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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飞雪，将驻地海拔 5418 米的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河尾滩边防连装点
成了银白世界，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营
区上空，显得格外鲜艳。

8 月 10 日早饭后，该连 6 名即将
退伍的老兵和战友们一道登车，直奔
最艰险的巡逻点位——“好汉坡”。
这将是他们军旅生涯最后一次执行
巡逻任务。

巡逻车缓缓前行。河尾滩巡逻路
路况复杂，服役近 5 年的驾驶员王庭
福，对这条路虽早已了如指掌，却不敢
有半点懈怠，小心翼翼地向前开进。
“好汉坡”海拔近 5700 米，巡逻官

兵需要攀爬 3个 60多度的陡坡，越过亘
古不化的冰川才能登顶。

开进 1小时后，巡逻车在山脚下停
了下来，带队的连长孙志国逐人检查武
器装备。大家抬头望向陡坡，一条小路
蜿蜒至远处，消失在云端。
“出发！”孙志国走在最前面，不时

回头观察队伍情况，叮嘱大家跟紧。
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是中士余森。巡
逻路上干部带头、骨干收尾、年轻战士
在中间，是该连官兵多年巡逻执勤的
经验。

乱石遍野，巡逻官兵选好地方才能
下得去脚。上等兵吴思鹏一不留神，脚
下没踩稳摔了一跤，大腿被磕伤。孙志
国马上扶起吴思鹏，关切地询问状况。
“没事，连长。这是我最后一次巡逻，爬
也要爬到点位上去！”吴思鹏说完，继续
前进。

随着海拔攀升，巡逻队伍里的喘息
声越来越重。记者了解到，过去“好汉
坡”被官兵称为“绝望坡”。之所以这么
说，是因为到达坡顶要途经 3个陡坡，
爬第 1个坡时看不见第 2个坡，登上第
2个坡后视野突然开阔，让人感觉第 3
个坡就在眼前，可是要走很久才能到
达，让人感到绝望。

后来，一位上级首长得知官兵征战

“绝望坡”的感人故事，赞许连队官兵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就将“绝望坡”改
名为“好汉坡”。

陡坡上，官兵成“Z”字形向上攀
爬。这段路，他们只能贴着崖壁、蹭着
石头，一步一步挪过去。

一处被称为“鼻梁直”的冰川横
亘在巡逻官兵面前，光滑的冰面犹如
城墙。为尽快到达点位，他们商议后
决定翻越冰川。经验丰富的下士卢
光金第一个向冰川发起冲锋——套
上冰爪，手持登山镐，双手交替向上
攀爬。

常年戍边巡逻，官兵已经练出一身
攀爬冰川的本领。冰碴四溅，卢光金默

念着“攀爬莫回头，铁镐要直插，身体贴
紧冰，脚尖用力蹬”的口诀，十几分钟后
顺利登顶。其余官兵借助绳索，一个接
一个攀上冰川。

越往前走，积雪越厚。攀爬第 3个
陡坡时，官兵手脚并用，艰难前行。
“连长，我眼睛看不见了……”突

然，孙志国听到上等兵刘旭洋大喊。只
见刘旭洋双眼紧闭、泪流不止，一同巡
逻的卫生员迅速上前处理。
“这是雪盲症。”孙志国后来告诉

记者，“如果长时间盯着雪看，人会短
暂失明，就算闭上眼睛也会浮现出一
片白色。”

情况缓解后，大家劝刘旭洋留在原

地休整，等待巡逻队伍返回。
“还有几百米就到了。这是我最

后一次巡逻，我一定要登顶！”刘旭洋
表示。
“好，咱们一起登顶！”孙志国拉着

刘旭洋的手，大家互相帮助，向“好汉
坡”发起最后的冲锋。

历经多重考验，巡逻官兵终于登上
“好汉坡”坡顶，林立的雪峰尽收眼底。

几名老兵取出随身携带的国旗
徐徐展开，面向首都北京的方向庄严
敬礼……

上图：巡逻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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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驻地海拔最高的连队河尾滩边防连，组织临退伍老兵最后一次巡逻—

“好汉”征战“好汉坡”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特约通讯员 牛德龙

当年，红军来到夹金山脚下，面对

皑皑雪山，一些来自南方的战士议论

起来：“雪是硬的还是软的？”萧华打趣

地说：“雪如果是硬的，从那么高的天

上掉下来，还不把人的头砸破了？”一

句话引得战士们哈哈大笑，一扫多日

行军的疲劳和战斗的紧张，再次坚定

必胜信念，鼓起前行勇气。

战争年代，炮火连天，官兵们行军

打仗、出生入死，很少有大段时间坐下

来集中搞教育。行军路上、战斗间隙，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种鼓励的眼神，一

个互让的苹果，一次带头的冲锋，就是

一堂生动的教育课。这些“不打铃”的

微课堂，短、平、快，实、准、活，往往能

够产生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

如今，硝烟战火远去，时代飞速发

展，传播方式进入“微时代”。以传播

内容的微型化与简明化、交流方式的

多样化与便捷性为主要特征的“微文

化”，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学习方

式和生活习惯。“网龄比兵龄长、入网

比入伍早”的青年官兵，玩着微博微

信、看着“微小说”“微电影”步入军营，

崇尚“指尖生活”，喜欢平等交流。时

代是出卷人，教育要增强时效性，必须

过好网络关。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

工作，要想抓住“网生一代”的心，就要

适应他们碎片化阅读、交互式体验等

行为特点，在“微”上下功夫、求突破。

三五分钟聚一聚、三五个人议一

议、三五句话聊一聊，设立微型平台、

运用微量台词、采取巧妙方法……“微

教育”顺应潮流发展，适应官兵需求，

符合实战要求，是有益的探索和尝

试。无论是日常训练、野外驻训，还是

抗击疫情、抢险救灾，随时随地都可以

开展教育，兵说兵事、兵讲兵理、兵述

兵情，人员可多可少、场地可大可小、

时间可长可短，形式“化大为小”、内容

“化整为零”、效果“零存整取”，真正达

到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之效。

微，在古代汉语中有“一寸的百分

之一”之意。“微课堂”要小中见大，饱

含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不打铃”要防止重形式、走过场，切忌“一阵风”“毛毛

雨”。唯有有组织、有计划、有规律、有目标地理清“微思路”、打造“微平台”、营

造“微生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才能使时代主旋律、社会正能量、军营好声音

始终占领官兵思想阵地。

（作者单位：7177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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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任增荣、特约记者岳小
琳报道：“班长岳帅涛服役期间，工作
能力突出，作风形象好，多次被表彰
为训练标兵……”8月上旬，火箭军某
团活动室内，机关助理员闫敏为地方
企业招聘代表详细介绍该团拟退役士
兵服役期间表现。该团政委陈秉爵介
绍说，携手驻地企业为拟退役士兵提
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是他们为基
层办实事、解决官兵后顾之忧的一项
举措。

近年来，该团把解决拟退役士兵

的就业问题，作为开展为兵服务工
作的抓手之一。他们主动联系协调
驻地周边多家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
业，把人才招聘会开进部队活动室，
打造“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为每
名拟退役士兵制订涵盖服役期间表
现 、 素 质 特 长 等 内 容 的 “ 成 才 档
案”，便于用人单位详细了解相关情
况，努力让拟退役士兵找到满意的
岗位。

该团还积极协调专业机构对拟退
役士兵进行职业技能鉴定，考核通过

后颁发资格证书，让拟退役士兵拥有
专业技术“硬通货”。勤务连炊事班中
士游勇通过技能鉴定并获得中式烹调
师资格证后，成功签约某星级饭店厨
师岗位。
“退役军人整体素质高、作风好，

很受用人单位欢迎。招聘退役军人既
响应了国家政策，又吸纳了优秀人
才。”已与该团合作多年的某企业人事
代表告诉记者。据悉，提供“一站
式”就业服务以来，该团已帮助数百
名退役士兵顺利就业。

火箭军某团为拟退役士兵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

携手地方举办人才招聘会

本报讯 特约记者童祖静、特约通
讯员黄远辉报道：“为了封堵管涌，我和
战友跳进污水，脖子上的这道疤就是当
时留下的……”8 月中旬，皖东某训练
场，刚走下抗洪一线的第 72集团军某旅
战士江泽淮走上讲台，与战友分享抗洪

经历。这是该旅活用抗洪故事深化主
题教育的一个场景。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多地洪灾严
重，该旅 2000余名官兵闻令而动，从驻
训地直奔抗洪一线，连续奋战近 1 个
月。任务结束后，该旅注重发挥典型

激励作用，充分挖掘官兵抗洪中的感
人故事、精彩瞬间，制作专题短片，并
组织抗洪故事分享会，引导官兵学习
身边榜样，汲取奋进力量。
“亲爱的爸爸妈妈，抗洪任务虽然

辛苦，但作为军人，我觉得这是使命所

系……”大学生士兵陈立朗在抗洪一线
写下家书，斗志昂扬；“手掌被尖锐的石
子划破，仍坚持带伤抢险……”下士韦
元龙轻伤不下火线，咬牙连续作战；下
士陈浩浩在洪水中战斗数小时，因模范
作用突出，火线入党。陈浩浩的入党介
绍人、火炮技师杨帅对他说：“共产党员
就要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决不
退缩！”

抗洪故事令人动容，身边榜样激
发动力。据了解，从抗洪一线返回驻
训地后，该旅官兵战高温、斗酷暑，操
作多型装甲装备进行昼夜连贯演练，
成绩优异。

第72集团军某旅用好鲜活教材

抗洪故事激发练兵动力

本报讯 记者王雁翔、通讯员李海
强报道：“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越来越
多女军人巾帼不让须眉，驾驭各型主战
装备驰骋沙场……”8月中旬，南部战区
某信息通信团大礼堂内，该团官兵聚精
会神聆听一连指导员彭淑宇授课。这
堂主题为“立足本职岗位书写革命军人

新风采”的教育课，思想深刻、内容生
动，让官兵直呼“解渴”。

本该各连单独组织教育课的时
间，团里为何集中上大课？该团领导
说：“年初调研发现，有的战士反映连
队教育课内容陈旧，而营连干部因为
演训任务繁重，备课时间紧，难以保证

授课质量。”
为破解这一矛盾，该团统筹力量、

统分结合：将每周基层连队教育课改为
全团集中上大课，安排营连政治工作干
部围绕年度主题教育等内容，每人每年
准备 1至 2堂精品课，一周一课、一人一
堂、一课一评，既保证了教育时间、提高

了授课质效，又为基层干部减轻了负
担；同时指导营连政治工作干部结合单
位实际，灵活组织时事政策教育、随机
教育等，确保教育不断线。

记者看到，彭淑宇授课刚结束，15名
来自机关、基层的评委和 25名现场抽点
的评委，就给她打出高分。据了解，为了
上好这堂课，彭淑宇选准主题，利用点滴
时间精心准备。她说：“面向全团官兵授
课，就像打擂台赛，教育者的学识、能力、
语言风格怎么样，官兵看在眼里，评分亮
在现场，让人压力倍增，动力更足。”

调研显示，该团官兵对如今的教育
课评价颇高，普遍认为形式新颖、内容
丰富，更能入脑走心。

南部战区某团创新教育形式

统分结合提升授课质效

本报讯 王东刚、特约通讯员阳吉
成报道：“突击组前出开辟通路，反装甲
组摧毁前沿工事……”初秋，滇东某地
域硝烟弥漫，第 75集团军某旅一场由合
成营独立组织的步兵连战术综合演练
激战正酣。

红方兵分多路，率先向蓝方发起进
攻。蓝方也不甘示弱，指挥员、四连连长
王再顺趁红方刚占领进攻阵地立足未
稳，迅速实施炮火打击，同时派出小股兵
力袭扰。红方指挥员、五连连长张新鹏
见状，马上组织火力排进行机动打击，同
时调整部署，再次发起进攻。

攻守交替间，红蓝双方灵活运用战
术，见招拆招。面对“狡猾”的蓝方，红
方步步为营，最终险胜。走下演练场，
张新鹏坦言：“这次自主对抗，我们对
‘敌情’种类、特情设置等知之甚少，真
没少吃苦头。”
“互为对手练，能有效锤炼指挥员

自主决策能力和官兵协同作战能力。”
该旅领导介绍说，进入连战术训练阶
段以来，他们针对有的官兵敌情意识
不强、战术运用固化等问题，推行自主
对抗模式，在演练中互设情况、互挑短
板，变单一组训为双向合训，不断提高
实战化训练水平。

对抗演练实打实，战斗力建设水涨
船高。演练刚结束，一场复盘检讨随即
展开，官兵们各抒己见，战斗中实施通
信联络、进攻战斗车辆战术运用等难
题被逐一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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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8月中旬，空军航空兵某团组织

开展飞行训练。

徐晨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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