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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潜艇在我重要航道布下沉底
水雷，企图封锁我舰艇出港航道……”2
月下旬，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接
到“敌情”通报。该大队 3艘舰艇随即

编队起航，迅速奔赴“敌情”海域，展开
实战化演练。
“战斗警报！”禹城舰率先接近水雷

场，作战指挥室内信号灯不断闪烁，舰

长王新禹果断下达作战命令。
与此同时，编队其他 2艘舰艇也做

好战斗准备，对水下目标进行搜索。
“水雷具有识别难、隐蔽性强、破坏

性大的特点。”据该大队领导介绍，此次
出航，他们重点组织舰艇水雷侦察及扫
雷训练。通过实兵对抗，进一步优化
探、扫雷作战指挥流程，提高各舰艇实
战能力。

水下环境复杂，海底礁石较多。声
呐兵屏息凝神，不断变换探测频率和探
索方位，快速锁定目标。
“投放扫雷具！”王新禹盯着海图，果

断下达命令。与此同时，他与航海长一
起，分析各战位上报的每一个“敌情”。

编队驶入雷区，王新禹综合判断
各方信息后果断下令：“扫雷具通电！”
很快，“敌方”布设的沉底水雷被成功
扫除。
“‘敌机’在我附近海域布设多枚浮

雷，上级命令我舰艇编队前往侦察并清
除。”舰上官兵还没来得及松口气，新的
“敌情”接踵而至。

3艘舰艇上的官兵闻令做好抗击
准备：雷达兵迅速加强对海搜索，坚守
枪炮战位的战士调整火炮方位……

在连续 5 昼夜的实战化演练中，
该大队对照新大纲要求，紧盯薄弱环
节，相继开展编队损管救生、核生化防
护、舰炮攻击与防御作战等多个课目
训练。训练全部嵌入实战背景，实现
了作战体系整体联动、战术训练有机
衔接。

为检验训练效果，该大队还组织 3
艘舰艇开展水雷侦察、扫雷和火炮消
灭浮雷射击等课目比武。比武中，禹
城舰快速消灭浮雷、扫除水雷，取得 2
项第一。

据介绍，在此次实战化演练中，该
大队还嵌入政治工作情况处置课目训
练，组织开展了战时群众工作等模拟演
练，对已形成的方案预案进行检验和完
善，助推政治工作向实战拓展。

左上图：舰载火炮对海射击。

黄 亮摄

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组织实战化演练—

编队突击，协同扫雷步步惊心
■黄 亮 本报特约记者 马玉彬

2月底，某海域风急浪高。海底一
艘“失事潜艇”向海面释放救生浮标后，
等待救援。

南部战区海军某防险救生支队接
到救援命令后，立即派出某新型远海救

助拖船和远海打捞救生船，组成编队赶
赴目标海域，展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援
潜救生演练。
“请求派出直升机协助搜索！”编队

接近目标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与附近海

域其他舰艇取得联系，请求舰载直升机
支援。

很快，一架舰载直升机携带吊放式
声呐赶来，与编队一起构建立体搜索
网，联合对“失事潜艇”进行搜索定位。
“时间就是生命。对潜艇救援来

说，尽快发现‘失事潜艇’，是救援行动
成功的关键。”援潜救生指挥所内，指挥
组组长黄伦告诉记者，搜索行动易受海
流、风速、海底地形等影响。通过多方
救援力量协同配合、综合研判，搜索效
率能大幅提升。
“发现目标，深度××，方位××！”

确认“失事潜艇”方位后，援潜救生行动
进入实际救援阶段。
“一级援潜救生部署！”接令后，远

海救助拖船准确停在潜艇上方位置。
“我是××号远海打捞救生船，请

告知艇内情况!”远海打捞救生船派出
小艇打捞救生浮标，成功与“失事潜艇”
建立通信联系。

援潜救生指挥所进一步掌握“失事
潜艇”的内部情况后，立即对救援方案
进行细化完善。

“潜水员下水！”随着指挥员一声令
下，远海救助拖船上的4名潜水员携带供
气管下水，给“失事潜艇”内部通风换气。
“通风换气是保证潜艇艇员安全的

第一步。”远海救助拖船的潜水部门长
告诉记者，失事潜艇通常伴有火灾、断
电等险情，此时艇内空气含氧量少、有
害气体多，严重危及艇员生命安全，必
须第一时间对艇内进行通风换气。

连接高压气管、向艇内输送高压气
体……一系列救援措施紧急实施，“失
事潜艇”成功上浮，远海救助拖船立即
对其实施拖带。

经过海空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联合
施救，“失事潜艇”被安全拖回军港。

左图：潜水员作业完毕。

张东杰摄

南部战区海军某防险救生支队开展援潜救生演练—

海空联合，远海救助争分夺秒
■张东杰 本报特约记者 胡丹青

“我们要增强综合能力和驾驭能

力，学习掌握自己分管领域的专业知

识，使自己成为内行领导。”习主席在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各

级领导干部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

践锻炼，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

时代发展，努力成为干好工作的行家

里手。

这次疫情防控是一场大考，病毒

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

大。战胜疫情不仅需要冲锋陷阵的勇

气胆魄、责任担当，更要有善作善为的

专业知识、治理能力，尤其呼唤智勇双

全的内行领导、行家里手。疫情防控

阻击战打响以来，不少领导干部既有

负责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

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

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对各项

工作的部署是及时的，对政策措施的

落实是有力的，表现出了较高的专业

素养和指挥水平。

然而，疫情犹如一面镜子，也映

照出部分干部的“外行”行为：据报

道，在一些地方，有的身为卫生健康

管理部门负责人，却对所属地区的疫

情防控情况一问三不知；有的医院领

导没有严格执行预检分诊制度，未科

学有效诊断病情，致使群发感染……

这些教训对我们也是警示。

战场对决，靠的是素质、比的是

本事、拼的是专业。存亡之道，命在

于将。领导干部肩上有千斤重担，身

后有千军万马，对专业素养要求更

高。未来信息化战争的作战力量、作

战单元、作战要素更为复杂多样，战

场空间在陆、海、空等全域多维展开，

对军事力量运用的时效性、专业性、

精确性要求越来越高。如果领导干

部没有精湛的专业技能、高超的指挥

水平，不仅打不了胜仗，甚至可能打

不了仗。

“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

干习事。”我军技术构成日益复杂，

知识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岗位专业

要求越发严格。古人讲“术业有专

攻”，专业的事要由专业的人来干。

“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戴明盟、

“科研先锋”马伟明、反恐英雄王刚，

无不是立足战位精研苦练，成为本

专业本领域的典型。守不忘战，将

之任也。面对加速演变的战争形

态、深刻嬗变的作战方式、风起云涌

的科技革命，每一名领导干部都要

把打仗作为主业、专业、事业，一丝

不苟钻研战争，一门心思准备打仗，

真正成为独当一面、善谋打仗的行

家里手。

（作者单位：海军陆战队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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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曹兆雷、记者周远报道：2
月 25日，记者走进中部战区陆军机关办
公楼，看到许多机关干部在办公室进行
指挥技能训练。他们当中，有的在背记
军事理论知识点，有的在做战术计算试
题，有的在进行作战问题研究，有的则在
办公桌上标绘作战决心图。

中部战区陆军参谋部领导告诉记
者，这些训练课目以往采取集中的方式
组织，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他们
及时调整组训方式，统一下发新的训练
计划，并分发指挥技能训练所需的试
题、地图、战术指挥尺等用品，由机关干
部分散训练。训练部门注重检查督导，

明确考核标准、作业提交时间。尽管分
散组织，机关干部人人认真自学、毫不
懈怠。

为确保防疫期间训练质量，该战
区陆军在抓好首长机关自身训练的同
时，专门下发通知，明确近期训练有关
安排，要求所属部队统筹好训练任务
落实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关系，集智探
索灵活务实的训练方法。某合成旅依
托射击、驾驶训练模拟器，在室内模拟
出不同训练场景，确保训练不断线；某
旅通过细化课目设置、官兵自主选课、
教练员走班跟训等模式，探索精准施
训路子。

中部战区陆军确保防疫期间训练质量

灵活务实 精准施训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交叉
感染……”前不久，武警安徽总队医院组
织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交班会上，
原传染科主任郭凌超提出了改造发热门
诊阻断墙的方案。作为总队此次疫情防
控专家组成员，他先后提出的 40余条意
见建议均被采纳。

据该医院领导介绍，郭凌超有 38年
的传染科工作经验。2003 年抗击非典

期间，在郭凌超的精心指导下，该院医护
人员沉着应战，圆满完成任务，无一人感
染。2008年退休后，郭凌超返聘回到传
染科，继续奋战在临床一线。
“不管穿不穿军装，我都是一个老

兵。”郭凌超说，只要自己在岗一分钟，就
毫无保留地发光发热。

这样的“老兵”，医院还有不少——
门诊部副主任医师汪亚华休假途中

接到命令后，这位参加过抗击非典战斗
的“老兵”，二话不说即刻返回，投身战
“疫”前线。

“外出车辆归队要洗消杀毒，口罩必
须按规定及时更换；隔离人员必须一人
一间，不能同时洗漱、共用卫生间……”
汪亚华从大年初一开始，多次深入武警
合肥支队、武警六安支队和各执勤点，为
官兵提供防疫指导。汪亚华坦言：“只要

组织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卫生防疫科副主任护师陈宝霞也是

此次战“疫”前线的一名“老兵”。她常年
奔走在扶贫援建、基层巡诊一线，积累了
丰富的工作经验。
“卫生防疫科新成立，这次疫情是我

们面临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交出令人
满意的答卷。”陈宝霞说，卫生防疫工作就
是实战，许多要点必须手把手教给官兵。
“穿脱防护服时一定要规范，不能凭

个人感觉，更不能嫌麻烦……”防疫技能
培训时，陈宝霞一边认真演示，一边详细
解说。她还分批次为全院医护人员专题
授课，组织消杀员培训……这位“老兵”
始终干劲不减。

衣上征尘犹未洗，耳畔又闻战鼓
声。在该医院“老兵”们的带动下，许多
现役官兵和聘用人员纷纷向组织递交请
战书，随时准备投身战斗。

“只要组织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武警安徽总队医院抗击疫情一线“老兵”群像

■蔡啸天 吕 媛

本报讯 记者宋子洵、通讯员张挺
报道：2月底，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训练场
指挥方舱内，官兵紧盯屏幕，指挥信道不
时传来急促口令。不远处的伪装网下，2
名官兵迅速平整地面，在一台新型野战
财务作业箱上摆放作业器材，为即将到
来的考核做准备。这是该旅开展临战财
务保障演练的一个场景。
“为提高战时经费保障效能，战区

陆军给我们配发了新型野战财务作业
箱。”该旅财务科科长赵政囡说，以往演
练，后装保障席位没有财务助理员独立
办公平台，财务保障难以融入指挥要
素。演习中，前方临时出现财务开销，
需要通过后方地域结算。新配发的野
战财务作业箱轻巧实用，内侧为抗震保

温材料，可以满足野战作业“抗高温、耐
严寒”需要，遇到紧急情况时还可空中
投送到指定地域。

考核现场，后装保障席位接到通
知：前方防御阵地遭炮火袭击，急需补
充伪装防护器材。两名财务助理员迅
速拟制电子账目和纸质财务明细，现场
结算。

据悉，新型野战财务作业箱主要用
于保障前方财务开支，重点用于作战经
费保障、伙食费结算两个方面。据该旅
保障部领导介绍，该作业箱配发基层后，
他们随即受领战时财务保障试训任务，
通过几次临战财务课目考核比武，积累
了战时财务保障经验，锤炼了保障人员
业务能力。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

开展临战财务保障演练

3月1日，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

跨昼夜训练，战机在轰鸣声中梯次起

飞，奔向预定空域展开对抗。

王 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