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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期，长江、淮河等流
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湖泊处于超
警戒水位，重庆、江西、安徽、湖北、湖
南、江苏、浙江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

分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的

关键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压实责
任、勇于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
线、靠前指挥，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采取
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切实做好监测预
警、堤库排查、应急处置、受灾群众安置
等各项工作，全力抢险救援，尽最大努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

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等部门要加
强统筹协调，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
物资。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
参与抢险救灾工作。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在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同时，精心
谋划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要认真做好受灾困难群众帮扶救
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习近平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压实责任 勇于担当 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
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记者陈利、通讯员薛维
高报道：近日，苏北某地硝烟再起，一
场多兵种异地编组联训拉开战幕。第
71集团军某旅区分旅指挥员、机关参
谋、分队指挥员 3个层次，与空军、战略
支援部队等友邻部队相应层次人员混
合编组、共同作业，围绕 10余个实战化
课题开展联演联训，携手破解一体化
联合防空训练难题。

记者在“中军帐”看到，数百公里
外的“敌”机刚刚起飞，旅空情处理系
统就接到空军某雷达哨所传来的空情
通报。各级指挥员迅速行动，分头对
接友邻部队相应级别人员联合研判空
情、拟定抗击方案、上报射击决心……
一连串动作口令准确无误。很快，多
型武器准备就绪，一张防空天网随即
织成，严阵以待。

谁知，狡猾的“敌”机飞临阵地前
沿突然改变航向，采取多种飞行方式
向三营阵地直扑而来。营长秦振韬
一边指挥全营做好射击准备，一边向
旅指挥所报告，请求旅便携导弹分
队、高炮分队，以及空军友邻单位协
同作战。
“我们营的火力优势在于高空远

距拦截，便携导弹和高炮分队可有效
防止‘敌’机采取超低空飞行的方式，
突破我防御阵地。”秦振韬告诉记者，
防空作战不能仅靠单一火力单元，必
须要有联合作战思维。近年来，他们
利用与诸军兵种部队联演联训的契
机，围绕复杂电磁环境下空情联合预
警、情报共享分发、联合反空袭作战指
挥等课目组织联合训练，有效提升各
级指挥员的联合防空作战素养。

演练刚刚结束，联合复盘随即展
开。该旅邀请参与此次联合演练的空
军指挥员、飞行员、领航员到指挥所与
旅三级指挥员，以及导弹、雷达和信息
系统关键岗位指挥员，一起展开复盘，
查找梳理出“信息远距传输不稳定”等
10余个问题，并一一拿出解决对策。

第71集团军某旅携手友邻部队破解联合作战难题

优势互补，织密立体防空网

古代兵法有言：“兵之胜负，不在众

寡，而在分合。”未来战争中，没有一个

军兵种能够“包打天下”，也没有一个型

号的装备能够“独当一面”。每一个军

兵种、每一支部队、每一名官兵的生存

与战斗，都离不开一个“联”字。

调整改革后，各军兵种专业越来

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心联才能力合，

才能形成战斗力。如果做不到心联力

合，一支部队就会像一盘散沙。未来

战场比拼的是体系，如果脱离团队，上

了战场就会打败仗。

明天的“烽火”，要在今天的训练

场点燃。在演训场上实现心联力合，

需要官兵人人强化联合意识，学习军

兵种知识，扎实打牢联合作战理论基

础，为联合作战行动提供能力支撑。

心联才能力合
■陈小菁

本报讯 记者陈利、通讯员陈超
报道：仲夏时节，皖东腹地某演兵场，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的一场数字化
合成营装备协同训练火热进行。某新
型指挥车内，营长陈骞利用一体化指
挥平台，实时发送指令、排兵布阵，多
型号新装备发扬火力，迅速织成一张
远中近距重叠互补的火力网，“敌”火
炮阵地、通信枢纽等重点目标被精准
打击接连毁伤。
“构设实战环境，组织各型装备

协同训练，对挖掘装备作战效能、提
升体系作战能力大有裨益。”正在组
织训练的该旅领导告诉记者，他们始
终牢固树立合成意识，充分利用一体

化指挥平台，不断将指挥通信、工程
防化、电子对抗等多型装备融入演
练，最大限度发挥数字化装备攥指成
拳的“聚能效应”。

走进演兵场，记者在营指挥所了
解到，此次训练他们按照战斗进程，根
据任务需要将不同型号的新老装备灵
活编组，有机融合相关作战单元、作战
要素，接连完成联合火力打击等多个
作战行动。
“灵活编组模式，绝不是人员和

装备的简单整合，而应体现装备作战
效能的优化重组。”陈骞介绍，每次协
同训练，他们都会派出数据采集组，
现场采集各型装备火力打击毁伤数

据。演练结束后，这些数据成了他们
开展复盘研讨、总结经验方法的第一
手资料。

据悉，近年来，该旅先后汇总相关
数据近千条，完成 10余项装备协同训
练课题攻关，探索出 20余种装备作战
编组模式。

为提升指挥效率，他们积极与厂
家、科研单位携手攻关，对一体化指
挥平台进行调试改进，常用功能实现
优化，急需功能及时添加，冗余功能
得以剔除，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得到全
面提升。

上图：7月3日，第81集团军某旅

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 陈 凯摄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野外驻训挖掘装备协同作战潜能

多装联训，寻找战力最大值

野外驻训看变化

本报南昌7月12日电 7 月 12 日
零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的水
位井内，湖水漫过一道红色标记——
“1998年洪水位 22.52M”，这标志着我国
最大淡水湖水位突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
历史极值。

汛情十分严峻，抗洪刻不容缓。7
月 11日，东部战区派出多支部队投入江
西抗洪抢险。正在野外驻训的第 71集
团军某旅、第 72 集团军某旅受领任务

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紧急收拢部
队。12 日 18 时，第 71 集团军某旅 2300
余名官兵分别赶至九江市濂溪区、都昌
县、永修县等 10个县（区）展开抢险救援
行动。第 72集团军某旅出动 1500余名
官兵，机动数百公里赶赴鄱阳县，已加
固堤坝 1000余米，土方作业 300余立方
米，封堵管涌 20余处。

11日至 12日，东部战区空军雷达某
旅、空军地导某旅、空军航空兵某师也先

后派出官兵支援江西抗洪。目前，东部
战区空军部队官兵已累计装填沙袋
36400余个，加固堤坝 1000余米，疏通沟
渠 34条，封堵管涌 4处，处置泡泉群作业
面1300平方米。
（综合记者李建文、赖文湧、李怀坤、

特约记者迟玉光、通讯员朱峰等来稿）
下图：7月12日，武警江西总队500

余名官兵坚守鄱阳县昌江圩堤坝一线处置

险情。 曹先训摄

鄱阳湖水位突破1998年历史极值

多支部队驰援江西抗洪抢险

本报讯 记者王握文、通讯员王玉
龙报道：“军事职业教育服务平台是提高
打赢本领的好帮手。”近日，某部分队长
勾卫喆以平均 90分的成绩，完成了《通
信原理》等在线课程学习。如今，像勾卫
喆一样在军事职业教育军综网服务平台
注册学习的用户已突破 200 万，在互联
网服务平台注册学习的用户突破 300
万，网络“随营军校”已成为官兵提升打
赢本领的助推器。

2013 年 8月，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发
的在线课程平台，在全军军事综合信息
网上线。这种将军校课程搬到网上的学

习模式，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官兵欢
迎。截至目前，军事职业教育服务平台
已有来自军队院校和训练机构制作的在
线课程 1200多门、视频公开课 150多门、
微课 3000 多门，内容涵盖岗位能力提
升、知识拓展更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
多种类型。互联网服务平台对接 10余
个在线学习资源平台，可供选择的数字
化学习资源更加丰富。

线上课程按需选，“随营军校”随
时学。火箭军某旅参谋长朱向军说：
“网上的海量课程，既解决了部队学习
资源不足的问题，又满足了官兵提升

岗位任职能力的学习需求。”南部战区
空军某团把官兵参加在线课程学习作
为提升岗位任职能力的重要抓手。近
年来，全团先后有 400 余名士官通过职
业技能鉴定，11 名士官取得技师技能
等级证书。

近年来，军事职业教育服务平台
主动适应部队野外驻训、远航和执行
多样化军事任务需求，开发出离线学
习系统，搭建了涵盖军委机关、战区、
各军种的个性化“云课堂”184 个，构建
形成了“全员、全时、全域”的军事教育
学习环境。

军事职业教育服务平台注册用户突破500万

网络“随营军校”助力官兵提升打赢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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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场网络政工“革命” 让先进文化滋养精神家园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近期，长江、

淮河等流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

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多地发生严重

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习主席对进一步

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

求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积极参与抢

险救灾工作。

我军历来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为重，党和人民所需就是使命任务所

系。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工作，是军队履

行使命任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践行

我军根本宗旨、维护人民利益的必然要

求。急人民之所急，帮人民之所需，解

人民之所难，从来都是人民军队的出征

号令、前行方向。从抗洪抢险封堵决口

到冒着余震搜寻抢救，从迎战非典的

“小汤山”到抗击疫情的“火神山”，人民

军队冲锋在第一线，奋战在最前沿，始

终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为保

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作出了巨大贡

献，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不愧为抢险

救灾的中流砥柱。

灾情发生后，驻地部队和民兵预

备役人员闻令而动，勇挑重担，哪里有

险情就冲锋在哪里，哪里有需要就出

现在哪里。空降兵某旅组织官兵星夜

奔赴决口河段，经过昼夜鏖战，成功封

堵决口；武警江西总队、江西省军区连

续派出多批武警官兵、民兵紧急驰援

抗洪一线；中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出

动官兵转移被洪水围困群众……一身

身被泥浆湿透的军衣，一包包沉重的

沙袋，一次次无畏的冲锋，生动展现了

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本

色和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优良作风。

“凡谋之道，周密为宝。”当前，已

进入防汛的关键时期，国家防总将防

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防汛救
灾任务十分艰巨。全军部队特别是

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官兵一定要牢记

习主席嘱托，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放在首位，加强同地方的协调

配合，科学部署兵力，合理分配任务，

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真正

做到危险面前冲得上、关键时刻顶得

住、持续奋战打得赢。有关部队要根

据灾情监测预报，提前做好人员、物

资、器材等各方面准备，厉兵秣马、严

阵以待，确保一声令下、迅即出动，不

负重托、不辱使命。

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工作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