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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当前已初

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

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确诊病例零增

长的省份不断增多、新增治愈病例连续

多天超过新增确诊病例、全国新增确诊

病例降至2位数。但受国际疫情影响，

境外输入病例呈增长趋势。在这个关键

时刻，疫情防控万不可懈怠松劲。

伴随着疫情防控一些利好消息的出

现，各地逐步取消交通管制。在有的地

方，“宅”了一段时间的人们感到“自由”

了，开始出现人群无序聚集，有的人甚至

不戴口罩……这些现象令人担忧。

毋庸置疑，“闭门不出”非长久之

计。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

不断拓展，为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恢复

生产、回归生活常态很重要。但目前人

员外出还没到“随心所欲”的时候。疫情

形势依然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

键阶段。假如人群中存在轻症感染者、

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将带来严重

后果。对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加强

疫情防控必须慎终如始，对疫情的警惕

性不能降低，防控要求不能降低，继续抓

紧抓实抓细。

“图垂成之功者，如挽上滩之舟，莫

少停一棹。”一旦疫情在放松警惕中卷土

重来，收复的失地可能再度沦陷。人防、

技防离不开心防，精准精细离不开精

心。唯有一鼓作气，以更坚定的信心、更

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按照分区分

级差异化防控策略，发起疫情防控的全

面总攻，才能真正扫除病魔。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

京后，面对个别指战员出现的思想松懈

情况，毛泽东同志要求全体指战员“宜将

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防控疫

情，思想同样松懈不得。这是一场硬仗，

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

能大意、不能放松。唯其如此，才能真正

彻底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防控“莫少停一棹”
■张方军

本报讯 叶运斌、

特约记者徐鹏报道：“怎
么建强用好思想工作骨
干队伍”“如何规范智能
手机使用管理”……3
月上旬，第 73集团军某
旅依托强军网，开办网
上培训班，组织官兵学
习新修订的《军队基层
建设纲要》。开班当日，
首批百余名参训学员带
着工作中遇到的现实难
题，与其他战友一起探
讨交流，共同研究解决
之策。

据该旅领导介绍，
新修订的《纲要》明确了
新时代基层建设的基本
原则，必须深入理解、准
确把握。基于这一认
识，他们采取网上培训
的形式，组织机关干部
和基层主官学《纲要》、
知《纲要》、用《纲要》，在
深学深悟中，切实把新
时代基层建设的基本原
则立起来、落下去。
“基层建设涉及方

方面面，需要做的工作
很多，怎么统筹？”学习
讨论中，某连指导员梅
浩提出问题后，许多参
训学员纷纷提出自己的
见解：“重点抓支部建设”
“突出抓日常管理”“首先
抓骨干队伍”……灯越
拨越亮，理越辩越明。
随着学习讨论不断深
入，最终，学员们用新修
订的《纲要》统一思想：
“坚持以战领建、抓建为
战，按照对战斗力的贡
献率统筹各项建设，确
保基层一切工作为打赢
服务，使战斗力标准在
基层实起来硬起来。”
“不得随意更改基

层教育训练计划、挤占
基层教育训练时间”

“不得随意向基层索要文字材料”“不得随意提高基层事项
的审批权限”……该旅党委成员认真学习新修订的《纲要》
中“严字当头、依法抓建”基本原则后，对前期制订的减负
工作指导意见进行修改完善。该旅党委书记在讨论时说：
“我们要坚持用新修订的《纲要》规范基层秩序，着力破除
任性随意、守成守旧观念，逐步形成官兵守规矩、工作讲章
法、建设有秩序的基层建设新局面。”

解放思想，锐意创新。据介绍，这次网上培训，
该旅及时梳理汇总参训学员提交的百余个问题，结合
新修订的《纲要》寻找破解办法、探索建设规律，既加深
了官兵对《纲要》的理解，也提升了基层的抓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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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佳
豪、特约通讯员皇甫秉博
报道：“新时代基层建设
应当坚持听党话、跟党
走，能打仗、打胜仗，法纪
严、风气正的标准……”2
月下旬，第 77 集团军以
在线网课的方式，组织官
兵学习新修订的《军队基
层建设纲要》。
“我们计划利用网

课，让学习活动覆盖全
体官兵。”该集团军领导
告诉记者，新修订的《纲
要》鲜明立起了新时代
军队基层建设的政治标
准、打赢标准和作风标
准，必须贯穿到基层建
设的各个方面。为此，
他们采取网上授课、在
线答疑、发帖互动等方
式，帮助官兵加深对新
时代基层建设标准的理
解掌握。
“全面锻造听党话、

跟党走的过硬基层，具体
到基层应该怎么做？”记
者旁听网课看到，一名基
层干部在线提问。随即，
该集团军一名有着多年
党务工作经验的机关干
部留言：“对于基层党支
部而言，就是要抓实思想
引领、强化组织功能、建
强骨干队伍、发挥好群众
组织作用。”据该集团军
领导介绍，为帮助官兵加
深理解，他们专门安排有
丰富基层抓建经验的干
部担任“客座教员”，在线
回答官兵提问。

发生在基层的一件
件身边事，也成为官兵
热议的话题。“随着近年
来各级持续纠治‘微腐
败’，基层风气越来越纯
正。”在“全面锻造法纪
严、风气正的过硬基层”
章节的讨论交流区，某

旅士官曹云飞的留言获得众多点赞。该集团军一名领导
也专门跟帖：“法纪严明、风气纯正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
统。相信随着新修订的《纲要》实施，一定能够为基层建设
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证。”

严格落实新的军事训练大纲，保证训练“四落实”；深
入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搞好小培训、小竞赛、小观摩……
认真学习新修订的《纲要》中军事训练的有关要求后，某
旅连长洪亚斌主动在网上“晒”出自己的工作思路。他
说：“新修订的《纲要》要求按照对战斗力的贡献率统筹各
项建设，我们必须坚持基层一切工作为打赢服务，不断提
升连队战斗力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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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冯程报道：“在此次教练
员选拔考核中，我们有 3名新兵成功当
选。”2月下旬，笔者在第 78集团军某旅
警卫勤务连采访时，该连连长陈圣力介
绍，这次教练员选拔采取个人申请、考
核竞争等方式，连队打破常规，不搞论

资排辈，将新兵也列入选拔范围。
当选手榴弹投掷课目教练员的新兵

高英宽，入伍前是一名体育特长生。入
伍后，他的手榴弹投掷成绩在连队多次
领先。笔者在训练场看到，高英宽边讲
解示范边纠正战友的错误动作。新兵齐

世澳每次投掷，弹着点都偏离地环靶靶
心。高英宽结合所学的知识，为他讲解
投掷技巧，小齐很快掌握了动作要领。

同是体育特长生的新兵张意涵，成
为连队体能课目教练员。为提高教学
质量，张意涵按照新大纲要求，对官兵

的身体力量、柔韧度、协调性等指标进
行分析，指导战友结合自身体能状况选
择不同的训练组合。

开放气道、胸外按压、重建呼吸……
在战场救护课目训练场上，大学生新兵
黄文卓结合自己所学的临床护理专业
知识，为战友讲解战伤救治方法。担任
该课目教练员的他，将操作步骤编写成
一套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的口诀，方便
战友学习掌握。

科学用人、精准施教，助推连队训练
水平稳步提升。经过训练，在旅里组织
的手榴弹投掷和战场救护课目阶段性考
核中，官兵考核成绩优秀率明显提高。

第78集团军某旅警卫勤务连打破常规选拔教练员

新兵武教头脱颖而出

本报讯 安贵明、王晓锋报道：5
公里武装越野刚结束，轻武器实弹射击
马上展开……前不久，河东大地春寒料
峭，武警运城支队某训练场却是一派火
热的练兵景象。数十名基层教练员在
近似实战的环境下专攻精练，着力提升
组训施教水平。

“部队训练好不好，实战能力强不
强，教练员的能力素质是关键。”该支队
领导说，他们把提升教练员队伍的教学
组训、指挥技能、示范示教能力作为重
点，严格按照新大纲要求，开展实战化
练兵活动。
“在日常训练中必须强化官兵的实

战意识。”该支队领导说，他们精心设置
逼真战场环境，采取红蓝对抗的方式，
构设“绑架人质”“冲闯营区”等突发情
况；组织战斗班练指挥、练组织、练协
同，着力提高教练员队伍的实战指挥能
力；擒敌教练员结合人体构造，详细讲
解一招制敌的动作要领；体能教练员则

围绕速度、耐力、爆发力等方面，为官兵
讲解科学的训练方法。

实战化的训练背景、极限化的训练
内容、科学化的教学方法，让参训的教
练员直呼过瘾。该支队领导说：“教练
员队伍强训强能，必须严抓每个课目的
组训施教，努力突破制约战斗力生成的
瓶颈，立起实战化训练的鲜明导向。”

武警运城支队紧贴实战提升官兵组训施教水平

基层教练员沙场淬火

3月3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侦察分队组织侦察车展开与撤收训练，锤炼官兵

协同作战能力。 丁 磊摄

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室内练兵士气高
2月下旬，武警上海总队机动

二支队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的基础上，采取“小场地拓展、小器

材组合、小群组施训、小情况对抗、

小难题攻关、小软件模拟、小指标

检验、小鼓动激励”的“八小”练兵

模式，灵活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

上图：利用武装打击机器人开

展室内搜索突击训练。

右图：利用实景沙盘推演开展

模拟情况处置演练。

谢乐威摄影报道

本报讯 张熙平、赵芝洪报道：高
效分类伤病员、医疗组隔离救治、治愈
归建……连日来，西部战区总医院结合
一线抗疫经验，围绕探索战场医疗救治
新模式展开实战化训练。

该医院聚焦“快速反应、精确救治”
目标，设置高原地区、恶劣天候等练兵
条件，围绕伤病员分类、医疗救治、医技
保障、物资管理、伤病员后送等课目展
开演练。针对以往伤病员病例设置单

一的问题，他们加强作战地域常见病、
多发病等综合救治训练；针对疾病传播
方式多样化的特点，他们打破原有野战
医疗队编成限制，将人员、装备细分为
多个功能单元，根据病种设置组室，使
救治力量调配更加科学高效。为解决
传统作业分类效率低的问题，他们科学
设置分类系统、精简优化分类流程、构
建信息管理模块，提升伤病员分类效
率，为精准隔离治疗争取时间。

“根据抗疫前线医院运行模式，我
们采用信息化手段，提高伤病员救治、
智能物资管理能力。”据该医院领导介
绍，此次实战化训练中，他们整合医院
特色优势，划分单元、设立组室，并利用
移动信息载体将伤病员电子数据准确
传递至医疗组，旨在探索战场医疗救治
新模式。此次实战化训练结束后，该医
院及时汇总梳理 3类 19个具体问题，完
善方案预案 12个。

西部战区总医院探索战场医疗救治新模式

科学提升伤病员救治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