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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近日，某部针对多数青年官兵“入

网比入伍早，网龄比军龄长”的实际，

引导政治工作干部“主动触网、大胆用

网”，有效提升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

效。对此，他们深有感触：“用好网络

顶得上半个指导员。”

网络已经成为青年官兵成长和生

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思想交流的

平台变了，开放、平等、零距离的互联

网成为最受欢迎的平台；表达诉求的

方式变了，朋友圈、微博、抖音等成为

联络互动、展示自我的空间。不少官

兵在业余时间“一人一机一世界”，心

里有话跟网友说不跟战友讲，生活中

遇事不问战友问网络。面对“网生一

代”，很多政治工作干部不知该如何拉

近和他们的距离。

毋庸讳言，当下仍有少部分干部身

处网络时代，脑袋还游离于网络之外。

有的不研究网络传播规律、信息交互特

点，不探究网络时代官兵思想特点、心理

成长诉求，不寻求政治工作应变升级手

段、切入转轨模式，只是把过去的课程、

理论换个平台；还有的对陌生的网络事

物采取敌视、拒绝的态度，试图隔断网络

对官兵的影响，这些显然是不对的。我

军思想政治工作因网络面临挑战，也必

须靠网络注入生机。

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

里，阵地就应该延伸到哪里。网络成为

青年官兵交流活动的重要平台，政治工

作就必须及时跟上。如果忽视网络甚

至试图让官兵“与网隔绝”“离网而生”，

这既是一种短视，也难以实现。政治工

作干部只有与时俱进，用网络平台承载

主流价值、用网络语言传播红色基因、

用网络形态创新教育模式，用官兵喜闻

乐见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才能适

应网络时代的发展，当好新时代官兵成

长成才的引路人。

“时代变了，对象变了，教育必须跟

着变。”领导干部特别是政治工作干部，

首先应不断强化网络思维和融合观念，

以开放、自信、积极的态度努力适应网络

特点开展工作，满足“网生代”官兵信息

获取、成长成才、交流互动等方面的需

求。同时，还应在政治工作指导思想、运

行模式上与网络全方位渗透融合。善于

将教育内容图解化、场景化、互动化，推

动教育由平面传递向立体展现、单项灌

输向双向互动、抽象说教向形象感化转

变；善于把握网络信息传播规律，捕捉网

上舆论热点，找准最佳教育时机；善于运

用大数据从官兵浏览、跟帖、评论、互动

中了解官兵的内心世界，采用官兵容易

接受的方式，把工作做到官兵的心坎上。

“用好网络顶得上半个指导员”
■杨克功 刘士伟

本报讯 张新中、李远报道：一块
块图文并茂的家书展板，一封封饱含深
情的亲人来信，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抗疫
故事……5月初，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
部举办以“学习抗疫事迹，激发强军动
力”为主题的家书分享会，官兵从中感
受激励、思想深受触动。这是该部持续
开展家书育人活动的一个缩影。

为盘活传统资源，搞活思想政治教
育，该部结合承担的主题教育联系点任
务，深入挖掘家书这一传统载体的时代
意义，将其作为宝贵资源融入部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持续开展“读家书、悟传
统，履使命、当尖兵”活动。他们分批组
织官兵到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参

观红色家书展，聆听家书背后的英雄故
事；收集整理吉鸿昌、左权、雷锋等英模
人物的家书 300多封，通过官兵自读、课
堂解读、体会交流等多种形式，引导官
兵感悟红色家书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和
事业追求。该部领导说：“红色家书是
展现优良传统的载体，家书分享会是官
兵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抓手。开展家
书育人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练兵备
战、岗位建功的使命感责任感。”

今年准备参加军考的下士张政将红
色家书中的好句子进行摘抄整理并经常
诵读，他说：“这些闪光语句让我感悟
到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也让我更加明
晰自己前进的方向！”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盘活传统教育资源

家书分享会激发强军动力

强军论坛

初夏时节，某海域波飞浪卷。南部
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舰艇编队踏
浪出击，在为期两天的航行中，开展海上
补给、主炮射击、防空反导等内容的训练
考核，检验舰艇编队全时戒备状态和应
急反应能力。

面对海上变幻莫测的天气，主炮对
海射击前，百色舰主炮班班长邵春井眉
头紧锁。这位一级军士长参加过多次主
炮实弹射击，可这次不一般：舰艇航行在
雨区，海面被雨幕笼罩，能见度极低。

接到“敌情”通报后，编队拉响战斗
警报，战斗海图作业人员立即绘算相关
信息。编队高速向射击阵位机动，官兵
使用技术器材配合目力判断，对射击区
域进行不间断观测。

编队集火攻击，协同要求高，战机稍
纵即逝。“一种方法不可靠，要用多种手
段测量弹着偏差。”邵春井对身边战友反
复强调，“一定要快！要准！要稳！”
“两组两发，预备——放！”邵春井十

指敲击键盘，修正射击参数后果断击发，

动作一气呵成。暴雨如注，乌云卷集的
海面上，炮弹拖曳着火光直击目标……

对陆作战考核时，海上气象条件有
所好转。为检验编队方案，考核组根据
海上态势先后发布对岸火力支援、火力
召唤等行动指令，考察编队指挥所临机
筹划、临机指挥的能力。
“报告舰指，方位××，发现末制导雷

达信号……”对空作战考核中，考核组采取

推送模拟目标和真实目标相结合的方式，
增加编队指挥所对目标综合判情的难度。
“这次复杂气象条件下训练考核，既

是对编队指挥所综合能力的检验评估，也
是紧盯强敌开展的实战练兵。”返航途中云
开雾散，考核组领导说，他们将对考核情况
展开集中复盘检讨，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
入整改，进一步立起以考促训的鲜明导向。

上图：编队踏浪出击。 薛成清摄

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复杂气象条件下训练考核—

雨幕重重 “砺刃”海疆
■本报特约记者 薛成清 通讯员 张伟峰

微 直 播

本报讯 记者赖文湧、通讯员何飞
报道：近日，第 72集团军某旅上等兵佟
尧家中遇到涉法问题自己却不知如何解
决，他在旅强军网“心贴心”服务平台上
发帖咨询。没想到中午才反映问题，当
天下午机关保卫科就安排专人与他对
接，为他提供法律援助。这是该旅着力
提高服务基层质效，为“心贴心”服务平
台配备专职值班员带来的喜人变化。

据了解，为提升服务基层质量，该旅
曾在强军网开设“心贴心”服务平台，广

泛听取基层意见建议，解决官兵实际困
难。然而，在去年底的基层机关双向讲
评会上，部分官兵却对机关服务基层的
办事作风给出“差评”：部分科室对基层
反映的问题不能及时答复，或答复过于
专业晦涩，甚至有时因机关人员休假而
出现“服务断档”。
“既然是‘心贴心’服务平台，就要真正

做到贴心暖心。”为提高机关服务基层工作
质效，该旅设置专职值班员负责“心贴心”
服务平台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每日交班会

上汇总基层反映的问题和机关答复情况，
并明确具体承办科室、负责人和完成时
限。与此同时，机关定期到基层收集意见
建议落实情况，形成服务反馈的闭合回路。
“‘心贴心’服务平台不仅能及时解

决官兵反映的问题，也让官兵的主人翁
意识得到增强。”该旅领导告诉记者，“心
贴心”服务平台真正成了密切基层和机
关联系的桥梁纽带。在近期开展的“我
为旅队献一计”活动中，该旅官兵积极建
言献策，不少意见建议被党委机关采纳。

第72集团军某旅高效回应基层服务需求赢得官兵点赞

“心贴心”服务平台有了专职值班员

本报讯 王立军、特约记者海洋报
道：“连长，‘敌人’提前钻进了咱们的‘口
袋’！”5月上旬，第79集团军某旅一营组
织对抗演练，三连奉命执行断“敌”退路
任务。突然，蓝方一个小分队进入红方
设伏地域，可还没到计划攻击发起时间。
“打！”连长汪涛当机立断下达战斗

命令，带领官兵提前投入战斗。在三连
穷追猛打之下，“敌”数人被俘。

然而，让汪涛始料未及的是，他们
这一打不要紧，却使得蓝方很快判明红
方作战意图，于是迅速集结兵力展开迅
猛冲击。结果，三连不仅没能阻止“敌”
逃窜，还打乱了整个行动计划。

原来，按照作战计划，由营主攻分
队两翼包抄，成夹击之势，三连配合主
攻分队，提前占据有利地形设伏，以图
“瓮中捉鳖”。合围之势尚未形成，蓝方
便派出小股兵力进行试探。由于三连
贸然出击，提前暴露红方设防位置，让
蓝军从“口袋阵”中侥幸逃脱。

“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硝烟
未散，营长孙宏所带领官兵复盘检讨：
合成营编配火力、侦察、通信、工兵等作
战要素，战场上需要科学协同、密切配
合，充分发挥作战效能，决不能囿于一
地一域的得失。
“缺乏对战局的总体把握，只顾着

眼前得失”“没能很好利用侦察力量对
‘敌’情做出正确判断就贸然行动”……
经过反思，大家清醒地认识到，打仗要
跳出局部看全局，避免一心求胜影响甚
至破坏战局。

当晚，他们围绕策应、支援、配合、
协同等具体作战行动进行研讨，逐一细
化情报共享、联合指挥、综合保障等方
案，确保步调一致、协同高效。

易地再战，红方指挥员“放长线钓
大鱼”，施计将蓝方主力团团围困，最终
予以全歼。“战”后，汪涛愁眉舒展：“这
一仗打明白了。”

上图：连战术演练。 尚草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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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立断，缘何反误战局

观看过电视剧《亮剑》的人都有一

个感受，李云龙打仗鬼点子特别多，经

常有一些出其不意的行动，并且几乎

每次都能奏效，这离不开他对敌情、我

情和战场环境的精准掌握、综合运用。

战争要想取胜，需要各个作战要

素精准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如果指

挥员协同意识不强、战场全局意识欠

缺，就会陷入各自为战的泥潭。未来

战场，战况瞬息万变、战局捉摸不定，

对部队精准协同、精确作战提出更高

要求，如果筹划粗放、思维方式僵化落

后，显然难以适应未来战场需求。

走上战场，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对各级指挥员来说，作战指挥切忌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有洞察全局，

方能精准打敌“七寸”；只有将“力”与“智”

完美结合起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作战指挥切忌“一叶障目”
■林 飞

本报讯 廉政、特约记者海洋报
道：“我申请了火力支援，你们为什么不
打？”5月中旬，第 79集团军某旅战术演
练复盘现场火药味十足，助攻分队指挥
员、连长张柏龙窝了一肚子火，质问火
力分队指挥员。

原来，当时助攻分队已经对“敌”形
成合围态势，但“敌”方占据地形优势，负
隅顽抗并企图撤退。张柏龙立即呼叫火
力支援，想通过远程打击阻“敌”逃窜。
“火力支援失败！”期待中的炮火覆

盖没有如期到来，火力支援全给了主攻
方向。眼瞅着“敌”方侥幸逃脱，张柏龙
心有不甘，把失利原因归结到火力分队
未能有效阻拦上。
“那时此处非主要作战方向，而且目

标不在火力协同计划内，你们也没有提供
精准的坐标方位，难以计算出射击诸元，
总不能乱打一气吧？”火力分队指挥员赵
诗博进一步解释道，战斗中需要火力支援
的不止一处，必须针对不同“敌情”，精准
计算运用火力方式及效果。火力支援必

须用到最关键部位，实现精准打击，否则
就会顾此失彼，影响整个战局。

这次演练的失利，让张柏龙等指挥
员意识到，需重新认识合成营火力协同规
则，呼叫支援不是要啥有啥。指挥员要全
面掌握火力、侦察、支援保障等战场要素
运用的特点规律，在精细准备的前提下实
现精准配合，才能充分对接、有效衔接。

这场“头脑风暴”在演训场上掀起
阵阵波澜。再次演练，针对“敌”前沿火
力点造成的威胁，侦察分队精准引导火
力打击，各火力单元密切配合对“敌”实
施打击，部队向“敌”纵深挺进。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级指挥员实时
掌握火力区分、弹药消耗、打击效果等
战场全局情况，及时调整火力协同计
划，演练取得预期效果。

呼叫支援，为何呼之不出

5月14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实战化训练，锤炼部队突防突击、海上作战硬功。

张海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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