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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弘源、特约记者张能
华报道：脚步快，脑子转得更快。办公
桌上的台历告诉某信息通信基地某旅
旅长黎鹏，这一天是他当突击队长的
第 80天；悬挂在墙上的“机动信息港”
课题推进图提醒他，这一天还有一堆
工作需要完成。

这一天，是 5 月 15 日。从早上 7
点 40分走进办公室，黎鹏一直忙到晚
上 11 点半才回到宿舍。从会议室到
训练场，从作战室到装备试验现场，他
四处奔波，和大家一起破解战斗力建
设难题。

该基地今年组建了 14支突击队，
黎鹏是队长之一，他的一天也是所有
突击队队长的工作常态。该基地是我

军信息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翻阅其
课题实施方案，记者看到，他们紧盯制
约信息通信战略支援保障能力生成的
矛盾问题，采取“定主责、大联合”方
式，组建跨网互联、机动信息港等 14支
突击队，强力推进年度重大军事课
题。突击队长全部是主责单位的军事
主官，突击队员是打破单位建制抽选
的百余名复合型骨干。

2月 26日，各突击队长接到任命，
迅速进入状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他们及时调整工作方式，建立协调联
络、检查督导等机制，梳理课题进展、
矛盾问题，上下合力扫除“拦路虎”。
该基地综合网管突击队因疫情无法外
出调研，队员们与相关企业 11次召开

视频会议，讨论确定课题技术架构，同
时在营区构设课题攻关环境；公共信
息服务应用突击队把课题攻关取得的
阶段性成果用于抗疫，抽组骨干为全
军 30多家单位开通“云视频”，各单位
“一键点击”就能组织桌面会议、远程
会诊；抗疫期间，全军官兵通过强军网
加强“慕课”学习，视频需求猛增，网系
优化突击队加班加点优化全军网系资
源，及时满足官兵学习需求，使课题攻
关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充分利用时间，才能掌握工作主
动权。记者在该基地 3 月份专项工
作月报上看到，14个重大课题总体进
展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全部扎实有效
推进。

某信息通信基地紧盯使命任务争分夺秒抢抓战斗力建设

组建突击队强力推进年度重大课题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到 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
能力有大的提升”。能否如期完成这一目标任务，事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能否如期推
进、按时完成。

防疫须臾不可懈怠，抓战斗力建设片刻不能松劲。如今，离 2020年 12月 31日，满打满算只有 200
多天。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战斗力建设的特殊之年，能否如期实现目标，不是选做题，而是必答
题。某信息通信基地组建突击队，强力推进年度重大军事课题，在抢时间中抢战斗力。

本报讯 苏星、记者郭晨报道：近
日，军委后勤保障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军队委托地方代理机构采购试点的通
知》，在空军、联勤保障部队、军委机关事
务管理总局、武警部队等单位采购部门，
开展军队委托地方代理机构采购试点。
军委后勤保障部采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引入地方优质采购力量协助军队
组织采购活动，将补强军队采购力量，提
高采购质量效益。

试点明确，利用一年时间分筹划部
署、组织实施、完善推广三个阶段推进，
按照“积极稳妥、充分竞争、规范运行、安
全保密”原则，对非涉密采购项目委托地
方代理机构实施采购，探索代理机构的

入围、使用和管理工作，严把入口关、使
用关、考核关。通过试点发现问题、总结
经验、研究对策、完善办法，为全面推开
军队委托地方代理机构采购打牢基础。

代理机构入围方面，试点单位采购
管理部门指导采购服务站，根据委托需
求，招标确定一定数量入围代理机构及
代理服务费标准，签订服务框架协议；组
织入围代理机构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
学习军队采购法规和工作程序，经考核
合格的人员方可承接军队采购业务。

代理机构使用方面，采购单位提报
采购需求时提出委托要求，对项目进行
脱密处理；采购服务站根据项目情况，从
入围名单中自行选择或随机抽取代理机

构，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代理机构拟制采
购文件和合同建议方案草案，在采购服
务站办理入场登记，在采购服务站指导、
监督下，按照军队采购有关规定、依托军
队采购平台、在指定的场所组织实施采
购活动。

代理机构管理方面，采购单位和采
购服务站对代理机构服务情况进行评
价；采购管理部门对代理机构工作情况
进行监督和考评，一旦出现违规问题进
行相应处罚。

委托单位要落实采购主体责任，强
化对委托项目和代理机构的管理监督，
加强采购文件、合同草案审核和评审现
场管理，对采购过程和采购结果负主责。

军队委托地方代理机构采购试点稳步推开

距实战越近，离打赢越近。
2018 年 1 月 3 日，中央军委隆重举

行开训动员大会，习主席一身戎装向全
军发布训令。此后连续两年，习主席签
署的中央军委年度 1号命令，都是向全
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习主席亲力亲为、以上率下，为全军
实战化军事训练指明了方向。来自不同
战位的军队代表委员纷纷表示，坚决落
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始终把备战打仗作
为第一要务、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
持续掀起实战化军事训练热潮，全面提
高新时代打赢能力。

突出以战领训：用

“战场需求”牵引实战

化训练

“以前我们讲实战化训练，是端起枪
来再瞄靶，琢磨的是枪的事。现在，我们
先要问一问靶子是不是科学、环境是不
是逼真？”在陆军某基地高级工程师吴颖
霞代表看来，无论“靶子”还是环境，都应
围绕战场需求而设计。

用“战场需求”牵引实战化训练，来自
第82集团军的习朝峰代表感受到了实实
在在的变化。“现在，不仅训练关系变了，训
练地域也变了。”他所在的陆军某防空旅，
与空军某部驻防在同一个地方，但多年来
交流很少。如今，联合训练、对抗演练已成
为两支部队的训练常态。“奔赴千里之外的
陌生地域进行跨区演练，接受复杂电磁环
境、特殊地理环境、极端天候条件的多重检
验，对防空旅官兵来说，也越来越普遍。”

突出以战领训，常态组织空中实兵
演练，来自空军某基地的许利强代表感
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现在，模拟作战对
手变了，目标障碍设置、导调员知识结
构、蓝军战法运用等内容，都要跟着变。
打赢未来战争，我军的实战化训练必须
‘实’于战场需求、‘化’于战场需求。”

许利强代表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
所在基地组织的空军“红剑”“金头盔”
“金飞镖”“蓝盾”等实战化演练，已成为
提升部队战斗力的“磨刀石”。
“我们就是要用实战化训练将部队

战斗力的刀刃打磨得更锋利！”在许利强
代表看来，在实战化环境中练就的硬功
夫，才是走向未来战场的“通行证”。

突出体系练兵：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春末夏初，从闽南大地到太行深

处，从塞北草原到东海之滨，重型合成
营雷霆出击、山地合成营动若风发、两
栖合成营战风斗浪、空中突击合成营凌
厉攻防……我军练兵场上各类新型合
成部队频频亮相，密集展开实战化练
兵。这些演练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注重体系支撑。
“现代战争，战场空间在陆、海、空、

天、电、网等全域展开，我的一个深刻感
受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来自海军
陆战队的孔军代表说。组建 3年来，从
“两栖”到“多维”，孔军所在的钢铁劲旅
在改革浪潮中脱胎换骨，被誉为“陆地猛
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

陆上，海军陆战队某部远程立体机
动至高原某地域后，未经调整就展开险
难课目演练。水下，海军陆战队某部“蛙
人”挑战心理和生理极限，从幽冷、高压
的鱼雷管中爬出。空中，海军陆战队某
部飞行员驾机主导立体突击，让火蓝刀
锋真正“插上钢铁翅膀”。
“真打实备，体系融合是必过的一

道坎。”第 73 集团军政委杨诚代表告
诉记者。融合好了，就是“最强大脑”
“三头六臂”；合不起来，就是各自为
战、一盘散沙。以陆军合成营为例，不
仅编有步兵连，还涉及坦克、榴炮、工
兵、防化、电子、侦察等专业，且与空
军、炮兵群建立直接支援关系。如果
不能真正融合起来，上了战场是难以
制胜的。
（下转第三版）

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军队代表委员热议锲而不舍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

■本报记者 钱晓虎

一名从地方大学毕业进入部队的
年轻军官，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事业发展势头良好，却两次选择
“从零起步”。他就是全国人大代表、
陆军研究院某所助理研究员王海龙。

王海龙的第一次“从零起步”是在
2009 年。那年，他完成计算机专业硕
博连读后再次回到部队。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王海龙
开发了一款名为“初芯”的处理器，在
国内计算机领域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13篇。因学术成果丰硕，王海龙一毕
业，上级机关、科研院校纷纷向他伸
出“橄榄枝”。

王海龙却选择到基层锻炼。“很多
人说高学历干部过不了基层关，我就
想挑战自我。”面对质疑，王海龙态度
坚决。

选择之后是坚守。王海龙在排
长、指导员、教导员等一线带兵岗位扎

扎实实摸爬滚打了 8年。他的老领导、
某旅副旅长张磊说：“王海龙发挥自身
优势，带出的战士中，提干、考学、立功
和返乡成功创业者比比皆是，他自己
多次立功受奖，还带动一大批高学历
干部扎根基层、干事创业。”

8年基层锻炼，王海龙收获诸多荣
誉，当选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出人意料的是，2017年，已在陆
军某旅机关任科长并面临晋升的王海
龙再次选择“从零起步”——

某新组建科研单位急需熟悉基层
又精通计算机专业人才的消息，在王
海龙心底激起阵阵涟漪。报不报名？
去，事业只能重新起步；不去，则与自
己的“初芯”梦想擦肩而过……经过一
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郑重地向组织
递交了申请。

一年后，王海龙更换了军衔、领
花，开始了新的冲锋。此时，王海龙的

同学大多已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而他因为半路转改，只能评定为中级
职称。对此，他看得很淡——
“1 公斤粉末金属硅价格仅几元

钱，但它一旦加工成硅片甚至做成集
成电路，价值却能扩大千百倍。”王海
龙说，“机会需要自己努力创造，我能
做的就是，瞄准目标、脚踏实地，努力
实现军人价值的最大化。”
“清零”的背后是自信，自信的

背后是担当。到新岗位时间不长，
王海龙发挥专业特长和基层经验优
势，参与大数据建设、军事需求牵引
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论证，很快
成为科研骨干。如何让科研更好地
为战斗力服务，是他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王海龙说，他将在今年两会
上提出相关建议。

左图：王海龙参加座谈研讨。

易 芳摄

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研究院某所助理研究员王海龙—

两次从零起步 一种情怀担当
■段君奉 本报记者 钱晓虎

博士毕业后，面对基层建设需要，

他选择扎根基层；到机关工作后，面对

科研事业需求，他又选择搞科研。王

海龙的转型足迹，是成千上万投身改

革、逐梦强军的优秀官兵的缩影。

改革大潮中，很多官兵都要经历

“换羽”之苦、“清零”之痛。是知难而

进，还是犹豫不前？王海龙说：基层条

件艰苦，却能磨炼意志；科研岗位平

凡，却能放飞梦想。惟有始终站在攻

坚克难的第一线，才有机会领略强军

征途上最绮丽的风光。

采访手记 ■钱晓虎

本报讯 黄琪渊报道：4月下旬，解
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围绕新修订的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结合单位建设实
际，出台了党委加强基层建设职责清单、
机关服务基层措施办法等一系列基层工
作指导性文件。该中心领导介绍，这是
他们开展“课题式调研”带来的成果，为
党委机关按纲抓建提供了实在管用的工
作指南。
“按纲抓建不能凭经验立靶子、凭

印象定路子，必须结合单位实际情况有
的放矢、精准发力。”为此，该中心成立
由政治协理员、科室支部书记组成的 6
个专题课题组，围绕基层组织建设、基
层自主抓建等方面展开课题式调研。

调研过程中，他们深入基层一线，通过
问卷调查、座谈讨论等形式，梳理出“如
何发挥组织功能”“如何建好骨干队伍”
“如何搞活思想教育”等官兵普遍关注
的 13 个重难点问题。调研结束，他们
趁热打铁，围绕收集的 100 多条意见建
议修订完善抓建基层计划，切实做到调
研一个课题，解决一类难题，推动一项
工作。

此外，该中心还建立试点情况会
商、定期学习交流、常委蹲点帮带等
5 项机制，设置理论学习、辅导宣讲、
经验交流等具体落实环节，坚持边探
索、边总结、边完善，促进按纲抓建有
效落实。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着力

破解基层建设难题

“课题式调研”助力精准抓建
当下，很多单位都在落实新修

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努力探

索抓建基层的新路子。抓建基层，

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可以，但万万

不可“抄作业”。

为加强新时代基层建设，机关

往往会转发一些先进单位的经验做

法。对于先进经验，基层单位可以

结合自身实际，吸收借鉴，取长补

短，为我所用。倘若一味“拿来”，不

加分析，照搬照抄，则可能导致“水

土不服”，甚至贻误自身发展。

“抄作业”，反映的是一种懒惰

思 维 ，也 是 一 种 不 负 责 任 的 表

现。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学习借

鉴只是一方面，带兵人应坚持把

工作重心放在基层，认真分析本

单位建设的特点规律，努力探索

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有利于战

斗力建设的新路。那种动不动就

想着“抄作业”的做法，很难锻造

出“三个过硬”基层。

借鉴不是“抄作业”
■田 哲 冯晋鲁

5月13日，空军某基地组织

跨昼夜飞行训练。

徐晨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