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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80滑出！”驾驶战鹰冲上云霄那一
刻，飞行学员付轩豪怎么也没有想到，60
多天前还在空军航空大学飞初教机的自
己，会成为第一批从初教机直接飞上某
新型高教机的幸运儿。

雏鹰凌空舞，银翼傲霜寒。9月下
旬，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组织新期

班学员开飞训练。在编组教官的指导
下，首批初教机直上某新型高教机的飞
行学员陆续升空。与初教机相比，此次
飞行学员所驾驶的新型高教机，电传操
控敏捷、平显信息完备、双发推力十足，
具有典型的三代机特征，是低速、低高度
飞行的初代螺旋桨飞机无法比拟的。

教学的跨越、机型的升级推动飞行学
员的操作水平实现跃升。飞行学员完成
初教机课目训练后，直接驾驶新型高教机
展开训练，这一创举打破了传统训练流
程。以往，初教机毕业学员要先经过中级
训练阶段，再进入高级和作战入门阶段的
训练。该旅领导向笔者介绍：“这种跨代
培养新模式将极大缩短飞行人才成长周
期，大幅提升训练效益。”

沉稳操控战机滑出停机坪，驶向主
跑道，观察四周、调整姿态、稳步推杆、
快速爬升……付轩豪驾驶着银灰色战
鹰，宛如一道利刃直插云霄。从换装训
练到顺利开飞，付轩豪和战友们只用了
不到 2个月的时间，相较于以往时间大
幅缩短。在前期的地面准备中，该旅逐
步开展航空理论教育、地面练习、模拟
训练，进行风险预测与控制，合理编排
教学组、研究教学方法，为顺利开飞夯
实基础。

傍晚时分，伴随着“雏鹰”相继归巢，
首批初教机直上某新型高教机飞行学员
全部完成首飞，成功迈出关键性一步。

左上图：某新型高教机快速滑跑。

李 敏摄

全军首批初教机直上某新型高教机飞行学员开训——

跨代“雏鹰”今振翅
■曹 凡 李 敏

“我一艘舰船在某海域‘受损’，重要物资
沉没海底，上级命我船立刻前往打捞！”近日，
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海洋岛船在某海域
展开一场实战化打捞演练。

风急浪高，海况恶劣。海洋岛船指挥所根
据目标海域水文气象和沉物信息，迅速制订打
捞方案。
“侧扫声呐作业部署！”海洋岛船到达“失

事”海域后，通过声呐反复甄别，最后将目标锁
定在显示屏的一块菱形亮斑上。通过比对参
数，他们确定沉没物资就在船体正下方的海水
深处。海洋岛船随即展开作业，数分钟内便完
成作业场布设。
“常规潜水作业部署！潜水员入水！”随着

指挥员一声令下，早已准备就绪的 4名潜水员
相继扎入水中，潜往 30多米深的海底。在图
像声呐的精确引导下，他们很快发现沉箱，并
确定钢缆捆扎和起吊的最佳位置。

舰员们将碗口粗的吸泥器管送入水下，潜
水员们用吸泥器在沉箱底吸出两个作业泥坑
并钻好通道，水上水下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捆
扎作业。

按照方案，官兵原计划用可回收的布放缆
将浮筒沉放至海底与沉箱连接。但此时海底
暗涛汹涌，布放缆发生绞缠。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距离潜水员水下停留
时限仅剩 10分钟。这时，潜水电话传来潜水
员崔吉寅坚定的声音：“重新布缆来不及了，用
我的信号绳做布放缆。”信号绳是潜水员水下
安全的重要保障，非特殊情况绝不能轻易卸
下。崔吉寅凭借娴熟的水下作业技能，成功用
自己的信号绳将浮筒沉放至海底。

水下作业准备就绪，海洋岛船上的舰员打
开供气阀向浮筒充气。充满气的黑色橡胶浮
筒带着水下沉箱缓缓浮出水面。潜水员朱嘉
旭随即入水，准备将沉箱上的吊缆与船上吊机的吊钩相连。然而海浪愈来愈急，吊钩
像钟摆一样，与吊缆时近时远。朱嘉旭找准时机纵身一跃，带着吊缆扑到吊钩上完成
了连接。伴着吊机绞车的“嗡嗡”运转声，数吨重的物资沉箱终于被成功打捞出水。

演练刚结束，全船官兵随即复盘打捞过程，固化经验，查找不足。据支队领导介
绍，此次演练有效检验官兵协同作业与应急处置能力，部队遂行任务的本领得到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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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波、高鹏报道：国庆前
夕，驻守在西藏阿里的某边防团官兵正
式搬入新一代高原营房。新一代高原营
房采用多项建筑新技术和新型建筑材
料，能够更好满足官兵日常生活、军事训
练和战备执勤等需要。

阿里地区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
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30 摄氏度，空
气含氧量最低时只有平原地区的 40%，
恶劣的自然环境对营房建设有着特殊
要求。作为新营区的具体承建单位，新

疆军区保障部工程代建管理办公室在
规划设计新一代高原营房时，充分考虑
高寒高海拔地区的特殊自然环境，采用
30多项建筑新技术和新工艺，在用水用
电、冬季采暖、氧气保障、设施配套等方
面进行针对性设计，确保官兵足不出户
就能如厕、吸氧、洗澡和进行体能锻
炼。在最大程度方便官兵日常生活的
同时，新一代高原营房还增强练兵备战
功能，对宿舍区的楼梯楼道进行加宽设
计，便于官兵快速集结；战备物资库房

与车库实现无缝对接，便于部队快速装
载和出动。

搬入新营房，练兵添动力。搬往新
营房当天，官兵一大早便起床收拾帐篷，
装载物资。上午 10时，官兵依次登车，
编队向新营区出发。简朴而隆重的新营
区落成仪式后，大家兴高采烈地住进了
新营房。入住新营房的边防官兵纷纷表
示，一定将各级关爱转化为卫国戍边内
在动力，坚决守好祖国边防、守护人民幸
福生活。

阿里边防官兵入住新一代高原营房

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后勤保障

跟不上，志愿军作战每次攻势一般只

能坚持 7天。后来，美军指挥官李奇

微发现了这个问题，称之为“礼拜攻

势”。他调整美军打法，在志愿军攻

势接近尾声时再发起反击，给志愿军

造成了不少损失。彭德怀同志在总

结抗美援朝战争时说：“现代战争如

果没有后方充分的物资保证，是不可

能进行的。”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

仗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打保障。抗美

援朝战争中，尽管志愿军连战连捷，但

物资供应不上、伤员抢救不及时的问

题始终影响着作战行动，不少官兵是

在挨饿受冻的情况下打败敌人的。志

愿军战士“不怕打仗，就怕没饭吃、没

子弹打、负伤后抬不下来”。在第二次

战役中，第九兵团因为入朝仓促，准备

不足，官兵不仅饿着肚子作战，而且冬

装太薄，难以御寒，出现不少非战斗减

员。聂荣臻元帅深刻地总结：“严格地

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

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

性的。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

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

战争形态越发展，作战对后勤的

依赖性越大。战争不仅在前方打，也在

后方打。只有打赢后方的战争，才能更

好保证前方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大仗

小仗都要打保障，离开后勤就打不了

仗。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把破坏我后

勤供应作为实现战略任务的一种手段，

在战争期间，美军共向朝鲜北部1000

多公里的铁路线投弹10万吨。

现代后勤保障是综合的战斗的保

障。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后勤的

任务同以往历史时期相比出现了一个

最突出的变化，即由单纯的组织供应

扩大为既要组织供应、又要指挥战

斗。面对敌人空中和地面的破坏活

动，我军展开了坚决的反“绞杀战”斗

争，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等密切

配合，积极打击来袭敌机，边炸边修、

组织抢运，保持铁路运输的畅通。

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

利，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也是后勤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洪学智上将讲过，后勤

工作如果做了九十九件事，战备这

一件事没做好，就可能导致全盘皆

输。后勤工作要坚持保障打仗的根

本指向，把战斗力标准牢固树立起

来，坚决纠正重生活轻战备、重平时

轻战时的和平麻痹思想。各级党委

和各级指挥员要高度重视后勤工

作，按照打仗要求建后勤、用后勤，

扭住保障打仗不放松，不断提高后

勤综合保障能力。

离开后勤就打不了仗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启示录⑤

■杨海操

微 直 播

10月10日，陆军某部组织装甲

分队长途机动演练，锤炼部队实战

本领。

韩 强摄

本报讯 赵超、吉

苏杰报道：“‘我’是来自
‘攻坚模范连’的红缨
枪，环顾连队荣誉室，说
到经历传奇肯定‘非我
莫属’……”仲秋时节，
第 75 集团军某旅礼堂
内，装步三连下士苏成
龙用第一人称自述的方
式，声情并茂地讲述连
队 传 家 宝 红 缨 枪 的 故
事。据了解，这是近期
登上该旅教育课堂的第
8件传家宝。
“用活红色资源，才

能 更 好 地 传 承 红 色 基
因。”据该旅领导介绍，
“课堂设在荣誉室，传家
宝前话传统”是他们此
前开展主题教育的常规
动作，但随着教育模式
的固化，“老套路”越来
越 难 以 引 起 官 兵 的 共
鸣。经过调研论证，他
们决定采用青年官兵喜
闻乐见的形式，在主题
教育中对连史故事进行
新角度阐释。

该旅对营连荣誉室
的收藏实物进行细致分
类，从中挑选出反映营连
光荣传统的 10 余 件藏
品。通过自荐与邀请相
结合的方式，让官兵以第
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
本单位传家宝的“前世今
生”，解读红色基因，激发
官兵精武热情。

活动中，一级军士长
周晓锋、排长牛振国、班
长益西卓玛等青年官兵
“化身”为一件件珍贵的
传家宝，从斑驳的马灯、
破损的胶鞋到老旧的手
枪，他们用各具特色的讲

述风格，将传家宝背后的感人故事娓娓道来。在一件件传家
宝的感召下，该旅官兵奋勇争先，专业考核成绩优良率明显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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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炫竹、王

英楠报道：“抗洪抢险时
子弟兵冲锋在前，不怕牺
牲，筑起守护人民利益的
钢铁长城，这是对军人好
样子的最佳诠释……”前
不久，第 76集团军某旅教
育课堂上，五营二连中士
何明辉以“新时代军人的
好样子”为题发言，赢得
在场官兵的鼓掌认可。
这是该旅主题教育课引
入“话题辨析”环节的一
个镜头。

该旅在前期调研中
发现，教育课堂上“讲者
热、听者冷”的情况仍不
同 程 度 存 在 。 究 其 原
因，根源在于单向灌输
的传统教育模式，激不
起官兵思考和参与的兴
趣，课堂缺乏互动交流，
导致教育质效不高。为
此，该旅引导各营连开
展讨论式教育，在讨论
辨析中提高官兵的课堂
参与热情，在观点交锋
中加深理解认同。

找 准 问 题 ，对 症 下
药。该旅选取抗击疫情、
抗洪抢险中官兵的感人
事迹，发动大家谈体会、
话感悟，将“话题辨析”确
定为教育课堂的配套环
节；围绕“人民眼中，军人
应是什么样子”“面对战
场，我应变成什么样子”
等话题，引导官兵展开讨
论，让官兵画好“当代军
人自画像”，促使教育课
堂升温提效。此外，他们
还将讨论中的精辟观点
进行筛选记录，并在旅强
军网滚动展示，潜移默化
中坚定官兵的理想信念，

强化建功军营的志向。
教育火起来，效果好起来。前不久，该旅在大漠戈壁组

织战术训练，官兵热情高涨，多项战训法得到检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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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界有句口号叫作“重在参

与”。对于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同

样也是这个道理。

教育是在人的头脑里做工作，官

兵是教育的主体。只有紧跟官兵思想

变化、实际需求，充分调动积极性、提

升参与度，才能激活教育的一池春水，

形成“人人皆在教育中”“台上台下同

频共振”的良性局面。

这道理那道理，能让官兵听进

去、记得住、讲得出、做得到才是真道

理、硬道理。第 75集团军某旅让营

连的红色传家宝“登台自述”，第 76

集团军某旅为教育课引入“话题辨

析”环节，他们的异曲同工之处，正是

在于抓住了提升参与度这个关键，引

导官兵实现了从被动受教育到主动

参与教育的可喜变化。

人人参与 激活教育
■张磊峰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