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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暖新闻

Mark军营

编辑感言

人世间最难割舍的情，叫亲情。

谁不想在父母床前尽孝？谁不想

与爱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谁不想陪

伴着孩子出生、长大、上学？

然而，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当那一

天来临的时候，王伟、任宁川、余旭、申

亮亮……这些我们认识或不认识的军

人，把生命和青春融入祖国的蓝天、大海

和陆地，化作一座座山峦、一缕缕清风。

记得“金孔雀”余旭牺牲的时候，有

位老兵说了一句“我们不怕牺牲，就怕

被遗忘”，顿时戳中我的泪点。烈士为

祖国和人民赴汤蹈火，却把最深的伤痛

留给了最亲的人，这一份遗憾我们尤不

可遗忘。

纪念烈士，从来不止在清明等节

日，也不仅仅在烈士陵园。开国上将许

世友三寻烈士遗孤、普通战士吴自保抚

养烈士遗腹子、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

旅及时回应烈士亲属的诉求……善待

烈士的家人，就是后来者用实际行动对

以身卫国者最好的纪念。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

人替你负重前行。”希望大家在享受美

好生活的时候，把身边的烈士家庭照顾

好，让他们的亲人永享荣光。

这不仅是对烈士的缅怀，更是对生

者的感召！

致敬烈士的亲人
■张科进

不久前，14岁的中学生任俊达在妈
妈王瑜的陪伴下，从山东烟台赶赴南部
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开启了一段特殊
的“省亲之旅”。

14 年前，该旅前身部队一架歼-7
战机在飞行训练中因故障失事，任俊达
的爸爸、飞行员任宁川不幸牺牲，生命
永远定格在了 26 岁。那一天，任俊达
刚刚出生 100 天；那一年，任俊达的妈
妈王瑜刚刚24岁。

长大后，看着周围小朋友都有爸爸
的陪伴，任俊达常常默默流泪。有一
次，妈妈帮他抹去眼泪，告诉他：“你的
爸爸是天之骄子，是一名英勇的海军飞
行员，是保家卫国的大英雄！”

懵懂的任俊达心中升起对爸爸无
限的思念和好奇，这种情绪随着年龄的
增长与日俱增。他告诉记者，他有一个
越来越强烈的心愿，就是去看一看爸爸
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摸一摸爸爸驾驶过
的战机。

任宁川同志牺牲后，部队每年都对
烈士家人进行回访，协调军地为烈士家
庭解决工作和生活等实际困难。今年
的电话回访中，该旅领导了解到任俊达
的真实想法后，便主动邀请他和妈妈利
用暑假到部队来走一走、看一看。为了
他们的到来，旅机关相关人员精心做了
行程安排，帮助他们完成这次盼望已久
的“省亲之旅”。

见到烈士亲人来访，旅长侯涛代表
全旅官兵向任俊达送上新型战机模型，
并一一介绍装备、讲解飞行课目，随后陪
同母子俩观摩了飞行训练。看着一架架
新型战机呼啸着腾空而起，如利剑一般
直刺苍穹，任俊达的脸庞透出难以掩饰
的兴奋和激动。在模拟机上，任俊达手
握操纵杆、脚踩方向舵，有模有样地飞了
起来，一连两个起落仍然乐此不疲。

经过停机坪，一架被包裹得严严
实实的飞机让王瑜禁不住停下了脚
步，它就是任宁川烈士当年驾驶的战
机。睹物思人，王瑜和任俊达轻轻地
抚摸着机翼，围绕飞机默默地走了一
圈又一圈。
“飞行是他的选择，而他是我的选

择。”虽然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爱人，王瑜
骨子里却透着一股特有的坚强和倔强，
她执着地当起了单亲妈妈并扛起照顾
烈士父母的重任。平时，她常常教育儿
子一定要争气，决不能辱没了爸爸的烈

士称号。在妈妈的悉心培养下，任俊达
品学兼优、乖巧懂事，学习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

几天的时间，不断有官兵看望慰问
王瑜母子，大家既有对老战友的敬意，
也有对烈士家属的关心。旅政委陈丁
丁对王瑜母子说：“尽管任宁川同志牺
牲了，但部队永远是你们的家，全体战
友就是你们的亲人，大家都期盼烈士的

后代茁壮成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短暂的“省亲之旅”很快就结束了，

在官兵们的注视下，王瑜母子乘车缓缓
驶出营门。任俊达看着妈妈，坚定地说：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那样当一名英雄
的海军飞行员，守卫祖国的大好河山。”

上图：任俊达与母亲王瑜在父亲当

年驾驶的战机前留影。

吴双江摄

一次特殊的“省亲之旅”
■李 麟 张吉俊 本报特约记者 高宏伟

营连日志

新闻前哨

潜望镜

前段时间，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
队数架直升机飞赴南疆执行机动转场
任务，途中在某野外机场备降时，飞行
员李星彤自告奋勇向战友们讲述核试
验科学家在马兰基地默默奉献的故事，
让官兵们深受教育。
“‘战鹰’飞到哪里，主题教育就

延伸到哪里。”该支队政治工作部主
任介文涛介绍，支队今年的飞行训练
时间比去年增加近千小时，而且人员
点位相对分散，动态条件下学习教育
难集中、时间场所难保障。为此，他
们积极创新教育形式，让教育课堂紧
跟“战鹰”走。
“鹰”飞九域，“课”随千里。该支队

结合飞行部队特点，紧紧抓住机动途

中、训练间隙、任务转换等时机，创设临
时“战鹰讲堂”“战地讲坛”等“微课堂”，
灵活运用沿途红色资源、先进典型，把
大专题分解成微教育，随机开展微辨
析、微讨论等活动。与此同时，他们还
注重发挥官兵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鼓
励官兵上台当“主角”，用兵言兵语讲述
红色史、英雄史，进一步丰富主题教育
的内容与形式。

前不久，刚检修完某型直升机的士
官党员、空中机械师杨提军在“战鹰讲
堂”上发起了新一轮讨论。战士王明辉
坐在旋翼下听得津津有味，他感慨地
说：“主题教育课堂跟着任务走、随着战
场转，大家深受思想激励，练兵备战的
动力更足了。”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创新教育形式——

教育课堂紧跟“战鹰”走
■何朝楠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曦

“弹道正直，高度适中，这枚投得漂
亮！”初秋时节，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组
织手雷实投考核，原本被连队安排留守
的战士小郭，投出了完美的一掷。

小郭天生“左撇子”，投掷时弹道总
是偏离中线，训练中经常擦碰投掷掩
体。另外，考虑到“左撇子”需要反向压
握引信，安全隐患较大，连队决定报请
团机关，安排小郭留守，不参加即将组

织的实投考核。
“‘左撇子’岂能免投实弹？战场

上，绝不会因为你是‘左撇子’就不用投
弹！”团训练部门否决连队的请示后，第
二天就专门选派有训练“左撇子”经验
的教官张贤桃下连指导。

为纠正弹道偏移的问题，张贤桃
为小郭设置了专门的训练场地，通过
记录每次弹着点偏差，一点点纠正动

作；为保持正握引信，他指导小郭反复
练习如何反手拔保险销。一周后的模
拟投弹测试，小郭两次投掷都准确无
误，最终获得实投考核的“准考证”。

据了解，该团近期还将组织轻武器
射击考核，由于全团还存在一些使用轻
武器的“左撇子”，他们专门组织教练员
队伍针对“左撇子”制订训练计划，确保
考核全员参与。

“左撇子”岂能免投实弹
■徐 天 任发源

初秋时节，南国某综合训练场，第
75 集团军某旅一场实弹射击考核正如
火如荼展开，4架航模靶机呼啸而过，阵
地高炮分队随之而动，刹那间炮声隆隆，
硝烟滚滚，3架靶机被精准命中，另外 1
架“落荒而逃”……

眼看这场战斗胜负已分，不料，西
北方向又有两架靶机超低空飞行，悄无
声息地向阵地逼近，不断改变航路和姿
态，规避雷达探测。结果，某高炮营指
挥所被“炸”，局势发生彻底扭转。该旅
官兵感慨地告诉记者：“这支‘蓝军’越
来越难缠！”

以往组织靶机射击训练，打击目标
难度较小，缺乏互为对手的真打实练。
为摆脱“抗无对手”的训练困境，该旅组
织靶机飞行保障分队学习空战理论、研
练空地对抗战法，瞄准强敌打造专业的
“空中力量”。

一时间，钻研战机空战原理、绘制
飞行航线图、琢磨防空兵攻防战术，成
了靶机飞行保障分队每天的必修课和
新常态。
“航路‘刁钻’，战法‘古怪’，让战场

出现更多‘没想到’就是我们的目标。”靶
机飞行保障分队副队长谭彩林介绍，天
气变化、电磁干扰以及航模飞行战术队
形的调整，都会给对手主战装备捕捉目
标增加难度。“蓝军”只有贴近实战，才能
更好摔打锤炼部队。

一次实弹战术演练开始在即，现地
突然飞沙走石。这既不利于实弹射击，
也不利于靶机起飞，各营考虑利用这个
空档期休整部队，但谭彩林却有另一番
思考，“剑走偏锋，出其不意，稳赢”。待
风沙略小，谭彩林组织大家立即启动靶
机，采取低空突袭。不多时，靶机进入目
标区域，突然一个跃升直冲阵地，待值班

雷达发现为时已晚。
仓促之下，防空分队匆忙应战。

无奈，靶机时而盘旋时而俯冲，神出鬼
没，根本无法锁定，只能吞下拦截失利
的苦果。
“战斗”结束，参与这场演练的各级

指挥员，火炮、导弹、雷达和信息系统关
键岗位操作手与“蓝军”坐在一起逐环节
进行复盘，逐火力单元查摆问题，先后梳
理出空情传输不流畅、火力网配置存在
盲区、雷达操作手处理特情能力较弱等
多个问题。
“‘蓝军’越狡猾，我们越能不断发

现问题、审视不足。经历千锤百炼，部
队才能越练越强，装备才能越打越准。”
该旅领导说，通过“蓝军”这块“磨刀
石”，旅队总体训练水平大幅提高，仅今
年野外驻训就研练了 3大类 10 余种创
新战法。

为摆脱“抗无对手”的训练困境，第75集团军某旅打造专业“空中力量”—

演兵场上，“蓝军”越来越难缠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周宇鹏 冯邓亚

野外驻训进行时·记者探营

“这瓜真甜呀……”结束一天繁重的
训练，我拿起刚切开的一块西瓜咬上一
口，浑身疲惫一扫而空。望着桌上放着
的西瓜，我不禁想起前不久因为两块西
瓜闹出的风波。

一天的训练结束后，副班长韦豪佳
抱着两个西瓜走进排房，刚把西瓜分好
有人便提议：“连长、指导员带着我们干
工作很辛苦，要不送两块西瓜给他们尝
尝？”大家积极响应，我更是自告奋勇，接
下了送西瓜的任务。

当我端着两块西瓜来到连部会议
室，正好遇见连长和指导员在商量制

订训练计划。看到他俩休息时间还在
工作，我既佩服又感动：“连长、指导
员，我们四班买了西瓜，特地送两块给
你们尝尝。”

连长和指导员先是一愣，接着面露
犹豫之色，指导员说：“咱们不搞请吃吃
请这一套，这两块西瓜你还是拿回去
吧。”听了这话，我立马急了：“这两块西
瓜又不是贵重礼物，大家出于战友情，怎
么能算请吃吃请呢？”

听了我的话，连长和指导员很感动，
拗不过只好收下了。回到班里，我和战
友们继续品尝美味的西瓜，全然没把这
件事放在心上。没想到，有几个班得知
此事后，竟开始效仿我们给连长和指导
员送西瓜，一连几天都吃了“闭门羹”。

连长和指导员的做法，让这几个班
的战友有了想法：“收四班的西瓜却不收
我们的，是不是对我们有看法？”我知道

此事后，一方面觉得这几个班有点小题
大做，另一方面又为连长和指导员被人
误会而感到难过。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连长和指导员
在周末晚点名时拿此事在全连面前进行
反思和检讨：“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虽然
只是两块西瓜，却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身为带兵人尤其是连队干部，要以身作
则、防微杜渐，也希望大家在工作和生活
中保持友爱清爽的关系，自觉抵制‘微腐
败’，把心思放在练兵备战上……”

连长和指导员的这一举动，让全
连 官 兵 深 受 教 育 ，“ 作 风 建 设 永 远
在路上”竟是如此具体而深刻！如
今，各班排依旧会共同出钱买西瓜，
聚在一起吃西瓜，连长和指导员也经
常主动“入股”，大家的战友情谊变得
更加纯洁深厚。

（罗周清、黎 斌整理）

两块西瓜闹出的风波
■第74集团军某旅上等兵 李 森

初秋的一天，燕山脚下，蒸腾的湿气
中夹杂着一丝火药味。第 82集团军某
旅两名驾驶员摩拳擦掌、针锋相对，一场
特别的对决即将在野外展开。

班长王向武是单位的资深驾驶员，
从军 13年，参加过 11次驻训演习任务，
行程近 10 万公里，从未发生过一次事
故；列兵张奥参军前开过长途货车，还在
某 4S店当过学徒，对车上的大小部件如
数家珍。虽说张奥兵龄短，但是论起实
力来，这场比武就像张飞战马超——胜

负难料。
知情人告诉我们：“两人这场比武绝

对有看头！”原来，张奥下连后虽说在同
年兵里专业拔尖，驾驶经验丰富，但参训
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班长王向武批评
他，没几句话就把他说急了：“谁是英雄
谁好汉，训练场上比比看！”

面对挑战，王向武欣然接受。随着
裁判一声令下，两人迅速穿戴好战斗装
具，登上运输车发动车辆。令张奥没想
到的是，自己作为训练场上的“王者”，
一到野外枪炮声、爆炸声此起彼伏，频
频突发特情的近似实战环境中，却秒变
“青铜”。

虽然道路驾驶、特情处置等多个课

目完败，但最后一个课目“排除车辆故
障”，却是张奥的强项。果不其然，面对
发动机发动异常，张奥排障用时比班长
王向武少了15秒。
“以后我要多跟你学习车辆修理知

识。”赛后，班长王向武主动向张奥竖起
了大拇指。本因为“吃了败仗”有点抬不
起头的张奥，面对班长的诚挚目光，脸
“唰”的一下子变红了。

在这周的班务会上，张奥向全班战
友交流了感受：“以前总感觉自己驾驶
经验丰富没必要再学，可经过这次比
武，让我看到了自己和实战的距离，以
后一定从严从难训练，做个能打胜仗的
好兵。”

列兵向老班长发出挑战
■宋华侨 蒋越滔 赵 帅

日前，武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

某特战中队举行退伍老兵交装仪

式，老兵们带着内心的不舍，郑重地

将陪伴自己多年的爱枪交接给留队

战友，并嘱咐他们传承战斗精神，续

写军人荣光。图为退役老兵向队旗

告别时，齐声高喊“若有战，召必

回”。

雷 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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