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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上旬，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
团 2架反潜巡逻机快速出航，在某海域
上空展开双机协同反潜训练。
“注意！目标区域接近，准备降低高

度！”机长于洋带领的任务机组收到“战
斗”讯息。稳杆、收油门、降速……经过
一系列有条不紊地操作，飞机机动至搜
潜高度。
“声音有异常！方位××，距离××，

有无水面目标活动？”波峰浪谷间，声呐
操作员林文强在对海底目标侦听时发现
可疑声音，急忙向雷达战位发出询问。
“有!”雷达操作员李志的回答，顿时

让林文强紧张起来。
“会不会判断有误？”“噪声是否来自

水面目标？”面对无法判明的情况，林文
强高度戒备、加强研判。
“水面目标航向××，距离××……”

就在林文强研判之际，耳机中又传来李
志报告水面目标活动情况的声音。综合
当日海况、水文条件、目标活动情况等
10余项信息分析，最终林文强确定噪声
来自该水面目标。

循声索“敌”，猎“鲨”继续。5分钟、
10 分钟、15 分钟……时间一点一滴过
去，战鹰在海天之间逡巡“狩猎”。
“有可疑接触！”声呐战位再次侦听

到可疑目标噪声。经任务舱内各战位协
同侦测，发现目标疑似度较高，他们立即
将“敌情”上报战术指挥长刘强。
“在我方××，存在可疑接触，请

你协同配合验证。”收到战报后，刘强
将“敌”方位、运动趋势、目标噪声特点
等信息共享至另一架战机战术指挥长
王社林。旋即，双机协同展开搜潜。
“海底水文条件复杂，相关参考资料

少，海上反潜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要提
升发现潜艇概率，协同反潜是行之有效
的方法。”于洋告诉记者，协同搜攻潜有
效地解决了单机搜索范围覆盖小、研判

目标难等实际问题。
“目标噪声相似度较高，经综合判断

该接触可疑度高，很有可能是‘敌’潜
艇。”王社林向刘强传来简报。通过双机
共享信息、互为印证，他们确定该目标就
是“敌”潜艇，并根据运动趋势，持续对其
跟踪监视……

夜幕时分，反潜战机双双平稳落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紧张的训练

结束了，但任务机组官兵却没有马上解
鞍休息。
“机组发现目标准确率还是不够

高”“反潜课目危险性高，要时刻把控
好各项飞行参数”……在随即进行的
训练复盘中，指挥员的讲评直击问题，
官兵认真聆听，将短板弱项记录在笔
记本上。

与此同时，机场停机坪上数架“猎鹰”
轰鸣，引而待发。地勤官兵在对第二批参
训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和消毒作业后，机组
快速检查接收飞机、开车滑行……一场新
的“战斗”一触即发。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双机协同反潜训练—

联袂出击猎“海鲨”
■秦钱江 本报特约记者 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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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金峰、唐韬报道：“在人工
蜂群算法建模方面，如何运用数学原理
实现推导呢？我有些困惑……”近日，国
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 2016 级学员
钱嘉文通过在线交流的方式，向指导老
师汇报毕业设计课题进展情况。据悉，
该院 64名今年即将毕业学员通过在线
课堂、在线互助、在线监督等“云模式”，
同步开展毕业设计任务。

连日来，该院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访
谈、在线班会等形式对今年即将毕业学
员完成毕业设计任务的情况进行摸底，

了解到学员在查阅书籍资料、指导交流、
跟踪反馈等环节遇到不少困难。

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该院
创新方法，打出“组合拳”破解难题，助
力学员按时保质完成毕业设计。他们
为即将毕业学员及时邮寄教材资料、
建立定期联系机制、科学制订个性化
指导方案，并利用网络沟通、视频会议
等方式答疑解惑；积极推进“在线互
助”，引导相同专业领域学员成立学习
“云小组”，根据毕业设计难度进度互
相“结对子”；严格落实“在线监督”，督

促学员“每日一汇报、每周一总结”，动
态梳理出重点关注对象，加强家校之
间的沟通交流，确保疫情期间学员学
习不断线。

据了解，该院今年即将毕业学员的
毕业设计进度均已过半。“指导老师的在
线指导和保障，以及学员们的在线帮助
等一系列暖心之举，激发了今年即将毕
业学员的信心和动力。”据该院领导介
绍，下一步他们将不断丰富线上教学内
容，创新线上教学手段，助力学员顺利完
成学业。

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创新方法助力学员完成学业

为64名学员开启毕业设计“云模式”

这一场军事比武，通过网络连线，实
现异地同步直播。

镜头这端的“擂台”上，武警河南总
队三门峡支队新兵李泽永摩拳擦掌，准
备挑战兄弟单位创下的反向平板支撑纪
录——31分 04秒。

屏幕那端，驻广西、贵州、湖南、湖北
等多地的武警部队众多官兵，正紧张地
关注着挑战全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尽管已经打
破了兄弟单位的纪录，但李泽永仍在咬
牙坚持。他的双腿微微打颤，淋漓的汗
水顺着他的两颊流下……
“37分 34秒！挑战成功！”裁判员宣

布。
3月 2日，通过视频直播，分散各地

的兄弟单位战友们，见证了李泽永创下
新纪录的“高光”时刻。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影响，官兵因地
制宜，开展线上小型军事比武活动。2月
上旬，武警湖南总队官兵在视频直播平台
上率先发起反向平板支撑训练挑应战，
“线上比武”很快便得到驻各地武警官兵
的响应。从开始的 7分 10秒到最新的 37
分 34秒，纪录屡屡被刷新。新兵李泽永作
为新纪录创造者，赢得了众多战友点赞。
“线上比武”，几家欢喜几家愁。在李

泽永因打破纪录而倍感喜悦的同时，特战
排排长刘斌斌却在“线上比武”中遭遇“滑
铁卢”。在此之前，刘斌斌一直是该支队
400 米障碍课目比武的纪录保持者。然
而，近日北京武警总队一名战友向他发起
挑战，一举打破刘斌斌保持了5年的纪录。
“原本以为自己的成绩很好，没想到

还有比我快这么多的战友。”刘斌斌事后
感叹道。他仔细观摩了挑战者的直播视
频，并制订了强化训练计划，准备下次挑
战再“扳回一局”。
“线上比武”激发官兵线下训练热

情，也引起支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往年

开展群众性大练兵活动，支队各项纪录
的保持者常常都是老面孔，成绩也难有
新突破。时间一久，比武便难以激发大
家挑战自我的内在动力。”该支队支队长
黄中豪告诉记者，“现在基层官兵自发利
用互联网搞部分非涉密课目‘线上比
武’，这是激发大家精武强能热情的有益
尝试，机关应当鼓励并加强引导！”

为此，该支队在严格遵守相关保密
规定的基础上，积极与兄弟单位交流经
验。他们收集整合各兄弟单位年初以来
各项课目挑战纪录，并向全支队官兵下
了一道特殊的“挑战书”——
“蒙眼拆组手枪17秒 53、18米高空索

降 5秒、200米远距离狙击隐藏目标……”
当这道视频“挑战书”公诸面前，该支队官
兵响应热烈，应战热情高涨，练兵动力更
足。该支队各训练课目纪录保持者、各岗
位骨干人才纷纷在训练中给自己加码，并
相继与驻其他省份的武警部队战友展开
更广泛的创破纪录挑应战。

针对 400米障碍、器械练习等课目中
的难点，该支队主动联系兄弟单位的训
练尖子，邀请他们线上讲解训练技巧和
方法，为官兵答疑解惑。

伴随着“线上比武”的火热进行，该
支队还创新线下活动形式，广泛开展各
种小型练兵比武，促进部队整体战斗力
提升。如今，耐力速度竞技、战斗体能对
抗、专业技术比拼等小比武活动开展得
如火如荼，该支队的一项项比武纪录被
接连打破……

上图：特战排排长刘斌斌在“线上比

武”中。 吴保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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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空降兵某旅组织高空跳伞训练，锤炼官兵伞降硬功。 谢程宇摄

习主席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危和机

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新

冠肺炎疫情对部队练兵备战带来了一定

冲击，面对疫情影响这特殊的“危”，我们

要积极转变观念抓住其中的“机”：“危”

是困难、“拦路虎”，也是考题、“磨刀石”，

将疫情当作特殊的练兵环境，当作磨砺

战斗力的战场特情，迎难而上、以变应

变、科学组织，就能“化危为机”，实现疫

情防控和练兵备战两不误。

“危”和“机”的转换需要创新支点，

互联网技术为“化危为机”提供了支撑。

受疫情影响，一些课目训练无法集中组

织，武警河南总队三门峡支队主动应变，

借助网络下达视频“挑战书”、开展“线上

比武”，用视频直播平台巧搭练兵“大擂

台”，突破疫情期间营区封闭管理和人员

不便集中的局限，让更多兄弟部队训练

尖子跨越千里同台竞技、同屏切磋、同步

提高，用“人外之人”的榜样力量和“山外

之山”的更高标准，激励官兵投身练兵备

战热潮。这种应变智慧和进取精神，是

练兵备战“化危为机”的有益探索，值得

借鉴。

练兵备战要善于“化危为机”

短 评 ■王建伟

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3月29日，武警新疆总队喀什支队组织心理行为训练，锤炼官兵血性胆气。

吴 加摄

本报讯 董岸松、特约记者冯金源
报道：3月下旬，在火箭军某旅技术一
营阵管防卫连在线课堂上，指导员张林
龙通过强军网远程直播宣讲新修订的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点位执勤官兵同
步听讲，并通过“弹幕”形式提问。据了

解，该旅在线教学已基本覆盖值班点
位，实现对全旅官兵远程同步授课。
“我们计划利用上网课的形式，让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宣讲实
现全员覆盖。”据该旅领导介绍，单位战
备值班点位十分分散，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不宜集会，《纲要》宣讲任务
比较艰巨。为此，他们坚持“大分散、小
集中”的原则，依托强军网建立音频会
议系统，覆盖所属值班点位，运用网上
授课、在线答疑、“弹幕”互动等方式，帮
助官兵加深对新时代基层建设标准的

理解。他们利用网络交互性强的特点，
在强军网开设专题论坛，引导大家积极
发帖讨论，教员实时在线答疑，促进线
上共学共育。
“过去集中学习，我们要从阵地转

场至营里与大部队集合，费时又费力。
这一次，尝试采取在线直播的方式学习
《纲要》，减少了途中往返，学习效率也
大大提高。”一名阵地哨兵告诉记者，课
前在线签到、课中提问抢答、课后线上
答疑等互动形式，不仅及时解决了官兵
的学习疑问，还有效地活跃了课堂氛
围，促进了《纲要》的新标准新要求在基
层落地生根。

火箭军某旅利用强军网音频会议系统组织《纲要》学习

网课直播宣讲 远程交流互动

本报讯 邱枫、曹斌报道：3月底，
海军后勤部某保障大队汽车勤务队开
展“学纲要、知纲要、用纲要”活动，组织
全体官兵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学习新修
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帮助官兵准
确掌握新时代军队基层建设的基本准
则和依据。

新修订的《纲要》印发后，该保障大
队第一时间将《纲要》内容纳入官兵年
度学习计划。为加深官兵理解，他们梳
理《纲要》中有变化的条目并逐项重点
宣讲，引导官兵弄懂新修订的《纲要》新
在哪里、新要求如何在基层落地生根，
切实让官兵学深悟透。

据汽车勤务队教导员介绍，他们将
新修订的《纲要》学习要点搬到橱窗展板、
LED屏等载体上，让官兵在潜移默化中

加深记忆理解；安排专人收集整理关于学
习宣讲《纲要》的评论员文章和理论文章，
制作成学习资料发到官兵手中，引导官兵
掌握精髓要义；针对学习难点、认识盲点、
理解疑点，组织官兵开展讨论辨析；利用
干部理论学习、党组织会议等时机，组织
官兵围绕新要求、新标准畅谈认识体会，
将《纲要》的相关精神融入工作岗位和日
常训练。据悉，他们近期还准备利用党团
活动时间，组织一批优秀政治教员通过网
络授课等形式解读宣讲《纲要》。

海军后勤部某保障大队多措并举组织官兵学习《纲要》

解读精髓要义 推进末端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