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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黄远利、记者陈典宏报道：
近日，第 75集团军某旅传出一条新闻：
炮兵营营长张国强、教导员王贵同时受
到表彰，一起走上领奖台。旅领导介绍，
炮兵营因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战区陆
军、集团军表彰奖励，营队组建一年多全
面建设过硬，旅党委决定给这对好搭档
同时记三等功。

凭素质立身，靠实绩进步。去年的
开训动员会上，该旅领导承诺，只要工作
成绩突出、训练拔尖，立功评先人人都有
机会站上领奖台，不搞论资排辈，不搞轮
流坐庄。去年年底评功评奖时，旅党委
兑现承诺，表彰训练一线的先进典型，80
余名官兵荣立三等功，张国强、王贵名列
其中。

张国强一心研究打仗，把训练当学
问研究，不断锤炼过硬专业技能。去年，
参加陆军组织的比武竞赛，他受到陆军

表彰，所在营荣获陆军合成旅部队炮兵
营第一名、某型榴弹炮战炮班第一名和
作风纪律奖。王贵作为营党委书记主动
担当作为，带领党委一班人充分发挥“一
线指挥部”作用，出色完成各项急难险重
任务，被集团军表彰为优秀基层营主
官。上任一年多来，两名主官带领全营
官兵奋勇拼搏，单位整体建设成绩突
出。经过研究讨论，旅党委决定同时为
两人记三等功一次。

一个营的军政主官同时立功，很快
在全旅引发热议。官兵纷纷感叹，只要
工作成绩突出，就一定能得到组织认
可。与此同时，该旅因势利导，组织先进
集体评选和创破纪录比武竞赛活动，引
导官兵在实战化练兵中争当训练尖子、
备战先锋。比武竞赛中，官兵士气高昂，
400米障碍、100米跑等多项旅训练纪录
被刷新。

第75集团军某旅炮兵营全面建设过硬

两名主官受表彰

一对好搭档 同登领奖台

近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全员全装紧急出动演练。图为官兵快速

装载弹药。 邱瑞清摄

“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

藏匿。”习主席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时重申中国信心，简洁

平实的话语充满力量。

积极的心态，坚定的信心，一向

是战胜困难的重要力量；这次疫魔来

势汹汹，要战胜疫情，信心尤为重要。

危难时刻，人民子弟兵又一次闻

令出征、勇挑重担，给人民群众带来

信心和力量。

2月2日上午，8架军用运输机呼

啸而来，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巨大

的尾腹舱门打开，一队队身着迷彩服

的医疗队员跑下飞机。他们从祖国四

面八方赶来，执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任务。

2月 3日 7时，首批 50辆军用卡

车开上武汉街头，将200吨生活物资

运至各大超市。260名官兵、130辆

卡车，从驻鄂部队抽调组建的抗击

疫情运力支援队，又一支身穿迷彩

服的队伍，开始奔驰在武汉三镇。

顷刻间，“迷彩”成为人们眼中最

靓丽的色彩。“神兵天降火神山”“子

弟兵到这里，我们心里有了底”，无数

网民的微信朋友圈刷屏，心里燃起团

团火焰。

其实，当人民群众向子弟兵表露

感激之情时，官兵们也特别感动。年

前的一个深夜，武汉某医院重症监护

病房的一名患者问当班人员：“您是

不是解放军的医生啊？”因当时穿防

护服说话不便，来自陆军军医大学的

主管护师刘丽就打了个“OK”的手

势。看到这个手势，那名患者顿时感

觉放松下来。这个表情让刘丽特别

受触动。

信任的目光、放松的表情，表达了

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极大信任，反映

的是满满的信心。回首以往，从抗震

救灾到扑灭森林大火，从抗洪抢险到

抗击非典，子弟兵总是冲锋在前，为保

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赴汤蹈火。一

支支队伍，一身身迷彩，坚定了人们抗

击灾害的信心。

在过去的日夜里，疫情防控全国

一盘棋，患者救治、科研攻关、物资保

障、交通管理、信息发布，疫情防控的

每一条战线都有人默默坚守；医用物

资星夜驰援，医护人员紧急赶赴，全

国人民慷慨解囊，国际社会热情援

助，每一天都有太多的感动。一些患

者病愈出院，病毒分离成功，疫苗开

始研发，各种资源被有力地组织调动

起来，每一点变化都谱写着感天动地

的生命赞歌。

当前，疫情仍然严重，可以说，抗

疫斗争任务仍然极其艰巨、紧迫和复

杂。我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

一宗旨，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靠敢打

硬仗赢得人民的信任。面对这场新的

严峻考验，在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危急关头，必

须打赢这场硬仗。要不怕困难，不怕

疲劳，连续作战，勇往直前，哪里最需

要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最危险就冲向

哪里，让迷彩成为人们眼中最靓丽的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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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出乎意料——
“即刻对某目标实施突击……”新春

时节，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
田鑫和战友刚刚完成既定训练课目准备
返航，突然接到地面指挥所命令。

此刻在空中集结的，还有兄弟部队
的援兵。数架战鹰呼啸着直扑目标。然
而，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敌方”拦截战
机也紧急起飞，在地导和雷达等要素支
撑下，空地协同织就了一张空防体系网，
似乎无机可乘。
“准备突防！”虽是临时组队，却早有

默契。随着田鑫发出指令，刹那间，进攻
机群队形突变，来自兄弟部队的两架战
机上升高度，脱离编队；田鑫和队友的战
机迅速下降高度，向北迂回。

就在对手目光被兄弟部队牢牢吸引
之时，已下降到低空位置的田鑫，指挥僚
机拉开距离，向着山谷飞去。两侧山峦
雪峰绵延不绝，在山谷有限的空间里，田
鑫集中精力娴熟操控，战机依着山峦左

右“游动”。借助山体地形掩护，几分钟
后，他们飞临目标附近。
“这是我们探索的某体系战法。”塔

台指挥员王健指着态势显示屏上跃动的
红蓝轨迹告诉记者。
“如今我们常态化组织多兵种、多机

型参加的体系训练，风雪严寒中，飞行员
越来越懂得如何融入体系、利用体系完
成任务。”王健说。

在年轻飞行员里，田鑫的个人技术一
流，上高原、飞远海，多次圆满完成大项任
务。谈及体系训练新模式，他说，过去飞
行员总有个“王牌情结”，认为只要把个人
飞行技术练到极致，就能“千里走单骑”。
然而真正到体系对体系的对抗中，许多
“个性绝招”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一次演练，在突击“敌方”雷达阵地
时，他们认真研究雷达性能，采取降低高
度、释放干扰等手段，本以为吃定了对
手，谁知功亏一篑……复盘总结时才发
现，对方雷达与地导携手组网，多种搜索

模式混合使用，充分发挥体系集成的优
势，作战效能今非昔比。

这让飞行员们第一次有了力不从心
的感觉。举一反三，他们感到，如果能常
态化组织这样的体系训练，攻防双方互
相验证战术战法和装备性能参数，将使
训练效益实现最大化。
“得益于新体制，我们常态化组织体

系训练的想法有了实现途径。”旅领导介
绍说，在上级统一规划下，该旅与兄弟单
位一拍即合，决定共同搭台唱戏。新年
度开训，驻地某雷达旅由副旅长带队专
程赶来，共同协商体系训练的有关事宜。

训练结束后的飞行讲评会上，对攻
击效果进行初步评估，结果为攻击有
效。像类似的体系训练，这个冬季以来，
在这个机场已上演了多次，有异型机空
空对抗，有互为对手的空地对抗，还有空
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的空域协同训练。
“初次参加体系训练就给我敲响了

警钟！”飞行员李福涛说，那次对抗，他驾

机升空不久，强电磁干扰就席卷而来，虽
然自己也使用了电子对抗手段，但由于
不善用体系战法，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要想在空战中大有作为，就要学会

融入体系、依托体系，在体系中发挥出最
大作用。”如今，李福涛把更多心思放在了
如何借助体系之力来达成作战目标上。

最后一个训练架次结束已到深夜，
大家都有些疲劳，但飞行总结一开始，精
神头就又来了。
“与掩护战机编队飞行还不够熟练”

“在多机协同上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飞行
大队、机务大队、场站各保障单元逐一查
找问题、总结经验，力争提高训练效益，
飞一次进一步。

机场上寒风凛冽，远处城市的灯火
如点点繁星，平安而静谧。

压题图片：数九寒天，西部战区空军

航空兵某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

车猛涛摄

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探索实战化训练的一段心路历程—

从“王牌情结”到体系意识
■■本报记者 魏 兵 李 蕾 特约记者 杨松松

（上接第一版）

不负重托 不辱使命

“他们不顾生命地保护

我们的生命”

“为什么，人民如此信任解放军？”
在某网络问答社区平台上，这个问

题再一次被网友提出来，很快引起热议。
众多答案中，一位军事记者的回答

获得最多点赞——
“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个亲切的称

呼：人民子弟兵。子弟兵，是人民母亲在
唤着这支队伍的乳名，让人想起血浓于
水，让人感受到母子深情。”

今天，荆楚大地再一次见证了这
份血浓于水的深情。战机出动，军队
医疗队星夜驰援。抗疫一线，军队医
疗队员夜以继日，与病魔较量……

连日来，无数人见证了人民军队的
快速反应，无数人见证了人民子弟兵的
“最美身影”“最美面孔”。武汉群众感
叹：“人民信任解放军！”

入伍 30多年的曹国强，因在抗疫一
线表现突出火线立功。但在曹国强心
里，几天前一位患者发来的短信更值得
珍藏——
“很多时候，您不仅仅属于自己，还

属于大家……有您在，患者心里踏实，便
会感到有生的希望，便会坚定快乐生活
的信心。”

一次次军功，珍藏在档案里。但在
队员任小宝的记忆中，还有一些画面和
声音令人难以忘怀——

2008 年抗震救灾，任小宝和战友
们挺进汶川映秀镇草坡乡。一位右手
骨折的 8岁女孩哭着说：“叔叔，以后我
还要写字呀，你救救我，我给你背唐
诗。”

任小宝含泪抱住孩子，一边给她包
扎伤口一边说：“你的手会好的，灾难会
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人民子弟兵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
一次次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在专门收治重症患者的武汉金银
潭医院，队员毛青和战友们争分夺秒，
48 小时内完成实地了解诊疗环境、制
订工作规范流程、明确医务人员分组

等工作，并整体接手金银潭医院综合
病房楼的两个病区，当天便开始收治
确诊患者。

根据在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病毒
的经验，毛青和他的团队在病区设立
了监控机制，通过摄像头实时观察医
务人员洗手消毒、穿脱防护服等各个
环节，一旦发现操作不规范便立即叫
停，并提供专业的补救措施。

与高危污染物、烈性病毒打了 30
多年交道，历经生死考验的毛青被战
友和患者称为“可以托付生命的人”。

可以托付生命的人，是群众心中最
可亲的人。

那天，队员黄文拨通了患者刘大爷
的电话。听到刘大爷说话中气十足，胃
口也好了不少，黄文由衷地替他高兴。
两天前，得知军队医疗队要转到火神山
医院，刘大爷几经辗转，给带队领导打
来电话：“你们不能走啊，我舍不得你们
离开。”

可以托付生命的人，是群众眼中最
可敬的人。

那天，武汉金银潭医院病房门口，
两名患者康复出院。“你们不远千里来
到武汉支援，我们现在康复了，向你们
致敬！”印在队员赵孝英和战友们脑海
中的，是两张充满感激的笑脸和两个
不太标准的军礼。

一条短信、一句感谢、一个军礼……
映照着患者对子弟兵的深情，彰显着人
民群众对解放军的信任。

深情和信任，写在一条微信的“注
视”中——

因为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医疗队队
员郭玮和战友们衣服湿透，脸颊过敏红
肿，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一位网友在转发相关文章时，给
“最美军医”写下一段评语：“那些印
痕慢慢能消，肯定能消……现在全国
人民都在看新闻、上网、搜消息，他们
也在心里给你们行着注目礼……”

深情和信任，写在一座城市的“致
敬”里——

这几天，一部两分多钟的武汉城市
宣传片，看得人热泪盈眶。这座英雄的
城市，向一个个冲锋在抗击疫情一线的
英雄致敬：
“他们不顾生命地保护我们的生命，

只有一个目的，把武汉还给我们，把我们
还给武汉……”

敢打硬仗 能打胜仗

“我们冲锋的地方，

就是战场”

时间，一刻不停。数字，每天刷新。
每天的两组数据，牵动着军队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的心——
一组是患者出院“战报”，让他们欣

慰不已；一组是确诊患者报告，让他们心
急如焚。

这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战斗，更是一
场勇气的较量。
“红区”，抗疫医院中重症隔离病房

的别称，是与疫魔交锋最激烈的战区。
在这里，医疗队队员个个是战士、勇

士——
厚厚的防护服，包裹着高大的身

躯。病床旁边，队员宋立强上身微微前
倾，屏住呼吸，认真辨别听诊器中传来的
声音，任凭汗水在防护服内流淌。

50岁的宋立强，参加过抗击非典和
汶川抗震救灾，不仅业务精湛，还是战友
公认的“拼命三郎”。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日日夜夜里，他每天都从早上 7点工作
到深夜 12点。

在武昌医院收治的确诊患者中，有
的重症患者出现呼吸衰竭症状。作为一
名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呼吸内科专家，
宋立强连夜编写了《关于呼吸机经鼻高
流量湿化氧疗技术的操作规范》，印发给
医疗队员，指导大家规范操作。在他和
队员们的精心治疗下，大部分患者病情
平稳，4名重症患者病情好转，1人转出
重症监护室。
“爸爸，加油！我为你骄傲！”女儿发

来的微信让他倍感温暖，他说：“作为一
名党员，我义不容辞；作为一名医生，我
义无反顾。请祖国放心，请人民放心，我
们有信心战胜病魔。”

打针输液、采集标本、监测生命体
征，护理患者、打扫病区……那几天，队
员黄舒和战友们穿着厚重的防护装备，
每天在“红区”工作10小时以上。

防护服、护目镜不透气，口罩磨红了
脸颊，汗水浸透了衣背，他们不分昼夜地
忙碌在救治一线。

一位住院的小伙子过生日，黄舒好

不容易弄来一碗长寿面。从黄舒手里接
过碗，小伙子的眼角泛起了泪花。谈及
连日接诊的感受，刚刚在一线递交入党
申请书的黄舒说：“这场战斗我们必须
赢，也一定能赢。”

这里，是与病魔较量的火线，每天都
进行着战斗，更孕育着希望。

在2月2日的日记中，队员王斌写道：
“我的2床和3床患者今天康复出院了。”隔
离病房门口，王斌目送医疗队治愈的首位
患者渐渐走远，“心里有点小小的激动”。

也是 2月 2日这一天，一等功臣、抗
击非典英模黄文杰和战友们乘坐军机抵
达武汉，加入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向火
神山医院进发。

赴武汉前，得知确诊患者人数不断
攀升，58岁的黄文杰心急如焚，主动请
战。他说：“穿着这身军装，我们不仅要
敢打硬仗，更要能打胜仗！”
“敢打硬仗，能打胜仗”，不仅是忠诚

担当，更是使命召唤！
看着病房里的患者，队员李双双下

定决心：必须打赢这场战斗！
看着地方同行身着防护服、拄着拐

杖坚守的背影，队员孔祥毓勉励自己：穿
着这身军装，我们更应该打赢这场战斗！

一次又一次，他们用大爱守护生
命——

一名重症患者情况危急，已连续工
作 4个小时的队员王斌立刻赶到，紧急
实施抢救。病人脱离危险时，他已在病
房忙碌近 8 小时。脱下防护服的那一
刻，脸色苍白的他几近虚脱。

一次又一次，他们用真情呵护生
命——

在隔离病房，队员湛又菁耐心鼓励
患者多吃一个鸡蛋，再喝一口稀饭……
患者不知道的是，因为超负荷工作、体力
透支而没胃口，湛又菁和许多同事已经
好几天没能好好吃上一顿饭了。

火线立功的消息传到家里，湛又菁
的母亲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勉励女儿
“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17年前，非典疫情来袭时，湛又菁还
是军医大学护理专业的一名学生。当年
前辈们奔赴小汤山的场景，至今仍深深地
刻印在她脑海里。17年后的今天，她追随
前辈们的脚步，成为和他们一样的战士。
“我们冲锋的地方，就是战场，就是守

护人民生命安全的最前线。”湛又菁说。
（本报武汉2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