“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官

兵之间感情上亲近、思想上认同，理解

和沟通起来就容易得多。各级领导干

部和机关带着感情做工作，才能消除

官兵的疑虑、获得官兵的信任，才能在

工作中多一些助力、少一些阻力。即

使一些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问题一时

无法解决，也能得到官兵的理解和谅

解。可以说，能否做到带着对官兵的

深厚感情做工作，是检验领导干部和

机关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的

“试金石”。

列宁曾说：“没有‘人的情感’，就

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

求。”其实，不论是讲道理、释疑惑，还

是办实事、解难题，都需要带着深厚感

情做工作。然而，个别领导干部和机

关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有的

面对基层官兵的急事难事烦心事，能

推则推、能拖则拖；有的作决策脱离部

队实际，下基层习惯发号施令，不愿意

听兵言兵语，不关心官兵疾苦；还有的

对见效快得彩头的事抢着干，对基层

建设急需但又不显山露水的事反而不

上心。个别领导干部威信不高，有的

机关办了一些事情但官兵不认可、不

满意，有的干部骨干总抱怨兵难带，这

些都可以从“感情”二字上找到原因。

领导干部和机关应坚持把工作重

心放在基层，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官兵，

下功夫解决好官兵的揪心事烦心事操

心事。真诚倾听官兵呼声、真实反映官

兵愿望、真情关心官兵疾苦，设身处地

为基层着想，自觉自愿为基层服务，真

正在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中指导帮

建基层。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要主动靠上去，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切

实增强基层官兵的获得感幸福感，激励

他们扎根军营、建功基层。

需要注意的是，领导干部和机关

应正确处理讲感情与讲原则的关系，

带着深厚感情做工作很有必要，但不

能凭印象办事，特别是不能感情用

事。讲感情必须建立在讲原则的基础

之上，不能一说带着感情做工作就头

脑发热，将原则、政策、规定抛在脑后，

乱表态、乱许愿、乱承诺；也不能一说

不要感情用事，就铁板一块，没有灵活

性，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有既讲

原则又讲感情，既较真又暖心，既热情

又不失范，才能用真情打动官兵、用行

动赢得兵心。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带
着
对
官
兵
的
深
厚
感
情
做
工
作

■
杨

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