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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6月上旬，空降兵某旅

组织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

训练。

刘冰冰摄

本报讯 王金龙、特约通讯员熊华明
报道：“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形成的‘空中铁
拳精神’，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富
矿，无论何时都能从中汲取前进力量。院
校毕业后来到这里，我在这一红色精神激
励下，不断挑战自我，逐渐成长为一名合
格战斗员……”初夏时节，北部战区空军
航空兵某旅飞行员吴征在“弘扬空中铁拳
精神、续写英雄部队荣光”活动中的发言
赢得阵阵掌声。这是该旅利用部队特色

资源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主题教育的一个场景。

开展“首战日”纪念活动、组织“铁拳
故事会”、邀请参战老英雄讲历史、推出
“争做铁拳传人”精品课程……为引导官
兵继承光荣传统、强化使命担当，该旅注
重利用特色资源深化主题教育，营造“出
门受熏陶、抬头受感染、放眼受教育”的
氛围，着力打造特色文化，增强官兵对英
雄部队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此

外，他们结合低空突防、空战对抗等险难
课目训练，评选标兵、张贴龙虎榜，营造
思战、谋战、研战、务战的浓厚氛围，激励
官兵投身练兵备战实践，续写“铁拳传
人”新荣光。

前不久，该旅在某海域组织新飞行
员海上实弹打靶训练。超低空掠海飞
行、全身心战斗搜索……“铁拳传人”亮
翅茫茫海天，采用多种弹药对靶标展开
攻击，打出了好成绩。

空军航空兵某旅利用特色资源深化主题教育

聆听“铁拳”故事 续写英雄荣光

本报讯 娄文权、许文龙报道：
“通过学习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我深
刻理解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
神内涵。”近日，在第 80 集团军某旅组
织的“学传统话感悟”演讲活动中，该
旅指挥侦察连列兵刘龙瑞走上讲台，
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在深化“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
中，该旅广泛开展“读红色书籍、看红

色影片、讲红色故事”等系列活动，引
导官兵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军史，从
中汲取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培塑
战斗血性。
“学习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是激发官

兵血性斗志、扛起使命担当的重要途
径。”该旅领导介绍，他们深入挖掘整合
红色教育资源，为基层下发一批红色书
籍，组织官兵观看红色电影，定期开展

“优良传统小课堂”“红色故事会”等活
动，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官兵争当红色传
人、勇担使命任务。

为确保主题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
实，该旅还利用野外驻训等时机，组织官
兵参观红色旧址，感悟革命先烈抛头颅、
洒热血的英雄壮举。大家自觉对标革命
先辈悟初心、找差距、明方向，建功本职
岗位的决心更加坚定。

第80集团军某旅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

瞻仰红色旧址 感悟初心使命

“战斗班组在射击阵地
自行组装炮弹，会不会忙中
出错？”前不久，东部战区陆
军某合成旅在野外地域开展
某型火炮实弹射击演练。看
着摆在眼前的炮弹部件，该
旅合成一营火力连连长马良
眉头紧锁。

马 良 为 何 忧 心 忡 忡 ？
旅领导告诉记者，往年实弹
射击演练，炮弹都是由保障
人员在后方阵地组装成全
备弹，送至各炮车，直接进
行射击。然而这次演练增
加了机动越障环节，如果提
前组装，无法保证炮弹在机
动中的稳定性。为此，他们
决定不再进行“保姆式”备
弹，而是将弹药各部件分发
给火力连。这对战炮班来
说无疑是新的考验。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
际，车长汪晓龙主动向马连
长请缨：带领战炮班携弹药
部件前移，自行组装炮弹。

分装固定、机动越障，
汪晓龙指挥炮车到达预定
地域后，在战炮班成员协力
配合下，快速构筑射击阵
地，弹体、引信、装药也在第
一时间完成组装，动作一气
呵成。
“瞄准手注意，装定射击

诸元……放！”汪晓龙一声令
下，炮弹如离弦之箭射出，轰
鸣声响彻山谷腹地。最终，
车组自行组装的 9发炮弹全
部命中目标，打出“满堂彩”。

这一仗打得精彩，但争
议也随之而来。复盘总结会
上，有人提出，火力分队要集
中精力研究怎么打得准，弹
药保障工作应该交给专业力
量；还有人认为，射击阵地上
分秒必争，不应把时间耗在
炮弹组装上。

“战争打响，保障很难做到随时随地、随叫随到，只有每
个岗位都具备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才能随时拉得出、
打得赢。”该旅领导态度鲜明。他们要求机关在演训保障上
不再“一竿子捅到底”，放手让基层营连自主摸索总结经验，
把平时岗位需求与战时战位要求统一起来。

该旅以此为契机，演训活动更加聚焦实战，倒逼官兵提
升战场应变能力。“每多一个环节，就多一种考验，但也多了
一个能力的‘加固点’。”汪晓龙自信地说，“现在给我一辆炮
车，我一个人也能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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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不久的那次演
练，陆军某团三营八连连长
赖呈祥，感觉自己现在干啥
工作都有未雨绸缪的感觉。
“ 得 把 困 难 想 得 再 多

点。”赖呈祥和很多参演官兵
记忆犹新——

演练中，该团官兵向目
标地域挺进。急行军时，导
调组宣布：八连列兵鲍中亚
不慎崴脚，“伤势”严重，无法
跟上队伍。

赖呈祥简单查看“伤情”
后，按惯例让“伤员”就地等待
梯队后方的救护车，其余人员
继续行军。没想到，导调组又
设置新情况：救护车因故障抛
锚，1小时后才能赶到。

赖呈祥心头一紧：让“伤
员”就地等待，随时会有被俘
危险；让“伤员”随行，势必影
响行军速度……两难之间，
赖呈祥选择了后者：安排两
名战士轮流搀扶鲍中亚，跟
在队伍后面。

演练仍在继续，“意外”接
踵而至。到达指定地点后，各
连迅速组织人员休整，炊事班
选好位置，准备生火做饭。此
时，导调情况再次下达：“‘敌’
侦察机正在附近空域活动。”
赖呈祥立即命令全连利用地
形地物隐蔽伪装，并改为食用
个人自带的单兵食品。

然而，赖呈祥发现，很
多官兵不愿吃携带的单兵
食品。问及原因，他面色凝
重——以往演练，都有炊事班
做饭，官兵很少吃单兵食品。
因此，一些官兵的单兵食品没
有及时更换，已经过期了。

休整之际，三营营长杨明
明召集干部骨干进行讲评，指
出八连暴露的种种问题：出现
崴脚“伤员”，是否要先进行冷
敷处理？战备规定要求每名

官兵随身携带一日份单兵食品，为什么还有人一味指望炊事
班保障饭食……一连串的反问，让大家沉默了。

杨明明紧接着说：“平时尽可能让保障工作细致到位，
是为了让大家全身心投入训练。但战场瞬息万变，哪有呼
之即来的后勤保障？”

以此为例，该团举一反三，利用战备教育等时机，围绕备
战中的保障问题组织讨论，纠正部分官兵等靠要思想，同时结
合训练计划，突出野战环境下辨别可食用食物、利用简便炊具
快速制炊等训练，提高官兵立足自身解决保障难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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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

风”，泛指重要条件或有利因素。

每名置身战场的军人，都想谋求

战场上各种有利因素偏向自己，从而

形成“非对称”优势。然而，“每一场战

争自身就是一种非线式现象”，兵无常

势，变量太多。

设想一下，倘若“东风不与周郎

便”，赤壁之火能否熊熊燃烧？赤壁

之战又能否扭转乾坤？再往深里

想，“东风”并不总是催生“胜算”。

如果过于依赖它，“东风”之便可能

更容易被对手利用，从而置己于被

动不利之地。

只有尽可能把战场上的各类因素

考虑得复杂些、准备得周全些，才能有

备无患。即使面临不利条件，胜利也

永远属于准备得更充分的人。

倘若此战“欠东风”
■魏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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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

危急时刻，更能考验一个国家的意志；

困难面前，更能砥砺一个民族的精

神。面对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新冠

肺炎疫情，民族精神在抗疫斗争中淬

炼升华，在大战大考中充分彰显，绽放

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习主席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

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

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

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想要实

现强国强军的民族夙愿，不仅物质上

要强大，精神上也要强大起来。习主席

将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

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概括为伟

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

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是中华民族

披荆斩棘、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重要

法宝，是实现伟大复兴最坚实的底气、

最强大的动力。

作为上甘岭战役的亲历者，秦基

伟上将曾说：“上甘岭战役既是敌我

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

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

同样，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既是

一场物质力量的较量，也是一场精神

力量的比拼，极大激发了中华民族的

精神潜能。中国人民在伟大民族精

神的激励下，经过艰苦努力，付出巨

大牺牲，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荡气

回肠的抗疫壮歌，展现出负责任大国

形象，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世界

卫生组织赴中国考察专家组负责人

由衷感慨：“中国展现了惊人的集体

行动力和合作精神。”

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

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

偿的。”就抗疫斗争来说，历史的进

步体现在抗击疫情中积累的经验与

智慧，也体现在抗击疫情中积聚形成

的强大精神力量。同舟共济、众志成

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开

放合作、命运与共……伟大民族精

神在抗疫斗争中迸发出巨大伟力，

并得以创新、丰富和完善，表现出鲜

明时代特质。比如，更加重视科技手

段、更加强调依法有序、更加呼唤团

结协作等。

伟大时代创造伟大精神，伟大精

神推动伟大时代。一支军队的强大，

离不开精神力量的熔铸。我军正是

因为始终赓续民族精神的基因，传承

民族精神的薪火，始终保持着“谜一

样的东方精神”，才能从苦难走向辉

煌，从胜利走向胜利。强军兴军的征

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一马平川，依然

有看得见的雄关漫道和看不见的“雪

山草地”。列宁曾说：“为了克敌制

胜，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我们应大力发扬伟大民族精神，不断

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

严感、荣誉感，激扬抗疫斗争中的那

种精气神，奋起打赢之志，担当强军

之责，砥砺胜战之能，切实担负起党

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军委机关事务管理

总局）

抗疫斗争淬炼民族精神
■蒋光明

短 评

“用时 84分 18 秒，有效数 604 个！”
初夏时节，新疆喀什军分区创破纪录比
武现场沸腾了——一连下士马志军创下
单杠卷身上课目新纪录！

宁夏小伙马志军成为这次比武竞赛
的一匹“黑马”，让许多人直呼意外。一
连指导员彭文兵告诉记者，马志军 3年
前刚入伍时很瘦弱，第一次接触单杠卷
身上这个课目时，在班长辅助下，勉强能
做 2个。对当时的他来说，想把这个课
目完成好，是个不小的挑战。

经过 1年多努力，在连队组织的通
用体能课目考核中，马志军其他课目都
达到良好以上水平，可在单杠卷身上课
目上又“栽了跟头”——战友们都能轻松
完成12个，他却只能做 8个。

从那以后，倔强的马志军跟单杠较
上了劲。每次饭前 10分钟，他都会独自
到连队器械训练场拉上几个单杠。战
友开玩笑说：“这小子，真是跟单杠‘杠’
上了！”

谁知，马志军这一“杠”就是两年多，

做单杠卷身上越来越轻松，动作也越来
越标准。

这一次，军分区组织创破纪录比武
竞赛，马志军报名参加单杠卷身上课目。

比武当天，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马
志军纵身一跃，悬垂摆动、屈髋压杠、举
腿翻臀……30分钟后，单杠上只剩下马
志军和另外一名战友，两人难分伯仲。

天空渐渐乌云密布，很快就电闪雷
鸣。马志军克服干扰，继续甩身翻腾，甚
至开始加速。

“350、351、352……”时间一秒秒过
去，马志军奋力将对手甩在身后，差距越
拉越大。

这时风雨袭来，眨眼工夫，官兵衣服
都被打湿。
“你已经遥遥领先了，可以停了”“马

志军，下来吧”……战友们纷纷劝他，但
马志军不为所动，继续咬牙坚持。

军人就是要有这股拼劲！在场的军
分区领导、裁判员和战友都被马志军顽强
拼搏的精神所打动，一同为他加油鼓劲。

最终，马志军以 84分 18秒完成 604
个单杠卷身上的优异成绩，打破军分区
该课目纪录。
“看你一个接一个做个不停，我比你

还激动！”围观喝彩的人群中，下士陈少
杰真心为战友点赞。
“我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不

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咱当兵的人，干
啥都要拼尽全力！”马志军嘿嘿一笑，质
朴地说。

比武场上，下士马志军用84分18秒完成604个单杠卷身上—

“ 杠 ”上 极 限
■胡 铮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