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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某地，热浪蒸腾。一架“敌机”
呼啸而至，第 75 集团军某旅防空营导
弹连连长李金阳立即下令展开射击。
“目标截获！”第一次参加实弹射

击考核的射手李永宏在班长指挥下，
迅速占领有利地形，解锁、发射。瞬
间，导弹刺向天空，划出一道完美的
弧线。“敌机”在空中开花，阵地上一
片欢呼。

射手随机抽、特情随机出、战术背
景贯穿全程……李金阳坦言，这次实弹
射击考核对标实战，让官兵直呼“没想
到”。何况被抽中的射手，九成是从未
打过实弹的新人。更令人“没想到”的
是，新射手竟然打出“满堂彩”！
“过去为确保训练考核成绩，多派

有经验的老射手上阵打实弹，导致‘老
射手越练越出彩、新射手常常跟不
上’。”该旅领导说，今年他们摒弃传统
打法，采取随机挑选射手、删减多余口
令、全天候动态训练等方法，重点对移
动目标射击、多批目标射击等课目进行
考核。
“欲速则不达，建议慎重考虑。”实

弹射击考核前，有人提醒该旅领导。但
旅党委态度鲜明：多让新人参加，有问
题党委负责！

考核中，该旅官兵全程独立作
业。战士徐州宇首次上阵，就被抽中
参加难度较大的“行进间对移动目标
射击”课目考核。只见他平稳据筒、快
速截获目标、精确瞄准……确定目标
进入射击范围后，果断击发，成功命中
目标。

“从靶场思维到战场思维，官兵打
一仗、进一步。”李金阳说，下一步，他们
将围绕防空兵支援保障、协同进攻、夜
间抗击等内容进行研练，不断提升遂行
任务能力。

上图：双发齐射。 黄远利摄

第75集团军某旅—

新手上阵打出“满堂彩”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黄远利

盛夏时节，渤海湾畔，北部战区海
军航空兵某团训练场云遮雾绕，远处高
山若隐若现。

低气象条件，是难得的练兵时机。但
对于正在进行技术改装的该团新飞行员
来说，此时开展飞行训练的挑战不小。

该团领导介绍说，以往在新飞行员
打基础阶段，强调“能飞”、疏于“能
战”。随着实战化训练不断深入，缺少
“含战量”的训练基础，与实战要求越来
越不相符。

为此，他们注重将作战意识贯穿训
练全过程、各环节。在复杂气象条件下
飞行、在陌生环境中训练，成为新飞行
员改装的“重头戏”。

这天上午 8 时整，指挥员一声令
下，数架战机接续升空。“高度 100米入
云。”战机起飞不久，塔台便接到首飞机
组的报告。战机入云后，状态陡变，新
飞行员蔡庭泽心跳瞬间加快，这是他改
装后首次低气象条件飞行。“集中注意
力，放松身体……”一旁的教官李鑫及
时提醒，蔡庭泽迅速调整状态。

前期教学中，该团充分预想低气象
条件下飞行可能出现的特情，组织飞行
员系统学习相关理论知识，确保对各种
飞行参数了然于胸。

突然，战机在气流干扰下产生颠
簸。蔡庭泽按照飞行程序，有条不紊地
操纵战机。30多分钟后，他完成一系列
飞行科目内容，驾驶战机返航。
“将实战要求融入改装科目，让我

们离能打胜仗更近一步。”走下战机，蔡
庭泽已是大汗淋漓。

说话间，另一名新飞行员驾机直冲
云霄。
“越是险难环境，越能锤炼新飞行

员临机应变的实战能力。”该团团长陈
黎明语气坚定。

上图：编队飞行训练。刘晁宇摄

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

雏鹰振翅上演“重头戏”
■邹瑞青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付华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

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

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近日，习主席

在安徽考察时专门参观了渡江战役纪

念馆，重温那段革命历史，强调任何时

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

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

民服务员。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1949

年4月20日夜，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

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第二、三野

战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千帆怒

张，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

江。蒋介石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

线，被一举攻破。广大江北地区人民

群众，以各种形式支援军队，光是临时

民工就达300万人，真是“要粮有粮，要

人有人，要船有船”。人民军队的根

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人民战争

的伟力，来源于人民的伟大力量。沂

蒙红嫂的乳汁、淮海战役的小推车、渡

江战役的老船工……正是人民群众的

真情拥护和有力支持，才使我军所向

披靡、一往无前。

战争从不眷顾哪一支军队，谁能

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谁就能赢得

最后的胜利。淮海战役之初，国民党

军队参战兵力超80万，解放军只有60

余万，但我军支前民工达543万人，每

名参战的解放军官兵身后就有9名民

工在支援保障。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杨

伯涛若有所悟：“但见四面八方，熙熙

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

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

伟大场面。”战争靠的是民心士气，一

支得到人民哺育、拥有人民支持、为人

民利益而战的军队，必定敢于付出任

何牺牲，因为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是

我们这支军队生存发展的法宝。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

何演变，人民战争的思想永远不会过

时，人民群众始终是我军发展壮大、战

无不胜的力量源泉。这是因为战争伟

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

规律没有改变，战争的物质基础必须

由人民群众提供，兵员必须由人民群

众补充，民心向背仍然从根本上决定

着战争胜负。

树高千尺不忘根。人民军队的根

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人民军队只要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就能筑起众志成城、坚

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对人民军队而

言，“人民”二字永远是大写的，人民子

弟兵时刻准备为人民利益而战斗，哪

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
■董 玮 董今朝

强军论坛

本报讯 任增荣、特约记者岳小琳
报道：“淋浴车由于车体载重过大，突
然启动极易对发动机造成永久性损
伤，所以每次出发前都要对发动机提前
预热……”8月下旬的一天，火箭军某团
防化二连下士谢浩乐正在同新号手分享
淋浴车驾驶要领、操作经验等，内容具
体、实操性强，受到大家欢迎。

该团还有 20 余名像谢浩乐这样经
验丰富的临退役老兵。为解决好他们离
队后部队骨干接续等问题，该团党委开
展临退役老兵传帮带活动，号召满服役

期老兵充分发挥“酵母”作用，在言传身
教中将训练小窍门、技术小绝活，教给身
边新战士和新号手，做到“人才不断代、
绝活不断层”。

针对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操作
难度大的岗位，该团党委采取临退役老
兵“一帮一”“一带一”等形式，组织他们
给新号手谈体会、传经验、教方法。满
服役期下士毛智伟是防化洗消专业能
手。他结合高原环境复杂、任务出动频
繁等实际，向准备接替他的新号手传授
经验，并对装备车辆重点部位的维护保

养作示范讲解，大大缩短了新号手岗位
适应期。

该团还收集整理优秀老兵多年积累
的训练经验、专业心得等，装订成册对口
下发；组织拍摄优秀老兵专业训练全过
程，并将每个操作步骤都配上详细讲解，
制成视频供大家学习借鉴。

留下“拿手绝活”，助力无缝衔接。前
不久的一次演训任务中，某型喷洒车突然
“趴窝”，新维修工董礼昌根据临退役老兵
留下的维修经验，迅速找到问题症结，及
时排除故障，确保了演训顺利进行。

火箭军某团临退役老兵为新号手传授经验

传绝活，老班长倾囊相授

本报讯 王蕾茜、杜雨豪报道：初秋
时节，第 81集团军某旅修理厂房内掌声
雷动、气氛热烈，一场特殊的仪式正在进
行。新选取为下士的杨雨宏与临退役老
兵一起重温入伍誓词。仪式结束，临退
役下士、机械员李双双以“师傅”身份，同
杨雨宏结成帮带对子，将自己多年的航
空修理经验、成果和心得体会倾囊相授。

在该旅，不管是航空飞行、装备维修
还是通信导航、气象预报，每个岗位都有
一定的技术含量，培养独当一面的飞行
员或技术骨干需要较长的周期。为确保
老兵退伍后技术人才“不断茬”，旅党委
结合常态化开展的“师徒结对子、技能代

代传”活动，让经验丰富的临退役老兵与
新选取士官结成帮带对子，通过举办知
识讲堂、技能比拼等活动，帮助他们尽快
熟悉岗位职责，掌握岗位技能。

临退役士官张贤超曾参与组建我
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是新选取下士
曹康泽眼中“上过战场的英雄前辈”。
“能被偶像手把手带教，既荣幸又兴奋，
我一定要练好技能！”曹康泽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

仪式结束后的座谈会上，临退役下
士张博凯给“徒弟”高艳伟讲述自己在
“跨越-2019·朱日和A”演习中奋力拼搏
的故事。聆听讲述后，高艳伟干劲十足：

“班长的精武故事让我充满力量，我要刻
苦训练，争取早日胜任岗位工作。”

采访中，该旅许多新选取士官表示，
老兵传帮带活动帮助他们快速适应战
位、明晰岗位职责和目标方向，更有底气
搞好下一步训练工作。

第81集团军某旅新骨干向老兵求教取经

挑重担，新士官接力传承

新兵、新手、新员……“新”像一

粒粒饱满的种子，扎进战斗力建设的

丰厚土壤，蓬勃待起。“新”又是人才

建设的起点，只有大胆用、放手带、敢

于逼，在火热的练兵备战实践中摔打

磨砺，才能让“初生牛犊”练出“不怕

虎”的底气。

“新”是年轻一代的课题，也是全军

上下都要面对的挑战。改革大潮中，我

军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

一新。不论年龄大小、资历深浅、职务

高低，都应保持一种“新”的进取精神和

昂扬状态，保持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斗志和朝气。唯如此，才能够真正担

起新型、新质、新锐的使命和职责。

让“初生牛犊”练出“不怕虎”的底气
■魏 兵

短 评

本报讯 陈洁、王海燕报道：“在这里
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后，人民
军队从此出发，走向光辉和胜利……”前
不久，某信息通信旅组织全体政治工作
干部赴革命圣地古田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先辈们探寻革命道路时的筚路蓝缕、

忘我奋斗，感染着在场的每个人。
“如何传承好红色基因是一个现实

课题，要利用好驻地红色教育基地帮助
官兵了解党史军史，助推主题教育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激励官兵争当优秀‘传
令兵’。”该旅领导介绍说，作为在战火硝

烟中诞生的通信部队，该旅所属单位分
散驻守在数千公里通信线路上。南昌、
井冈山、古田……驻地百余个红色教育
基地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

主题教育中，该旅党委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的方式，不断拓展延伸教育课堂，
与南湖革命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古田会议纪念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等百余个红色教育基地建立资源共享机
制，定期组织官兵开展“寻根之旅”活动；
邀请驻地老红军、抗战老兵等，担任“红

色辅导员”，深入开展“党史军史大讲堂”
“战斗故事大家谈”等活动，增强主题教
育的针对性和感召力。

前不久，该旅组织全体独立驻防点
位班排长走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
见学。深入了解我军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辉煌后，官兵深
受鼓舞。某独立排排长朱何源话语中充
满坚定：“我要像先辈一样，百折不挠，永
远奋斗，把满腔热情献给强军事业。”

主题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思训谋战
氛围更加浓厚。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多
地连降暴雨，鄱阳湖汛情严峻，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该旅党委
闻令而动，迅速成立抗洪保障支援分队，
官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连
夜紧急驰援，架设光缆、开设前线指挥
所，坚守抗洪一线，圆满完成各项通信保
障任务。

某信息通信旅利用驻地红色资源深化主题教育

百余红色教育基地成为育人课堂

8月27日，武警广西总队南宁

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开展攀登、

索降等课目强化训练，锤炼特战

队员单兵作战硬功。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余海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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