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 评

高温酷暑季，各部队野外驻训正

如火如荼展开。条件艰苦、环境恶劣、

挑战频频，官兵面临的心理压力大、现

实困难多，很容易影响练兵备战的积

极性。此时，如何有效激发练兵动力

显得尤为重要。

两支部队激发练兵动力的办法各

有千秋，但都有明确的抓手：一支部队

通过做好暖心工作，帮助驻训官兵解

除“痛点”“难点”，为练兵备战“助燃”；

一支部队通过设计科学刚性的奖惩措

施，把练兵备战绩效与单位建设、表彰

奖励等挂钩，营造了“见红旗就扛、见

第一就争”的良好氛围。

政治工作服务战斗力才有生命

力。野外驻训情况十分复杂，影响练

兵动力的问题也很多，政治工作应该

深入研究和探索具体情况、具体问题，

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为激发练兵

动力提供有效抓手。

服务战斗力才有生命力
■张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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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 8日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致唁电，对
原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全文如下：

惊悉原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同志不幸逝世，我代表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你并通过你向越南共产党、越南政府、越南人民，对黎
可漂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黎可漂同志家属致以诚
挚慰问。

黎可漂同志是越南党和国家老一辈杰出领导人，带领越

南人民在越南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黎可漂同志也是中国党和人民的亲密同志和朋友，为推动构
建“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中越关
系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方高度重视巩固和发扬中越传统友谊，愿同越方一
道，增进政治互信，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中越两党两国关系
和各自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我相信，在以
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将取得新成就。

就原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逝世

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致唁电

本报讯 记者李蕾、特约记者王传
峰报道：“野鸭湖旁发生‘火灾’，命令你
部民兵迅速赶赴现场支援。”日前，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对第六师民兵队
伍进行紧急拉动。接到命令后，该师无
人机侦察、灭火救援等民兵分队迅即出
动，无人机实时传回现场火情照片，一
线民兵交替前出、配合默契，很快扑灭
“大火”。

“直面险情的临机拉动演练，在兵团
各级已成常态。”兵团军事部领导告诉记
者，他们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聚焦民兵
队伍建设，坚持“体系化设计、工程化落
实”的编建思路，推动民兵队伍建设水平
稳步提升。

按一流标准建设一流队伍。在兵团
军事部，记者看到一份《关于推进一流民
兵队伍建设的意见》，民兵队伍编建标准
覆盖了兵团所属师、团、连 5种类型 38个
岗位。这是他们以体系化精准设计思
路，结合使命任务需求不断细化优化形

成的制度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兵团民兵闻令

而动、冲锋在前。“民兵队伍之所以‘拉得
出、用得上、打得赢’，得益于以往民兵编
组力量要素不清楚、职能任务不清晰、抓
建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的有效解决。”兵团
第六师人武部领导告诉记者，兵团基于任
务需要，精准区分岗位能力标准，将连队
力量编成区分为情报信息、任务指挥、综
合保障等 5个“通用要素+任务职能”模
块，探索走开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编配
民兵的路子，力求成建制编组优质兵员、
成系统吸纳优势资源、成体系形成新质战
斗力。
“建设一流民兵队伍就像建大厦，必

须按蓝图施工，一锤接着一锤敲。”兵团
军事部领导说，体系化设计，离不开工程
化落实。他们建立完善常态轮训普训机
制，自2018年底以来，按照“连队化管理、
院校式教学、实战化训练”模式，先后组
织师团连主官军事工作能力、师团职干

部民兵工作能力和师团主官军事指挥能
力培训，着力提升领导干部的战略素养
和指挥能力。前不久，兵团第一师九团
政委宋杰在演练中创新指控手段，组织
百名民兵快速完成集结并登车出发，应
急准备时间比过去大幅缩短。
“软件”“硬件”一起抓。他们按照

“布局合理、要素齐全、功能融合”的思
路，采取“训练基地+基层武装部+装备
仓库”的模式推进各团场建设，实现教
育、训练、管理、学习、生活、培训一体
化。目前，20 余个现代化民兵训练基
地、近 80个功能齐全的综合训练楼配套
设施完善，形成以兵团训练基地为骨干、
各师训练基地为主体、团场训练基地为
基础的民兵阵地格局。记者在兵团军事
部指挥中心看到，联接驻地政府多部门
的指挥信息网，直达兵团师团连重点民
兵装备仓库、边防哨所和训练基地，一旦
接到指令，10余支民兵应急分队即可快
速遂行抢险救灾、边境封控等任务。

体系化精准设计 工程化高效落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创新编建思路推动民兵队伍建设

编者按 2014年 4月 29日，习主席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师部冒雨检阅了民兵队
列，察看了武器装备，鼓励民兵指战员提高综合素质和训练水平，更好履行担负的特殊使
命。6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牢记习主席嘱托，加快推动民兵队伍建设，探索出“体系化设
计、工程化落实”的编建思路，取得扎实成效。

本报讯 靖周、记者李怀坤报道：
法律咨询一对一服务、心理辅导送去
“健康套餐”、文艺小分队进行“战地快
闪”……7月下旬，第 71集团军某旅派
出由心理咨询师、驻地法律专家等专
业人员组成的 7支服务分队，前往驻训
一线为官兵排忧解难。
“能不能在战训一线发挥作用，是

衡量政治工作服务保障功能的重要标
尺。”该旅领导介绍，针对部队演训任
务繁重、官兵心理压力不断加大和涉
法援助需求强烈等问题，该旅精心抽

组骨干力量开展“为兵服务到一线”活
动，激励驻训官兵全身心投入各项演
训任务中。

黄海之滨，服务分队登船艇、上战
车、进帐篷为官兵送去欢乐、带走困惑。
在某演训现场，该旅兼职心理咨询师韩
雨围绕“调控不良情绪、保持阳光心态”
这一主题为官兵宣讲心理健康常识，传
授情感宣泄、自我暗示等心理疏导技巧。

皖东某地，服务分队深入山野丛
林、丘陵高地，以饱含深情的服务感染
官兵。正在执行任务的某营下士小

李，因家中房屋产权纠纷问题，一时情
绪低落。服务分队成员、驻地某律师
事务所律师吴平方，从法理和情理两
方面入手化解了小李的心结。
“为兵服务到一线”活动开展以

来，服务分队先后为 2000余名官兵提
供普法教育、心理咨询、文艺巡演等多
项服务，提高了官兵练兵备战的积极
性。正在参加某大项演训任务的“钢
铁电话连”指导员张秋岩高兴地说：
“精神鼓励、身心减压、排忧解难，服务
分队成为驻训场最受欢迎的客人。”

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为兵服务到一线”活动

7支服务分队激励军心士气

本报讯 吴阔报道：“炮兵分队在
高原环境下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
演练表现出色”“作战支援营野外驻训
期间战备训练效果明显”……盛夏，第
75集团军某旅利用半年总结契机在驻
训地组织“双争”评比，一批练兵成效
明显的单位和个人受到表彰。

野外驻训期间，受自然环境恶劣、
生活条件艰苦、训练强度增大等因素影
响，少数官兵产生畏难惧险怕苦情绪。
该旅结合演训实际组织开展“‘双争’评
比看平时”活动，制订完善野外驻训“双

争”量化评比实施细则，让政治工作服
务保障功能直达基层末端、演训一线，
有效激发官兵练兵动力。
“综合评定前10名、在演训任务中表

现突出的个人，优先提拔任用；综合评定
达不到优良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综合性
表彰奖励中评先评优……”翻开评比细
则，首页便是醒目的10条“硬杠杠”，刚性
奖惩措施树立起创先争优的鲜明导向，让
官兵干有参照、创有目标、评有标尺。

条条硬措施，引导部队将“双争”评
比融入日常演训任务中。炮兵分队新型

轮式火炮首次机动至高原复杂地域，组
织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在射
击场突降暴雨、第一轮射击偏离目标的
情况下，政治工作干部站出来进行思想
鼓动，消除了官兵紧张情绪，再次射击时
全部精准命中目标。

活动开展以来，该旅坚持动中争、动
中考、动中评，使想争、敢争、能争成为演
训官兵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正在执
行某大项演训任务的“穿插英雄连”指导
员李英杰说：“一条条‘硬杠杠’显威生
效，官兵练兵备战的劲头更足了。”

第75集团军某旅制订野外驻训“双争”量化评比实施细则

10条刚性措施激发练兵动力

海南某机场，一架架战鹰在夜色中
呼啸升空。盛夏之夜，南部战区海军航
空兵某旅组织新飞行员首次夜航单飞
训练。

21时 10分，新飞行员王升健提着装
具信心满满地走向战机，开始进行单飞
前的最后准备工作，整个流程有条不紊，
丝毫看不出他是个即将放单飞的新手。
22时 05分，王升健奉命升空。随后，新
飞行员们依次驾机直上云霄。
“相比昼间飞行，夜间飞行训练中能

见度下降、目视视距变短，飞行员的反应
速度、态势感知均不如昼间，年轻的飞行
员经验少，容易出现错觉、迷航等情况，
训练难度较大，容不得半点马虎。”现场
指挥训练的该旅领导说。

为确保新飞行员顺利完成夜航单飞
课目训练，该旅提前对可能发生的夜间
特殊情况进行了风险预测，对新飞行员
在灯光辨识、设备使用、特情处置等方面
进行预演预练。他们还针对每名新飞行
员的实际情况，制订专门的教学计划，安

排新飞行员与教员“一对一”配对进行协
同训练。

夜空中，“雏鹰”们驾机到达指定空
域。盘旋、升降转弯、俯冲上升转弯……
他们按照平时苦练的动作要领，熟练
地操纵战机，逐个完成既定单飞考核
动作。

一个多小时后，一架架战机依次返
航，该旅新飞行员夜航单飞训练圆满结
束。经考核，这些新飞行员均初步具备
独立执行任务能力。

“雏鹰”展翅放单飞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新飞行员夜航训练见闻

■邓泽铭 袁 博 本报特约记者 高宏伟

前不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3位“最美新

时代革命军人”。其中，新疆军区某

团坦克二连指导员马和帕丽是一位

军中“花木兰”。

军人之美，美在英武，美在战

胜。马和帕丽成为“最美”，是因为

她坚持用冲锋为自己呐喊，用精武

为自己美颜，不仅成为合格的坦克

兵，还成为优秀的指导员，是官兵的

贴心人。

近年来，在强军实践中，越来越

多的女性挺立在一线战位，女导弹

兵、女飞行员、女排雷兵、女防化兵、女

侦察兵……她们战斗的身影无处不

在。很多女军人像马和帕丽一样，把

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

书写了筑梦追梦圆梦的绚丽华章。

巾帼多奇志，军旅建奇功。国

防和军队改革为女军人实现价值搭

建起广阔舞台。在实现强军梦的征

程上，女军人必定能以坚强、自信、

胜利的姿态，在绿色军营里绽放别

样的美丽人生。

用精武为自己美颜
■赵炫竹

昌江边，狂风呼啸，浊浪拍岸。
7月 9日凌晨，江西省鄱阳县昌江圩

大堤上，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支队长
贺小良向守堤官兵下达命令：“这道堤是
20万名群众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是人
民子弟兵，要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

贺小良所在支队是一支英雄的部
队，1998 年在九江抗洪中表现突出，被
国务院、中央军委记集体一等功。多年
来，一茬茬官兵把这份殊荣当成“传家
宝”，用实际行动唱响爱民之歌。

7 月 8 日以来，昌江水面高出大堤
路面 1米多，成了地上“悬河”。随着水
位持续上涨，堤坝多处出现松动渗
漏。接到防汛救灾命令后，该支队官
兵连续奋战，筑起一道宽 3 米、高 1.5
米、长 1.5 公里的子堤，把奔涌的洪水
硬生生挡住了。

7月 9日晚，鄱阳县昌洲乡中洲圩发
生溃堤，昌洲乡所属 15个行政村 3万多
人受灾。该支队紧急出动 100 余名官
兵，前往昌洲乡转移受灾群众。

抵达昌洲乡后，官兵迅速分成若干
小组，驾驶冲锋舟分头展开搜救。此时，

水下障碍物复杂，水面树枝电线交缠。
避开重重障碍物，官兵终于抵达受灾最
为严重的墩上陈家村。

村子里，86岁的陈克长老人被洪水
围困在一幢楼房的第二层。“这里有
人！”机动七中队中队长刘斌听到老人
微弱的呼救声后，立刻和战友驾驶冲锋
舟靠近。

水流湍急，官兵们在救援中好几次
险些落水，但他们不畏艰险，通过接力托
举，终于将老人成功救出。
“看到武警官兵，就像看见了亲人。”老

人被成功转移上岸，双眼噙泪拉着大家的
手道谢不已。

抗洪大堤，既是抗击自然灾害的“战
场”，也是检验官兵初心本色的“考场”。

7月 11日凌晨，鄱阳县双丰南圩出
现溃堤，直接危及鄱莲公路及县城安
全。该支队 200余名官兵立即赶到溃堤
口附近的博士湖水库大坝，构筑第二道
防线。

“跟我上！”危急时刻，机动五中队班
长万时武冲到队伍前头，带着战友加快
速度盖土、铺油布，小腿被石头擦伤也全
然不顾。万时武的家就在不远处的柘港
乡，也是受灾地区之一。这些天，他的父
亲、哥哥都奋战在抗洪一线。“任务面前，
‘大家’为重。”万时武说。

“前方出现泡泉群！”7月 12 日 7时
许，在昌江圩堤江家岭段，堤坝一侧出
现一组长约 12 米、宽约 3米的泡泉群，
同时出现滑坡塌方迹象，随时可能发
生溃堤。

情况紧急，该支队官兵联合守堤地
方干部，依据“反滤导渗、控制带沙”的原
则，制订“一层过滤、二层加压、三层围
堵”的处置方案。军民同心协力，搬运土
袋 5000余袋，铺填沙石等反滤料 28立方
米，历时 5小时，成功处置险情。

洪魔面前，一艘艘舟艇劈波斩浪，一
个个背影向险逆行……鄱阳湖畔，官兵
们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迷彩大堤”。

鄱阳湖畔的“迷彩大堤”
—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防汛救灾记事

■戚广辉 叶 杉 本报特约记者 曹先训

防汛救灾一线群英谱

8月 6日，第 72集团军某旅组

织开展无人机训练。 张欢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