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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清晨，渤海湾畔。
中部战区陆军某航空兵旅海训场站，飞

行员和机务人员做好起飞前检查确认，10余
架不同型号直升机铁翼飞旋、振翅待飞。
“起飞！”随着指挥员颜鹏志一声令下，

初次参加海训的新飞行员何云飞，在飞行
教员张永茂指导下，驾驶战机腾空而起，与
数架直升机迅速组成作战编队，向目标海
域飞去。

当日，该旅紧贴实战，连贯实施多课目
海上支援作战行动演练。包括何云飞在内
的 15名新飞行员，迎来他们飞行生涯中首
次海上实弹射击考核。
“由于参照物少，海上飞行难度大，所以

打击海域目标，对新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和心
理素质都是考验。”颜鹏志告诉记者，近年
来，他们不断加大险难课目训练比重，将新
飞行员训练嵌入部队实战化演练中，锤炼新
飞行员作战能力，以尽快形成战斗力。

说话间，何云飞已驾机掠过海岸线，进
入茫茫海域上空。他一边通过目视和仪表
设备综合判定飞行姿态和位置，一边沉着计
算侧风影响下飞行速度。

战机在浩瀚大海上空艰难搜寻目标。
舷窗外，一片灰白。
“下降高度！”收到飞行教员指令后，何云

飞采取超低空掠海飞行方式继续搜索目标。
改革调整后，该旅拓展训练空间，常态

化开展高强度跨昼夜连贯全时飞行训练，
组织夜间低空机动、超密集编队飞行等险
难课目训练。这次演练，他们调整目标区
域靶标颜色、直径和攻击方式，使射击难度
大幅增加。
“发现目标！”何云飞眼前一亮。但海面

雾大、能见度低，导致他错判距离。
机会稍纵即逝。何云飞压杆、蹬舵、掉

头，驾机加速机动，重新建立攻击航线。
“攻击！”何云飞果断按下发射按钮，数

枚火箭弹吐着火舌倾泻而下。
指挥塔台大屏幕显示，靶标被精准摧

毁，瞬间隐没在掀起的风浪中。
射击完毕，何云飞快速撤出作战空

域。此时，另一组战机编队朝着目标海域
呼啸而去。
“这次考核，15名新飞行员全部命中目

标。”训练结束，颜鹏志颇为满意。
据了解，下一步他们将奔赴大漠深处，

围绕新课题展开实战化演练。
下图：火箭弹发射。

韩明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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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妍洁、郑义报道：“心脏骤
停，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日前，火箭军
某团组织战斗救生员集训考核，数十名兼
职卫生员在硝烟中灵活机动，规范完成伤
情判定、心肺复苏、急救处置等课目考核。
该团领导介绍，他们着力端正部队训风考
风，挤干训练场上与实战要求不符的“水
分”，有效锤炼官兵战场救护能力。

前不久，该团组织战场救护训练，官
兵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课目动作一气
呵成，成绩理想。可团领导在现场督训时
发现：为了搬运方便、省时省力，个头小、
体重轻的官兵成了“伤员专业户”。这一
情况引起旅党委重视：卫勤训练中类似
现象，表面上看是投机取巧，根子上却是
敌情意识不强、训风不实。

“只有严格对标实战练兵，才能进一
步提高官兵训练水平。”随即，该团开展
“训风考风连着战斗力”专题教育，组织官
兵以实战化思维反思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坚决杜绝卫勤训练轻松化、战术训练操场
化、考核程序简单化等现象。同时，他们成
立督导组严查不实训风，并在局域网设置
“曝光台”，让弄虚作假者无处藏身。

火箭军某团端正训风考风

对标实战组织卫勤训练

初夏时节，第74集团军

某旅“硬骨头六连”通过开展

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增强

官兵使命感责任感。在前不久

结束的第 24届“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评选活动中，该连

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集 体”。图为该连团支部

书记王刚向官兵介绍“硬骨

雄风”雕塑。

李 彬摄

本报讯 廖航、记者牛辉报道：“一
次伏击战，抗联英雄魏拯民率部全歼敌
军，解救劳工 700 多人……”5月上旬，
第 78集团军某旅 42名预备党员走进驻
地烈士陵园，聆听英雄模范光辉事迹，
并在英雄纪念碑前庄严宣誓。这是该
旅持续用好驻地红色资源，提升主题教
育质效的生动缩影。

该旅是新调整组建单位，起初执行的
重大任务较少，官兵身边的典型单位和个
人也相对较少。旅领导了解到部队驻地
红色资源丰富，及时与当地有关部门建立

共建关系，将驻地烈士陵园等多家红色教
育基地的英模故事搬进部队教育课堂。

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以来，每逢新兵入营、老兵
退伍、入党宣誓等时机，该旅都组织官
兵前往驻地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教育活
动。上士杨占成告诉记者，转隶以来，
他多次随连队到驻地红色教育基地参
加教育活动，每次都更添一分崇敬之
情。一开始，都是由地方人员讲解英模
故事，久而久之，官兵对英雄事迹耳熟
能详。耳濡目染下，数十名官兵成为驻

地红色教育基地“金牌讲解员”。
在此基础上，该旅积极联系各家红

色教育基地，为前身部队涌现出的“人
民英雄”申亮亮等英模人物设立独立展
柜，并利用驻地纪念馆公众号等平台常
态化开展“指尖学习”，使学英雄事迹、
颂英雄精神、做英雄传人、建英雄部队
氛围日渐浓厚。

前不久，该旅野外驻训拉开序幕，
他们及时将“英雄故事大讲堂”主题演
讲活动搬进练兵场，官兵投身练兵备
战、矢志精武强能的热情更加高涨。

第78集团军某旅用好红色资源提升主题教育质效

英模故事搬进教育课堂

红色基因是人民军队的“DNA”，

是精神的谱系、制胜的密码。习主席

反复强调，要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

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一支历史悠久的红军部队，如何不

让丰富红色资源陷入“沉睡”，避免官兵

产生“审美疲劳”？一个新调整组建单

位，如何摆脱红色资源相对稀缺的窘境，

让官兵及时汲取精神养分？面对看似

矛盾的现状，两个单位开展主题教育的

做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是把荣誉连牌挂在醒目位

置，还是将英模故事搬进教育课堂，这

些做法的亮点，都在一个“融”字上。

开展主题教育就是一个由“外融”向

“内化”的渐进过程，通过对内对外的

整合融合，盘活红色资源、唤醒红色记

忆、传承红色基因。

多在“融”上下功夫，需要融入现地

实境，融入教育者自身示范，融入经常性

管理，融入备战打仗实践，在情理交融、

知行合一中不断深化官兵情感认同、理

性认识和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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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黄宗兴、李康
报道：“1949 年 8 月，红二连在沈家岭
战斗中与敌多次展开白刃战……战
后，连队被第一野战军授予‘白刃格
斗 动作神速’锦旗一面。”初夏时节，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挂荣誉连牌、讲战
斗故事、励强军斗志”主题活动异地同
步举行，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
走进官兵心灵，激发强军之志。

该师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红军
部队，创建以来先后转战 9省区，参加
战役战斗 2600余次，歼敌 10余万人，涌
现出“人民英雄”王学礼、战斗英雄马
宜生等 200多位英模人物和“攻如猛虎

英雄连”“十颗红星炮班”等数十个荣
誉单位。

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中，该师党委一班人认
为，既不能让辉煌历史“躺”在荣誉柜
里，也不能让官兵对身边红色资源产
生“审美疲劳”。为此，他们在为 20 多
个红军连队集中挂牌的基础上，系统
梳理全师部队被上级授予荣誉称号的
团、营、连、排、班，详尽挖掘授称背后
的战斗故事，以辉煌战史激励官兵自
觉继承前辈遗志，跑好历史接力棒。
师团各级先后分批组织人员赴陕西、
甘肃、西藏等部队转战地走访老前辈，

收集珍贵史料；发起“我来写连史”活
动，进一步修订完善师史、团史等，编
写红军师英模谱；开展提炼连魂、编唱
连歌等活动，进一步凝聚官兵意志、激
发练兵动力。

某连连长杨义秀所在连，曾在兰
州战役中被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授
予“沉着 勇敢 顽强”锦旗。杨义秀告
诉记者：“每次出入连门，看到那块醒
目的荣誉牌，自豪感油然而生，更感受
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前段时间，该
连参加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杨义秀
带领官兵奋勇拼搏，一举拿下两个课
目第一名。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赓续红色血脉激发强军动力

荣誉连牌挂在醒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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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舰艇编队奔赴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图为发射干扰弹。

李虹明摄

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特约通讯员郑
烨报道：“某连遭‘敌’火力打击，‘伤员’发
出求救信号，野战救护车立即前出展开救
护。”初夏时节，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综合训
练场硝烟弥漫，一场实战化条件下卫勤保
障演练骤然打响。该旅紧盯战场需求，着
力锤炼官兵综合救治保障能力。

部队改革调整后，卫生连从过去单纯
的保障分队，变为“战保一体”的全训建制
单位。该旅针对以往演训中暴露的医疗
救治短板弱项，修订完善多项保障预案方
案，常态化组织野战救护所开设、批量伤

员分级巡诊、转移后送等战备演练，积极
探索破解战场救护重难点课题；将卫生连
划分为分类处置、重伤救治、机动救护等
小组，并为各战斗编组配备模拟训练器
材、增补战斗装具和野战医疗器具，确保
连队随时拉得出、顶得上。

演练现场，野战手术车、防疫洗消车、
野战放射车同时展开，多个课目轮番进
行。野战指挥所内，指挥组通过无线通信
系统实时掌握战场“伤员”情况，并指挥机
动救护组前接治疗；前沿阵地上，连队官
兵冒着炮火硝烟对“伤员”进行包扎、救

护、转移；野战医疗所内，面对转移来的批
量“伤员”，分类处置组组长王冠宇指挥班
组一边分检“伤情”，一边向重伤救治组运
送；手术方舱内，军医王兴洋带领班组同
步展开 2台野战手术……他们还把道路
阻断、通信失联等突发情况贯穿演练全
程，让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中锤炼综合救
治保障能力。
“只有紧贴实战练就过硬救护本领，

才能在未来战场拯救更多生命。”该旅卫
生连连长赵爱阳说，通过此次演练，他们
梳理出13个具体问题，完善预案8个。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立起为战导向

冒着硝烟锤炼救护硬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