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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马志勇、贺韦豪报道：“93年前，
在这盏油灯的照耀下，‘支部建在连上’原则
付诸实践，为初创时期红军党的建设摸索和
积累了经验……”近日，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
队利用党团活动时间，组织新排长前往株洲
市叶家祠参观见学，回顾革命先辈披荆斩棘、
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
“株洲是一方红色热土，在波澜壮阔的革

命进程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光辉足迹。”该支
队领导介绍，为帮助新排长打牢思想根基，他
们在岗前培训中，充分发挥驻地红色资源优势，
深入开展“踏访红色足迹、砥砺初心使命”教育
实践活动，不断激发新排长扎根军营、建功军
营的使命感、荣誉感。

据了解，该支队精心规划了包括叶家祠、

红军标语博物馆等 10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内的“红色教育路线图”，结合党日活动等
时机组织新排长参观见学，现地开展重温入
党誓词、任职宣誓仪式等活动，坚定新排长干
好本职工作的信心决心。他们还常态化组织
现地讨论交流，引导新排长谈初心、话使命，
对照革命先辈找方向、明目标。“作为一名军
人，必须具备顽强的斗志、拼搏的精神，练好
本领打胜仗……”前段时间，参观完杨得志故
居后，新排长刘坤鹏与战友分享心得感悟，引
发官兵共鸣。

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岗位建功动力十
足。近日，在上级组织的集中考核中，该支队
10余名新排长在手枪射击、教学法等课目中
成绩突出，为下一步任职打下坚实基础。

借力红色资源激发新排长履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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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门诊’送药上门，真是太方
便了！”日前，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
保障大队港区驻训的下士李林，从“移
动门诊”拿到治疗湿疹的药品后高兴
地说。

由于气候潮湿，第一次来军港驻训
的李林和一些战友水土不服，身上起了
湿疹。了解到这一情况，该大队海岸医
院将“移动门诊”开设到驻训场，为官兵
送去药品，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港区内部队较多，位置相对分散。
“以往看病要步行到车站，再换乘港内公
交辗转好几站，才能到达海岸医院。”官
兵反映，如此一趟下来，少说也得大半个
小时，如果去中心医院就诊，需要更长的
时间。

官兵健康连着部队战斗力。为方便
舰艇部队和小散远单位官兵就医，减少
看病路上的“折返跑”，该大队探索推行
“流动医疗”服务保障新模式。他们在军
港码头开设“移动门诊”，组织医疗小分
队定期到各码头保障点开展巡诊服务，
解决官兵就医不便问题。

据了解，“移动门诊”由救护车改造
而成，集检查、救护、治疗等功能于一体，
配备便携式 X光机、B超机、心电图仪、
急救器材等医疗设备，基本能满足官兵
医疗需求。
“移动门诊”自开设以来，日均接

诊 20 余人次，赢得官兵纷纷点赞。“右

脚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再来做两天
理疗……”值班医生许万千叮嘱前来复
诊的下士刘岩。此前，刘岩训练时扭伤
了脚，因为训练任务繁重，路途又远，迟
迟没去医院。得知“移动门诊”来到码头
保障点，刘岩便前去就诊。

值班医生检查后发现刘岩的脚踝已
经脱位，出现大面积淤血，软组织受损，
使用专业设备检查后，未发现骨折，随即
为他进行复位、固定，并建议他进行理

疗。经过几天治疗，刘岩的脚伤逐步好
转。“没想到自己没跑一趟医院，在‘移动
门诊’就治好了脚伤，感谢医生！”
“门诊多移动，官兵少跑腿，把健康

服务送到官兵心坎上。”该大队领导说，
他们将进一步探索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措施，倾心做好官兵健康保障工作，助力
部队战斗力提升。

上图：值班医生为战士做检查。

秦雪峰摄

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保障大队探索医疗服务保障新模式—

“移动门诊”开到军港码头
■崔 旭 党文君

本报讯 高群报道：“从保卫延安到移防
新疆，我们团组建以来先后转战 9个省区，铁
心向党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金秋，新疆
军区某红军团分批次组织数百名新兵走进团
史馆，在重温团队战史和革命先辈的英雄故
事中，接受红色教育洗礼，积蓄前进动力。

该团前身是一支陕北红军部队，曾因战
场表现突出被授予“勇猛顽强英雄团”荣誉称
号。多年来，尽管数次移防，但该团坚持开展
“红色基因代代传”活动，每逢新兵入伍、新排
长报到、新干部任职等重要时机，都要为他们
注入红色基因，引导大家争当红色传人。

该团将学习红色团史作为“入伍第一课”，

通过忆红色传统、唱红色歌曲、讲红色故事等
活动，加深新兵对红色基因的理解与认同。同
时，邀请团史上的老英雄、先进典型走进班排
宿舍，让新兵在面对面学习中坚定戍边信念。
“1950年 1月，全团执行剿匪任务，在翻越

扎尕那山时，四连战士李三桂因双脚冻伤，与
副班长杨本成一起掉了队。伤愈后，两人一
路历经艰辛，两个月追寻上千里，最终成功归
队……”前不久，在团史馆聆听完“千里寻队
伍”的故事后，新兵王洪深有感触地说：“铁心
跟党走，革命先辈是我最好的学习榜样。”

上图：新战士聆听团队红色故事。

陈家豪摄

团史教育引导新战士争当英雄传人新疆军区

某红军团

当前，新排长、新兵等新鲜血液

正源源不断注入军队“肌体”。帮助

他们尽快融入一线部队、扣好思想上

的第一粒扣子，是各级必须研究好的

课题。打牢铁心向党的信仰根基、坚

定扎根军营的信心决心、夯实崇尚荣

誉的思想基础，是砥砺军人品格、练

就胜战本领的“必修课”。

做好新入营官兵的思想教育工

作，各级应善于运用我党我军的优

良传统、各级部队的光辉战史、所在

单位的典型事迹，教育引导新战友

主动汲取红色养分、传承红色基因、

争当红色传人，为新战友擦亮忠诚

底色，进一步坚定当兵打仗的理想

信念。

同时，一线带兵人要为新战友立

起好样子，既要“言传”灌输引导，又要

“身教”当好榜样，让新入营战友在耳

濡目染中自觉养成良好作风，全身心

投入强军实践。

为新战友擦亮忠诚底色
■孔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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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支队

1952年 8月，毛泽东在政协常委

会议上讲：“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

但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

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现在空军也

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迅速改善了

装备、提高了技术水平，推动我军由

单一军种作战过渡到现代诸军兵种

联合作战。

武器装备是备战打仗的物质技术

基础。随着军事技术不断发展，武器

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交战双方武器装备水平差距

极为悬殊。美军一个师有900多门火

炮、140多辆坦克、3800多台车辆，志愿

军一个军只有500多门火炮、约100辆

临时配备的汽车，制空权和制海权更

是全在对方手里。技术条件和物质基

础，比以往更突出地影响着战略战役

计划的实施及成败。战争实践迫使志

愿军大力改善武器装备。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抗美

援朝战争是部队装备技术进步最快

的阶段之一。志愿军将士坚持从战

争中学习战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

不但创造了依靠劣势装备打赢现代

战争的一系列新经验、新战术、新战

法，而且打出了一个实力位居世界前

列的空军，轰出了强大的炮兵，并开

始全面建设装甲兵，其他技术兵种也

有了很大发展。志愿军空军以“空中

拼刺刀”精神向死而生，愈战愈勇，共

击落敌机 330架、击伤 95架，包括美

国空军费席尔、戴维斯等王牌飞行员

都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美国空军

参谋长范登堡惊呼：“中国几乎在一

夜之间就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

强国之一。”

百看不如一用。只有经常在贴

近实战环境中使用武器装备，在复

杂战场环境和高强度对抗条件下摔

打武器装备，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

管不管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炮

兵部队因为射击精度低，发挥作用

有限。经过培训、换装、扩建和实战

锤炼，志愿军炮兵愈战愈勇，赢得了

“战争之神”的美誉。据美国军方统

计，战争中美军的伤亡有 62%是炮火

造成的。

习主席指出，武器装备是军队现

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国家安全和民

族复兴的重要支撑。我们既要敢于

亮剑，也要重视铸剑，把武器装备建

设放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优先

发展的战略位置来抓，切实搞得更

好一些、更快一些。各级指挥员要

带头学装、知装、用装，在加强武器

装备体系化、常态化运用中检验性

能、发掘潜能。

既要敢于亮剑，也要重视铸剑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启示录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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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太惊险了……”虽然那次空中特
情已过去几十天，但第 74集团军某旅飞行
员张健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前不久，在该旅飞行安全总结会上，张
健为战友们讲述了那惊心动魄的8分钟。

那一天，该旅按计划开展跨昼夜飞行
训练。19时许，张健和搭档刘成伟驾驶某
型武装直升机飞至某水库上空。
“哐、哐、哐……”突然，机身一阵剧烈颤

动，飞行经验丰富的机长张健心里不禁一沉。
“旋翼转速下降！”副驾驶刘成伟也察

觉到了异常。座舱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左侧发动机空中停车，飞行高度正不

断下降！”经排查，战机特情被迅速判定。
担负过该机型改装教学任务的张健，很清
楚问题的严重性。

400 米、300 米……战鹰在空中下降，
张健始终牢牢掌握操纵杆。作为一名安
全飞行 2200多个小时的飞行员，张健头脑
格外清醒，一边操纵战机，一边向地面塔
台报告。

战机仍在剧烈抖动。收到指令后，张
健立即操纵战机右后转弯，向着机场方向
飞去。

座舱外，夜间的山区环境没有任何光
亮标识物，两名飞行员密切协同，经过不
断调整，仪表指针指向正常值，战机状态
逐渐平稳。

此时，地面塔台尖锐的警报声刺破夜
空，机场勤务、消防、医疗等保障小组已火
速就位。

灯光点点，战鹰归巢。经历了惊心动
魄的 8分钟，张健和刘成伟驾驶的直升机
终于安全着陆。
“两名飞行员临危不乱，反映出他们过硬的心理素质。”该旅领导介绍说，近年来他

们将特情处置纳入日常训练，建立起“常飞常新”的经验资源库，提升部队打赢“安全底
数”。该旅还走开飞行员与机务人员常态化交流路子，建立健全双向反馈机制，突发性问
题现场处理、隐蔽性问题随时交流、普遍性问题会上讨论，确保“疑难杂症不过夜”。

面对此次特情，两名飞行员灵活应对，不仅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还积累了重要
的空中特情处置经验。该旅党委为张健报请二等功，为刘成伟报请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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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第72集团军某旅

在复杂陌生地域组织炮兵分队开展

实弹射击训练，检验火力打击能力。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摄

强军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