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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小城。军嫂李秋艳在亲人们的
簇拥下，热泪盈眶——

眼前，丈夫李隆波手捧着“最美军
嫂”奖牌。不远处，一位亲人端起手机，
手机屏幕上，李隆波千里之外的战友们
高举写着“嫂子，你辛苦了！”的条幅；
“祝愿李连长与嫂子天长地久”的集体
祝福声，即使透过手机话筒，也让人感
受到那份热情。

春节前夕，第 77集团军某旅“感动
特战劲旅颁奖晚会”如期举行，官兵用
千里视频连线的方式，为不能前来领奖
的“最美军嫂”李秋艳送去祝福。

2018 年，该旅特战七连连长李隆
波，和相恋 8 年的李秋艳踏入婚姻殿
堂。去年李秋艳怀孕后，仍坚持一个
人在家操持。怀胎 7个月时，李秋艳生

活有些不便。而此时，李隆波正带领
连队官兵备战高原跳伞训练任务，每
天都扎在训练场上。李秋艳从没有抱
怨，还总是宽慰李隆波：“放心，家里有
我就够了。”

妻子怀胎的 10 个月，恰好也是李
隆波所在连队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
去年初，为支援友邻部队建设，一批优
秀骨干离开连队。这大半年，面对人
才队伍青黄不接的局面，李隆波勇挑
重担，铆在战位育人才、研训法，带领
官兵攻坚克难。去年底，连队在旅年
终考核中力压群雄，获得综合成绩第
一名。

连队建设结出累累硕果，李隆波十
分欣喜，可每当想到身怀六甲的妻子，
他又心生愧疚。考核结束，妻子也临盆

在即，李隆波得到批准，收拾行装回家
探亲，迎接“三口之家”的到来。

去年 12 月底，新生命呱呱坠地。
与此同时，旅政治工作部正在筹划
2019年度“感动特战劲旅颁奖晚会”事
宜。经过营连推荐、机关把关、官兵评
议等环节，李秋艳被评为“最美军嫂”。
考虑到李秋艳坐月子行动不便，大家商
议策划一场特殊的颁奖仪式。

奖杯和奖牌被悄悄寄到李隆波手
中，惊喜正在酝酿。这天晚上，一家人吃完
饭，李隆波拉着妻子的手来到客厅，把
“藏”了许久的奖杯捧出，为妻子挂上奖
牌。这一幕，通过李隆波的手机摄像头，投
射到军营颁奖晚会现场的大屏幕上。全旅
官兵沸腾了，大家用最热情的方式，祝福
李秋艳和小军娃……

千里祝福一网牵。特殊的颁奖仪
式，拉近的是部队大家庭与个人小家庭
之间的距离，温暖的是铁血军人与柔情
军嫂的家国赤子心。

擦去妻子眼角的泪水，李隆波暗暗
下定决心：新的一年一定要带领连队再
创佳绩，不负战友们的关心关怀和妻子
的奉献支持。

丈夫给妻子颁奖、比武对手为“狙
击枪王”颁奖、“跳伞师傅”给“立功徒
弟”颁奖……晚会现场，一幕幕令人感
动的颁奖场景，将活动推向高潮。该旅
领导说，这些奖杯，见证了旅队建设发
展的昨天，更辉映着旅队高歌奋进的明
天。

上图：千里连线颁奖仪式现场。

毛世川摄

第77集团军某旅举行“感动特战劲旅颁奖晚会”，官兵用视频连线的方式—

为“最美军嫂”颁奖杯
■本报实习记者 丁 涛 通讯员 周 林 杜 强

解难送暖在军营

本报讯 宋宜霖、特约记者刘汉宝
报道：岁尾年初，北部战区空军依托北疆
边陲某场站，组织野外作战物资供应保
障检验性训练，锤炼物资供应系统应急
保障能力，摸索极寒条件下实战化保障
训练新方法。

数九北疆，寒流袭来。北部战区空
军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训练研
讨中设置了“静态展示、耐寒测试、改进
验证”等环节，除分专业静态展示被装、
给养、油料相关改进品种和新研物资装
备外，还重点对炊事车辆、新型军用食

品、附属油料等保障物资装备进行测试，
检验、改进、提升极寒条件下物资装备的
战训保障效果。
“快速脱穿衣！”耐寒测试环节中，

部分官兵置身野外进行快速脱穿衣试
验，验证羽绒棉衣裤的防寒性能。与此
同时，野外露天放置的某型单兵自热食
品，经过自热后端上餐桌，现场检验自
热效果是否达标。他们还对用油装备
低温启动、加油车自循环压力加油作业
和不同等级附属油料使用性能对比等
进行了验证。

此次检验性训练中，来自全军多
个科研单位的专家与一线部队官兵一
起，对物资装备的实地验证结果、测试
数据等进行了讨论，为新一代保障系
统物资、装备器材研发和列装打下坚
实基础。

北部战区空军组织野外作战物资供应保障训练

新研物资装备经受极寒考验

本报讯 记者赖文湧、通讯员范小
敏报道：1月上旬，中国兵器集团相关厂
家与部队合作教学培训基地，在陆军某
综合训练基地揭牌。该基地领导介绍，
他们积极适应部队需求，努力构建新型
主战装备保障人才培养体系。

近年来，不少高技术装备列装部
队，基地党委对训练机构的培训目标、
培训理念、培训定位进一步规划设计，
强化军地联训，加速实现主战装备保障

人才能力升级。
“装备保障专业的军地通用性、

互补性强，地方的先进技术和师资力
量，也可以是培养部队装备保障专业
骨干的资源。”该基地在教学培训上
大胆实践，按照“共建教学、共育学
兵、共享成果”合作理念，采取“走出
去学、请进来教”的模式，邀请相关厂
家的技术骨干带着教学装备进驻，教
研骨干全程跟学跟训。同时，他们定

期派出优秀教学骨干赴厂家科研一
线学习锻炼，引入地方最新技术，为
部队培养输送合格过硬、适应新装备
保障要求的专业技术学兵，为练兵备
战提供有力支撑。
“打仗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基地就

培训什么样的人才。”据悉，今年内，该
基地计划承训首批新型主战装备部队
保障技术学员，保障人才培养将迈入转
型发展轨道。

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引入地方资源创新教学模式

联手军工企业培训新装备保障人才

1月上旬，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 林骁龙摄

“我能看一看你的奖章吗？”上士
郑子军走进中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
新兵八连俱乐部时，新兵安志兵立刻
被他胸前7枚金灿灿的奖章吸引。
“当然可以！”郑子军爽快答应。安

志兵小心翼翼捧起军功章，眼神里满是
崇拜。“这一枚是参加国际军事比武夺
得小组第一、荣立二等功的奖章……”
郑子军逐一介绍奖章的来历，新战友赞
叹不已。

郑子军是中部战区陆军先进典型
巡回报告团的成员之一。前些天，报
告团来到这个训练基地，7名先进典
型分别到各班排同新兵交流座谈，和
新战友零距离互动。

为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引导战
士从“兵之初”就树立正确的军旅目
标，中部战区陆军遴选基层部队先进
典型，到 20余个点位面对面为新兵答
疑解惑，引导他们坚定入伍初心、投身
强军事业。

奖章耀眼夺目，背后的故事催人奋
进。某特战旅下士陈玉杭指着自己的
二等功奖章说，在一次备战比武时，他
每天完成水上训练 10多个小时。如

今，曾是“旱鸭子”的陈玉杭已连续两年
夺得陆军比武极限泅渡课目冠军。

在另一个班，新兵们围坐在某合
成旅女排长陈欢周围。“在集团军组
织的一次淘汰考核中，我参加了 10公
里武装越野。考核中，我体力透支，
意识逐渐模糊，随后便两眼一黑。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抢救，我醒过来，才
知道自己是迈过终点线后倒下的，是
女兵第一名！”
“这么拼，为什么？”听完陈欢的讲

述，一名新兵眼里满含泪花。陈欢回答：
“练到极致，战场上方能克敌制胜。”沉寂
数秒后，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先进典型讲述的一个个强军故事，
拉直了新战友心中的一个个问号。中
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
他们广泛宣传典型人物的事迹，在新兵
中营造学先进、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激
励大家走好军旅人生第一步。

座谈结束后，报告团又要启程赶
赴下一个新训点，新兵们也将奔赴各
连队进行专业训练。临别前，大学生
新兵惠晓峰握着郑子军的手说：“我希
望将来像您一样，胸前挂满军功章！”

中部战区陆军组织先进典型巡回报告—

让军功章照亮“兵之初”
■苏崇琦 戴志哲 本报记者 周 远

本报讯 邹珺宇、特约记者李康
报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
宣誓……”新年伊始，新疆军区某高炮
团举行新兵入营仪式。在该团“十颗
红星炮”雕像前，受邀而来的 10余名
退伍老兵代表带领全体新战友庄严宣
誓，并重温团队辉煌战史。
“我团多支连队从革命战争年代走

来，在战火中百炼成钢。其中，四连三班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下击落敌机10架
的辉煌战绩，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十颗红
星炮班’荣誉称号。”仪式现场，曾任四连
副连长的老兵巩绪平深情讲述“十颗红
星炮”的故事，在场新兵掌声不断。

辉煌战史，精神永存。该团领导介
绍，每逢新兵、新干部入营，他们都要邀
请优秀退伍老兵代表和官兵一起在“十
颗红星炮”雕塑前举办故事会等活动，通

过忆峥嵘岁月、讲辉煌战史，激发新同志
对部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数十年来，
一代代官兵在“十颗红星炮”雕像前立下
誓言，在聆听铁血故事中成长成才。

巩绪平就是在“十颗红星炮”故事
感召下成长起来的。数十年前，巩绪平
参加新疆军区组织的比武竞赛。抱着
扛红旗、争第一的信念，他不断挑战自
己的生理极限，数次血染赛场，最终一
举斩获多个课目第一。聆听巩绪平的
精武故事，新兵罗凯动情地说：“能在英
雄部队服役，和英雄战友并肩战斗，我
倍感自豪。我要苦练本领，续写‘十颗
红星炮’的辉煌。”

听英雄故事，添强军豪情，新兵投
身练兵备战的热情不断高涨。在刚刚
结束的一场考核中，该团新兵成绩优
良率超过80%。

新疆军区某高炮团用辉煌战史激励新兵奋勇争先

“十颗红星炮”感召新生代

本报讯 杨健、孙久海报道：新年伊
始，塞外大雪纷飞，第 81集团军某旅新
型训练大棚内却是一派火热的练兵景
象。旅领导介绍：“建设新型训练大棚，
完善训练保障设施，是寒区部队破解冬
季训练保障难题的有效途径。”

该旅地处大漠荒原，霜期长达 6个
月，最低气温低于-40℃。官兵在严寒

条件下开展室外训练，需要进行长时间
的热身运动，压缩了训练有效时长。

为此，该旅着力完善训练保障体
系，在上级的指导下建成中部战区陆军
首个新型训练大棚。训练大棚具有保
暖功能，即使室外气温低于-30℃，室内
气温仍可保持在 5℃左右。大棚划分为
基础训练区、障碍训练区、器械训练区、

模拟训练区、拓展训练区、实装训练区、
射击预习区 7大功能区，配备基础体能、
专业健身、模拟训练等 8大类 300 余件
（套）器材，能够同时容纳数百名官兵进
行训练。在周末闲暇时间，官兵还可以
依托训练大棚开展健身竞技、文娱教育
等活动。
“训练大棚是寒区部队冬季训练

的辅助场地，是战斗力的加油站，但不
是温室。”该旅装步三连连长郁章龙介
绍，机关统筹协调各营连使用训练大
棚的时间，穿插开展室内和室外训
练。基础体能、装备信息系统操作等
课目安排在训练大棚内开展，利于官
兵储备体能、强化技能；战术、协同演
练等则在野外环境下组织，在严寒条
件下磨砺官兵意志。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完善训练保
障体系，该旅还先后新改建共同、专
业、战术、指挥 4 类 12 个训练场，协调
友邻单位共享兵种训练场，有效拓展
了训练空间。

左上图：官兵在新型训练大棚内进

行体能训练。 刘利华摄

第81集团军某旅完善冬季训练辅助保障体系

新型训练大棚落户塞外寒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