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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6月18日，空降兵某旅在陌生地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杨洁林摄

本报讯 卿胤川、特约通讯员李华
时报道：“执行抓捕任务时，为救战友，
我不慎滚下山坡，下肢顿时失去了知
觉……手术后，我强忍疼痛，坚持康复
训练，终于恢复了正常运动能力。”前
不久，武警四川总队某机动支队组织
官兵来到驻地红色纪念场馆开展主题
团日活动，荣膺“全国自强模范”的某
中队信息保障站站长闫巍向青年战友
分享自己的军旅故事。

该支队前期调研时发现，一些单
位制订的主题团日教育计划缺乏实践
活动支撑。对此，他们以基层党建带
团建，采取蹲点帮带、问卷调查、互
动交流等方式，不断增强团组织的凝
聚力；成立“青年突击队”、设置“团
员先锋岗”、开展“读好书、练好武、

做好事、当好兵”主题团日活动，激
励青年官兵立足本职岗位成长成才；
充分发挥“战地课堂”作用，把课堂
搬到任务一线，激发青年官兵建功高
原的信心决心；充分挖掘身边典型，
让他们在主题团日活动现场讲述成长
成才的心路历程，引导青年官兵明确
人生航向。

为推动主题团日活动在基层走深
走实，该支队积极与驻地红色教育基地
建立共建关系，组织青年官兵参观驻地
革命纪念馆、聆听红军故事、重温入团
誓词，在感悟红色历史中传承红色基
因。战士熊辉在主题团日活动讨论发
言时说道：“革命先辈抛洒热血建功高
原，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扎根高原、奉献
青春！”

武警四川总队某机动支队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英模故事激励官兵岗位建功

“战友你好，我是作训科科长张鹏，
在这里向你致以诚挚的歉意……”6月
上旬，一条新闻在第 74集团军某旅引发
热议：在旅强军网“兵情兵意”平台，作
训科科长向一名基层文书公开道歉！

事情还得从一张报表说起。此前
的一天晚上，该旅作训科挨个拨打各基
层连队电话：请抓紧时间统计上报战备
物资补充需求，以免赶不上旅采购办统
一购置的时间。
“前期旅里有明确规定，不得以任何

‘非官方渠道’向基层索要数据材料。为
啥一遇有急事，‘硬规定’就有了‘弹性’？”
按要求完成此次报需之后，某连文书登录
旅强军网“兵情兵意”平台，以《电话通知
何时了》为题发帖，一吐心中的不解。

这个帖子随即在该旅掀起波澜。不
少官兵跟帖表示“此事并非个例”——机
关遇有急事，经常通过电话等方式向基
层下发通知。种种迹象表明，去年的减
负措施开始出现打折扣迹象。

了解来龙去脉后，该旅党委责令相
关科室在交班会上作出情况说明，并要
求科长代表科室回帖公开致歉。此外，
为严防“五多”问题反弹，让机关严格落
实为基层减负要求，他们还以旅党委名
义发帖，收集各方声音。
“更好地倾听官兵心声，是搭建这

个网络平台的初衷。”该旅党委在学习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时感到，
机关在协调解决基层难以解决的矛盾
问题时，善于倾听官兵的意见是十分重
要的一环。为此，他们在旅强军网搭建
“兵情兵意”平台，收集官兵意见建议、
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从而改进工作方
式、校正前进方向。

据统计，自“兵情兵意”平台建成以
来，基层官兵累计发帖 300余条，反映的
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发帖中
不乏提问尖锐者，有些直指党委机关工
作的‘痛点’。”尽管如此，该旅党委认为
这“并非坏事”——基层官兵敢于提出
真诚的批评是信任机关的表现，而机关
要做的，就是继续扑下身子为基层排忧
解难，赢得官兵信任。

在某连网络教室，几名战士正利用休
息时间浏览网页。下士李祥点开一条帖子
告诉记者，前段时间营区洗漱间水压不够
影响用水，他们在平台发帖“@军需营房
科”，不到一天时间，用水问题便得到解决。
“‘兵情兵意’平台就像一座连心

桥，让我们及时了解基层存在的困难，
把官兵的事当作自家事来办。”宣传科
干事吴海彬对此感触颇深。和其他机

关干部一样，他每天上班都会登录平
台，看自己是否被“点名”。
“兵事当家事”绝非虚言。前不久，某

连四级军士长张柳华证件过期不知如何
办理，在平台发帖咨询人力资源科。人力
资源科主动在网上征集需求，组织集中办
理，没过多久大家都拿到了新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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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驻守在彩云之南的南部战区
陆军某边防旅某边防连官兵向西隆山
腹地挺进。他们利用巡逻时机开展夜
间训练，锤炼部队管边控边能力。

地势险峻、野兽出没、毒虫肆虐，西
隆山被当地百姓称为“死亡丛林”。
“这段巡逻路十分艰险，一到雨季，

西隆山就变成了‘禁区’。”连长徐春辉
说，前往西隆山界碑巡逻，往返一趟需
要 3天 2夜。“越是条件恶劣，越能磨砺

血性，砥砺斗志！”为征服“禁区”，连队
为官兵配备单兵夜视仪，并多次组织针
对性模拟训练。

夕阳西下，西隆山原始森林愈显阴
森。巡逻不是途经悬崖绝壁，就是穿越
密不透风的灌木丛。尽管卫生员反复
叮嘱官兵做好周密防护，可才走出几百
米，蚂蟥便钻进官兵的裤腿，让巡逻增
添了几分艰辛。

夜色渐深，一块峭壁拦住官兵去

路。在手电筒光照下，只见峭壁石缝间
稀疏生长着岩藤，能够供官兵攀爬的突
出石块并不多。

中士何骏主动请缨，把一根攀登用
的绳索系于腰间，借助岩藤踏着岩缝向
崖顶攀去。
“小心！”当何骏快到崖顶，一块碎

石突然滚落。他闪身的同时死死抓住
手边的藤蔓，身体随着藤蔓在悬崖上来
回摆动。

惊魂几秒后，何骏再次发力，最终
登上崖顶。他把绳子一头系紧在树桩
上，把另一头扔给崖下的战友，官兵依
次攀上峭壁。

险峻的西隆山，挡不住戍边人巡守
的脚步。巡逻官兵艰难穿林，终于在漫
天星辉下与界碑相遇。
“火力组立即在右侧小高地构筑伪

装掩体……”闯出“死亡丛林”，接近目
标地域，徐春辉按“敌情”处置预案下达
战斗命令。

夜色里，3个战斗小组快速抢占有
利地形，依托岩石、密林构筑掩体工事，
一场反渗透破袭演练在密林间展开。
夜色浓重，战味更浓。

左上图：该连官兵在山林中开展反

渗透破袭演练。 鲁 伦摄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着眼实战提升边防管控能力—

攀山穿林，夜巡险峻边关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曾浩云 鲁 伦

常人眼中恶劣的环境，在带兵人看

来，却是天然的练兵场。只有敢于在近

似实战的环境中千锤百炼、经受砥砺，

才能将部队锻造成能打胜仗的“利剑”。

“滂沱雨、大雪降、狂风怒之日，正

是练兵之时；崎岖路、河溪沟、荆棘处，

正是练兵之地。”这启迪我们，平时挑战

自我、追求极致、超越极限，战时才能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言武备者，练为最要。如今，一大

批新装备新战法，亟待在复杂恶劣环

境中经受检验，练兵需要多些“崎岖

路”。只有自觉把复杂环境当成砥砺

打仗本领的“磨刀石”，树牢越是恶劣

环境越能锤炼官兵意志、检验装备性

能、提高练兵水准的思维意识，才能提

高训练实战化水平，锻造能征善战的

雄师劲旅。

练兵就要敢走“崎岖路”
■陈小菁

天气阴沉，江流奔涌，雾锁黄河渡
口。6月初，第 83集团军某旅在复杂气
象条件下展开渡河工程保障演练。
“命你部迅速机动至 6号渡口，渡

送加强坦克排……”一声令下，动若风
发，舟桥官兵驾驶数十辆舟车从滩头林
间驶出。6名侦察队员率先抵达河岸，
发动操舟机，迎着起伏翻滚的浪头驶向
岸滩泛水场。

“水面情况复杂，风险系数大，越险
越能练出真本事！”现场负责指挥的营
长李阳永告诉记者，侦察分队要在湍急
河流中快速采集河幅、水深、流速、水底
障碍物数量及坐标等多组数据，并为舟
桥分队构筑渡口开辟通路。

风浪越来越急，一台台舟车轰鸣着
抵达滩头，精准定位在预定泛水位置。
随着指挥员下达任务指令，一节节舟桥

轰然入水。舟桥作业手身着救生衣鱼
贯入水，运用投掷绳、钩镐等器材迅速
对门桥进行链接固定。
“实战化训练，首先要让训练环境近

似战场。”据该旅领导介绍，他们曾代表祖
国 3次征战国际军事比赛，取得丰硕战
果。回到训练场，他们将比赛经验引入训
练，把黄河作为检验部队工程保障能力的
天然考场，对标实战要求新建改建泛水
场、岸上战备通道、水上障碍场等，让官兵
在近似实战的险难环境中锤炼打仗硬功。
“汽艇驾驶员‘重伤’，迅速补位！”

导调组临机设置“特情”，舟桥作业手张
宇海一个箭步跃入汽艇驾驶舱接替门
桥顶推作业。他轻打方向、拨动挡杆，
操作汽艇推着几十吨重的门桥，在河面
上破浪前行。门桥依次完成锚定作业，
如一条钢铁长龙横跨黄河两岸。
“部队既有针对关键战位的强化训

练，又广泛开展多要素模块化训练，目
的就是确保战时工程保障不断线。”该
旅领导说，他们从实战化演训中总结摸
索出多项战训法，不断强化各级指挥员
的战场应变能力。

左上图：门桥快速离岸，向架桥点

推进。 张晓昆摄

第83集团军某旅利用复杂水文条件锤炼保障硬功—

激流勇进，架设钢铁长龙
■张晓昆 王 琛 本报记者 韩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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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李韶光得到最多的评价
是：这个孩子脑袋瓜灵、学东西快，非常聪
明！可作为清华博士、火箭军研究院助理
研究员的李韶光自己却不这么认为：“我
只不过是对学习、对工作更爱较真罢了。”

2013年大学毕业，面对摆在眼前的
两份就业协议，李韶光最终放弃给出优
厚条件的央企，毅然选择穿上军装，成
为军队科研战线的一员。

在火箭军研究院，李韶光接触了更
多“聪明的头脑”，特别是参与到以中国
工程院院士唐西生、冯煜芳为代表的科
研团队负责的项目。近距离接触以往
电视上才能看到的大国重器，李韶光愈
发坚定将青春和智慧奉献给军队科研
事业的决心。

为传统导弹装备设计的某仿真软
件，能不能进行升级改造以适用于新型
导弹武器？对此，很多人摇头说太难。
爱较真的李韶光不放弃，从构建新的模
型起步，通过编写数万行代码，一步步
地将设想变成现实。

较真，需要勇于直面挑战、敢于突
破创新。针对某型装备技术难题，李韶
光在冯煜芳院士的带领下，不分昼夜攻
关研究，多轮次试验生成，从宏观军事
需求到深入实战使用，从总体方案设想
切入到关键技术细节，创新提出整体评
估方法，解决了飞行性能评估难题，极
大提高了评估精度和效率。这项创新
不但申报了国防专利，还获得军队科技
进步一等奖。

一次，某科研项目竞争择优，在对合
作单位所提供方案进行仿真计算时，李
韶光发现一家合作单位提供的数据指标
与计算结果有较大差异。他大胆地提出
质疑，并顶住压力重新对算法和数据逐
一检查，最终证明这家合作单位的计算
结果有误。后来，经过科学改进之后，这
项科研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敢于较真的李韶光功不可没。

入伍以来，李韶光先后获军队科技
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次，并
荣立三等功1次。

敢于较真的科研尖兵
—记火箭军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韶光

■李德璞 张常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