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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4月 13日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互致贺电，庆祝中印尼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印尼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建交 70年来，双边关
系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两国关
系定位不断提升，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共
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密切配合，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

地区和全球的繁荣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在双边、

地区和多边层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合
作潜力巨大。中国将继续同印尼同舟
共济，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我高度重视
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佐科总统一道努
力，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
内涵，为地区发展增添新助力。

佐科在贺电中表示，印尼与中国拥

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纽带，两国领导人
和社会各界交往密切，铸就了牢固的友
谊。两国关系历经70年，已日臻成熟，这
是印尼和中国取得的显著战略性成果。
两国在各领域不断创造合作机遇，造福
了两国人民，值得双方引以为傲。在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双方秉持合作
精神，必将推动两国不断发展和繁荣，为
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

就中印尼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互致贺电

本报北京4月13日电 特约记者
莫小亮报道：据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
介绍，根据年度计划安排，中国海军组织

辽宁舰航母编队跨区机动，于近日航经
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南海有关海域开
展训练，这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今后中国海军
仍将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演训活动，加
快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

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组织跨区机动训练

本报讯 记者赖文湧、通讯员朱艺
森报道：阳春三月，东部战区陆军某防空
旅为检验新战法组织了一场战备演练考
核，考官席上坐着 16名身着不同颜色迷
彩服、佩戴不同军兵种标识符号的官
兵。他们对目标搜索、跟踪制导、抗电磁
干扰等环节进行分析验证，一针见血地
指出问题并提出建议，有效助推战法成
果进一步改进完善。
“这些特殊考官都是在演训场上与

我们针锋相对的对手，让我们吃过不少
苦头。”该旅领导告诉记者，他们为检验
自己探索的多项战法成果，与空军某部
进行红蓝对抗演练，结果这些战法没能
发挥应有的作战效能。随后复盘中，蓝

方飞行员翟庆祝一口气指出该旅战法中
存在的多个问题。
“经不起实战检验的战法，再多再好看

也是虚招。”该旅党委清醒地认识到，战法
效果如何，对手最有发言权。改革调整后，
他们借助新体制优势，与航空兵等军兵种
兄弟部队沟通协调，采取领导推荐与能力
评估相结合的方式，遴选一批陆空对抗有
经验、战术研究有章法的蓝方骨干，嵌入战
法研究全过程，双方共同研讨改进新战法。

如今，空军航空兵部队指挥员、飞行
员坐上考官席成为常态。在此基础上，
该旅还利用对抗训练、任务推演、野外驻
训等契机，邀请更多军兵种蓝方骨干来
队指导训练、列席党委议训会，建立常态

沟通联络机制。
请来对手掐“虚花”，战法研究结“实

果”。自某新型导弹列装以来，该旅导弹
一营发射 20余枚导弹均命中目标。但
在一次对抗演练中，来自空军某部的蓝
方骨干肖双翼当面指出该营制导雷达操
作问题，宣布“抗击无效”。肖双翼结合
战斗机机动特点提出战法改进建议，营
长范鹏辉虚心采纳意见，带领官兵摸索
出判定、捕捉目标的最佳时机，让战法更
加贴近实战。据了解，在蓝方团队的帮
助下，该旅果断剔除了作战背景设想简
单、分析判断脱离实际的虚招，4类 11项
战法成果通过理论论证、推演评估、升级
完善、演练检验后正式进入旅战法库。

东部战区陆军某防空旅将对抗检验向战法创新延伸

蓝方团队坐上红方战法评估席

编者按 今年初，习主席签署中央军委 2020年 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强调要突出对抗
检验，“创新对抗方式方法，完善检验评估体系，实际检验作战概念、作战方案、作战指挥、作战力量、作战
保障，促进备战工作落实”。

谋胜之道，贵在求实。各级必须从实战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千万不能让战备训练成为花架子，
不能让演习演练流于形式。东部战区陆军某防空旅党委在战法成果落地之前，请来对手当考官，将对抗
检验向战法创新延伸，把不符合实战要求的虚招淘汰出局，体现了“把问题暴露在战争来临之前”的忧患
意识和责任担当，值得肯定。

3月底，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医
院一场别开生面的政治教育课上，一
份特别的教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是该院参加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张久聪的“火神山日记”。
“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个生日注定

会让我铭记一生。在这个被万千逆行
者护佑着的国家，在这片无数人用热
血浇灌过的热土上，一群勇往直前的
白衣战士，撑着生命之船，守望期待
着，迎接胜利的曙光。”

台上，科室主任于晓辉声情并茂
地朗诵张久聪的“火神山日记”；台下，
官兵端坐静心沉思。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中心先
后抽组400余人分4批次支援武汉。以
此为契机，该中心以疫情任务为载体，
深入开展群众性教育活动，发动一线官
兵撰写心得体会，在强军网开辟“‘疫’
线心声”专栏，区分医疗、护理、洗消、通
信、警卫、驾驶等不同专业，建立“抗疫
英雄资源库”，为各单位开展教育提供
鲜活素材。

两个多月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
队抵达武汉。面对镜头，医疗队队员
马凌铿锵有力，喊出“疫情面前，中国
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的铮铮誓言。
随后，马凌投入到火神山医院重症监
护病房的战斗中。他用行动践行誓言
的事迹，在官兵中口口相传，成为大家
学习的榜样。

一个榜样就是一座前进的航标，
一个典型就是一本生动的教材。春日
的青藏高原乍暖还寒，某团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战备训练，训练场上热
火朝天。连长吴洋涛与马凌相识，谈
起身边的典型，他颇为自豪：“典型就
在我们身边，虽然战场不同，但我们的
战斗精神一脉相承。”

这些天，被各大媒体报道的军队
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张艳的故事，成
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张艳的
父亲张大权在战争中牺牲，被中央军
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作为英
雄的女儿，张艳战斗在泰康同济医院
感染十科，像父亲一样冲锋在一线。

一个个动人的瞬间、一幅幅感人
的画面、一句句暖心的话语……该中
心围绕战“疫”中的感人瞬间，开展线
上交流和网上评议活动，并按照“预设
讨论专题、编辑经典瞬间”的思路，创
作抗疫主题歌曲《守望爱的春天》，通
过官兵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大家自我
教育，受到启发。

连日来，该中心通信专业学兵在
高原腹地组织岗前集训，收到火神山
医院通信技师、二级军士长辛向阳的
来信后，战士们学习训练的劲头更足
了。新战士王晓东表示：“我要像老
班长一样，奋力前行，在平凡的岗位
上建功立业！”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分享抗疫一线官兵心路历程，建立“抗疫

英雄资源库”—

与“疫”线勇士共成长
■雷大伟 本报特约记者 刘一波

他山有攻玉之石，身边亦有无穷

宝藏。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摸得着，可信；

与自身所处环境相似，可学。无论是张

久聪的“火神山日记”，抑或是马凌的

“誓死不退”，还是张艳“像父亲一样冲

锋”，这些都是鲜活、直接、具有感召力

的教材。

感动就在身边，典型并不遥远。西

宁联勤保障中心从抗疫一线任务部队

中挖掘资源，在教育中区分不同专业，

建立“抗疫英雄资源库”，让身边典型的

战“疫”故事走进教育课堂，引导官兵在

感悟典型精神中把握人生真谛，在追寻

典型成长足迹中找准人生坐标，打动人

心，给人启迪。

感动就在身边 典型并不遥远
■李 钊

本报讯 徐腾跃、记者李建文报道：
“今天我入党啦，像你当年在战斗间隙火线
入党……”空军官兵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自创的歌曲《火线入党》，被上传到空
军部队“先锋书吧”线上平台后“火”了起
来。据悉，从 2017年至 2019年，空军党委投
入资金，统建 180 多个集党史教育、理论学
习、思想互助为一体的“先锋书吧”，成体系
打造基层党员提升政治能力、加强党性锤
炼的新阵地。

据空军政治工作部有关人员介绍，过去
基层党员学习教育存在资源分散、模式固
化、形式单一，特别是智能化信息化手段用
而不活等问题。为增强空军部队基层党建
工作的时代感，抓好基层党组织理论武装，
提高广大党员党性修养，空军在基层单位统
一建设了“先锋书吧”，以“互联网+党建”融
合理念推进基层建设。

据了解，“先锋书吧”划分为党建主题
区、电子阅读区、宣传教育区、纸质阅读区以
及专项活动区，有 2万余册图书、上百个阅
读席位，还有海量数字图书实时更新，实现
了“书吧+课堂”“书吧+活动”“书吧+培训”
等功能拓展。和传统阅读场所不同的是，
“先锋书吧”建立了以党建宣传栏、电子学习
屏、数字移动端为主的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通过网上“推门听课”集中式教育、互联网党
课自助式学习、手机 APP定向式推送，增强
党员学习教育实效。

作为部队开展主题教育、深化特色教
育的重要平台，空军各基层部队借助“先锋
书吧”开设线上党员互动栏目，实现思想交
流“零距离”。同时，“先锋书吧”链接引入
党刊和党建图书等资源，并依托大数据平
台，分析用户检索频度、借阅动态，形成多
样化、个性化选择套餐，进一步提高了党员
学习教育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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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防护装备，跑进病房，投入抢
救……在武汉泰康同济医院，他每天坚
守 ICU病房，为挽救每一位危重症新冠
肺炎患者而战斗。

有创辅助通气，快速开放气道……
一位呼吸衰竭的患者被成功救治。
这位早已习惯了从死神手里抢救生
命的“硬核战士”，就是军队支援湖北
医疗队队员、该院重症二科主治医生
林晨。
“外科医生必须有与死神掰手腕

的勇气与担当。”林晨淡定地说。

一次，“警报”拉响：一位老年患者血
氧饱和度突然下降，生命危急！

紧急关头，林晨为患者开放气道，建
立深静脉通路。此时，患者已没有意识，
林晨只能在无透视、无造影情况下，与队
友杨玉辉一起进行“盲穿”。凭借经验快
速打通“生命线”，他们成功将患者从死
亡线上拉了回来。

每一次抢救都惊心动魄，唯有拼尽
全力才能化险为夷。气管切开术是感染
风险极高的操作，稍有不慎极易被感染，
但林晨与战友从未退缩。

“患者痰堵严重、呼吸窘迫，赶快抢
救！”那天，一位 80岁的患者生命危在旦
夕，情况危急。林晨和队友立刻冲进病
房，快速经皮穿刺、气管切开……在团队
共同努力下，这名老年重症患者转危为
安。此刻，林晨的护目镜里白色雾气氤
氲，镜屏上满是水迹。

在 ICU病房，几乎每天都上演这样
的惊险时刻。生死关头，林晨和队友总
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病房，迅速拿出应对
方案。
“5床高流量给氧仪器报警！”林晨

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患者床边，只见这位
72岁的老大爷大口喘气，脸色青紫。他
立即检查仪器管道，从吊塔中心供氧出
口到加湿器、一直到患者头部，都没有发
现异常。问题出在哪里？
“口罩！”他赶忙摘下患者口罩。果

不其然，患者的鼻氧气导管在鼻孔外打
折，导致供氧受阻。重新调整管道后，
情况立马得到改善，患者血氧饱和度随
之上升。

为危重患者吸痰、带患者到影像室拍
CT、与战友交流救治经验……在“红区”
坚守的时间里，林晨一刻也停不下来。

突击再突击，冲锋再冲锋。林晨
和重症二科战友组成的“救治突击
队”，始终紧绷战斗弦，随时准备迎接
下一场战斗。
“我们要把能挽救的生命都挽救回

来，不留遗憾！”林晨时常说的这句话，正
是他的心声。

始终处于临战状态
—记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武汉泰康同济医院重症二科医生林晨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通讯员 张文明 田 野
本报讯 记者孔鹏鹏、特约通讯

员李国臣报道：“双手拇指与食指分别
放在髌骨两侧，双手握住髌骨，同时向
上提拉……”4月初，第 82集团军某旅
战士崔彤彤训练时突然膝盖肿痛，指
导员崔嘉玮分析情况后，扫描旅里制
作的《训练伤防治手册》相关章节二维
码，按照视频教程中的方法帮助崔彤
彤缓解伤情。

该旅领导在调研时发现，一些单位
组训不科学、措施不规范，部分官兵预
防意识不强、方法不多，导致训练伤病
现象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备训练

质量。为此，他们邀请相关专家随队教
学、举办讲座，帮助官兵树立“训前主动
防”的意识。同时，他们与多家单位合
作编写《训练伤防治手册》，并制作视频
辅助教材下发至班排。
“防治手册不仅提高了官兵训练伤

预防意识，而且为有效治疗伤病争取了
宝贵时间。”崔嘉玮说，为进一步做好训
练伤防治工作，旅里还引入“军事体育
训练与训练伤防治综合服务系统”，采
集官兵身体基本情况、损伤部位伤情等
数据，分析评估后为官兵提供针对性恢
复和训练计划，增强了组训科学性。

第82集团军某旅科学组训防治训练伤

视频教程助官兵身强体健

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即将到来之际，武警重庆总队

执勤第三支队组织官兵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法》，引导大家进一步增强国家

安全意识，立足本职为维护社会

稳定作贡献。

彭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