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车辆于××时××分集结
完毕……”雪后深夜，太行山下寒风
瑟瑟，伴着连续急促的紧急出动号
音，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作战支援营突
然接到上级临机导调的战备拉动演
练任务。

虽值节间，战味已浓。传达上级
命令、组织人员收拢、启封检修武器装
备、构建通信网络……雪夜中，全营官
兵兵分多路，奔赴各自战位，忙而不乱
地进行着出动准备。该营营长高磊介
绍说，这次从受领任务到完成出动准
备，相比去年不仅速度更快了，各环节
也更加流畅，这是他们充分利用某新
型通信装备产生的“红利”。

今年开训以来，该旅训练场上处
处呈现生龙活虎的练兵场景，而首次
担任旅战备值班分队的作战支援营官
兵，更是摩拳擦掌，以研透练熟新装备
为突破口，力争在练兵备战上开好头、
起好步。

“车辆启封完毕，正进行编队……”
1 公 里 之 外 的 车 场 ，战 车 隆 隆 。
“向××地域机动……”随着一声令
下，完成编队的车辆在无光条件下迅
即出动。坐在头车里的指挥通信连连
长薛阳一边观察路况一边说道：“越是
节日，战备之弦越要绷紧，睡觉都得睁
只眼。”
“新型通信装备遭‘敌’强电磁干

扰。”车队刚出发不久，就接到了导
调情况。“切换备用频道、更改工作
模式……”分析判断情况后，该营官
兵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确保行动正
常进行。

据悉，去年该新型通信装备列装
后，营连主官便带领各级骨干积极
参加旅队组织的相关培训，还数次
协调专业骨干赴先进营连跟踪见
学，10 余次组织营连专业能手开展
知识培训，使其尽快形成战斗力。
如今官兵使用该装备，第一次在演

练中出场便扭转险局。
“新装备发生故障……”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官兵还未来得及舒一口气，
导调情况再次下达。
“迅速更换某型装备，以××代码

方式发送指令。”驾驶室内，只见大家
立刻更换装备，调试参数，再次成功处
置险情，使通信联络恢复正常，通信指
挥不受影响。
“我们丝毫没有喘息的机会，不得不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随时应对可能出现
的‘异常情况’。”一连串操作下来，官兵
额头已经冒出汗珠。
“这次拉动暴露了我们在新装备

排障维修方面的不足……”拉动结
束，站在营门春联前，高磊反思总结
道，新年新气象，新大纲对官兵的通
信网络技能提出了新要求，下一步他
们将继续狠抓新装备训练，打通新装
备使用的“任督二脉”，使其发挥最大
作战效能。

号音急促，新装备登场“唱主角”
■陈柯宇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何孝林

编者按 军人的年味永远不一样。新年里，执勤在哨所一线、奋斗在备战前沿的官兵，他们耳畔
激荡的是鼓角争鸣、是战斗警报、是引擎轰鸣……

开春之时，正是开训之际。对于空军地空导弹兵而言，防空警报意味着战斗号角，为保证遇有情
况迅速行动，即使给家人拜年，他们也会戴着耳机，生怕漏过任何指令；对于陆军通信兵而言，耳边的
音波便是战斗的鼓点，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一分一秒也不能放松。

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默默地负重前行。日前，我们走进这样两支部队，听听那里的“新春之
声”。

“转进一等战斗值班！快！快！
快！”春节前夕，大山深处，原本寂静
安宁的夜空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防
空警报声，空军地导某部一场夜间
防空演练拉开帷幕。

伴着“隆隆”的马达声，电台里传
来声声急促口令，一个个顶着寒风狂
奔的官兵从记者眼前闪过。他们经过
的楼门口，一副春联格外醒目：“长缨
在手护万家团圆，利剑出鞘卫大国空
天。”对于地导部队而言，即使是节假
日，官兵也毫不松懈，随时准备应对突
发空情。

夜色如墨。战备道路上，一辆辆
发射车仅凭微光疾驰。就在刚才，在
发射保障连连长王曜权的指挥下，全
连官兵头戴夜训灯将数米长的导弹平
稳送上发射架。指挥所内，士官参谋
朱宏瑞紧盯空情显示屏，熟练进行目
标诸元测算……

硝烟处处，疾行匆匆。几分钟时

间，雷达飞旋，导弹昂首，全营上百名
官兵织就一张天网，静待“敌机”入
“瓮”。

未来防空，首战很可能就是夜
战。新大纲将夜训时间进行了调整，
实现夜间训练制度化，增加午夜后实
战演练次数和时间，对夜训的质量效
益要求很高。

营长苏伟旗回忆，由于目前使用
装备型号较老旧，过去营连夜间训练
课目安排往往比较简单，训练时间得
不到有效保证，对在信息化条件下夜
战怎么打、夜训怎么搞研究不深。在
去年一次营里组织的战备演练中，就
差点因个别官兵夜间操作失误而错过
战机。
“手中的剑可能不称手，但只要剑

法得当，就能发挥最大威力。这一
回，绝对要让‘敌机’有来无回！”雷达
跟踪显示，“敌机”从不同方向、不同
高度多批次向阵地袭来，企图利用地

物遮挡和地波干扰隐匿行踪。抓住
稍纵即逝的战机，苏营长果断下达射
击命令。屏幕上显示：“敌机”中弹，
凌空开花。

新大纲施训后，为了抢夺“制夜
权”，该营立足现有装备，设置快速机
动转移、指挥所开设、伪装防护、核生
化防护等险难课目，提升夜训“含战
量”，通过补全要素、整体联动的方式，
扎扎实实提高夜间快速机动和精确打
击能力。此次夜间拉动训练，官兵运
用自制夜训器材，大幅缩短了导弹连
续发射准备时间。

战斗结束，导弹入库、雷达静伏，
一切重归寂静，但该营宿舍楼学习室
依旧灯火通明。

对于该营官兵而言，新年意味着
新挑战。随着武器装备换装，为了确
保快速形成战斗力，不少官兵放弃假
日休息，铆在岗位研究战法训法，准备
迎接下一场战斗。

警报骤响，老装备抢夺“制夜权”
■高思峰 本报特约记者 张 雷

Mark军营

伴随着智能手机在军营放开使用，网

络新媒体平台逐渐成为宣传工作的重要

阵地。对此，很多基层单位陆续申请开办

了微信公众号，通过自己的平台宣传身边

人、身边事，展现官兵风貌，受到大家欢

迎，但同时也给一些官兵带来烦恼。

有的机关为了提高微信公众号的影

响力，借此反映其工作成绩，把基层投稿

数量、网稿转载量、阅读量作为衡量、考

评基层工作的一个指标，并据此制订评

比细则、进行综合排名、组织定期讲评，

基层官兵直呼“压力山大”。

结果，为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在

评比中争先，有的基层单位不得不全力

以赴。有的官兵牺牲休息时间“集智攻

关”写稿编稿，在朋友圈、微信群转发刷

屏，还发动亲朋好友打“助攻”。在此过

程中，真正点开文章链接细细阅读的人

却不多。

郝小兵认为，公众号的影响力不是

“刷”出来的，而是靠优质内容和平台积

聚起来的。这种追逐“虚假爆款”的做

法，反映出有的领导和机关政绩观出现

了偏差，不仅增加了基层负担，也损害了

机关的威信，应改进和纠正。

文/刘 强、王蕾茜

图/陶佳伟、杨学锐

微信公众号“刷”量为哪般？

上个月，当我在标兵交流会上讲述
完自己的逆袭故事后，台下响起雷鸣般
的掌声。激动之余，我的思绪不由得回
到了过往。

2015 年，我高考失利，为了圆心中
的军校梦，在父母的支持下我毅然选择
了报名参军。

梦想很美好，现实却很难。刚入伍
那会儿，身高 1米 73的我，拥有 80多公
斤的“吨位”，单杠 1个拉不上、俯卧撑勉
强做 12个……新兵班长尽管很头疼，可
还是一个劲安慰我，“小俞，年轻，没什么
不可能”。在他的鼓励下，我坚持努力 3
个月后，体重下降了 15公斤，新兵连共
同课目考核也终于顺利过关。

下连后，我被分到电子对抗连。因为
理解能力偏弱，学东西很慢。以信号截获
课目为例，别的战友花一天时间就能掌

握，我用一周都学不会。“别人能行，我也
一定可以！”查资料，几本工具书被翻烂；
抄代码，眼睛一盯电脑屏就是一上午；模
拟考试，总是把难度系数调到最大值……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不仅赶上了战友的进
度，还成为第一批拿到上岗证的新兵。

然而，事情总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入
伍第二年，我的考学成绩低于录取线 10
分；第三年再次发力，结果依然没有成
功。眼看军校梦渐行渐远，在我情绪最低
落时，新兵班长对我说过的话又浮现在脑
海——“小俞，年轻，没什么不可能”。

是的，年轻一切都有可能！错过了
军校梦，依然可以追逐军旅梦！我很快
重新振作起来，向身边的训练标兵学习，
力争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

机 遇 说 来 就 来 。 陆 军“ 网 电 奇
兵-2019”比武竞赛通知下达后，我第一

个报名参赛。为了突出重围，我每天训
练长达 18 个小时以上，背记波形上千
遍。一个月后，我以全旅第一名的成绩
拿到了比武的入场券。

比武当天，我与其他 81名选手展开
激烈角逐。电台操作考核时，设备突然
失灵，我立即检查参数，发现一项数据错
误，与主台进行沟通后，迅速完成后续操
作。信号截获和信号判别课目中，比武
细则被临时修改，高低频段随机变换，难
度可想而知。面对上百种信号的声音、
波形，我稳住心神，发现、判定、操作一气
呵成，最终斩获超短波专业第一名。

前几天，我被评为“2019年度东部战
区陆军练兵备战先进个人”，触摸着金灿灿
的奖牌，我在心里再一次对自己说：年轻，
没什么不可能，努力浇灌，梦想终会开花。

（徐明章、张雯雯整理）

“年轻，没有什么不可能”
■东部战区某旅电子对抗连下士 俞刚枫

“为新搬迁营区安排爱心班车，方便
官兵出行”“公寓楼部分设施老旧、使用
不便，春节前及时更换”“部分连队的文
体器材破旧损坏，计划投入专项经费进
行维修补充”……新年伊始，西部战区陆
军某旅筹划新年度为基层办实事具体事
项，把从基层收集到的 20多条官兵意见
纳入重点范畴，并明确责任主体、细化解
决措施，赢得官兵一致称赞。

往年，该旅在筹划为基层办实事计
划时，机关一些部门或多或少存在关起
门来空想招数的情况。“‘一厢情愿’地为
基层服务，未必能达到‘两情相悦’的效
果。”在深入学习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精神后，他们充分认识到，只有听取基层
官兵的真实呼声，紧盯官兵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为基层办实事才能更加有的
放矢，服务基层才能更加贴心暖心。

为此，该旅党委成员分批次带领机
关干部开展下连当兵、蹲连住班活动，与
官兵谈心交心，梳理出基层反映强烈的
问题、急需解决的困难。为广泛收集官
兵意见建议，他们还组织召开“士兵恳谈
会”，开通完善旅强军网“首长信箱”服务
平台，不断提升服务基层质量水平。春
节前夕，一系列暖心举措让官兵直言幸
福感满满。

不搞“一厢情愿”务求有的放矢
■姜雪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坚持对前来就

诊的病人进行体温测量和车辆消毒，全力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图为工作

人员正在为进入医院的车辆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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