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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第 77集团军某旅组织防
空实弹射击演练，一发发炮弹直刺苍穹。

然而，那个本应在训练场上忙碌的
身影，却长眠于千里之外的西宁市烈士
陵园。

他，就是第 77集团军某旅火力科科
长倾志明。

2020年6月26日23时53分，倾志明在
工作时突发脑室出血，被送医抢救。6月
29日 9时 30分，由于病情过重，这名年仅
33岁的军人不幸牺牲。
“言出必行的他，第一次食言。”忆及

战友，防空营营长樊高飞潸然泪下——
倾志明病倒的那天夜里，他俩还在帐篷
内，赶制训练方案。
“太突然了！前一秒，他还在说为营

里添置训练器材的打算；后一秒，就一头
倒在了地上……”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樊高飞至今
也不愿相信，那句“尽快把航模靶机给你
们带来”，竟成了倾志明再也无法兑现的
“诺言”。

追悼会上，当战友们试图用只言片
语还原倾志明牺牲前的足迹时，一个“赶
路人”的形象跃然眼前——

病倒前三天，炮兵营组织实弹射击。
结束训练后，倾志明赶到营长王应槐的帐
篷，一起研究解决训练中暴露的问题；

病倒前两天，倾志明来到某型火炮
集训队检查组训情况。随后，他又马不
停蹄地赶回帐篷，为一堂辅导授课撰写
教案，直至凌晨；

病倒前一天，恰逢端午节。倾志
明顾不上休息，赶往几个火力连，反复
询问主官“还有哪些困难需要科里帮
助解决”……
“他太忙了！”在旅领导眼中，倾志

明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发动机”——
2017年，该旅组建后首次承担某战法试
训任务。为了取得“开门红”，倾志明连

轴转了三天两夜。“他双眼通红，看着都
让人心疼！”
“他太忙了！”在火力科参谋罗加周

眼中，倾志明就像“一颗永不停转的陀
螺”——2018 年，罗加周由基层调入火
力科，每天跟着倾志明跑东跑西。
“他太忙了！”在一营火力连连长马

军眼中，倾志明就像“一艘马力十足的破
冰船”——去年，该旅配发某新型火炮。
为尽快让新装备形成战斗力，倾志明带
着连队反复进行试验性射击，不久便掌
握了该型火炮高寒山地作战性能。
“你们每天看到的，是神采奕奕的科

长；而我每天看到的，是累到连话都不想
说的兄长。”对于火力科参谋王刚而言，
倾志明亦师亦友——几年来，他们战斗
在同一间办公室，住在同一间宿舍。

今年年初，旅里组织夜间实弹射击，
结束时已是凌晨 3点。顾不上休息，倾
志明又匆忙赶去办公室梳理训练情况，
直至黎明才回到宿舍。

王刚被开门的声音吵醒，他问：“科
长，你怎么才回来？”“咱们旅刚组建，有
很多事要做，必须往前赶一赶。”

为追梦，倾尽全力；谋打赢，以命相许。
倾志明被送往医院抢救后，二营火

力连连长洪亚斌带着一本射表前去探
视。“科长，你睁眼看看，这是你魂牵梦绕
的事业啊！”

追悼会上，防空营营长樊高飞代表全
营献上花圈，挽联上写有实弹射击考核成
绩评定为优秀的内容。“这是你‘走’的那
天，营里取得的成绩。知道你一定还惦记
着，就赶来告诉你一声。你安心去吧！”

遗体火化前，旅领导把一张照片，轻
轻地塞在倾志明的手中。“这是战士们特
意用积雪为你堆的‘火炮’。你带着它上
路吧！”

此去一别，再无归期……
如今，倾志明停下了“赶路”的步伐；

在他身后，一支新组建的高原劲旅羽翼
渐丰。

某型火炮首次单炮多发射击、首
次高原夜间射击、首次超极限距离射
击……3年来，由倾志明牵头创下的一
个个“首次”，见证着他奋斗强军的足迹，
亦是这支部队加速成长的轨迹。

全旅新型火炮高寒山地射击补充射
表、近万组高原作战火力运用数据……
上千个日日夜夜的呕心沥血，倾志明用
生命填补了许多实战化训练空白，却再
也无法填补家人心中的遗憾。

3年前，倾志明奉命随单位移防西
藏高原。临别前，他专门请了一天假，陪
妻子和女儿去公园。
“实在不好意思，春节答应的事，

夏天才兑现。以后休假，我天天陪你
们娘俩……”那天，不到 1岁的女儿倾芯
在倾志明的怀里“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妻子张弛跟在后面慢慢地走着，希望把
这段时光拖得更长些。
“你‘走’后，我总有一种错觉。觉得

你还在高原忙工作，说不定哪天就会给
我打电话，说你准备休假了……”遗体告
别仪式上，张弛泪如雨下，她不愿相信丈
夫竟会“食言”。

看见平日“手机里的爸爸”，如今躺在
玻璃罩下，小女孩一遍遍地追问母亲：“爸
爸为什么不理芯芯？”“爸爸他太累了，他
睡着了。就让他好好睡一会儿吧……”

雪山作伴，英雄长眠。
送完战友最后一程，官兵拭去眼泪，

重返沙场。在倾志明倒下的地方，数十
门火炮傲然挺立、引而待发。

上图：倾志明生前工作照。

皇甫秉博摄

一名“赶路人”的生命弹道
—追记第77集团军某旅火力科科长倾志明

■本报记者 李佳豪 特约记者 孙利波 彭小明

本报讯 刘羿辛、特约记者周演
成报道：7月上旬，在全营官兵的簇拥
下，一面面锦旗、一块块奖牌被郑重地
安放在崭新的荣誉墙上。“让单位锦旗
和奖牌第一时间入驻新营区，既是对红
色传统的尊重，也是对官兵的激励。”海
军某旅教导员杜雷对记者说道。
“军史场馆是典藏部队发展脉络

的荣誉殿堂，必须建好管好用好。”该
旅领导介绍，他们以新营区建设为契
机，在深化主题教育中注重发挥军史

场馆的作用。考虑到原先的军史场馆
配套设施陈旧、难以容纳厚重历史等
实际，在新营区建设之初，他们就要求
机关各部门提前筹划、精心设计，从细
微之处体现对历史荣誉的尊崇。

在此基础上，该旅组织官兵走访
部队诞生地、征战地，记录老领导、老
战士口述史料，征集个人保存的文物，
整理与部队参战参演参训有关的实
物、图片、音像等资料，不断增强军史
场馆的历史厚重感。同时，他们广泛

开展“赓续血脉、矢志强军”主题实践
活动，引导官兵学习历史传统，汲取精
神动力。

前不久，在一次演训任务中，该旅
某防空营三级军士长泮玉宝和战友们
克服恶劣环境，及时排除一起装备突
发故障。泮玉宝在日记本上写道：“荣
誉墙上那一块块奖牌、一面面锦旗就
像一颗颗璀璨的星，始终指引着我，激
励着我。”如今，“珍惜荣誉，再创荣誉”
在该旅蔚然成风。

海军某旅注重发挥军史场馆育人作用

入驻新营区先搬荣誉墙

本报讯 胡金华、特约通讯员任
帆报道：“抗美援朝战争中，我连一等
功臣谭朝志一人击退敌人 10 余次进
攻……”7月下旬，第 83集团军某旅野
外驻训场的野战荣誉室里，指导员邹
亚平动情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这是
该旅把荣誉室“搬”到演训一线，增强
教育感染力的一幕。

前期，该旅在调研中发现：往年驻
训期间，连队荣誉室都处于闲置状态，
红色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与此同

时，驻训场上的教育形式单一、缺乏灵
活性。今年野外驻训以来，他们依托
连队餐厅帐篷搭建野战荣誉室，将英
模人物挂像、经典战斗历程等内容，以
展板、视频等多种形式在荣誉室内进
行展示。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发动官
兵创作相关题材的漫画、素描作品来
充实野战荣誉室，引导大家在学习红
色历史、创作红色作品中，加深对红色
传统的理解认同。

一个野战荣誉室就是一座精神加

油站。列兵张哲通首次参加野外驻训，
繁重的训练任务和艰苦的野外条件一
度让他有些吃不消。指导员魏钰玺领
着他走进野战荣誉室，面对“搜集武器
模范连”的历史荣誉旗帜，讲述荣誉背
后的感人故事，强化苦练打赢本领的决
心斗志。此后，张哲通主动向英模看
齐，向连队骨干请教，各项训练成绩明
显进步。前不久，该旅组织轻武器实弹
射击考核，官兵们战高温、斗酷暑，射击
考核总体优良率大幅提升。

第83集团军某旅结合实际丰富教育形式

野战荣誉室走进驻训场

没有荣誉感的军人，是打不了胜

仗的。一支部队入驻新营区先搬荣誉

墙，一支部队将野战荣誉室“搬”到驻

训场，他们点燃了官兵心中的激情，激

发出大家对荣誉的渴望。

我军的荣光，是无数先烈在对理

想与信仰的坚守中，在生与死、血与火

的考验中形成的宝贵财富。只要把准

导向、用心观察，我们总能从那一本本

写满苦难辉煌的战史、一间间闪耀荣

光的荣誉室里，找到荡涤灵魂、滋养心

灵的力量。

在练兵备战任务日益繁重的当

下，我们更应当培厚崇尚荣誉的土壤，

让英模事迹、光荣传统进课堂、进练兵

场，加强教育引导，夯实官兵崇尚荣誉

的思想根基。

培厚崇尚荣誉的土壤
■张磊峰

本报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安普
忠报道：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
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
展开 2020 年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中
直接招收士官工作。

今年直招士官涵盖计算机、自动化、
机械等 64类 270余个军地通用专业，重
点加大无人机、航海、航空航天、电子信
息、小语种等专业招收力度，招收规模相
比去年增加近2000人。

今年直招士官工作与义务兵征集
同步组织实施，8月 1日开始，9月 30日
结束。应征青年可以通过全国征兵网
（网址：http://www.gfbzb.gov.cn）查询直

招士官条件和各地招收专业分布情况，
符合专业范围和招收条件的在线提交
报名信息，并根据应征地兵役机关统一
要求，参加体格检查、政治考核等后续
招收工作。因招收专业和计划限制未
能被招收为士官的合格青年，可以参加
义务兵征集，服义务兵役期满选取为士
官时，在普通高等学校按规定学制就读
的年数视同服役时间。

今年士官招收工作由省级或地市
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在
摸底报名的基础上，潜力较为丰富的
专业将在综合衡量报名对象学历层
次、在校期间专业课成绩、取得职业资

格证书等情况进行择优遴选；稀缺专
业将面向本地符合专业要求、具备招
收优势的院校定向对口招收。根据疫
情常态化防控要求，今年直招士官原
则上不安排自行报到，将与义务兵同
步组织运输入营。

直接招收士官入伍时间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算，部队下达士官任职
命令的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部
队接收单位将科学制订入伍和专业
训练方案，认真组织施训；训练完成
后按照专业对口、招用一致的原则，
将招收士官统一精准分配到对口专
业技术岗位。

2020 年直招士官工作全面展开
重点加大无人机、航海、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小语种等

专业招收力度

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通讯员许浩
杰报道：电磁干扰下突破重重围堵、险峻
群山中摆脱雷达追踪……7月中旬，第
74 集团军某旅开展多场跨昼夜飞行训
练，飞行员杨钊毕业刚满一年便担任见
习机长，已熟练掌握一系列高难度飞行
动作。飞行教员钟鸣说，旅里采取新的
组训模式，使飞行训练质效大幅提高。
“以往组织飞行训练，为方便集中管

理，单次只放飞实施同一训练课目的战
机，飞行员经常需要排队等候。”该旅领
导说，为提升训练效率，他们创新组训模
式，采取单场次训练“多闸口”的办法，一
次放飞实施不同训练课目的多架战机，
让难易不等的训练课目按照“一场多域、
一域多层”的方式同步推进，最大限度盘
活训练资源，使飞行员每周的训练时间

增至以往的两三倍，飞行训练强度、密度
大大增加。

该旅制订飞行训练计划时，为每个
课目选配一名飞行教员作为训练监察
员。飞行训练中，由训练监察员综合分
析每名飞行员的课目熟练程度、心理和
身体状况，设置不同的特情和战术背景，
倒逼飞行员苦练飞行动作。
“每一次飞行训练，我都有实实在在

的收获和提高。”飞行员李浩说，如今飞行
训练不仅要练技术，更要紧盯“敌情”练战
术。为掌握未来作战制胜机理，练就空中
精飞的打赢本领，他没少下苦功夫。

前不久，该旅一场飞行训练阶段性
检验考核拉开帷幕。数名飞行员驾驶战
鹰同时起飞，时而急转拉升，时而狂飙掠
地，最终全部以优异成绩通过考核。

第74集团军某旅创新组训模式盘活训练资源

一次放飞实施多个课目训练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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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基层淬火 书写无悔青春
（第二版）

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第十版）

读懂新时代的好军嫂
（第五版）

7月上旬，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

组织数架反潜巡逻机，分批次、跨昼夜

展开反潜训练，提升全天候反潜作战

能力。

图①：战机升空。
图②：机务检查。
图③：黄昏返航。

秦钱江摄

海天“猎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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