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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本报讯 郭龙佼、特约记者海洋报
道：“赵启阳严守战场纪律，雨中潜伏数小
时……”仲夏时节，第 79集团军某旅侦察
二连组织演练讲评，列兵赵启阳在演练中
的出色表现，赢得阵阵掌声。

几天前，该旅组织指挥所演练，派出
“蓝军连”进行全程袭扰，倒逼官兵练强特
情处置本领。担负指挥所勤务任务的侦
察二连负责侦察监视。根据事先分工，赵
启阳在前沿阵地西侧一处小树林首次独
立执行潜伏侦察任务。
“一定要完成好‘首秀’，不能在自己

点位上出任何问题！”赵启阳既紧张又兴
奋，眼睛瞪得大大的。

演练场上，枪声此起彼伏。为躲避蓝
军无人机侦察，赵启阳爬进一个土坑，把
自己隐蔽得严严实实。侦察与反侦察、干
扰与反干扰……双方你来我往，战斗异常
激烈。然而赵启阳发现，双方始终在阵地
一线东侧缠斗，他这边一直不见动静。

激战正酣时，天空突然变脸，瞬间大雨

倾盆。赵启阳赶紧用随身携带的雨衣把电
台包裹起来：“自己淋湿没啥，可不能让装备
淋了雨。”1个多小时后，赵启阳所在位置仍
未发现蓝军蛛丝马迹。雨越下越大，地上慢
慢积满了水，他趴在水坑里，纹丝不动。

又累又饿的赵启阳一直没有收到上
级指令，只能继续潜伏。

黄昏时分，天色已暗。赵启阳浑身湿
透，潜伏在小树林实施侦察，直到演练结
束才归队。

复盘总结会上，赵启阳的做法引发官
兵讨论。有的说，战场纪律高于天，决不
能自作主张、擅自行动；有的认为，演练场
如战场，执行任务不能机械，要见机行事。

赵启阳说：“我的任务是潜伏侦察，必
须像钢钉一样铆在战位上。”最终，他以高
票被推选为“周训练之星”。

上图：6月下旬，空军航空兵某团组织

夜间飞行训练。

徐晨桐摄

执纪如铁，列兵恶劣天候坚守战位

本报讯 詹丽红、特约记者海洋报
道：“各哨及时就位，加强警戒！”6月下旬，
第 79集团军某旅一场实兵对抗演练在辽
南腹地打响。该旅合成二营装步六连经
过激烈“厮杀”，胜利在望。趁着夜色，连
长魏泽华决定组织连队原地休整，补充弹
药和给养。
“有情况！”拂晓时分，担任连队潜伏哨

的七班班长李明达突然发现，前方约 600
米处，一支“敌”小分队正向连指方向隐蔽
抵近。李明达边观察，边报告“敌情”，并申
请带领哨兵先接“敌”阻拦。考虑到“敌情”
不明，魏泽华命令他做好隐蔽，等待支援。

眼看“敌”越来越近，连队支援却还没
有到位，李明达心里暗暗着急。而此时，
“敌”好像也发现了什么异样，加快搜索前
进速度，情况愈发紧急。
“跟我来！”来不及请示，他带领 2名哨

兵悄然撤离潜伏哨位，摸黑向右侧无名高地
前出。行进至300米开外的山脊后，3人同
时向“敌”开枪，并不时利用微光进行引诱。

循着枪声，“敌”调转进攻方向朝他们
扑来。成功吸引“敌”注意力后，3人迅速
朝着连指方向靠近。此时，连指已展开部
署，做好战斗准备。

400米、350米、300米……“敌”越追越
近，连队官兵严阵以待，来了个瓮中捉
鳖。一阵枪响之后，“敌被全歼”。由于处
置得当，连队受到导演组好评。
“战场上应该令行禁止，李明达没有及

时请示连指，就撤离潜伏哨位，是擅离职守”
“李明达随机应变，主动诱‘敌’，为连队赢得
充足战斗准备时间”……复盘总结会上，该
连官兵围绕李明达的战斗行动各抒己见。

灯不挑不亮，理越辩越明。大家渐渐
形成共识：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
只有准确判明态势，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才能赢得战场主动权。

易地再战。官兵驾驶步战车，时而正
面冲击，时而迂回包抄；时而火力佯攻，时
而电磁干扰，打得“敌”晕头转向……

灵活机动，班长紧急关头撤离哨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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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撤一守，一动一静。

前者体现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后者则彰显了纪律高于天的战场法则。

孰对孰错？孰优孰劣？很难一概

而论。

战场没有“标准答案”。假如李明

达没有临机前出“诱敌”，连指便很可能

被“一锅端”；如果赵启阳提前撤离战

位，那么蓝军摸进阵地时就如入无人之

境。两人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恰恰高

度契合一切为打赢的战场追求。

战争是最严酷的审计师，也是最严

苛的裁判员。克劳塞维茨曾说，任何思维

都是一种能力。心中有了打赢这把衡量

战斗力的唯一标尺，就可以厘清哪些思维

与战场制胜背离，哪些做法与实战要求相

悖，从而使演训与实战标准尽可能贴近。

军人生来为战胜。战场打不赢，一

切等于零。只有时刻用打赢这把标尺

卡一卡，不断强化随时准备打仗思想，

苦练打仗硬功，做到脑子里永远有任

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

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才能做到召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战场没有“标准答案”
■彭 亮

“坚守阵地的最后一天，一群敌人
将老连长郑加贵团团围住，他拉响炸
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仲夏时节，
在第 72集团军某旅“红色故事会”活动
现场，一等功臣、四级军士长谭斌登上
讲台，深情讲述“郑加贵英雄连”官兵的
英雄事迹。

大屏幕上，一张泛黄的侵朝美军
传单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写着“打垮
38，饿死 42”的英文。“这是抗美援朝战
场上留下来的。42指的就是我旅前身
隶属的原第 42集团军。那时候部队武
器落后、补给困难，但我们不仅没被打
垮，反而打出了国威军威。”谭斌话语
铿锵。

时光荏苒，精神永恒。去年的一次

联合登陆作战实兵对抗演习中，一辆两
栖战车突发故障失去动力，漂浮在风急
浪高的海面上。面对随时可能车沉人
亡的危险，谭斌挺身而出，成功处置险
情，驾驶战车重返“战场”。
“抗美援朝战场上，连队坚守阵地

5天 5夜，连长、指导员和班排长全部阵
亡，只剩下包括 8名伤员在内的 19名战
士。危急时刻，司号员张群生毅然吹
响冲锋号，与战友一起，合力打退敌人
7次进攻……”曾任“烟台峰英雄连”排
长的二等功臣欧阳星星，带领官兵一
起重温荣誉室里珍藏的一把军号背后
的故事。

跨越历史，血性基因依然鲜明。
一次演习，面对突发险情，欧阳星星毫

不犹豫冲上前去保护战友，英勇负伤，
但他仍坚守岗位，直至战车登陆完成
任务。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英雄精神永

不褪色！”听着一个个震撼人心的英雄
故事，台下官兵热血偾张。

为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主题教育，该旅注重用好单
位荣誉历史和英模群体等宝贵资源，
打造红色文化长廊，通过讲战史故
事、组织“十大两栖先锋”评选等活
动，引导官兵学英模精神、当英模传
人，从红色传统中汲取精神养分、矢
志练兵备战。在英模精神鼓舞下，该
旅官兵士气高昂，部队全面建设水平
节节攀升。

第72集团军某旅邀请立功官兵讲述英模事迹—

光辉战史砥砺强军斗志
■李 军 彭卓武 本报特约通讯员 盛洋迪

本报讯 特约记者何勇民、通讯员
朱伊丹报道：“秉承先辈精神，立志建
功高原……”初夏时节，激昂的誓言声
中，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某大站又一
批新战士结束专业集训踏上征程。在
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主题教育中，该大站深入挖掘高原精
神，激发官兵履行使命、扎根高原的强
劲动力。

发掘精神矿藏，赓续红色基因。
该兵站部驻守在平均海拔 4000 米以
上的高寒缺氧地带，一茬茬官兵扎根

高原、艰苦创业、默默奉献，锻造培育
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战斗”的高原精神，涌现出一批批先
进典型和一个个感人故事。主题教
育中，该大站将英模典型事迹汇编成
册，挂牌成立红色教育基地，广泛开
展“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唱红色
歌曲、当红色传人”活动，激励官兵建
功高原。
“深化主题教育以来，我们聚焦

主责主业，引导官兵在赓续红色基因
中，履行好新时代使命任务。”该大站

领导介绍，他们围绕打仗思想、练兵
备战、精神状态等方面，严密组织首
长机关强化集训和保障要素演练，广
泛开展“强军有我、使命在肩”群众性
实践活动，不断强化官兵实战意识，
锤炼打赢本领。

在高原精神激励下，该大站官兵
如今最爱听的是英模故事，最想学的
是强军先锋。连日来，驻守在海拔
4500 多米点位的沱沱河兵站官兵，以
昂扬精神状态展开新一轮高寒条件下
适应性训练。

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某大站充分发掘高原精神矿藏

红色故事激励建功高原

本报讯 王锴、特约记者徐伟报
道：“1937年，八路军第 115师在平型
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千余人……”6
月下旬，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机动
一中队指导员方咏结合军史长廊“红
色基因”板块，给官兵上了一堂精彩
的随机教育课。这是该支队坚持大力
弘扬部队优良传统、用红色基因打牢
官兵思想根基的一个场景。

每逢新兵入营、新党员宣誓，该
支队都要组织官兵走进支队史馆或驻
地红色教育基地，赓续红色基因。为

进一步学习先辈精神，他们根据营区
道路、场地、建筑等空间布局实际，
在醒目位置打造军史长廊。据介绍，
军史长廊包括主体、专题、辅助 3个
展陈区，涵盖党史军史、英模典型等
10余个板块。

记者在现场看到，军史长廊不仅
图文并茂，还具有语音功能。在专题
展陈区，彝族战士忍格木巫看着著名
将帅和英模人物事迹，心潮澎湃。对
军史文化有浓厚兴趣的他，将军史长
廊作为学习党史军史的“户外课堂”，

经常趁课余时间过来学习。去年底，
他在武警部队“党史军史知识学习竞
赛”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被表彰为
武警部队“党史军史知识学习先进个
人”。前不久，忍格木巫被支队聘为军
史长廊解说员。

学党史军史寻根溯源，悟光荣传统
固本培元，支队官兵爱党、信党、跟党
走的信念更加坚定，传承红色基因、争
当精武标兵的豪情更加澎湃。连日来，
支队官兵训练热情高涨，出色完成战备
执勤、武装巡逻等多项任务。

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依托营区打造红色教育平台

军史长廊点燃精武豪情

初夏，第78集团军某旅一场某新型突
击车战斗射击训练难坏了该旅不少炮手。

难在哪儿？该旅作训科参谋吴昊
说，此次实弹射击条件与去年相比，作了
两项改动：一是突击车必须在行进间完
成对所有目标射击；二是射击目标全部
为移动隐显靶，如果射击超时，靶标就自
动消失。

指挥员一声令下，该旅某营四级军
士长、“神炮手”王帅第一个登上突击
车。“发现目标、跟踪目标……”捕捉到首
个目标的王帅欣喜不已，但正当他准备
按下发射键时，突击车和射击目标同时
移动，目标迅速偏离射击视野。他立即
调整方位并再次锁定瞄准，没想到，指挥
组已判定他“射击超时”。

随后，几名老炮手相继登车，但都铩

羽而归。他们纷纷感慨：“这次训练可真
不容易，想顺顺当当打出炮弹都难。”
“行进间搜索目标本就有一定难度，

炮手还要判断靶标性质选择相应弹种，
而后在战车和目标不断移动状态下完成
一连串射击动作，这对他们的军事技能
和心理素质要求都很高。”该旅领导介
绍，某新型突击车列装后，旅党委着力打

破“年年都上一年级”的训练怪圈，按照
课目难度循序渐进组织训练，在稳扎稳
打中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本轮训练完毕，该旅组织训练骨干
围绕“车组乘员如何协同”“发现目标如
何快速射击”等内容，讲解射击动作要
领，并利用训练辅助器材，一对一帮带教
学，提高官兵技能；邀请优秀车组进行战

斗射击流程演示。随后，他们又梳理出
20多项训法战法，汇编成册并推广运用。

不久后的一次射击训练中，该旅四
级军士长陈虹淞按照射击动作要领操
作，以 4发全中的优异成绩率先打了“翻
身仗”。据了解，循序渐进施训模式，让
该旅某新型突击车战斗射击训练水平进
步明显。

老 炮 手 升 了“ 高 年 级 ”
—第78集团军某旅循序渐进施训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

■本报记者 牛 辉 通讯员 冯 程

6月26日，海军陆战队某大队

组织高楼滑降训练，锤炼陆战队员

遂行任务能力。

孙宏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