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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殷杰、特约通讯员任帆报
道：盛夏，第 83集团军某旅在塞北戈壁
组织实弹射击演练。“气象数据已下发，
重新解算诸元，准备射击……”该旅某
火力连装甲车车长蒋伟根据指令，快速
调整射击参数，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
中目标。据了解，该旅 3年 3次变换驻
训地域，借助陌生环境锤炼官兵实战硬
功，部队作战能力得到提升。

该旅领导介绍说，以往驻训，有的营
连不同程度存在同一个地方训、同一处地
形练的“营区训练思维”，制约了训练水平
提升。为此，他们聚焦锤炼部队适应陌生

环境能力，利用野外驻训契机，汇总建立陌
生环境训练数据库，设立装备维修技术工
作站，探索研究不同地域条件下装备保
养、信息通联、道路驾驶等课题。
“侦察分队报告！前方左翼高地发

现‘敌情’……”前不久，该旅一场合成
营对抗演练在戈壁深处打响。红方指
挥员、某营营长王家鹏接到报告后，凭
借此前在陌生地域驻训积累的经验，果
断采取两翼突破、越点攻击等战法，率

先突破蓝方防线，取得胜利。
陌生环境砥砺本领，官兵打赢底气

更足。近年来，该旅在不同环境锤炼部
队密切协同、火力打击等能力，多种新
战法训法得到检验。

第 83 集团军某旅借助陌生环境锤炼实战硬功

三 年 三 易 驻 训 地

本报讯 张亮、记者孙兴维报道：8
月上旬，喀喇昆仑高原寒意阵阵，海拔
5380米的神仙湾边防连蔬菜大棚内，油
菜、辣椒等新鲜蔬菜青翠欲滴，一派生
机。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全军各级因地制宜推进
“菜篮子”建设，以科技力量助力解决驻
边远艰苦地区部队官兵吃鲜菜难题，成
效显著。

全军各边防哨所和小散远点位，
驻地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缺乏社会依
托，部分驻高原高寒地区部队常年难
见绿色，少数新鲜蔬菜瓜果送到官兵
手中时已过了最佳食用期。对此，军
委机关每年都要投入资金，支持基层
部队农副业生产设施建设，定期开展
生产骨干培训和农业科技“三送一训”
下基层服务活动，全面指导帮扶农副
业生产。

建设军营“菜园子”、丰富官兵
“菜盘子”过程中，新疆军区积极推进
边防部队“菜篮子”建设，先后为边防
连队、点位建设日光温室和保温圈
舍，在驻海拔 3000 米以上地区部队重
点推广应用集装箱式蔬菜工厂，延长
蔬菜供应周期，保证一线哨所肉菜供
应不间断、生活保障不断供。武警部
队在驻藏基层中队建设生态温室和
保温圈舍，完成在藏区无人区成功种
植蔬菜、在高原实现四季种养“两个
首次”。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
官兵结合实际建设蔬菜大棚和猪舍，
不仅吃上了新鲜菜、新鲜肉，还把军
营“菜园子”变成大家的活动室、“交
心园”。

去年，海军某水警区和地方政府
发挥各自优势，在海南省三沙市永兴
岛携手建设集立体栽培、智能化管理
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新型蔬菜大棚，
单位面积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
生产率显著提高。经过科学种植和严
格管理，绿色洁净的小白菜、生菜和西
红柿、黄瓜等被源源不断送上驻岛军
民餐桌。
“菜篮子”保障有力，促进部队战斗

力提升。通过各级不懈努力，边海防一
线哨所肉菜自给率大幅提升，保证了官
兵战斗力持续旺盛。

全军各级积极解决驻边远艰苦地区部队官兵吃鲜菜难题

科技助力，官兵餐桌四季常绿
北斗挂天河，星光耀霄汉。“北斗”

的发展之路就是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攀

登科技高峰、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里

程碑。攻克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

等 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北斗

三 号 卫 星 核 心 器 部 件 国 产 化 率

100%……实践再次告诉我们，关键核

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真正掌握竞

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

族进步之魂。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

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正如北斗一号

卫星总指挥李祖洪所言：“北斗的研

制，是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巨人’对

我们技术封锁，不让我们站在肩膀上，

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成为巨人。”创新

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

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军事力

量的较量，深层次的是军事科技创新

能力的较量。要在国际军事竞争中抢

占优势，就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走好科

技创新这步先手棋。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坚持向科技

创新要战斗力，加强国防科技创新特

别是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前沿科技

创新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往

往推动着作战手段的急剧更新。以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等为

代表的高新技术，正在引发现代战争

制胜机理的深刻变革。面对科技创新

拓展出的崭新作战空间，倘若没有自

主创新，就会成为受制于人的“阿喀琉

斯之踵”。

科技创新是一个从科学发现到

技术发明，再到工程化、产业化，直到

最终形成产品的完整链条。从科技

理论到科技产品，再到科技应用，最

后转化为战斗力，这是一个充满艰辛

的过程。加强国防科技创新，就要从

源头上夯实创新的根基、培塑创新的

头脑，从而激发原始创新的成果不断

涌现，为强军之路铺设快车道。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实践

告诉我们，进口武器装备是靠不住的，引进仿制的路子是走不远的。我们不

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唯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勇做新时代科

技创新的排头兵，主动缩小技术差距，才能不受制于人。

军事科技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赛跑，抓科技创新，不能亦步亦趋，更

不能等待观望。广大军队科技工作者应自觉肩负起科技强军的历史使命，瞄准

世界军事科技前沿，加强前瞻性谋划设计，加快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

展，奋力抢占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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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组织低气象

飞行训练。

右图：战机滑出。

下图：编队飞行。

倪 帅、本报特约记者 朱晋荣摄

上图：驻守在海拔3500多米的西藏

军区青藏兵站部纳赤台兵站大力推广

科技种植，实现蔬菜自给。

王先锋摄

左图：驻守在海拔4300多米的新疆

喀什军分区红其拉甫边防连官兵，利用

温室大棚种植西瓜、茄子等果蔬。

李世龙摄

习主席指出，打仗在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打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

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我军伙食

保障质量随之水涨船高。然而，在许多

单位餐桌上“六菜一汤”已成标配的今

天，一些边海防小散远点位受驻地环境

恶劣、条件艰苦等影响，仍一定程度存在

保障难题。

解决官兵吃鲜菜难题，一方面，各

单位要因地制宜引入先进成熟经验，

借力科技让官兵餐桌绿色多起来、饭菜

味道好起来、伙食营养跟上来；另一方

面，领导机关要主动靠前服务解难，紧

盯官兵需求筹划保障，让“粮草”精准

对接“兵马”之需。

“用兵制胜，以粮为先”。部队伙食

保障是保障打赢的基础性工作，关系官

兵身体健康，连着部队战斗力生成。各

级应高度重视、主动作为，把暖心事办

到心坎上，不仅要让官兵吃得饱，更要

让官兵吃出战斗力。

让官兵吃出战斗力
■孔鹏鹏

（上接第一版）

没想到，习主席很快就给他们回信了！
习主席饱含深情的话语，让李长月下

定决心：向入伍前所在的大学申请保留学
籍，继续服役。3年时光转瞬即逝，保留学
籍的期限到了，李长月发现自己“已经离
不开连队”，选择留在边关、扎根边防。

官兵们说，三角山有一种魅力，能拴
住人的心。

窗外，雨越下越大，连队一周一次的5
公里武装越野考核照常进行。雨水扑打脸
颊，官兵们全然不顾，争先恐后冲过终点。
“习主席勉励我们推动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在连队、在边防落地生根，为
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再立新功！
统帅的鞭策就是锤炼守边固防本领的不
竭动力。”该旅旅长杨军告诉记者，随着
“脖子以下”改革渐次完成，少数官兵依
旧抱着“守在边防就是奉献”“完成巡逻
任务就是成绩”的老观念，训练水平徘徊
不前。两年前，旅党委决定以新大纲试
训为抓手，推动部队苦练守边固防精兵，
提高部队战斗力建设水平。

这个任务，交给了三角山边防连。
“不能辜负组织信任，习主席视察过

的连队接见过的兵，关键时刻必须冲在
最前面！”现任连长王禹博对照新大纲要
求，在连队组织“军营吉尼斯”“创破纪录
比武”等训练活动。

他们每月组织一次考核，根据训练
成绩，将官兵按等级分为 3个训练组，成
绩提升即可“晋级”。连队还组建了进行
补差训练的“雏鹰集训队”，以老带新补
齐战斗力建设短板。

当年习主席接见过的中士杨洪，就
是这支集训队的教员。
“上个月，我带的‘雏鹰’振翅起飞

了。列兵高本力 4小时不间断做了 3733
个仰卧起坐，一举打破连队纪录。”杨洪
欣喜地说，让他高兴的不仅是战士们训
练成绩噌噌上升，更可贵的是，官兵们干
事创业、建功边防的军心士气进一步凝
聚起来了。

不久前，该旅组织专业技能比武，官兵
们踊跃报名，还传出了一段佳话——三角
山边防连2名卫生员为了争夺一个参加比
武的名额，竟然把“官司”打到了旅领导那
里。最后还是机关派人去当裁判，经过3
轮比拼，才把这个名额确定下来。

说起连队去年取得的成绩，王禹博
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3名战士因训练成
绩突出荣立三等功；全旅专业技能比武，
连队夺得团体第一、3个单项第一；10余
人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

爱军精武的激情从何而来？
王禹博说，习主席发表 2018年新年

贺词时，官兵从媒体上得知，习主席书架

上依然摆放着同他们的合影，可见边防
在统帅心头的分量，“不练好本领，怎能
对得起这份关怀厚爱？”

清晨，记者前往三角山哨所，跟随官
兵踏上巡逻路。

巡逻便道上，一场勤训结合演练悄
然展开。一支巡逻小分队接到“敌情”通
报后，官兵跳下巡逻车，向数公里开外的
界河草滩搜索前进。

突然，导调组发来最新情况：“距离
下车点 800米处，发现‘不法分子’潜伏，
欲过河越界。”
“行动！”眼见前出的巡逻小分队来不

及回撤，“不法分子”就要从眼皮底下溜
走，指挥员一声令下，由驾驶员、卫生员、
炊事员组成的战斗小分队迅速出动，按战
斗预案包抄堵截，“不法分子”尽数落网。

该旅政委高慧锋介绍，过去一些边
防官兵的思维停留在“执勤不训练，训练
不执勤”“一人一专业，一岗一任务”的阶
段。习主席视察时指出，要坚持执勤训
练一体化，提高管边控边能力，有效履行
卫国戍边职责。面对新体制新任务，部
队如何转型，实现能力“蛙跳”？
“必须推动能力素质升级，在边防线

上催生更多执勤‘多面手’。”高慧锋说，
旅党委围绕转型发展为官兵制订了素质
升级“路线图”，大力开展跨岗位练兵、跨
专业集训，打造“一专多能”人才方阵，筑
牢新时代的钢铁边关。

今日北疆，触目皆新，官兵能力素
质、执勤手段、武器装备、巡逻方式、生活
条件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电脑屏幕前，中士王挺熟练操作视
频监控系统。边境一线的全维监控摄像
头作用明显——口岸附近区域、重要通
道和目标清晰可见，往来人员情况尽在
掌控之中。
“哨所是祖国的眼睛。”这位曾受到

习主席接见的老兵，谈起信息化管边控
边模式，咧嘴笑了，“过去巡逻靠火眼金
睛、靠铁脚板，如今，科技手段提高了管
控效率，‘足不出户、实时监控’的目标初
步实现了。”

三角山哨所，习主席视察时曾在观
察登记本上签下名字。6年来，每隔几
小时就有一名哨兵在同样的登记本上签
名，官兵说，那一刻，他们感到边关与祖
国心脏紧紧相连。

夕阳西下，阿尔山市中心广场上，巨
大的电子屏播放着该旅官兵制作的MV
《主席来到我身旁》，当地居民欢快地跳
起广场舞，边境小城一片宁静祥和。

边防线上，戍边官兵就像漫山遍野
的樟子松屹然挺立，阵阵松涛声仿佛是
他们内心的告白：“请习主席放心，请全
国人民放心，边防有我，祖国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