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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行不行、关口把得牢不牢，
直接关系部队官兵生命，关系军队能
否打胜仗，我这个装备‘考官’来不
得丝毫马虎。”快人快语的吴颖霞代表
显得格外干练。

作为常规兵器试验领域的专家、
相关领域技术科技创新人才团队学术
带头人，陆军某基地高级工程师吴颖
霞每天的工作都是快节奏的，是战友
们公认的“拼命三郎”。办公室、实
验室和阵地构成的“三点一线”，基
本是她日常的生活轨迹。“要想团队
‘快起来’，我必须先跑起来’。”吴颖
霞这样说。
“武器装备领域技术飞速发展，没

有紧迫感和危机感，就很难跟上发展步

伐。”在承接某重大课题任务后，吴颖
霞和团队昼夜攻关，白天进行试验运
行，晚上分析和调整参数……利用该课
题成果构建的相关试验系统，不仅使陆
军靶场试验能力得到质的飞跃，还为作
战部队培训了数十名导弹射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围绕陆军

新型武器装备试验与训练需求，吴颖
霞又开始了新一轮科研冲锋。今年两
会，她结合前期调研，准备围绕“加
强军用仿真系统建设”和“加强和完
善训练保障条件建设”两个方面提建
议，为推动实战化演训向更高层次发
展贡献智慧。

吴颖霞代表—

科研攻关当先锋
■於娅娅 本报记者 韩 成

“程序是不是陷入了死循环？”记者
电话采访陆军某工程维护部队技师王全
理代表时，他正与战友探讨解答难题的
思路。尽管已过不惑之年，但为了掌握
新装备、适应信息化，王全理又向新目标
发起了冲锋。
“精武强能呼唤工匠精神。而工匠

精神，则要求我们保持学无止境的心
态。”王全理说，新体制、新装备、新使命
对我们的能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如果
因循守旧吃老本，必然被未来战场淘汰。

去年，团队担负某项施工保障任务，

时间紧、任务重，王全理一头扎到施工一
线，一干就是几个月。面对一人多高的
图纸和大量新设备，他把施工作业图看
卷了边，排除问题隐患 180余项，不仅调
试好了新设备，还整理出大半本设备维
护使用笔记。

在王全理看来，学会一个本领，就相
当于拿下一个阵地。作为一名有着 2０

多年兵龄的老兵，王全理除了自己学，还
想方设法为部队培养更多高素质士官。
过去一年，他在执行任务中调研新课题，
在谈心交流中挖掘活思想，对士兵职业
技能鉴定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我们要不断寻求新知识，用学习力

解锁新技能，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增添动力。”王全理说。

王全理代表—

精武强能打头阵
■谷永敏 本报记者 钱晓虎

和平不可恃，忘战必致危。始终聚

焦备战打仗，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一丝

一毫都不能放松。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

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

聚焦”“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如果离开战

斗力标准，就失去其根本意义和根本价

值”……习主席对练兵备战，对提升我军

打赢能力强调之多、叩问之深、告诫之

重，饱含着深厚的战略考量和殷切的期

望重托。

准备打仗，首先要点燃官兵心中的

狼烟。练兵备战是军人的主责主业和

第一要务，永远不会变，永远不能偏。

如果偏离主责、荒废主业，打仗思想不

牢、战备观念松懈，平时就要出问题，战

时还会“掉链子”。率军者披坚执锐、执

戈者战不旋踵，军队新时代新气象，要

看练兵备战这重要的一项。

实战训练是走向战场的“最后一公

里”。训练越贴近实战，胜战就越有底

气。军人以训练场、演习场为伴，言必虑

打仗、行必抓打仗，应该成为一种工作常

态、学习常态、生活常态。只有紧贴作战

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勤学、深钻、

细研，切实把自己摆到情况内，才能把制

胜机理搞清楚、把部队任务弄明白、把战

场主动权握在手。

任务实践是检验打赢能力的“磨刀

石”。脱离任务实践，就练不成真本

事。要在任务实践中找准每一个影响

打赢的问题、每一个与作战对手的差

距，补齐战斗力建设上的短板弱项，实

现能力素质的大检验、大考核、大提升，

推动练兵备战成果融入任务、对接岗

位、进入战位，努力成为熟悉未来战争

的行家里手，把练兵备战主责主业不断

提升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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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心声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警卫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丛林搜索、按图行进、极限体能等课目训练，有效锤炼官兵打赢

能力。

黄保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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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打仗
不变的核心职能

来自边防的杨祥国代表认为，我军
的核心职能是打仗，备战打仗是军人不
变的使命追求。要按照习主席关于做好
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要求，时刻保持临
战姿态，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
题，真抓打仗的准备。
“波谲云诡的国际态势，时刻警醒我

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做好打仗准备。”结
合此次抗疫斗争实践，陆军指挥学院政
委肖冬松代表谈到：中国正处在由大向
强的关键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
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强化责
任担当，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加快提升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能力。

思想的锈蚀比枪炮的锈蚀更可怕。
“准备打仗，先要点燃官兵心中的狼烟。”
来自第 82集团军的李明代表感慨地说，
这两年，集团军部队深入开展和平积弊
大起底大扫除活动，用新时代军队使命
任务激励官兵，用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
挑战鞭策官兵，切实把战斗队思想立起
来，把战斗力标准落下去，有效强化了官
兵备战打仗意识。

谈及血与火的陆军战史，代表们思
想高度一致：战争年代先辈靠浴血奋战
打出来的尊严，和平时期我们要靠潜心
砺剑、真抓实备去捍卫。

真打实练
永恒的胜战灵魂

2018年夏天，一则陆军“考军长”的
新闻轰动一时。这是陆军体制编制调整
后，13个集团军军长接受的首次战役指
挥能力大考，也是陆军聚焦备战打仗，狠
抓以考促训、以战领训的重要举措，立起
了“练兵先练将”的鲜明导向。
“指挥员以上率下真打实练，官兵心

中的胜战之火升腾不熄。”谈及陆军实
战化训练的新发展新面貌，曾亲历考核
的陆军副司令员黄铭代表信心笃定：这
几年，从苍茫大地到碧海蓝天，从白山黑
水到南国密林，陆军高密度、大强度开展
联合实兵演习、使命课题专攻精练，联合
作战指挥能力、快速反应能力、慑敌制敌

能力大幅提升。
执干戈以卫社稷。翻开一份关于陆

军参加中外联合演习的材料，细数陆军
练兵备战的铿锵步履，陆军航空兵学院
院长黄克超代表连连感叹，练兵维度、数
量规模拓展的背后，是部队练兵备战水
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实战化“考、
比、拉、演、评”和联合实兵演练表明，新
时代的中国陆军将更加开放自信。
“一支瞄准一流、矢志强军的军队，

必然要具备世界眼光和国际思维。”某工
程设计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曹国侯代表感
到，作为新时代的战场工程设计研究者，
要时刻紧盯世界军事科技前沿，透析制
胜机理，深入研究对手，体系思考数字化
战场、无人化战场等未来战争形态下战
场设施建设发展问题。
“卫勤力量既是保障力也是战斗力，

对‘平时保健康、战时打胜仗’起着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来自陆军军医大学的
蒋建新代表对军队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的表现感受尤深，“加快推进打仗型卫
勤力量建设，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摔打锤
炼卫勤队伍，也是更好地保障聚焦练兵
备战、建设新型陆军的迫切需要。”

创新驱动
转型的必由之路

苍茫大地，新型合成营模块化嵌入
陆军作战体系，实现作战指挥多源感知、
作战要素高度融合；广袤蓝天，空中突击
部队破茧成蝶，为新型陆军建设插上了
腾飞的“钢翅”……

谈到近年来陆军转型建设的可喜变
化，陆军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明孝代表认
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必
须更加注重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加注重
前沿知识摄取，力求理论与实践、知识与
时代、能力与需求有效衔接、快速转化。
“科研工作要全部聚焦到备战打仗的

主责主业上来。”陆军装甲兵学院教授王
海斗代表说，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积极
投身陆军新型作战力量创新发展责无旁
贷，要牢牢扭住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这个战
略基点，不遗余力地探索高技术领域，为
陆军转型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谈及陆军新质作战力量建设，第 78
集团军某旅连长降巴克珠代表认为，“比

装备转型更紧迫的是思想观念转变。”在
日新月异的军事变革中，陆军的地位作
用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要破除守旧
思想做法，真正跳出思维定势窠臼，必须
树立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
合制胜等现代战争理念，这样才能确保
陆军有机融入联合作战体系，提高陆军
对全军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贡献率。

创新驱动，转型的必由之路。陆军
代表纷纷表示，一定牢记习主席嘱托，按
照打赢信息化战争、智能化战争的新要
求，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
打仗，依靠科技创新转变战斗力生成模
式，推动陆军加快转型、整体重塑、跨越
发展。

★ 2015年 12月 31日，北京八一大楼。习主席将军旗郑重授予陆军并致训词，嘱托陆军全体官兵要弘扬陆军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适应信息化时代陆军建设模式和运用方式的深刻变化，探索陆军发展特点和规律，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
的战略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领导管理，优化力量结构和部队编成，加快实现区域防卫型向全域作战型转变，努力建设一
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

回忆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陆军代表豪情满怀：近 5年来，陆军官兵学习贯彻统帅训词，始终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
务，紧紧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努力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向着现代化新型陆军
阔步迈进。

一切为打赢，一刻不松懈
■本报记者 钱晓虎 韩 成

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在西北大漠开展实弹演练，检验部队实战能力。 徐 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