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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车流，驰骋在山林戈壁间。
盛夏时节，新疆军区某团作战支援营
一场机动演练在天山腹地展开。
“所有车辆注意，就地隐蔽，检查

车况。”经过近两个小时颠簸，对讲机
里传来指挥组的命令。驾驶头车的下
士刘超立即将车辆驶入停车位置。

正当他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检查
时，车体突然开始倾斜。几秒钟后，车
辆竟歪倒侧翻在地。

负责指挥车队的教导员卢静急忙赶
来，看到刘超安然无恙，才松了一口气。

通过仔细勘查现场，他们初步判
断是由于车辆停在了废弃的动物洞穴
上，而戈壁地面承压能力差，洞穴被压
塌导致车辆侧翻。

头车遭遇意外情况，装备保障助
理建议演练暂停，等侧翻车辆抢修完
毕后再整队行进。
“打起仗来哪有暂停键？难道驾驶

训练就只是练开车吗？”随队跟训的团领
导不同意，“这是演练中的意外情况，也
可能是以后战场上遇到的真实情况。车
辆不能继续参加战斗怎么办？这些问题
在日常训练中就应该得到解决。”

一番话让在场官兵陷入沉思——
平时评价驾驶员能力水平重在关注不
出事故、不出问题，可战场情况瞬息万
变，如果驾驶员缺乏应急处置能力，很
可能会贻误战机。

该团领导决定，机动驾驶训练继
续进行，同时临机增加训练内容展开
野战车辆抢修训练，驾驶员参与抢修、
学习经验。
“挂钩要固定到横梁才能承受整

车重量”“备用轮胎可以放到车辆落点
增加落地缓冲”……现场观摩的上等
兵柳林感慨：“这些抢修技能非常实
用，在教材上可学不到！”

随着吊臂起落，运输车平稳落地，
刘超熟练地跃进驾驶室。“轰……”车
辆尾部冒起烟雾,“油压正常、转速正
常，可以起动！”

刘超驾驶车辆追上队伍。经此一
遭，他又积累了应急处置经验。

左上图：官兵展开车辆抢修训练。

胡 杰摄

新疆军区某团机动演练根据意外情况临机调整训练计划—

打仗没有暂停键
■陈 舰 胡 杰 本报记者 颜士强

本报讯 冯程、记者牛辉报道：单
桥航行、装备上载、载装漕渡、多桥协
同……近日，第 78集团军某合成旅工
兵分队完成了新型轮式两栖自行门桥
首次下水载装训练。这款新装备的投
入使用，使工程兵遂行渡河保障任务
如虎添翼。
“新型轮式两栖自行门桥特点是桥

车合一，它入水为桥、出水为车。”据该
旅领导介绍，门桥单车入水后，展开车
上的桥节，即可成为漕渡武器装备和车
辆的门桥，多车相连后可构成浮桥，其
水陆转换、架设和撤收速度都很快，并
具有较高的机动性能。这款新装备，无
论遂行作战保障，还是参加抗洪抢险等
非战争军事行动，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全车注意，展开门桥作业！”置

身训练现场，记者看到，驾驶员将两栖
自行门桥行驶至预定门桥渡场，操作
手迅速就位，立即展开作业。“门桥下
水！”伴着水面激起的层层白浪，门桥
缓缓驶入水中，驾驶员迅速转换成操
舵手，收轮浮渡、打舵转向、调头靠岸，
动作一气呵成。

在引导员指挥下，一辆新型轮式
步战车缓缓驶上桥面，待其停稳固定

后，门桥再次掀起滚滚波浪，载着步战
车顺利到达对岸。待步战车驶下桥
面、疾驰而去，门桥缓缓上岸，在操作
手的控制下变回车体原型。

据了解，新型轮式两栖自行门桥
列装以来，该旅采取多种方式帮助官

兵尽快熟练掌握新装备操作技能，摸
索出“六步载装法”等实用招法。下一
步，该旅还将利用新装备开展夜间驾
驶、并舟装载等课目训练。

上图：新型轮式两栖自行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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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轮式两栖自行门桥完成下水载装训练
工程兵遂行渡河保障任务如虎添翼

本报讯 方佳、特约记者赵欣报道：
“一代代‘东风人’以‘葬在戈壁滩、埋在青
山头’的誓言，在茫茫戈壁滩中艰苦奋斗、
默默奉献，换来航天事业的腾飞……”8
月下旬，第73集团军某旅利用演训间隙，
组织官兵赴东风航天城参观见学。

该旅千里机动至大漠戈壁参加演训，
艰苦的环境让部分官兵感到不适应。旅
党委决定依托驻训地教育资源，开展“弘
扬东风精神、担当强军重任”系列教育活
动，用东风精神铸魂育人，激励官兵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投身练兵备战。

他们分批组织官兵在演训间隙前往
东风航天城，参观历史展览馆、瞻仰东风
革命烈士陵园，了解一幅幅老照片、一件
件陈列品、一座座烈士墓背后的感人故
事；还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组织官兵
学奋斗历史、讲航天故事、弘扬东风精
神，并将感人故事改编为小品《逆行戈壁
滩》，搬上战地文艺晚会，引导官兵践行
东风精神，砺剑大漠戈壁。

漠风凛冽，塔架巍峨。伴随着惊雷
般的巨响，某型火箭喷着烈焰冲向太空，
数百名官兵在卫星发射现场目睹了这一

盛况。卫星发射任务结束后，他们在发
射架前重温军人誓词，并结合实弹战术
演练任务，围绕“条件艰苦怎么办、练兵
备战怎么干”进行交流，凝聚官兵不畏艰
难、矢志强军的意志力量。

发扬东风精神，重要的是传承老一
辈“东风人”“弱水河畔扎营房，天作帐
篷地作床”的战斗意志。连日来，该旅
演练地域沙尘暴频发，官兵克服恶劣天
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滚滚黄沙中开展
实兵实弹演练，取得导弹发射“满堂彩”
的好成绩。

第73集团军某旅利用驻训地教育资源铸魂育人

东风精神激励官兵砺剑戈壁

本报讯 记者宋子洵、通讯员张德
煜报道：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旅史长
廊首次开放，吸引了众多官兵驻足学习、
答题留言。300 余米的长廊内，数字史
馆、党史军史竞答区、弹幕留言墙等构成
一座内容厚实、开放互动的教育园地，展
示着该旅 87年走过的光辉历程，为官兵
了解部队光荣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提供
了新平台。
“突破教育课堂的场地限制，让红

色传统灌溉官兵心田。”该旅领导介
绍，为进一步提升主题教育质效，让红
色传统走出室内场馆，融入官兵生活，

他们着力打造开放式旅史长廊，让大
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优良传统熏陶，
在心中播下担当强军重任、续写旅史
荣光的精神火种。

走进旅史长廊，只要轻点数字屏幕
即可浏览该旅不同时期的光辉事迹，扫
描二维码便可收听详细讲解。长廊里
还设有弹幕留言墙，官兵可以现场留言
点赞、讨论抒怀。“为了荣誉，革命先烈
舍生忘死。我们要接续奋斗，续写旅史
荣光。”班长杨文海的留言道出了官兵
的心声。

据了解，该旅依托旅史长廊，组织

官兵开展参观见学、讲解助学、竞答促
学等活动，上好旅史教育课；鼓励官兵
在周末假日、课余时间、饭前饭后走进
旅史长廊，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红色传
统教育；常态化开展“以身写史”主题
实践活动，切实将旅史故事中蕴含的
红色精神转化为投身强军实践的不竭
动力。

发挥铸魂育人作用，把红色基因传
承落实到练兵备战的实践中。走进野外
驻训场，记者看到，在一场班战术连贯考
核中，该旅女兵班巾帼不让须眉，攻坚克
难、奋勇拼搏，最终取得优异成绩。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探索打造开放式旅史长廊

红色传统引导官兵续写荣光

本报讯 陈超、记者李怀坤报道：8月
15 日一早，第 71 集团军某旅合成四营营
长程骞照常到连队炊事班检查，偶然听
见负责处理泔水的李师傅正在向营司务
长“诉苦”：“路没少跑，但泔水桶里‘干
货’却越来越少……”听到此话，程骞喜
上眉梢：“这说明旅里开展的‘光盘行动’
成效显著！”

伙食费增长后，部队餐饮质量也随之
提高，个别官兵有些“眼大胃小”“挑肥拣
瘦”，出现餐饮浪费现象。对此，该旅开展
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为主题的“光盘行
动”。

他们在餐厅显著位置张贴“饮水当思
源、吃饭当节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等内容的横幅、宣传画，餐桌上摆放杜绝浪
费的提示牌，引导大家按需取食。发现有浪
费行为的官兵，餐厅负责人当场对其进行批
评教育。

同时，各营连发动基层官兵排查生活中
的浪费现象和问题，研究制订“厉行节约十
条规定”；通过浪费曝光台、士兵大讲坛等平
台，宣扬节约典型、批评浪费现象；充分发挥
“三互小组”“四有评比”等阵地作用，引导官
兵将“光盘行动”化为自觉习惯。

一系列有效举措，让节约观念深植官兵
心中。据了解，针对该旅训练点多面广、官
兵口味多元的情况，营连炊事班提前统计就
餐人数、调整主副食份量，综合平衡官兵喜
好，确保菜品味道，推动食材精细化、配料标
准化、口粮按需化，既保证了膳食营养均衡，
又有效节约了食材。对比该旅炮兵营近两
个月的伙食情况，在保证官兵伙食质量的同
时，食材消耗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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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追捕行动，我们以北侧河流
为界，共有 6名‘暴恐分子’藏匿于该区
域……”盛夏时节，武警河南总队三门
峡支队组织追捕行动演练。特战队员
经过严密搜查，成功找到并抓捕 5名
“暴恐分子”，只剩最后 1名“暴恐分子”
迟迟难觅踪迹。
“一草一木都没放过，究竟藏在

哪？”追捕行动指挥员张跃十分疑惑，
“一组、二组，再来一遍地毯式搜索。”

接到命令的一组队员再次将搜查

范围推进至北侧河畔，阳光洒在水面
上，波光粼粼。特战队员李想望着泛
起的波光，若有所思。
“时间到！”随着导调组一声令下，

追捕行动遗憾落败！
直到组织复盘检讨，最后一名扮演

暴恐分子的队员——支队侦察股股长
白林绍才湿淋淋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我一直潜伏在北侧河流中，利用

特战呼吸设备保持潜泳……”听完白
林绍的解释，李想懊悔不已。他说：

“搜索到河边时，我注意到了波纹的变
化。但考虑到行动以河流为界，应该
不会有人藏匿，所以就当作正常情况，
结束了搜索。”

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场官兵展开
讨论。有的认为：“演练行动的边界既
然已经明确，潜伏在河里应判违规！”
有的则说：“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上级
通报不能作为唯一情报，更不应该被
划定的边界束缚手脚。”
“作战地域岂有设定好的清晰分

界线？设定演练分界线的初衷是为了
方便训练课目展开与组织，但这不应
该成为限制战场判断、抉择的思维界
限。”组织训练的支队参谋长郑博说，
“这次演练失利看似是因为事先划定
的界线，实则是官兵打仗意识树得不
牢，仍存在‘练为演’的思想。”

该支队当即决定，现场组织以“战场
边界在哪里、实战盲区在哪里”为主题的
大讨论，特战队员们结合此次演练中导
调组指出的扣分项，梳理归纳出“追捕时
不注意后方来敌”“夜间侦查时声响过
大”等15项训练中未紧贴实战要求的问
题，并有针对性地拟制补差训练内容，着
力提升特战分队综合作战能力。

左上图：特战队员进行索降训练。

闵洋攀摄

武警三门峡支队剖析追捕演练失利案例筑牢官兵打仗意识—

作战地域无盲区
■刘 毅 王惠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

际，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驻训

官兵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

徐海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