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2要 闻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 星期一 版面编辑/严德勇 郭萌 许敏

本报讯 王雪振、记者李蕾报道：5
月中旬，南疆军区某部干部董文凯的儿子
董旭，从偏远地区小学转学到驻地优质小
学就读。至此，在南疆军区党委大力推动
下，所属部队的 200余名随军子女全部进
入优质中小学校就读。

南疆军区部队驻守喀喇昆仑、帕米
尔和藏北高原，官兵大多坚守高寒边防
一线和艰苦偏远乡镇，驻地可依托社会
资源有限、教育水平落后、师资力量匮
乏，军人子女入学难等问题长期困扰官
兵家庭。“再苦不能苦军娃，军娃上学不
能‘将就’。”南疆军区党委始终把军人子
女教育作为大事来抓，紧紧抓住军娃入
托入学这个关键点，下大气力为军娃创
造良好教育环境，打造衔接有序、保质保
量的“优教工程”。

他们每年利用寒暑假时期，全面摸
排掌握军娃入学需求，拉单列表因人施
策，对达到入学年龄和在偏远地区学校
就读的，及时普查登记、不落一人；抽组
精干力量，紧盯军人子女入学转学等“挠
头事”，积极与驻地教育部门和优质学校
协商，统筹协调入学事宜。他们还依据
军人优待政策，修建了 7所幼儿园，先后
出台《军人子女入学问题解决方案》《关
于军人子女教育优待问题的说明》等文
件，为有效解决官兵后顾之忧打下坚实
基础。

为给边疆军人子女创造良好成长环
境，南疆军区积极利用寒暑假时期，广
泛开展“特长培训班”“军娃入军营”等

活动，在军人晋职晋衔、立功受奖等时刻，让军娃上观礼台共享父辈荣光，增
进情感认同。据统计，近年来，南疆军区军人子女入学率达 100%，累计有 60
余名军人子女考入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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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装甲分队开展战斗射击训练，锤炼部队实

战本领。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志勇摄

5月30日，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军娃进军营”活动，培塑青少年的国防

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贾方文摄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让我们向军娃
们道一声“节日快乐”！

军娃是军人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关注军
人后院，首先应关注军人后代。关爱军娃，呵护军娃，不仅是
军人心之所系，更是部队各级组织的情之所倾。

党的十九大之后，“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受到
广泛关注。在不少军人心里，与尊崇军人同样暖心的，是优待

军属、优待军娃。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进，部队转

隶移防牵涉面大，军人交流调动频繁。部队各
级要把军娃教育挂在心头，多一些“前伸”的关爱、多一些细致
的服务，让他们择校不费力、转学不慌神、学习不断线，全力打
造衔接有序、保质保量的“优教工程”，下大气力让军人子女拥
有良好成长成才环境，在军娃心灵深处镌刻幸福印记。

编 者 按

在军娃心灵深处镌刻幸福印记
—一组基层部队关心关爱军人子女成长成才的见闻

本报讯 董晨阳、特约记者晏良报
道：“这次数学考试，康珠措吉成绩提升不
少。”在与女儿新学校的老师沟通后，西藏
军区某旅自行火箭炮连指导员次旺加措
长长舒了一口气。

不久前，次旺加措调整到新岗位任
职，他的妻女也随之来到部队驻地，女儿
在新驻地的入学问题成为夫妻俩的“挠头
事”。该旅党委机关知情后，派专人与两
地教育部门沟通，协助办理军人子女学籍
转接手续，帮他解决了后顾之忧。

家门连着营门，军娃牵动军心。近年
来，西藏军区不少官兵面临移防、转岗，军
人子女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用真情真
心呵护军娃成长，就是要让相关优待政策
落到实处、让配套保障日臻完善。”西藏军
区党委把解决跨地区转岗军人子女教育
难题作为要事急事纳入议事日程，结合高
原部队实际，研究出台《军人子女教育优
待办法》《关于贯彻实施军人子女教育优
待办法的通知》。他们与自治区教育部门
建立协作机制，协调驻地政府有关部门认
真落实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政策。

年初以来，西藏军区党委对所属各
部队的跨地区转岗军人子女教育情况
进行摸底，区分适龄入学、亟待转学等
情况列出详细清单，做到“一人一案”，
并与驻地教育部门、双拥部门对接推
进。他们还指定专人搜集掌握各部队
驻地优质教育资源分布情况，深入随军
家庭走访，协助办理户口迁移和转学手
续。同时，他们督促各部队政治工作部
门与军娃所在学校建立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军人子女在校表现、思想状态
和学习情况，确保保障到位、不落一人。据统计，目前，该军区跨地区转岗
军人子女全部顺利转入驻地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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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冠彪、特约记者孙飞报
道：“这里就是爸爸平时驾驶战舰航行的
地方。”“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北部战
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驻泊港区，5名军娃
登上临沂舰，同爸爸一起参加舰上开设
的“深蓝课堂”。军娃走近战位，现场学
习基础船艺技术，并观看海军特色课目
展示。

课堂上，军娃在爸爸带领下观摩临
沂舰官兵“旗语、绳结、穿戴防火服”等课
目展示，个个兴致盎然。在临沂舰驾驶
室内，副机电长王鹏正抱着女儿，向她介
绍自己的海上生活。王鹏告诉记者，他
经常执行远航任务，很少有时间陪伴孩
子。自从舰艇上开设“深蓝课堂”，王鹏
时常带着女儿参加亲子活动。上一次
“深蓝课堂”，王鹏与战友一起参加港区
皮划艇比赛，女儿就在妈妈的陪伴下全
程给爸爸鼓劲。
“到舰艇上参加‘深蓝课堂’是一种体

验式教育，能够加深孩子对舰艇的感性认
识。”军嫂王素杰说，登上舰艇，更重要的
是让孩子亲身感受军人职责，提升对海军
这一职业的亲近感，增强军娃对军人职业
的情感认同。
“舰艇部队官兵长期海上为家、岸上

做客，陪伴家人时间很少，利用舰艇靠港
休整的时间为他们创造与孩子情感交流
的机会十分必要。”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该支队在解决军娃入托入学、看病就医等
实际困难的基础上，为军娃系统购置海洋
知识书籍画册 500余本，各舰艇灵活开设

“深蓝课堂”20余次，举办两届“军娃上战舰”军事夏令营活动，以切实举措关心
关爱军娃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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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建文、特约记者姚春
明报道：军营外，戈壁茫茫；军营内，官兵
安心工作，军娃努力学习。这是地处大漠
深处的空军某试训基地军人家庭的日常
状态。

据了解，该基地组建于上世纪 50 年
代，一代代官兵扎根戈壁、无私奉献。为
确保军人子女能接受良好教育、茁壮成长
成才，该基地着眼艰苦地区教育难题，不
断改善内部教育环境，优化中小学教育资
源，畅通军人子女成长成才渠道。

基地地处偏远，远离城市，军人子女
很难获得优质教育。为此，他们积极引
入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建立文化服务工作
站，开设钢琴、舞蹈、古筝、电子琴、书法、
科学实验、幼儿拼音识字等学习培训班，
为军娃提供提升文化素养、接受艺术熏
陶的平台。

军娃成长，军人安心。某部士官赖文
睿看着孩子的成长变化，脸上挂满笑容。
去年，赖文睿的家属和孩子到了基地新扩
容修建的“军人子女食宿站”生活，孩子进
入市区一所优质学校上学。“食宿站主要
负责学生食宿、上下学接送、学习场所保
障等工作，定期与学校和家长沟通，共同
对军人子女进行教育引导，孩子在这里可
以安心学习。”“军人子女食宿站”站长郭
瑞军说。

考入上海财经大学的军人子女李
泽曦告诉记者，食宿站良好的环境和优
质的教学资源不仅让坚守戈壁的父母
放心，也为他考上心仪的大学提供了助
力。据悉，近年来，该基地多名军人子女被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
高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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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蔡志伟、张照洋报道：“3
号路段遭‘敌’炸毁……”初夏时节，第
72 集团军某工兵旅道路一连接受上级
考核，刚刚完成修复崩塌路基任务，就接
到考核组发来的第二条指令。连长圣艺
文迅速判明情况，命令第二、三战斗编组
合并为一队，共同执行该项任务，最终高
效完成任务，得到考核组肯定。圣艺文
告诉笔者，训练效益提升得益于创新战
斗编组训练模式。

据了解，该旅不少专业课目训练需
要多类装备协同，以往多以连排为单位
组训。“如何确保多项任务按时保质完
成？”该旅对表实战要求展开研究，决定
打破传统训练模式，着眼各分队遂行任
务的需要，根据官兵素质和装备性能划

分成模块化战斗编组。一个战斗编组为
一个战斗单元，可独立完成小规模任
务。这样既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将战斗编
组合并组建战斗队，满足大项任务需求，
也可以随时将战斗队灵活拆分为战斗编
组，以便完成更多任务。

组训小模块带来训练大效益。据
该旅领导介绍，以往训练需要分队指
挥员全程组织，在多任务情况下很难
统筹全局。战斗编组训练模式下，人
员装备相对固定，单独遂行任务能力
大大增强。笔者在考核现场看到，考
核组抽取了 5 个采用战斗编组训练模
式的分队，对他们随机下达多个任务
指令，5 个分队均能快速反应，高效完
成任务。

第72集团军某旅科学提升训练质效

探索战斗编组训练模式

5月28日，第72集团军某旅宣传科干事窦连军告别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儿

子，转身奔赴千里之外的野外驻训场。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摄

“有没有一场战斗，将你逼入绝境？”
“有！”
南国夏夜，火箭军某导弹旅一次

长周期、多波次、对抗式作战单元演
练，让导弹发射车车长、一级军士长舒
顺扬体会到了“极限挑战”。

连续转换目标、机动转进、火力突
击……历经 4个多小时鏖战，车队才
到达指定地域。刚拆除伪装的舒顺扬
一回头，发现四周突然黄烟弥漫。

迅速穿上防护服，从滚滚“毒烟”
中突围而出，舒顺扬喘着粗气，手拉脚
蹬爬上发射车，启动设备。
“诸元计算完毕，请求……”测试结

束，舒顺扬与营指挥车联系，准备核对测
试结果。岂料，话到一半，耳机里开始出
现强烈杂音，信号断断续续，随即失联。
“不好，信号被干扰！”经过一番调

试检查，舒顺扬判明情况，立即改用有
线通信，与营指挥车沟通后切换调频，
有效规避干扰，恢复了通信。

刚除故障，又遇“特情”。接收到
旅指挥所“于×时机动转进至新阵地，
完成战斗发射”的命令后，舒顺扬立即
组织撤收装备，编队出发。行进途中，
突遭戴着微光夜视仪的蓝军前后夹
击，前车被“炸”受损、驾驶员“受伤”，
车队行进受阻。
“这袭扰够狠。”舒顺扬心里嘀咕

道，“蓝军又变强了！”
之所以说“又”，那是因为在这些

年的对抗演练中，他们吃了蓝军不少
亏。此次演练开始前，营里专门召开
作战会议，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
行研练。可谁知，今夜蓝军所用招式
都是“加强版”。

搜捕蓝军、救治伤员、抢修装备，
换上后备驾驶员，挪开受损车辆，车队
继续开进……
“本该速战速决的战斗发射，竟被

逼成了对抗发射。”这一夜，当兵二十
余年、参加过大小演练上百次的舒顺
扬被折腾得够呛。从接受命令开始，
散布于各个点位的蓝军，就开始频繁
袭扰“刁难”：炸毁道路、潜入袭击、通
信监听、电子干扰……一场对抗演练，
先后遭遇10余个“特情”。
“这样的演练真像打仗，过瘾！”战

斗结束，舒顺扬摘下防护面具，满头汗
水顺势滚落。此次演练，他们经历连
续多课目导调、连续高强度对抗、连续

超负荷战斗，战斗时长、故障难度均比
以往大幅增加。
“得赶紧调整状态，投入后续训

练。”回想起年初开训动员大会上，旅
领导提出的“增强对抗性检验性实战
化训练，把部队逼到极限、训到极致”
要求，强烈的“本领恐慌”袭上舒顺扬
心头。回到帐篷，他连夜带着班组号
手，反思梳理问题清单，制订出精确补
差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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