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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文龙报道：近日，第 83
集团军某旅“安全警示日”活动在某野外
演训场如期展开。曾因违规使用手机受
处分的中士小李，在观看网络失泄密警
示教育片后感叹道：“多亏组织及时警示
纠正，让我避免了更大问题的发生。”
“安全稳定是部队顺利开展工作

的基础。”据该旅领导介绍，他们高度
重视部队安全工作，坚持预防为主、关
口前移、精准发力，严格落实安全管理
制度规定，把底线意识根植于官兵头
脑中，严防发生安全事故。他们定期
开展“安全警示日”活动，根据安全管
理需要，区分专题组织官兵观看安全

警示教育视频；并结合真实案例组织
讨论，扫清风险防范的盲点误区；还外
请专家辅导授课，帮助各级主官理清
安全管理工作思路。

安全守底线，工作有底气。在坚持
常态化安全教育的基础上，该旅党委一
班人深入演训场，指导营连搞好隐患排
查，对安全隐患问题拉单列项逐条解
决。此外，他们严格落实野外驻训安全
管理责任制，结合演训任务实际，持续强
化动散条件下部队安全管理。安全警示
教育走进演训场，提高了官兵主动排查
安全隐患的意识，“安全托底才有干事底
气”成为全旅官兵的共识。

第83集团军某旅引导官兵树牢安全意识

安全警示教育走进演训场

本报讯 高波、特约记者海洋报道：
盛夏时节，塞外某地，第 79集团军某旅
一场对抗演练鏖战正酣。榴炮一连完成
火力打击任务后准备转移，这时，一门牵
引火炮突然出现故障。火炮技师苗建峰
打开数据库系统，通过搜索该装备的“电
子病历”查找几率大的故障原因，很快找
准问题根源，排除了故障。
“小小‘电子病历’，作用不容小

觑！”该旅保障部部长告诉记者，以前，
他们按“谁使用、谁保管、谁负责”的原
则，建立装备责任管理制度，给主战装

备配备了纸质版的“维修履历”。然而，
部队常年在野外复杂环境下训练，“维
修履历”不便于随营携带，接管使用装
备的官兵往往对主战装备的“既往病
史”不够了解，一旦主战装备出现故障，
修理人员只能根据日常流程对“病因”
进行逐项排查，或凭经验来判断故障根
源，既增加了工作量，也给维修工作带
来不小难度。

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该旅整合所
有主战装备的“维修履历”，分门别类建
立电子档案，为每台主战装备建立专属

“电子病历”。他们将每次的维修保养
情况登记备案，并实时更新数据库系
统，使主战装备维修排障信息一目了
然，方便维修人员在维修保养装备时参
考使用。

记者登录数据库系统，打开某型战
车的“电子病历”看到，上面详细记录了
该装备自列装以来的历次故障原因、修
理方法、使用情况和当前技战术性能
等。通过调阅装备“电子病历”，维修人
员“对症下药”精准排除故障有了方向参
考和有力技术支撑。

第79集团军某旅整合装备档案提升维修保障效能

装备“电子病历”助力精准排障

本报讯 李珏宏、刘博报道：7月上旬，
第 74集团军某旅野外训练场上，不同兵种、
不同层级的课目训练正轮番进行。自开展
野外驻训以来，该旅高效整合训练资源，合理
利用有限场地，所有主战分队在基地式训练
模式下顺利完成13个课目训练考核。
“训练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才能促进战

斗力水平升级。”据该旅领导介绍，过去训
练由主战分队各自安排实施。今年，这些
单位的野外实弹射击、营连战术等课目训
练时间大多重叠，这对把控训练节奏、提高
训练场使用效益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
一情况，他们合理调配训练场地资源，组织
所有分队有序展开训练。
“抓住练兵备战黄金期，统筹训练计

划、适时调配训练资源，才能发挥最大练兵
效益。”该旅领导告诉笔者，他们利用野外
驻训的契机，将所有主战分队集中在一个
训练场，展开昼夜连贯基地式训练，各分队
训练纳入同一训练计划，装备实行灵活编

组。他们区分单车射击、战斗射击、连排战
术等课目，将所有参训人员按建制编组，轮
流完成从“单车战术”到“连排战术”的训练
过关；以互为对手的方式开展合成营对抗
演练，人员转场、装备不动，确保车辆装备
最大程度利用，训练场运转无闲置。与此
同时，他们还将工兵、卫勤等保障力量分组
配置到主战分队各个层级，融入训练模块
同步展开训练，锤炼作战保障能力。

走进该旅野外训练场，笔者看到 4个主
战分队的模块化编组训练正如火如荼展
开。合成三营装步分队和坦克分队在支援
保障连的配合下，同时完成训练过关，直接
进入营对抗演练阶段。合成一营完成相关
训练课目，随即参加合成营对抗演练。该
营坦克一连连长刘长春说：“开展基地式训
练，训练模式更科学、训练节奏更紧凑，部
队训练质效得到明显提升。”

上图：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坦克实弹

射击训练。 李硕勋摄

第74集团军某旅整合资源开展基地式训练

野外驻训，变分头实施为整体联动

本报讯 刘毅、李海涛报道：“靶标大
小不一、距离不等，自动步枪对目标射击瞄
准点的选择应视情调整……”7月上旬，在
某中队组织勤训轮换的武警河南总队三门
峡支队教导队队长张俊欢，为该中队官兵
进行课目示范。

据了解，以往支队组织训练，都是将人
员集中到教导队统一展开。如今，该支队
创新勤训轮换方法，将训练任务集中统筹、
合理分解，并通过教练员主动上门的形式，
在各中队展开“点对点”教学。他们还根据
各中队不同情况，适时调整训练课目难易
程度、训练时长，为各中队量身打造训练计
划，科学分配训练时间及内容。
“不同于以往‘吃大锅饭’的组训模式，

小班授课增强了教练员对受训官兵课目掌
握情况的了解，并有效缩减了官兵对训练场
地的适应时间。”据该支队领导介绍，针对受
训单位营区分散、距离较远的实际，他们在

组织教练员上门教学之前，对勤训轮换课目
进行分类分级，理论性较强的课目放在线上
集中授课，利用网络和多媒体手段，让官兵
易学易懂；将教案、课件，以及线下授课现场
视频刻录成光盘下发至各中队，方便官兵结
合任务实际，围绕训练内容落实补训。

为强化训练效果，该支队边训边考，坚
持“每课有抽考、每天有小考、阶段全员
考”，严格考核验收训练质效，成绩不合格
人员要跟随教练员前往下一批次“点对点”
教学任务地重学重考。同时，他们还积极
开展官兵互教互学和评比竞赛，集智解决
授课中的疑点难题。
“过去，我的对隐显目标射击课目成绩

不理想，重考制度逼着我跟随教练员再学
一遍，现在我完全有能力完成射击任务。”
某中队战士张振东信心十足地告诉笔者。
据悉，该支队勤训轮换参训官兵的训练成
绩现已全部合格，良好率达90%以上。

武警三门峡支队灵活开展“点对点”练兵考核

勤训轮换，变集中组训为上门教学

野外驻训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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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划线、齐步走”的组训模式，

便于统一组织，利于整体推进，但也要

注重解决部分官兵“吃不饱”、部分官

兵“吃不了”的现象。在坚持按纲施训

的前提下，唯有灵活改进组训模式，才

能科学提高训练效益。

没有精准难有效益。随着部队编

制体制调整、武器装备升级，今天的

训练要求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深刻

变化，今天的练兵模式也应与时俱

进、因势而变。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

根本途径，官兵只有人人过关、个个

过硬，才能打造整体过硬的实战本

领。这就要求部队各级在组织训练

时，既按纲施训、整体推进，又根据官

兵的适应能力和个体差异，灵活编

组、因人施训，让练兵施训更加精准

高效。

练兵要多些精准意识
■陈小菁

短 评

本报讯 刘占明、记者邓东睿报
道：前不久，火箭军某基地依托地方资
源，组织新型导弹部队的 300 名骨干，
分 3 批进行为期 45 天的能力升级培
训。据该基地领导介绍，全速推进新型
导弹人才培养工程，是他们积极适应部
队需求，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生成的重
要举措。
“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关键在于

缩短人才培养周期。”近年来，随着新
型“大国长剑”列装，该基地官兵倍感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新质战斗力生成
一刻也等不得、慢不得。为此，该基地

聚焦新型导弹部队能力生成节点目
标，并对照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有关要求，遴选优秀干部骨干驻厂
学技术、系统学理论，超前培育一批懂
原理、通专业、会操作的人才，将人才
“需求侧”与培养“供给侧”紧密对接，
实现装备试训人才先集训、装备换型
人才先转型。

培训过程中，该基地受训官兵在掌
握专业理论的基础上，实地学习武器生
产、研制、试验等环节，从源头上学懂弄
通新型导弹作用机理。为提升培训效
果，该基地还邀请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单

位的专家教授现场授课，为官兵精准设
置培训内容、量身定制研究课题。他们
还综合运用讨论辨析、结对互助、定期
会考等方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灵活
性，确保人人学有目标、学有方向、学有
所成。

记者了解到，近日，该基地已安排
专业考核组赴培训现场，对第一批官兵
的学习成效进行综合考核。驻厂学习
的某导弹旅技术营营长印中飞告诉记
者：“我一定努力加钢淬火，实现能力转
型升级，为新型导弹战斗力生成贡献智
慧和力量。”

火箭军某基地依托地方资源超前开展新装备人才培训

新型导弹骨干分批淬火强能

本报讯 王统一、张耀广报道：“将课
程区分为铸魂类、强基类、赋能类、特色
类，在人才培养不同阶段有序实施……”6
月下旬，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组
织专题研讨会，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教
授左吕敏的发言受到好评。据该院领导
介绍，他们注重运用融合教学，不断开创
课程思政建设新局面。

前段时间，该院党委机关深入调研
认识到，政治理论教学具有学科综合
度、专业复合度高的特点，教学涉及的

传统一级学科多达 50余个，仅凭浅表化
解说很难收到良好效果。为提升政治
理论教育质效，他们运用融合教学大力
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对主体课程进行规
划和设计，构建功能各异却互为补充的
教学模块。

该院对课程思政的指标效果、过程
质量进行量化集优，总结出思政课灌输、
专业课渗透、第二课堂拓展、实践课堂历
练、网络课堂助力的“五课联动”育人模
式。在此基础上，他们探索推出案例式、

情景模拟式等多种教学方式，建立课程
思政专题教学素材库和教学保障平台。
此外，他们还安排思政课骨干教员开展
教学协助，组织关联专业教员参与集体
备课，集智规划课程思政的目标图、路线
图和教学施工图。

多学科支撑，体系化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进一步坚定了该院官兵矢志报国、
逐梦强军的信心决心。近日，该院毕业
班学员纷纷向组织递交了赴边疆海岛建
功立业的申请书。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创新政治理论教学方式

“五课联动”提升教学育人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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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武警警官学院训练基地组织喷火射击训练，锤炼官兵实战本领。 侯崇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