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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振国、特约通讯员靖周
报道：强军精武典型登台巡讲、“文艺轻
骑兵”战地巡演……前不久 ，第 71集
团军某旅在某演训场组织实兵演练，巡
讲巡演小组成员活跃在阵地一线，官兵
纷纷表示：演练阵地迎来“特殊客人”，
我们练兵备战的劲头更足了。

“让‘生命线’在任务一线彰显生命
力。”据该集团军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
为解决当下因任务繁重导致人员思想压
力大等现实问题，他们以演训一线和任
务区域为主阵地，组织基层岗位标兵和
文艺骨干联合开展“强军有我、使命在
肩”典型巡讲和“文艺轻骑兵”战地巡演

活动，使官兵心情愉悦的同时，接受精武
标兵事迹的熏陶，激发练兵备战动力。

在某旅演兵场，下士谢昌珍讲述自
己由文书转至战斗岗位后，参加陆军
“防化奇兵-2019”比武取得第一名的
经历，并分享自己穿越满是荆棘的树
丛、迷彩服被鲜血浸染的故事。台下，

即将执行重大任务的该旅一连连长李
银超对身边战友说：“一切为打赢，再难
的关也要闯！”

今年7月，某合成旅奔赴抗洪一线，战
地巡演小组成员和官兵一起上堤坝、扛沙
袋。任务间隙，这些满身泥巴的“文艺轻骑
兵”送上一首《满身泥巴的兵》，为昼夜奋战
抗洪大堤的战友们加油。短暂的演出结
束后，任务官兵迅即回到战位，精神抖擞地
投入到下一波次抗洪抢险任务中。

巡讲巡演小组深入一线，官兵训练
士气倍增。连日来，该集团军官兵圆满
完成超低空飞行训练、跨昼夜实弹演
练、陆空对抗研练等多项演训任务，部
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第71集团军灵活开展政治工作激励兵心士气

巡讲巡演直达任务区域

本报讯 张飞龙、姜顺报道：初
秋时节，某海域风急浪高。操练完浮
渡装载、吊舟操舟、泛水编波等海上
航渡课目后，海军陆战队某旅官兵
稍作休息。这时，机步五连连长吴昌
宝登上甲板，现场讲述“参加猎人训
练留下 3道伤疤”的亲身经历，短短 5

分钟的随机教育让官兵消除了疲惫，
个个变得斗志昂扬。
“官兵在外训中能较长时间保持激

情状态，得益于我们灵活多样的动中抓
教模式。”该旅领导介绍，由于部队驻地
分散，开展教育存在人员集中难、时间
同步难、资源共享难等问题。“就像一枚

硬币有两面，动散条件其实也是创新思
想政治教育、提升政治工作能力的机
遇。”该旅教育形势分析会上，大家达成
共识：让教育随着任务走，着力提升动
中抓教质效。

为此，该旅党委紧贴部队实际、紧
扣使命任务，围绕官兵的思想困惑制订

教育套餐：在集中辅导等“会餐式”大课
堂上，为官兵普及基本道理、阐释人生
哲理；将教育内容化整为零、抓小求活，
让“快餐式”微教育见缝插针、渗透跟进
至任务全程；探索施行“分餐式”教育，
区分机关干部、基层干部、士官、义务兵
等不同对象，进行因材施教。

前不久，该旅领导在某营蹲点住连
时，以“青春闪耀成长路”为话题，组织
官兵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展开讨论，一个
个鲜活的成长故事既动人又励志，引发
官兵共鸣。大家纷纷表示：相较于传统
的“你讲我听”授课模式，这种“互动式”
教育更能入脑入心。

海军陆战队某旅创新模式提升动中抓教质效

教育套餐送到演训一线

本报讯 廖航、记者牛辉报道：仲秋
时节，第 78集团军近千名新训汽车驾驶
员结束为期6天的远程机动训练，顺利返
回集训地。他们辗转两省九市、行程2000
余公里，交出了合格的驾驶专业“答卷”。
“新训标准和质量不仅关乎驾驶员队

伍整体建设水平，还对部队保持和提升陆
路投送能力有着重要意义。”据该集团军
领导介绍，随着重大演训任务逐年增多、
各类新装备相继列装，部队对驾驶员的需
求量越来越大，对驾驶员技术水平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近年来，他们探索改进驾驶
员培训方法，量化考评升级、常态比武竞
赛、投送演练检验等训法日趋成熟，力争

新训驾驶员“毕业即可上战场”。
“前方路况复杂，各车注意减速”“前

方雾气较大，各车打开雾灯”……记者跟
随车队一路行驶，看到机动途中各类情
况不断，指挥员根据实时路况下达指
令。此次远程机动，该集团军选择高速
路、乡镇道路、山地陡坡等多样化道路，
全程设置道路被毁、警戒伪装、夜间行
车、单车防卫等 20余个战术课目，检验
新训驾驶员的应急避险意识和临机处置
能力。机动过程中，他们采取情况诱导、
实装实操、连贯作业等方式，锤炼新训驾
驶员的战术素养。此外，机动全程采取
自主保障，训练途中增加野营野炊、战伤

自救与互救、战场心理疏导等训练内容，
提升新训驾驶员的战场生存能力。

远程机动结束后，该集团军组织全
体参训人员开展训练心得大讨论活动，
新训驾驶员、组训骨干、带车干部等轮流
登台谈体会、话感悟，梳理总结经验问
题，为新训驾驶员下一步专攻精练找准
“靶子”。

第78集团军着力提升部队陆路投送能力

新训驾驶员完成远程机动大考

“雷达被毁，采取人工瞄准方式进行
抗击！”深秋时节，第 80集团军某旅一场
综合演练开局即是难局。
“目标捕获！”向营指挥所报告完毕

后，高炮一连连长张琼心中并没有底。
某新型高炮列装不久，射击要依靠人工
瞄准，号手眨一次眼、抖一下身体的工
夫，目标就有可能丢失。

屏住呼吸、打起十二分精神的号手
们，根据目标不断变化的角度速度，跟进

调整操作状态。
“长点射，放！”随着张琼一声令下，

炮弹出膛，直指目标……他们打出了前
所未有的新装备极限性能。
“优异的成绩来之不易！”据该旅领

导介绍，某新型高炮不久前列装部队，但
火控雷达等设备暂时未到位，高炮射击
训练只能人工瞄准。
“战斗力建设不断档，不等不靠是关

键！”对此，该旅利用战备拉动、实兵演练
等时机，通过构设“雷达被毁”“通讯中
断”等特情险情，倒逼部队立足现有装备
实训实备，激发官兵苦练精练的紧迫感
和内动力。

练操纵手感，官兵一遍遍细研火炮
转动不同角度所对应的操作量，练就了
蒙眼操作火炮转动多个固定角度的本
领；练稳定性，他们利用身边事物，抓住
一切时机练跟瞄，地上的车辆、天空的飞
鸟都是他们跟瞄训练的目标。

该旅坚持从难从严设置敌情，主
动与友邻空军部队对接训练计划，开
展高强度陆空对抗。他们还围绕近远
边界射击、对超低空目标射击等极限
条件射击课目开展训练，并针对防空
作战可能突发的各种特情，制订出相
应的应急预案，着力提升部队快速应
对能力。

第80集团军某旅挖掘新装备极限性能——

演练开局即是难局
■王 旭 孙连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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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

防化火攻分队进行实装训练，锤炼官兵

实战本领。

谢文剑摄

近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一场储备营
区应急保障演练在某储备坐落拉开帷幕。
“部队卸载完毕，协调地方交管部门，引

导机动入驻。”演练指挥员、某储备资产管理
局领导刚下达命令，便遇到突发情况——启
封营区用电过载，线路出现故障。

据了解，储备坐落由管理所的点位管
护员负责日常维护。管护员日常检查、巡
守坐落工作量大，一旦在保障任务时遭遇
突发情况，有限人力难以迅速排除故障。

演练中，他们果断启动军地协作机制，从
驻地电力部门请来支援力量。很快，一台地方
电力作业车驶入储备营区，迅速完成电路抢修。

高效率排障得益于新型保障模式。今
年以来，该储备资产管理局探索军地“储为
战”新型保障模式，按照“统一储备、动态管
理，统一调整、精准保障，统一利用、优化配
置”思路，将储备坐落按照“应战、应急、储
备”划分管理层次，修订完善战储预案。他

们以一线管护力量为主体、地方保障力量
为补充，建立要素齐全、功能完备、规模适
度的储备营区应急保障机制。

记者在演练现场看到，某营区突发火
情，场地维护组迅即启动应急预案，当地消
防部门即刻出动；部队车辆燃油耗尽，资源
保障组协调地方加油车前出保障；野战银
行、野战超市进驻储备坐落营区，为入驻部
队提供服务……预置保障、先期保障的方
法路子，在演练中得到检验。
“警戒防卫组注意营门周边安全，饮食

保障组做好开饭准备。”临近中午，演练分
队为入驻部队准备热食。

经过数日长途机动，某部保障部助理
员张龙很是疲惫。车刚停稳，听到开饭哨
音响起，张龙欣喜地说：“以前部队进驻，我
们筹划保障累弯腰。如今卸载便入驻，入
驻即吃上热食，我们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
作战准备中去。”

军地联手保障“野战营盘”
■陈 龙 宋 凯 本报特约记者 刘一波

微 直 播

10月25日，第72集团军某旅开展“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主题活动，邀请抗美援朝老战士走进军营讲述战斗故事，激发官兵

强军斗志。图为老战士们参观部队装备。 肖雨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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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西南某地，桂林联勤保障中
心物资运输投送保障演练悄然展开。
“我部一辆步战车柴油滤清器损坏，急

需更换。”演练中，正向预定地域机动的陆军
某旅三连突遇装备故障，指挥所随即派出某
型无人机投送配件。很快，三连官兵接到配
件并完成更换，战车再次启动，呼啸前进。
“在复杂地形中，利用无人机将急需物

资快速精准送达部队，会大大提高保障效
率。”据该中心运输投送处领导介绍，为适
应未来战场无人化、智能化趋势，满足“急
供、急运、急修、急救”保障需求，他们综合
运用多种型号无人机，围绕山地林区等复
杂地形开展立体投送演练。

在海拔 2000 多米的西南某地，他们利
用无人机展开单点向多点发放式、单点向
单点精准式、多点向单点直达式物资投送
演练，将自热食品、医疗用品、装备配件等
一线急需物资送达演训场。

新型投送模式的优势，还体现在高效

抢救战场“伤员”。
演练途中，一名战士被毒蛇“咬伤”，急

需抗蛇毒血清。指挥所内，运输投送智能
系统迅速启动。不一会儿，挂载“救命”血
清和医疗物资的无人机在雨中平稳起飞，
向预定投送地域飞去。
“经侦察，预定投送点地形不具备投放

条件，我已重新勘察投放区域。”接到电台
指令，无人机操作员立即调整，将新的航路
信息传至无人机地面站，无人机随即改变
航路。

笔者了解到，如果组织车辆经山路输
送“救命”血清需要 2小时，利用无人机投送
仅耗时 17分钟。接到“救命”血清后，卫生
员立即为“伤员”注射。

据悉，结合此次演练成果，桂林联勤保
障中心下一步将加强无人运输投送体系建
设论证，完善无人机运输投送保障模式，为
保障打赢提供更多支持。

上图：无人机起飞执行任务。姜超林摄

无人机快速投送战场物资
■本报特约通讯员 林 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