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 评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81-0001/（ J） 代号 1-26

中国军网http: //www.81.cn 第 号 解放军报社出版2020年8月14日 星期五

庚子年六月廿五 今日12版

22862

本报讯 记者王天益、通讯员谢先
达报道：八一前夕，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
研究院围绕某“战字号”项目召开联合研
讨会。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这次参会的
科研人员，在该研究院调整组建前，曾分
属不同领域的多家科研机构。

目睹这一幕，中国工程院院士于全
感慨不已：“调整改革后的体制优势，正
逐步转化为我们的科研优势。”

38 岁的王敬超博士毕业于清华大
学，他坦言，军事科研机构调整改革，不
仅打破了传统科研体制束缚和制度性障
碍，而且更加鲜明地立起了科研为战导
向，提升了科研为战能力。
“这些‘战字号’项目，得益于新体制

释放出的新活力、新效能。”该研究院领

导介绍，所属各单位转隶前，尚未完成的
科研任务不少，有人同时承担多个科研
项目。为了把有限的科研资源投入到战
斗力建设最需要的地方，他们聚焦备战
打仗急用、对表部队建设急需，主动砍掉
了一批与备战关系不大、体系贡献率较
差或是有交叉重复的科研项目，同时组
织人员深入部队调研，论证新增了一批
聚焦实战的科研任务。

为充分发挥体制优势，该研究院打
破过去各领域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科
研格局，大力推进多领域融合，提升体系
创新能力。前不久，他们召开某系统创
新应用论坛，集聚近 200 名不同领域的
专家研讨攻关。这一系统集成人工智
能、人因材料、指挥控制等多项前沿技

术，成为他们推进跨领域、跨系统、跨学
科体系融合的标志性项目。

因战而生，为战而研。组建 2年多
来，该研究院努力将体制优势转化为
科研优势，一大批科研成果应用实战、
服务胜战。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他们研制的帐篷式移动实验室，为
医学专家现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检
测、疫苗实验、抗体筛查等研究提供了
有力支撑。

据了解，该研究院已有数十项成果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
批科研成果应用到演兵场，受到军委机
关和一线部队肯定。目前，他们正加紧
推进一批“战字号”科研项目，努力为部
队战斗力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将调整改革体制优势转化为科研优势

跨领域跨系统跨学科推进“战字号”课题

编者按 习主席视察重新组建的军事科学院时强调，要坚持聚焦实战，抓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使
科技创新更好为战斗力建设服务。因战而生，为战而研。军事科研力量实现重塑后，如何聚焦备战打仗急需
创新攻关，是摆在全军科研机构面前的现实课题。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着眼推动多支科研力量融合
创新，将调整改革体制优势转化为科研优势，进行了有益探索。

本报讯 曹晓黎、刘大君报道：“民
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
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重大成果……”近日，曾担任法庭
书记员的武警北京总队机动第三支队上
等兵谢洪响，围绕官兵日常所需法律知识
以《我眼中的“民法典”》为题授课，广受好
评。该支队领导说，像谢洪响这样的“政
治小教员”，在所属各中队还有很多。
“思想教育要是把不准时代脉搏、摸

不透官兵心理，就很难引发共鸣。”该支
队领导介绍，为激活群众性思想政治教
育的一池春水，他们改变以往政治工作
干部唱“独角戏”的教育模式，开展“政治
小教员上讲台”活动，通过自愿报名、班
排推荐、试讲初选、单位评定的方式，从

每个中队遴选出若干名思维层次高、理
论素养好、宣教能力强的战士理论骨干
进行授课。

为保证授课质量，该支队将“政治小
教员”授课题目随正课安排一同列入周工
作计划表，并制订岗前培训计划，由支队围
绕战士授课主题、形式方法、内容事例、语
言风格、课件制作等进行个性化辅导，切实
提升“政治小教员”知情功、说理功、疏导
功、解难功，从而打造一支会授课、会谈心、
会解难的过硬队伍。

处处是课堂，时时受教育。活动开
展以来，该支队已有近千名战士登台授
课。某中队战士彭星智说：“‘政治小教
员’的授课通俗易懂，指出的问题也精准
到位，这样的教育课我喜欢！”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第三支队探索教育新模式

近千战士小教员登台授课

本报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柴华
报道：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部署开展 2020 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学
习宣传活动。

通知强调，学习宣传活动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
役军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退
役军人工作会议要求，紧扣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主线，推出一批优秀退
役军人典型个人或集体。同时，要特别重
视挖掘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汛救灾中
敢于冲锋、勇于奉献的退役军人典型，彰
显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在国家危

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通知明确，活动由推荐遴选、集中发

布、深入宣传、学习实践、礼遇关爱等环
节组成。各地要动员广大退役军人和干
部群众积极参与，按照富有先进性、典型
性和代表性的原则，综合考量、优中选
优，于 8月 30日前完成推荐工作。中央
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部将按照相关标准和程序，遴选确
定 20个 2020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先进
典型，通过举行发布仪式等学习宣传活
动，全方位、立体化宣传选树出的“最美
退役军人”先进典型，迅速兴起学习宣传
热潮。为充分体现对退役军人先进典型
的尊重和关爱，树立德者有得、好人好报

的价值导向，各地各有关部门还应重视
从政治、工作、生活等方面做好对“最美
退役军人”先进典型的关怀工作。

通知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高
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最美退役军
人”学习宣传活动是做好新时代退役军
人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举
措。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筹划部署，严
密组织实施，坚持标准从严，公正评选，
真正把标杆人物推荐上来、评选出来。
要推进学习宣传活动内容、形式、手段创
新，多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学
习宣传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
染力，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效应，使
学习典型、争当先进蔚成风气。

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通知

部署开展2020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学习宣传活动

人物简介：沙子呷，男，彝族，2002

年12月入伍，现任火箭军某工程旅营

长，先后参加10多项国防工程建设任

务，10余次担任突击队长，荣立二等功

2次、三等功3次，是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2019年被评为火箭军第九届

“十大砺剑尖兵”。

50 公斤重的水泥，他两腋各夹一
袋，在山路上一路小跑；脚趾被钢板砸
伤，他忍着钻心剧痛，坚持施工，直到伤
口溃烂穿不了鞋。

他是沙子呷，火箭军某工程旅营
长。他的“铁人”名号，在火箭军工程
部队无人不知。

作为导弹工程兵，阵地施工苦累
不说，遭遇危险也是常事。在官兵眼
里，沙子呷有一副“铁胆”：哪里任务最
重，他抢着干；什么地方最危险，他出
现在哪里。

某重大国防工程施工区域地质结
构复杂，作业空间是不到 80厘米宽的
岩层夹缝，闷热缺氧、烟尘弥漫。“我
来！”沙子呷第一个钻进去，连续作业
近2个小时。
“石头再硬，也比不过咱导弹工程

兵的钢铁之躯！”那年，沙子呷带队转
战高原。在“生命禁区”施工，缺氧环
境让人浑身使不上劲。他每天第一个
进洞，最后一个压阵归营，带着官兵挑

战体能极限，刷新多项高原地区施工
纪录。

铁一般的作风，源于铁一般的信
念。听着“彝海结盟”故事成长的沙子
呷，从小就向往当解放军，他说：“没有
党组织培养，我不可能从一个放牛娃，
成长为一名少校军官。”

当连长时，某施工阵地突遇大塌
方，泥水渗漏，碎石坠落，二次塌方随时
可能发生。“你们连主攻，攻克塌方段，
能行吗？”营长找到沙子呷。
“能！”他立即带领党员突击队，爬上

高空作业架，连续奋战 70多个小时，及
时排除险情。

如今，一有急难险重任务，旅领导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沙子呷。领导看重
他的，是他铁一般的担当。某施工任
务，面对超大跨度、超高断面的作业面，
以及通风排烟不畅、温度高达 50多摄
氏度等不利条件，沙子呷攀爬在满是钢
筋断刺的高空铁网间，鏖战3天 3夜，吃
住都在作业面，最终攻克难题。兄弟单
位官兵感叹：“‘铁人’名不虚传！”

沙子呷深知为导弹“筑巢”是天大
的事，等不得更慢不得。他给自己立
下铁规矩，也给官兵树起铁标杆：宁可

脱掉几层皮，不让导弹等阵地。
“样板工程，钢铁阵地，是营长带

我们用钢铁意志打造出来的。”一级军
士长陈吉超说，每天早上 6点交班前，
沙子呷都要进阵地把所有作业面看一
遍。午夜后查完铺，他才肯躺下，要是
遇到复杂施工段，干脆蹲守在工区。
“他就是阵地‘铁人’。”陈吉超说。

上图：沙子呷在指挥施工。

刘明松摄

阵 地“ 铁 人 ”
—记火箭军某工程旅营长沙子呷

■本报记者 王卫东 李一叶 特约记者 李永飞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月挂梢头，一支特战小队在雨林中
穿行。握着手中的枪，射击经验丰富的
特级狙击手陈德军，却对这片考场感到
前所未有的陌生。

7月上旬，第 73集团军某旅对官兵
特种作战技能进行考核。与以往不同的
是，原先的 23 个考核课目融合成了 8
个。陈德军说，在原先的考核中，23个
课目都是分时、分段单独考核，每个课目
之间都有休息调整间隙，考核场地也是
根据各自的考核内容按需设置。

眼下，雷场、遮蔽物、障碍物等星罗
棋布。在协同射击课目考核中，陈德军
和小队成员历经 10公里武装奔袭、隐蔽
伪装、侦察潜伏等跨昼夜连贯作业，最后
协同小队成员对多个移动目标进行快速
射击。
“平时对单个课目练得多，如今课目

融合在一起考，就感到有些吃力。”尽管
雨林中凉风阵阵，走下考核场的陈德军，
却已汗水浸透后背。

为啥要在考核中自我加压、自讨苦
吃？该旅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场上
没有分数，只有胜负。如果技能不能融

合起来用，即便单个课目成绩再好，在战
场上也可能吃败仗。”

创新模式下的首次考核，结果不尽如
人意。但该旅领导认为，考核失了分、丢
了脸，总好过打仗时流血牺牲。他们带头
复盘考核中的经验教训，认真研析往年演
训中存在的不足。针对梳理出的问题，该
旅首先组织官兵强化训练单课目技能，确
保拿准吃透技巧原理，打好扎实的基本
功。同时，根据实战需要，他们将部分课

目技能进行科学组合，让官兵在实践中找
到实用、高效的战斗技巧。

夜晚的靶场上，二级军士长陈孝生
组织小队进行越障射击训练。由于夜间
光线昏暗，队员之间不能像白天那样通
过观察手势实现协同，陈孝生便和小队
成员一起探索新的交流方法，确保步调
一致。“从最初的整距离精度射击，到如
今的多课目融合射击，我感觉训练与战
场要求越来越贴近。”陈孝生说。

第73集团军某旅创新考核模式检验官兵实战技能—

从单课目考到融合考
■本报记者 赖文湧 特约通讯员 廖晓彬

把侧重点放在“米秒环”上，考核条

件设置简单，这种因循守旧的训练考核

模式结果看似“满堂彩”，实则可能“上

阵无用”。如此，背离了练为战的初衷，

导致部队战斗力在低层次徘徊。

求胜先求实，无论是训练还是考核，

都要少些“上阵无用”的“花棒”。第73集

团军某旅创新考核模式，训练地域更像战

场、训练对手更像敌人，让官兵在训练时对

实战有了切身体验，确保战时从容应对。

求胜先求实
■魏 兵

下图：盛夏时节，第81集团军某

旅组织远程机动训练，检验部队动中

通信及态势感知能力。

李乃超摄

上图：8月初，南部战区空军航

空兵某旅紧贴实战组织飞行训练，

锤炼部队遂行任务能力。

王国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