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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介绍的这个装置，只需利用
无人机进行简单改造……”2月12日，一
条消息传遍第75集团军某旅：以合成四
营中士陈冬名字命名的“陈冬创新工作
室”开讲了。课上，陈冬带着他创新的某
型装置，一边为全营骨干讲解改装原理，
一边现场示范。
“别看它个头小，解决的问题可不

小。”四营营长孙跃介绍，以往组织相关
演练，该型装置的遥控操作一直是个难
题。如今，陈冬带领技术骨干集智攻
关，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改装后的设
备，无论是挂载重量，还是续航时间，都
有明显提升。

陈冬一战成名，该旅不仅推广他的
创新成果，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陈冬
创新工作室”。

以官兵名字命名“创新工作室”，
是该旅激发技术骨干创新动力的一
项举措。近年来，部队新装备陆续列
装，基层官兵作为装备的直接使用
者，对装备革新最有发言权。为发挥
官兵首创精神，他们区分专业、岗位，

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以取得重
要创新成果的官兵的名字命名“创新
工作室”，激发基层创新活力，推动部
队战斗力提升。

在此基础上，他们突出抓好“一个
创新骨干团队、一笔创新专项基金、一

批创新重要课题、一套创新保障机制”
等“四个一”建设，为基层创新活动提供
有力支持，并在评功评奖等方面向拥有
实用创新成果的官兵倾斜。

2017 年，该旅勤务保障营技术维
护室主任兼工程师符杰带领技术骨
干，研制出一套依托车载电源的“电
动压弹装置”，使某型战车压弹速度
有了较大提升，并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为推广类似的创新成果，旅党委
按照有关规定向上级机关申请了专
项经费，专门用于支持官兵研发和创
新成果推广。

2018年，一连班长李超和四级军士
长张发结合野外驻训经历，设计出一款
坦克发动机翻转支架，不仅支持多种装
备发动机维修，还可快速分解收纳和组
装，有效提高了野战条件下的应急保障
能力。当年年底，李超荣立三等功，张发
也顺利选晋三级军士长。

让创新者吃香，让创新者荣耀。该
旅党委的一系列举措，有效激发了官兵
的创新活力。如今，该旅已成立 8个以
官兵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先后孵
化出“激光快速校炮器”等多项技术革
新成果。这些成果，每一项都聚焦具体
问题，已广泛应用于部队训练，成为战
斗力提升的助推器。

左上图：该旅装备维修技术骨干现

场讲解革新工具的使用方法。

江平骥摄

第75集团军某旅盘活人才资源提高基层自主创新能力—

8个“创新工作室”以官兵名字命名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江平骥 胡 尊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永飞、通讯员李
发坤报道：落实“三个过硬”要求应该怎么
做？前不久，火箭军某旅组织基层党组织
书记集训，着力培养基层建设“明白人”。

该旅结合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基层建
设会议精神，积极查摆自身建设短板，梳理
出“战斗堡垒作用有待加强”“基层党组织
书记能力素质跟不上”“思想政治教育时代
性感召力不够”等问题。对此，该旅党委把
培养基层建设“明白人”作为重要抓手，推
动“四个坚持扭住”要求落到实处。

该旅采取演示汇报、情景展示、案例
研讨等形式，人人登台话感悟、思不足、
定措施。优秀“四会”政治教员张明晔结
合工作实际分享心得：“提升教育质效必
须因人而异、靶向施策，变‘大水漫灌’为
‘精准滴灌’，真正让教育撬动官兵心灵、

融入官兵生活。”
讲问题、找差距、补短板。据该旅领

导介绍，他们聚焦“夯实战斗力基础”主
题，展开战时政治工作推演。他们从思
想教育、组织发展、心理疏导等方面着
手，按照作战流程系统梳理出“战备值班
政治工作特情库”，并细化新型士官锤
炼、战斗精神培育等抓建方法。

走出集训课堂，即上练兵一线。近
日，该旅发射二营组织密闭生存训练，一
些新号手因满负荷连续测试操作，出现
烦闷、紧张等情绪。某连指导员张德全
按照前期参加集训学到的方法，开通“阵
地广播”，利用训练间隙讲述开心故事，
并组织战地“军歌赛”“臂力大比拼”等文
体活动，帮助官兵释放心理压力，助推训
练圆满完成。

火箭军某旅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能力

培养“明白人” 练强“领头雁”

本报讯 记者李怀坤、特约通讯员
石芝鹏报道：“真没想到科技馆‘搬’到了
网上，足不出户就能参加远程科普体验
活动。”2月下旬，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上
等兵杨雷利用休息时间点开网页，一场
名为“‘启蒙者’科普巡展进军营”的网上
展览立即呈现在眼前。

该旅驻地有一家设备先进、展品丰
富的科技馆。以往节假日或周末，官兵
都会相约前往参观学习，如今受疫情影
响很难实现。为丰富官兵文化生活，该
旅向这家科技馆发出协商函，得到对方
大力支持。该科技馆主动聘请技术人
员，利用VR虚拟现实等技术，将展馆内
容“搬”到网上。
“太神奇了！”在“火山喷发”科学实

验网上体验中，下士李明小心翼翼地按

照操作步骤进行体验。看到屏幕上的烧
杯中不时喷出浓浓烟雾，他兴奋地说，科
学太神奇了，科技能转化为战斗力，每名
官兵都应主动学习、努力学习科技知识。
“‘魔法变色水’为什么会变色”“‘掌

中火’为什么不会烧伤皮肤”“神奇的液
氮究竟有什么作用”……记者了解到，该
科技馆还专门组织技术人员，为官兵及
军属进行在线讲解，一个个有趣又能增
长知识的科普实验受到官兵及军属热烈
欢迎。

列兵周祥点进网上科技展的“科普
园地”栏目，认真地浏览“心肺复苏”相关
科普知识。他告诉记者：“心肺复苏虽然
部队平时都有训练，但网上科技馆采取
图文、视频的形式详细介绍，加深了我对
心肺复苏技术的理解掌握，非常实用！”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协调地方科技馆

开展远程科普体验活动

足不出户参观网上科技展

2月 17日，南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

在营区开展小比武活动，针对重难点课目

进行补差训练。图为官兵奔赴战位。

裴 俊摄

“群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

为，则无不成。”广大官兵是强军兴军的

主体，是创新创造的活力源泉。今天，

随着大批新型武器装备列装部队，如何

最大限度提升新型武器装备的技战术

效能，进而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开展

群众性创新活动至关重要。

冰心说过：“创造新陆地的，不是那

滚滚的波浪，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

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以识才的慧

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

量、聚才的良方集聚创新人才，用信任、

欣赏、发展的眼光看待基层官兵创新活

动，尽可能给他们的创新活动提供时

间、空间和人力、财力、物力等支持，才

能最大限度激发基层创新活力，让一个

个“智多星”脱颖而出，一个个“金点子”

结出硕果。

创造力就是战斗力。尊重官兵的

创造力，就是爱护部队的战斗力。只

有想方设法为官兵的创新活动开辟

“绿色通道”，给想创新、能创新的官兵

以机会和舞台，才能最大限度实现基

层自建自强，提升部队战斗力。第75

集团军某旅以技术骨干名字命名“创

新工作室”的做法，不失为一个盘活人

才资源、提高基层官兵自主创新活力

的好办法。

最大限度激发基层创新活力

没有一个冬天不能跨越，没有

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经过艰苦努

力，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积

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但疫情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

劲的关键阶段。战“疫”，需要一鼓

作气。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

而 衰 ，三 而 竭 。 彼 竭 我 盈 ，故 克

之。”战斗就要一气呵成，保持最初

最旺盛的士气，不能时紧时松，断断

续续。抗击疫情是一场输不得的战

争，越是关键时刻，越需要咬紧牙

关；越是曙光在前，越要增强干劲、

冲劲和韧劲，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获

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

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前

正是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期，形

势依然严峻、任务仍然繁重。越是

在吃劲的时候，越要一鼓作气、迎难

而上，以必胜的信念、必胜的行动，

求取必胜的战果。任何麻痹思想、

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都

会给新冠肺炎病毒卷土重来的机

会。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

千寻。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能

坚持到最后，相持阶段，谁能守住、

咬住、盯住，就能夺取最后胜利。

坚忍不拔才能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半途而废必将一事无成。

所以，我们的一切手段、步骤与措施，

都要坚决果断地保持战时状态，该值

守的一定要严防死守，该排查的坚决

不漏一人，复工复产的做到隐患归

零。把一个多月来的疫情防控经验做

法加以总结凝练和升华，好的习惯持

之以恒，好的经验不断推广，好的做法

坚持执行。把疫情看得更严峻一些，

把风险点考虑得更全一些，把力量调

配得更精准一些，让工作的针对性更

强一些，以实之又实的工作作风、细之

又细的工作举措、一以贯之的战斗姿

态，筑牢防疫抗疫的铜墙铁壁，不给病

毒传播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当前疫情

防控之要，在于标准不降、一鼓作气，

在于前后相继、久久为功。唯有坚守

再坚守、战斗再战斗，才能夺取疫情防

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胜利。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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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典宏记者感言

本报讯 贺韦豪、特约记者杨韬报
道：“17 年前，他们是抗击非典的生力
军；17年后，当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他们
义无反顾地在请战书上按下一个个红
手印……”2月上旬，武警株洲支队优秀
“四会”政治教员、某中队指导员吴旭辉
以“疫情当前，这就是军人的模样”为

题，讲述发生在战“疫”一线的典型事
迹，台下官兵报以热烈掌声。
“那些不畏生死、冲锋在前的抗疫

英雄的事迹，本身就是一部生动鲜活的
教科书，把他们的事迹搬进课堂，更能
触及官兵心灵。”该支队领导说，近段时
间以来，他们深入开展“学习战‘疫’英

雄，争当强军先锋”专题教育活动，组织
官兵学习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涌现出的
先进典型，持续激发官兵立足岗位、锤
炼本领的精神动力。

该支队遴选 6 名理论教育骨干组
成专题教育小组集中备课，实时跟进
疫情发展情况，广泛收集来自抗疫一

线的典型事迹、感人故事，打造精品
课；组织官兵对照抗疫典型，采取观点
辨析、思想碰撞的方式，围绕“典型成
长靠什么，我向典型学什么”展开讨论
交流，让官兵话理想信念、谈岗位职
责、定行动措施。

与此同时，他们还运用微信公众
号、强军网、板报灯箱等载体，通过漫
画、微视频等形式，大力宣传先进典型
事迹，开辟“致敬战‘疫’英雄”专栏，分
享官兵学习心得、交流感想体会，营造
学先进、赶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

活动开展以来，一个个鲜活感人的
典型事迹让新兵陈韬旭深受触动。他
在讨论交流时说：“我要向抗疫英雄学
习，立足岗位练强本领，做好随时迎接
挑战的准备！”

武警株洲支队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开展专题教育

战“疫”一线典型事迹激发练兵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