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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室，我是山顶哨所值班员，
哨所储水设备管道连接阀门发生冻裂
渗漏……”前些天的一个上午，空军某
后勤训练基地警勤连值班员王俊接到
报修电话。

山顶哨所独立驻守该基地一处高
地，日常饮用水全靠补给储存。几年
前，哨所储水罐就发生过类似故障，加
之那时大雪封山，战士们只能靠融化
雪水撑了数日。
“决不能让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很快，连队将情况报告给该基地总值
班室，值班首长立即召集人员部署抢
修方案。随即，由营房部门组成的抢

修分队紧急向山顶进发。
刚下过一场大雪，路面被冰雪覆

盖，车辆在狭窄的山路上缓慢行驶。
忽然，轮胎发生打滑，车辆险些冲出路
面。“剩下的山路，我们走上去！”带队
的保障处助理员李亮决定带领抢修分
队徒步上山。

山高路险，冰雪路滑，小分队扛着
沉重的抢修装备一路跋涉。寒风一阵
紧过一阵，打在脸上像刀割一般。平
时半个小时的路程，小分队走了近 2个
小时。
“渗漏点在哪？”顾不上片刻休

息，小分队就立即前往储水阀门冻裂

处进行抢修。冻裂处空间狭窄，为便
于操作，队员翟西贞脱下棉衣，蜷缩
着身体才勉强钻了进去。储水罐里的
水从裂口处不断向外渗出，在地面结
了厚厚一层冰，翟西贞一边开挖工作
坑，一边清理冻冰。此时，山顶气温降
至-11℃，他不时搓搓冻得发紫的双
手，又赶紧对管道连接处的渗透点进
行焊接处理……

经过近 1个小时的修理，冻裂的管
道阀门修复了，翟西贞却已冻得脸色
发青。

天慢慢黑了下来，山顶哨所的餐
厅开始弥漫饭菜的香味……

大雪深山，抢修分队紧急出动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通讯员 申卫红

前段时间，记者在中部战区陆军
机关采访，发现政治工作部组织处的
灯经常亮到深夜。他们在忙些啥？

组织处干事刘波川告诉记者，他
们正在制订战区陆军党委机关 2020年
度为基层办实事计划，而做好这项工
作，并不容易。

刘波川的办公桌上放着厚厚一
沓资料，这都是战区陆军所属部队梳
理上报的矛盾困难。组织处要组织
人员仔细阅读，找出各单位普遍存
在、自身无法解决、战区陆军机关可
以帮助解决的矛盾困难，然后再下发
基层和机关相关业务处室征求意
见。计划要如此反复几个来回，以确
保精准、可行。
“有了实施方案，只是完成了第一

步。”尽管新年度为基层办实事计划的
初稿已出，但组织处依旧不敢放松。

新年度《战区陆军党委机关为基
层办实事计划》经战区陆军党委专题
研究确定后，机关各部门按照责任分
工，第一时间细化完善方案计划，拿
出施工图、制订时间表、明确责任
人。每个季度，战区陆军抓基层工作
领导小组要召开为基层办实事推进
会，了解掌握工作进度、协调解决矛
盾问题。
“你们的方案很实，我们单位没有

意见。”说话间，某旅打来反馈电话。
记者翻阅中部战区陆军近几年的办实
事计划，也深有同感。

12 件、15 件、17 件……这是近几
年，中部战区陆军党委机关立项为基

层办实事的件数。记者发现，他们在
确定办实事计划时，坚持实事求是原
则，不刻意拼凑数量，也不因为难度大
而删减，坚持有多少件就是多少件，都
是事关基层切身利益的事。

记者看到，2018 年办实事计划的
第九条、2019年办实事计划的第十条，
都是接续分批次为基层部队配发更新
强军网电脑。刘波川介绍说，战区陆
军党委机关科学衡量财力物力，一年
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不一味图快
盲目蛮干，坚持一锤接着一锤敲，问题
不解决不罢手。

返回路上，反复咀嚼所见所闻，品
味为基层办实事的好作风，记者想起
了中部战区陆军领导强调的一句话：
“用好作风把实事办好！”

“用好作风把实事办好”
——中部战区陆军机关筹划新年度为基层办实事见闻

■李志勇 杨青山 本报记者 周 远

本报讯 刘礼斌、张尚志报道：
“高原火炮射击参数与极端气候炮膛
维 护 保 养 ”“ 夜 间 捕 捉 目 标 三 步
法”……连日来，在新疆军区某高炮团
礼堂内，各攻关小组课题成果展示会
正在进行。去年以来，该团以课题攻
关的方式，整合力量解决训练难题，取
得明显成效。

去年初开始，该团由机关牵头，

挂钩营连，根据担负的任务有针对性
地确定训练课题，组织官兵集智攻
关，定期开展研究成果交流讨论。同
时，他们积极协调院校、厂家，取得相
关技术支持，保证研究成果的合理性
和可行性。

该团二营三连去年担负高原驻
训任务，机关结合任务实际，确定由
作训参谋挂钩该连完成高原驻训相

关课题研究。他们抽选文化程度
高、研究能力较强的官兵组成攻关
队，定期和院校及厂家沟通，成功解
决“高寒条件下高炮操作与保养”等
难题。

课题研训模式，激发了官兵参与
热情。去年以来，该团已取得夜间射
击、高原驻训等方面研究成果 40 余
项，有效提升了训练水平。

新疆军区某高炮团围绕训练任务组建攻关小组

集智研训破解备战难题

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程霖
报道：前不久，某战区部队执行重大演
训任务，急需采购一批帐篷、军用食品
等后勤物资。联勤保障部队采购部门
受领任务后，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原则，立即启动应急采购方案预案，
高质量完成采购保障任务。
“优质高效保障的背后，是一整套

制度机制在规范运行。”联勤保障部队
领导告诉记者，他们成体系设计联勤采
购规章制度，先后拟制出台《物资服务
采购业务运行暂行规程》《物资服务应
急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物资服务采购
质疑投诉处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畅通
采购保障渠道、规范采购工作秩序，优

化业务流程、提高保障效率，使军队物
资服务采购管理更加规范。

据悉，新的联勤采购业务依托统一
的军队采购平台运行，按照采购单位提
报采购需求、签订并履行采购合同，采
购管理部门审核、下达采购计划，采购
服务站实施采购，相关职能部门实施联
合监管的机制分工运行，有效实现内部
分权制衡与外部联合监管并重、军内监
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

针对未来战争军种联合、多维立
体，战场环境复杂、保障对象多元等情
况，他们把采购服务备战打仗作为根本
任务，树立“服务部队、保障基层、面向
战场”的服务理念，围绕部队重大演训

任务组织各联勤保障中心拟制应急采
购保障预案，初步建立应急采购需求与
信息资源库；扎实推进军队药材集中采
购试点工作，集中研究并积极做好全军
通用后勤器材、通用被装、军用食品、高
原主副食品、通用药材等采购筹措事权
和物资、工程、服务集中采购职能的承
接工作。

此外，为适应军队采购改革要求，
联勤保障部队还深入推进军队采购信
息化运行，组织采购工作人员开展军队
采购平台应用培训，推动需求提报、任
务下达、专家抽取、采购评审、合同管理
全流程网上运行、全过程网上监管，最
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干扰。

联勤保障部队成体系设计联勤采购规章制度

军队物资服务采购管理更加规范

本报讯 陈章俊报道：近日，武
警九江支队组织反恐课目演练，侦
察队员陈豪杰操控无人机穿障越
林、绕飞悬停，为楼房反劫持演练提
供准确情报。“娴熟的操控技术缘于
‘借水行舟’。”陈豪杰说，支队借助
驻地无人机行业蓬勃发展的优势，
邀请航空运动协会专家来队教学指
导，帮助侦察队员快速提升操控无
人机的能力。

该支队通过调研发现，在车辆驾
驶、武装泅渡等课目上，部分基础训练
可以依托地方教学资源展开。他们积
极邀请驻地高校教授、专业运动员、职
业教练等到部队实地教学，为官兵开
展训练提供科学指导；借助地方驾驶
员培训基地、VR 科技馆等场所进行
课目训练和体验，缩短部队战斗力生
成周期。

借水行舟好扬帆。在支队驻地某

驾驶员培训基地，特战队员依托基地
训练场场地开阔的优势，对连续障碍
路、模拟山区路等内容展开训练。
“虽然支队也能开展驾驶训练，但

场地和教练骨干有限，难以满足培训
需求。”该中队指导员宋星辉说，随着
实战化训练不断推进，以前只需部分
队员掌握的驾驶技能，现在已成为所
有人的必备技能，“借水行舟”补短板
促进了部队整体战斗力提升。

武警九江支队依托地方优势资源推进战斗力建设

借水行舟提升训练效率

蜜2月15日，第73集团军某旅利用文化宣传车广
播防疫知识。 刘志勇摄

蜜疫情防控期间，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索降训练。
徐 聪摄

蜜近日，武警某部交通第三支队对营区出入车辆
消毒。 陆文凯摄

875 公里的高原山路究竟有多远？
记者手机上的答案是：“34623步。”

新春时节，记者跟随西藏军区总
医院车队，前往日喀则市仲巴县隆噶
尔乡。此行是为常年坚守在那里的该
院驻乡医疗队补给物资，并进行人员
轮换。

当天上午 9点发车，抵达途中夜宿
点已是晚上 8点。因没有信号而沉寂了
一整天的手机，突然丁零作响。记者查
看，不禁惊诧——分明坐了一整天的汽
车，手机却显示“走”了19000多步？
“步数是被山路‘摇’出来的。”带队

的该医院一名科室主任告诉记者，他第
一次去隆噶尔乡驻乡时，受高原反应和
晕车双重折磨，一路上差点把胆汁都吐
了出来，“好在现在习惯了，忍忍也就过
去了。”

次日下午 4点，车队抵达隆噶尔乡
卫生院，记者再次拿出手机。加上当天
的步数，875公里的崎岖山路，总共“摇”
出了34623步。

34623 步，这或许正是生与死之间
的距离——

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隆噶尔乡，
长期没有专业医生。2017年，在一次巡
诊中得知这一情况后，西藏军区总医院
党委决定派出医护人员长驻隆噶尔乡。

采访中，驻乡军医杜翔讲起一段难
忘的经历。

一天清晨，一名藏族同胞急匆匆跑
到卫生院，哭着请杜翔救救自己的女
儿。紧急赶到藏族同胞家中，杜翔发现
这名女童已陷入昏迷，生命危在旦夕。
发热抽搐、颅内高压、瞳孔不对称……经
过初步检查，他判断这名女童患有结核
性脑膜炎。

抢救、用药、连夜转诊……15 个小
时后，女童被送到日喀则市医院救治，转
危为安。事后，一位上海援藏医生评价
说：“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抢救，若是前
期处理不得当，女童极有可能在转诊途
中就出事。”
“这里确实很苦，但我们既然来了，

就要把工作干好。”驻乡妇产科护士朱喜
丽说。

她告诉记者，在海拔 4780米的隆噶
尔乡，几乎一年四季都是冬天。洗衣吃

水，要到几公里外的河边去挑；做饭取
暖，要用牛粪生火；打个电话，要喘着气
爬上山头找信号……“不过最难的，是如
何真正把工作做到藏族同胞心里去。”

由于习俗不同，最开始，隆噶尔乡
的藏族同胞对于妇幼保健工作有些抵
触。朱喜丽拉着翻译挨家挨户去做宣
传。好几次，她站在齐脚脖的积雪里，
隔着门缝为怀孕的藏族妇女耐心讲授
保健知识。

最终，朱喜丽用真情赢得了藏族同
胞的信任。从首次为孕妇进行产检，到
帮助接生第一名新生儿，驻乡 2年多来，
朱喜丽亲手迎接了 178 个新生命，隆噶
尔乡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

真情换真心。朱喜丽即将返回拉
萨，记者看到她的行李箱里满是洁白的
哈达。一数，有 200多条。“都是藏族同
胞送的，这是我的隆噶尔记忆，也是我的
‘勋章’。”朱喜丽说。

得知几名军医即将返回，许多藏族同
胞带着酥油茶和风干牛肉，捧着哈达，自
发前来送行。隆噶尔乡党委书记加措告
诉记者：“乡亲们都说，感谢亲人解放军。”

从三年前开始，西藏军区总医院派出医护人员长驻喜马拉雅
山脚下的隆噶尔乡。近日记者跟随该院补给车队走进隆噶尔—

二百多条哈达编织的“勋章”
■本报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赵才华 丹增强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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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组织远海综合救助演练。图为某新型远洋救助拖船对模拟战损的补给舰查

干湖舰进行降温灭火。 张东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