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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远、特约记者赵丹
锋报道：2月中旬，第 81集团军《为基层
减负增效“双十条”措施（修订版）》下发
后，立即受到基层官兵热烈欢迎，许多官
兵亲切地将其称为基层减负“2.0 版
本”。某旅士官马磊告诉记者：“随着为
基层减负制度不断完善，我们真切地看
到了上级纠治‘五多’问题的坚定决心。”

去年，该集团军结合“基层减负年”
活动，着力向困扰基层的“五多”问题开
刀，制订了《为基层减负增效“双十条”措
施》，帮助基层官兵破枷锁、卸担子，收获
广泛好评。然而在今年年初的调研中，
该集团军领导发现，曾经明令禁止的个
别老问题有反弹倾向，一些隐形变异的
新问题在基层出现苗头。

“纠治‘五多’问题是一场持久战、攻
坚战，必须常抓不懈。”为巩固深化减负
成果，该集团军党委针对前期调研中发
现的问题，对原来的《为基层减负增效
“双十条”措施》进行修订完善，做出诸如
将“防止两个及以上的工作组同时到一
个单位”要求，进一步明确为“防止一个
月内两个及以上工作组到同一单位、就
同一事项进行重复检查”等 10 余项改
动，为更好地落实减负工作细化了规范、
提高了标准。

不仅如此，该集团军还着眼新情况
新问题，及时调整补充相关内容。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个别基层单位
存在人员信息重复统计、机关职能相互
交叉等问题，导致基层官兵疲于应付。

针对这一问题，他们在新修订的措施中
明确提出：“对于信息统计中的相同内
容，机关各部门要做好数据互通、信息
共享，不得要求基层官兵反复填报。”此
举有效解决了各类表格填报过多过滥
的问题。

纠治“五多”步步为营，减负减压驰
而不息。前不久，该集团军机关检查发
现，某旅为规避机关检查次数限制，要求
各营连每周进行交叉互检，干扰了基层
正常工作秩序。发现问题后，集团军党
委对该旅打制度“擦边球”的做法提出严
肃批评，并责令他们立即整改。此事在
部队各级引起震动，许多官兵表示，有了
制度保证，相信一定能够走出纠治整改
“割韭菜”的怪圈。

第81集团军党委持之以恒纠治“五多”问题

为基层减负“双十条”有了升级版

本报讯 童亦蒙、谢权鑫报道：2月
14日，第 72集团军某旅侦察营组织军事
理论学习交流，排长何振江围绕“网络信
息技术对作战的影响”这一主题畅谈心
得，并与战友展开讨论。据了解，今年开
训以来，在总结去年演训经验的基础上，
该旅将组织官兵系统学习前沿科技知识
作为练兵备战的重要一环，在全旅掀起
学科技知识、研制胜机理的热潮。
“在未来战场，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将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旅领导介绍，
在去年的一次实兵对抗演练中，侦察营借
助某新型侦察装备，及时准确地搜集到大
量“战场”情报，确保旅指挥所对“战场”态
势了如指掌，并准确定位了蓝军旅指挥
所，使“斩首行动”得以成功实施。新型侦
察装备在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使官兵对
先进技术装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今年初，该旅党委一班人提出，干部
骨干应积极学习前沿科技知识，探究先

进作战理念，研究制胜机理，推动实战化
训练走深走实。他们在鼓励自学的基础
上，有计划地向官兵推荐网上军事课程，
并挑选优质论文、购买理论书籍供官兵
学习。各营还适时组织干部骨干开展学
习交流，着重就信息化条件下指挥和作
战模式的转型展开研讨。据统计，该旅
已向干部骨干推荐 10余门优质网络课
程、80余篇优质论文，学科技知识、研胜
战招法在该旅蔚然成风。

第72集团军某旅引导官兵聚焦战场加强军事理论学习

前沿科技知识进入基层军事课堂

强军论坛

2月17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特战队员进行实战化战术训练，锤炼特

战队员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余海洋摄

虽已立春，塞北草原仍寒气逼人。2月 5
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飞行训练，
部队升空即作战，一派火热的练兵备战景象。

站在飞行塔台，大屏幕上不断变化的空
中态势吸引着记者的目光：2号空域对抗空
战课目进行过半，4架战机进入近距空战阶
段，红、蓝色的尾迹交错缠绕在空域中央，战
机被锁定的告警声急促地从评估系统中传
来。蓝方飞行员通过互相配合“击落”一架
冒进的红方战机后，继续稳扎稳打，交替进
行搜索和机动，红方则伺机反击。

记者了解到，去年该旅换装新型战机，当
年就在空军部队同类型战机年终大考中摘得
桂冠。目前，该旅累计有 6人次夺得“金头
盔”。旅领导告诉记者，此次对抗空战训练，他
们选派“金头盔”飞行员徐扬担任蓝方，充分发

挥磨刀石作用，在危局、险局中锤炼年轻飞行
员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
“敌人不会因为你是新手就仁慈。”该旅

领导说，自去年换装新型战机以来，他们始终
聚焦实战，严格按照大纲标准抓部队改装训
练，用实战需求牵引改装进度，倒逼飞行员主
动学习研究，按战场标准完成改装任务。

当日的飞行计划表显示，每一个时段，都
有多个课目在不同空域同时展开。1号空域2
架红方战机编组进行对地突击，只见长机前出
跃升，在高空进行警戒，僚机则趁机低空突防。
而在5号空域，一场“1对1”的空战刚刚进行到
中距拦截阶段，双方捉对厮杀、互不相让……

上图：2月17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旅组织严寒条件下飞行训练。

王靖文摄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

同一时段展开多个战术课目
■张晋华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记者 刘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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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4日，随着一阵警报声响起，西部战
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迅速出动，有序展开
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随着指挥员一声令
下，一架直升机快速升空，在兄弟部队歼击
机掩护下，依托有利地形灵活机动，迅速赶
往后方机场，战场搜索、确认目标、机降转运
一气呵成。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以往节后开

飞训练都是稳扎稳打、循序渐进，今年开飞
即拉动，拉动即联训！”该团领导说。
“这次任务需要飞临陌生空域，不仅时

间和地域跨度大，还需要和兄弟部队密切配
合，开展战场搜索和空中运输等实战化课目
训练，难度系数相对较高。”受领任务后，机
长罗军和机组成员一起分析“敌情”，规划航
线，充分预想低云和沙尘等不利因素可能带

来的影响，并制订多种备选方案。
疾风阵阵，铁翼飞旋，直升机如雨燕般在

山谷间飞行，时而做出各种战术动作；飞行人
员与地面指挥员密切协同，依据空中态势调
整航线和直升机姿态，快速奔赴目标地域。

在歼击机的密切配合下，罗军和机组成
员驾驶直升机飞临目标地域后立即开始机
动搜索。机舱内，警卫人员紧盯舱外，严密
戒备，医护人员做好医疗救护准备，救生员
与机组成员默契配合一同寻找目标。

发现目标后，直升机寻找有利位置机
降，各岗位战勤人员各司其职，协力对目标
进行转运，行动干脆利落。战士游先行首次
执行战场搜索警卫任务，他说：“第一次执行
重大任务难免紧张，但经过此次实战化训
练，收获很多！”

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

陌生空域实施联合搜救转运
■成 钊 刘彦令

经过一个多月的全民动员、日夜

鏖战，疫情防控的好消息正在不断传

来，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

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面临

着新的困难和挑战，要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万不可有歇歇脚、松口气的心

态。各级要咬紧牙关，继续毫不放松

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在解放战争时期，进攻运城的部

队两次总攻失利，徐向前元帅及时向

部队发出“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战斗命

令：“法国拿破仑那句名言‘最后的五

分钟’，我们要牢记在心。最后五分钟

是决定胜负的关头。”结果，官兵咬紧

牙关奋勇作战，取得了运城、临汾等战

役的胜利。

两强相遇的战场上，“最后五分钟”

往往最难坚持。“最后五分钟”，是决战决

胜的关键时刻。“有利的形势和主动的恢

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

次新冠肺炎疫情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严

峻性，疫情防控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攻

坚战，更是一场考验耐心、比拼耐力的持

久战。赢得这场阻击战的最终胜利，还

有一段路要走。眼下，陆续进入春耕备

耕、企业复工、人员回流的重要阶段。此

时防疫工作力度松一下，不仅会让来之

不易的防疫成果得而复失，更会让大家

的信心与士气受到打击。此刻，再坚持

一下、再努力一下、再忍耐一下，都是在

为最终的胜利添砖加瓦。

为山九仞，不可功亏一篑。战机稍

纵即逝，胜负皆系于此。各级领导班子

和党员干部要坚决杜绝歇歇脚、松口气

的心态，上满弦、加足油，乘势而上，久久

为功，保持一股劲防到底。特别是在疫

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更要进一步

梳理明确目标任务，不怕疲劳、连续作

战，层层压实责任，以更较真的精神抓好

防控，以更有效的方式加强宣传，以更充

分的准备保证供应。正如徐向前元帅所

说的那样：“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

这种时机决定于何方能坚持，何方能熬

过这最后的五分钟，何方就能取得胜利，

因此我们要坚持最后五分钟。”

疫情防控是一场硬仗，要有不获胜

利不收兵的气势。每个人都需要扛起

自己的责任，自觉克服喘口气、歇歇脚

等不合时宜的思想，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工作人员，更要讲求工作方法和统筹艺

术，科学运用战术，合理调配力量。尤

其对于已经超负荷工作的防控工作人

员来说，非常有必要及时休整、养精蓄

锐。如果因劳累过度造成非战斗减员，

也不利于疫情防控的大局。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一场战争，

没有到最后关头，都不能轻言胜利。

我们不能有一丝侥幸心理，要“以百倍

紧张的精神紧急动员起来，扫除一切

倦怠、松懈、烦腻、迟疑的现象”，以十

二分精神抗疫到底。

（作者单位：荆州军分区）

再坚持一下 再努力一下
■卢守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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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处处都是冲锋在前的共产
党员身影。

肖丙彪，武汉第六干休所一名退休
军医。疫情发生后，肖丙彪主动请战，重
新披上白大褂前往社区支援。他说：“退
休了，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面对再大的
风险，也要冲在一线。”

大悟县城关镇武装部部长余奎元是
一名在基层工作 30多年的老党员，因为
年前刚刚做完手术，医生再三叮嘱他要
静养。“我是老党员，必须上一线。”余奎
元顶着寒风，上街执行防控任务。

那天，为火神山医院运送物资回
来后，21 岁的运力支援队队员曾珍祯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说：“当先锋打
头阵的总是党员，我要争取早日加入
党组织！”

30年前，曾珍祯的父亲刚入伍就遇
到部队驻地地震。报名参加抢险突击队
的父亲，因表现突出火线入党。“我要像
父亲那样，到最艰苦的一线战斗，请组织
考验我。”曾珍祯说。

曾珍祯所在的运力支援队，是经中
央军委批准临时抽组成立的抗击疫情特
殊力量，来自不同的军兵种部队，260名
队员中，70%是党员。

2月 3日晚，武汉市宣布连夜建设方
舱医院。一夜之间，要把分散在武汉三
镇的数千张床位等物资全部到位配齐，
是个不小的考验。

运力支援队紧急抽组党员骨干，派
出 50台军用运输车，兵分多路前往各处
仓库调运物资，紧急转送到洪山体育馆、
武汉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所需调运
物资全部就位。

一夜未眠。第二天，方舱医院建
成。“非常时期，疫情面前，是战场、也是
考场，合格不合格，这就是试金石！”运力

支援队指挥长吴海涛说。

全员参战，以“战时”

状态应对大考

“散则为民，聚则为兵”。
30 余万人次民兵参与疫情防控行

动——这是湖北省军区交出的疫情防控
人民战争“答卷”。
“民兵分布广、人地两熟，就近就便、

便于指挥，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优势。”湖北省军区战备建设局领
导介绍，广大民兵参与要道封控、物资运
输、防疫宣传等任务，成为疫情防控一线
的重要力量。

那天，黄冈市基干民兵赵小雷接到
一个求助电话：有人突发心脏病，急需送
医院。赵小雷当即到乡武装部申请当一
名专车司机。“疫情不退，我就一直干下
去。”他说。

接到“扶贫工作队就地转为抗疫工
作队”的命令，应城民兵干部曾献群骑自
行车 5个多小时，赶到人武部驻村联系
点，设点封控。

在利川市，人武部挑选 30名曾在防
化部队服役的退伍老兵，组建“民兵防化
消毒分队”，对辖区 4个疫情较重的乡镇
和城区街道进行洗消。

在宜昌市，人武部运用信息化指挥
手段，通过“智慧城市”系统将重要通
道、人员密集社区等情况，第一时间传
送到基层民兵连长手机上，及时通报、
及时处理。

在襄阳市，襄州区张湾街道铁四
院社区人员流动性大，是疫情防控的
重点区域。10 名民兵组成的“铁娘子
民兵防控队”，不仅为群众监测体温，
还为他们购买生活物资，解决群众的
实际困难。

使命传承，汇聚武汉

保卫战的青春力量

这是一场狭路相逢的考验。
湖北省军区系统的文职人员大多数从

事的是医疗服务岗位，身处疫情防控一线。
1月 18日，某干休所文职人员单晓

波、张萍、朱静雅，刚刚从几所军医大学结
束业务学习培训，就接到立即到门诊部值
班的通知。她们二话不说，拖着行李箱直
奔干休所，迅速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编制体制改革调整后，湖北省军区接
管了数十个干休所。面对巨大的疫情防控
压力，新入职的文职人员能不能顶上去？
“文职人员一样要上战场，在这场重

大考验面前，我们绝不能退缩！”刚刚结
束两地分居的单晓波是一名军嫂，她主
动申请承担干休所门诊部的值班任务。

看到以前的同事战斗在抗击疫情一
线，曾在地方一家三甲医院工作多年的
文职人员毛梦妮和孙镜悦一心想上一
线。得知火神山医院建成交付军队支援
湖北医疗队，她俩向武汉市退休干部休
养所写下请战书。

该省军区系统还有一大批从现役军
人转改的文职人员，十堰市张湾区人武
部文职人员官升印就是其中的一位。

戎装虽换，初心不改。官升印坚守
在疫情防控指挥部 20多天，他说：“脱下
军装，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转改
文职，时刻准备上战场的初心不能忘！”
“事实证明，在这场大考面前，文职

人员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他们是好样
的！”该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领导告诉记
者，文职人员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充分发
挥了专业优势。

总攻的号角，响彻荆楚大地，这场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必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