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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杨孟德、特约记者童祖静
报道：硝烟弥漫，热浪滚滚。8月上旬，
皖东山地，第 72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
战车驰骋，一场火力打击演练正在进
行。该旅某炮兵营一连炮长张开清全
副武装，侧头瞄了一眼挂在车内的温度
计：60℃！
“高温作战，是对装备性能的‘烤

验’，更是对官兵战斗意志的考验。”该
连连长罗甲告诉记者，这次演练是在高
温天气条件下，重点对疏散隐蔽、战备
等级转换、机动转移等 10余个课目进
行的连贯作业考核。

一辆辆炮车迅速列队，向炮阵地集
结。张开清汗水早已浸透衣服，沿着衣

袖一滴一滴往下落。
“用炮！”张开清一声令下，只见瞄

准手徐铖一迅速打开瞄准镜，精准锁定
目标；炮手李鹏杰立即从弹仓取下炮
弹，送进炮膛。

整套动作下来，李鹏杰早已大汗淋
漓。记者发现，他手上竟戴着一双厚厚
的棉质手套。“高温环境下手心出汗多，
会导致抱弹不稳，戴上棉质手套能有效
防止滑弹。”张开清解释说。

随着指挥所传来射击命令，一发发
炮弹呼啸而出，阵地上炮声隆隆。很快，
电台里再次传来转移指令，车组成员没
来得及喘口气，收炮、挂挡、提速，炮车冲
出阵地，直奔下一个打击目标而去……

车内60℃，皖东山地火炮怒吼

本报讯 赵威、张渠报道：盛夏
的西北戈壁，烈日炙烤。正午时分，
执行野外驻训任务的陆军某防空旅
一场空地对抗演练一触即发。该旅
二营四连某导弹发射车操作舱内，空
调降温至 20℃，而战车体表温度却高
达 60℃以上。如何在温差超过 40℃
的环境下精准操作，是导弹操作手面
临的一项严峻考验。
“防空导弹技术先进，电子元件与

精密仪器多，对工作环境要求较高，需
要使用空调降温。”车长雷满说，装备不
仅对温度比较“挑剔”，对操作手的要求
也很高，特别是雷达操作手必须注意力
高度集中、保持平稳心跳。

说话间传来“敌情”通报：多架“敌
机”超低空突防。接到通报后，雷满立
即带领大家跳下战车，连接馈线、组织
联动……转瞬间，已汗如雨下。完成动

作后，车组成员迅速转战舱内、进入战
位，一瞬间，40℃的温差令人感受到“冰
火两重天”。

从浑身“热腾腾”到后背“透心凉”，
指控操作手涂建闽努力集中精力紧盯
指控台，校准目标。
“只要进入舱内，必须静心凝神、心

无旁骛，但想快速平静下来并非易事。”
为锤炼高温天候条件下实战能力，涂建
闽一方面强化技能练习，将上百个开关
按钮位置印刻在脑海，实现精准“盲
操”；另一方面苦练注意力控制，以最快
速度调整呼吸，平复心态。
“发射！”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直

刺来袭目标，“敌机”凌空开花。首发
命中的喜悦之情尚未散去，一道“阵地
暴露、迅速转移”的命令传来，官兵们
降天线、撤支腿、拔地钉，一辆辆战车
很快转移……

温差40℃，西北戈壁导弹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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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部队科学利用高温天气条件提升战斗力的一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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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官兵喜欢，比板着面孔说

教好多了。”前不久，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开

展教育时，鼓励基层官兵自导自演微电

影，将自己放进故事情境，在讨论中辨明

是非，在互动中增进交流、加强团结。这

种让教育主体唱主角的做法，富有吸引

力、亲和力和感染力，让思想政治教育课

为官兵所喜闻乐见。

聂荣臻元帅曾说，用群众的力量来

教育群众自己，是最有效果的。思想政

治教育是一个你来我往、思想碰撞的过

程，也是一个教学相长、双向发力的过

程。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广大

官兵，教育理念和方式是否适应他们的

认知习惯、接受方式和审美特点，决定

了教育质效的高低。教育要取得好的

效果，光靠教育者单方面努力是远远不

够的，还需要让广大官兵唱主角，发挥

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生硬说理不如鲜活叙事，“天边的伟

大”不如身边的感动。“网生一代”官兵

思想活跃、兴趣广泛，渴望展示自我、注

重现实参与。相比于“听你讲一讲”，他

们更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你听一

听”。环境变了，对象变了，教育理念和

方法也要与时俱进。开展自我教育，

“众人参与、共同提高”比“一人讲、众人

听”更容易拉近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

的距离，让官兵在相互启发中体悟道

理，在集思广益中达到自我教育、自我

改变、自我升华的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贵在引发共鸣。现

实中，有的教育者习惯于单向式灌输，

把学习讨论会开成“个人念稿会”，自己

讲得津津有味，官兵听得昏昏欲睡；有

的只想着老套路说教，不善于发动官兵

找准活思想，导致“供给侧”和“需求

侧”出现矛盾。传统的“我说你听”“我

分析你理解”已经跟不上官兵乘风破浪的前进步伐，只有在教育中积极吸

纳官兵创造的新经验、新做法、新理念，才能形成“台上讲得起劲，台下听得

带劲”的生动局面。

教育没有旁观者。基层官兵既是教育对象，更是教育主体，必须牢固树立

依靠官兵抓教育的观念，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只有将“一言

堂”变为“群英会”，才能在兵言兵语中拉近官兵与科学理论的距离。广大教育

者要支持官兵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小而活”的方法手段，用“小方法”落实“大

主题”，使思想政治教育既有“主旋律”，又有多彩“和声”。各级应倡导干部骨干

因地制宜、见缝插针组织小动员、小讨论等“短、快、精”的教育活动，真正做到

“人人是教员、处处是课堂、时时受熏陶”。用“大众化”来“化大众”，让基本原理

变成生动道理，让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实感和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云南总队丽江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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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石芝鹏、特约记者赵欣报
道：“我宣誓，做好模范表率，带头学
习军事理论、带头参加训练、带头参加
比武……”近日，第 73 集团军某旅信
息保障科参谋万泽阳，到该旅指挥通信
连担任连长。上任第一天，他在全连官
兵及机关蹲点干部的见证下，进行了庄
严的任职宣誓。

据了解，该旅一批能力素质突出的
干部，前不久通过层层考核选拔，到不
同岗位任职。为强化新任职干部的责任
担当意识，该旅按照“荣誉激励、工作
帮带、仪式熏陶”思路，通过参观营连
荣誉室、安排专人介绍营训连史等形
式，帮助他们了解单位成长史、奋斗史
和荣誉史，并由负责帮带的旅领导或机
关科长等，组织他们围绕“先辈精神怎

么传承、岗位职责如何履行”主题进行
宣誓。
“神圣庄严的仪式，有利于激发干部

的光荣感、使命感、责任感。”该旅领导
介绍说，每逢新干部任职、晋职晋衔、
转业退役等时机，他们都举行任职宣
誓、晋职晋衔、向军旗告别等仪式，激
发干部干好本职工作的决心和动力。
“任职宣誓让我深刻感受到那份神

圣的使命和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一
定要全力以赴把单位带好建强。”仪式
结束后，万泽阳颇有感触地说。履新
第 2天，正值该旅组织战备演练，指挥
通信连担负野战指挥所搭建和通信保
障任务，万泽阳始终站在排头、冲在
一线，连队官兵士气高涨，高标准完
成保障任务。

第73集团军某旅发挥仪式教育作用

任职宣誓强化使命担当

本 报 讯 王 文 卿 、 高 群 报 道 ：
“手上新茧叠着老茧，脚下水泡连着
水泡……”盛夏时节，新疆军区某红
军团“功臣林”里热闹非凡。在战友
注视下，该团某连下士张旭亲手栽下以
自己姓名命名的“功臣树”后，讲述了
参加国际军事比武竞赛夺冠的故事，赢
得战友阵阵掌声。

该团领导介绍说，为强化精武光荣
鲜明导向，去年以来，他们在营区兴建
“功臣林”，使其成为开展教育的新平
台，组织荣立个人二等功及以上奖励或
受到军区以上表彰的个人，栽种以本人
姓名命名的“功臣树”，并在“功臣
树”上悬挂标牌并展示其先进事迹；每
逢新兵新干部入营、干部晋职、士官晋
升和重大节日等时机，他们都要在“功
臣林”开展教育活动，邀请先进典型讲

述自己精武强能的奋斗历程，激励官兵
学先进、当先进。

近日，该团某连列兵刘泉江参加
某项比武选拔集训。由于一时跟不上
训练节奏，在几次考核中都成绩平
平，一度想放弃。在“功臣树”下聆
听了张旭刻苦加练实现“弯道超车”
的故事后，刘泉江奋进的激情被点
燃。他攥紧拳头说：“英雄并非天生
强大，坚持才是成功秘诀。我要刻苦
训练，争取早日种下属于自己的‘功
臣树’。”
“功臣树”下话成长，“功臣林”

里发新芽。据了解，在身边典型激励
引导下，该团今年已有 30名官兵在各
级比武竞赛中取得名次。很快，以他
们姓名命名的“功臣树”，为火热军营
再添新绿。

新疆军区某团发挥身边典型激励作用

比武冠军点燃精武豪情
图①：热浪滚滚，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官兵

赴陌生地域，进行多课目多弹种实弹射击训练。

图为转移阵地途中快速展开实弹射击。

周凯威摄

图②：8月上旬，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
组织实战化背景下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

能力。 王国云摄

图③：夏日炎炎，武警广东总队某执勤支队
特战中队狙击手刘钦明在丛林中潜伏。

廖 键摄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入伏以来，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从高原哨所
到大漠戈壁，全军部队科学利用高温天气开展实战化训练，锤炼摔打官兵，
磨炼战斗意志，全方位提高严酷环境下打仗硬功。今天，本报刊发一组一线
部队官兵战高温练打赢的图文报道，敬请关注。 ——编 者

（上接第一版）

这是一次间不容发的出击——开局
就是难局，狡猾的对手采取曲折机动、
水声欺骗的战术，在声纳嘈杂的背景中
时隐时现。战机稍纵即逝，怎么办？指
挥员果断下令：第一时间实施大转角攻
击！这个战术指令极具风险，一旦出现
失误，搜索失败的鱼雷，有可能会转向
攻击母艇。指挥舱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
凝固了。
“打！”全艇官兵严谨操作，鱼雷如

离弦之箭扑向目标。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们打出了新型武器系统精准使用的范
例和底气。

“这是大风大浪里练就的过硬本
领！”部队长董震说，“大洋上的风浪并
不安静，我们为国家枕戈待旦，一分一
秒也不能含糊。”
“习主席的嘱托和厚爱让我们始终

有一种紧迫感，激励着我们不断探索，
勇敢前行。”航通长宫书伟接受采访
时，刚刚随潜艇执行训练任务归来，靠
港还不到 1小时。前不久，他们奉命出
海开展边界条件下实弹训练。返航后随
即再次出征，探索编队协同训练和兵力
协同运用方法。
“过去潜艇出航需要较长的准备时

间。如今一道命令，潜艇即刻离开母

港。”某艇员队政委苏云宝告诉记者，
随着练兵强度不断加大，海上实训逐渐
增多，每年出海超过 200天的艇员比比
皆是。

潜航深海，常与强手相遇。起初，
年轻的艇员会比较紧张。狭路相逢多
了，官兵越练越沉着：“再高明的对手
也并非不可战胜，关键是把自己的本领
练到极致。”

一 次 次 惊 心 动 魄 的 大 洋 角 力 ，
让官兵越练越清醒：“我们破浪远
航，存在即是一种宣示，无声胜有
声。”

一次远航，官兵不仅探索出一系列

新战法，竟然还写出 84首诗词，装订
成册。

钢铁意志和深蓝语境的表达，是一
种经历了惊涛骇浪之后的沉静和从容。
这让苏云宝想到了长征，“在艰苦卓绝
的环境中，只有最勇敢最浪漫的人才能
走向乐观的未来”。
“长征，同样是人民海军潜艇部队

的符号图腾。牢记领袖嘱托，穿越新时
代潮声，我们必须走好我们这一代潜艇
人的长征路。”他说，正如潜艇官兵心
中的梦想，“去远航，一个崛起的民族
在我身后！去远航，一支英雄的舰队破
浪向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