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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

那一刻，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
新兵郑伟然心底升腾起一股强烈的自
豪感，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是要上战场、
能打仗的兵。
“入伍前听说，雷达兵只是搞搞保

障，听完课才知道，我们也处在战场最
前沿；才知道，这支部队参加过抗美援
朝；才知道，身边战友有那么多预警尖
兵……能成为这个战斗集体的一员，
我自豪、我骄傲！”

郑伟然口中的这一课，是该旅推
出的备战打仗专项教育课，也是新兵
教育训练的必修课。
“砥砺英雄气，贵在兵之初。”该

旅领导介绍，他们按照战区空军备战
打仗专项教育安排，深入挖掘单位战
史战例和英模故事，梳理构建“红色
基因传承谱”，抓住新兵入营、重要节
日、任务誓师、授衔仪式等重要契机，
通过学习战斗历史、研习经典战例、
书写战斗格言、评选训练标兵等多种
方式，将忠诚和血性基因灌注融入官
兵血脉。

把老一辈传承者请进来。他们邀
请建旅“头茬人”回营授课，组织旅“红
色基因宣讲团”串讲宣讲，重温老一辈

雷达兵解放海南岛、保障志愿军击落
敌战机、引导地空导弹部队击落敌高
空侦察机等战斗故事，让官兵在与历
史的激荡中、与前辈的零距离交流中，
不断汲取“舍生忘死志不渝”“人在、站
在、情报在”等胜战基因。

把新一代传承者选上来。他们开
展“战史、战例、战将、战斗英雄”学习
传承活动，遴选优秀官兵走上讲台，透
过一件件实物、一份份荣誉，讲述雷达
站奋斗史，紧抓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等“传家宝”的接续传承，铭记战斗岁
月增强自豪感；广泛开展“制胜强敌大
家谈”军事民主活动，鼓励官兵发挥首
创精神，集聚智慧力量，激发备战热
情。

在该旅某部视讯大厅里，“最可
爱的人——我和强敌的世纪较量”
老兵访谈节目正在热播。旅“红色
基因宣讲团”成员、抗美援朝老兵岳
宜贤深情讲述当年的故事，带领官
兵们重温烽火硝烟，体会老一辈雷
达兵的忠诚情怀。听完访谈节目，
列兵张鹏在学习本上写道：“历史不
曾远去，只有苦练杀敌本领，才能英
勇无畏直面战场。”

“传承红色基因，熔铸胜战底色，
不论新兵老兵，都是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的好兵！”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介
绍，一方面，旅里在老兵退伍之际专门
组织开展仪式活动，通过重温战斗历
史教育退伍老兵铭记入伍誓言、时刻
听从召唤；另一方面，他们及时将老兵
退伍感言、仪式教育场景等制作成录
像影片，发给老兵留存纪念，组织新兵
集中观看，以此加深官兵对军营的认
同感、归属感。

中秋、国庆期间，许多刚刚退伍的
老兵通过视频、电话、短信等方式向老
部队、新战友送来节日祝福，同时也向
组织提出请战意愿：“‘人在阵地在、人
在天线转、人在情报通’是蓝天领风者
永远的誓言。”“我只是暂时离开战位，
若有战，召必回！”

深秋时节，寒意渐浓；演兵场
上，气氛火热。连日来，从驻训地到
演练场，该旅机动分队辗转数千公
里，历经各种考验，不断探索陌生地
域、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实战实训方
法，官兵们勇往直前、拼搏奋斗，在
大江南北留下了“尖兵利刃、铁骨忠
魂”的铿锵足印。

如何通过建立“红色基因传承谱”激发官兵打仗动
能？请看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

军旅路上熔铸胜战底色
■宋 珂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张 雷

“救护组合练习成绩相比上个月提
高不少，优秀率超过了 80%……”上周
三中午，看着挂在墙上的训练成绩表，
我高兴之余心里也不禁犯起了嘀咕。

其中“救护组合练习”一栏，不仅优秀
率一路飙升，就连六班副班长武立立这样
的“困难户”都打了翻身仗。难不成训练
方法有了创新？为了探明究竟，我决定利
用体能训练时间组织一次比武对抗。

接到通知后，不少人都在摩拳擦
掌。然而，在楼道口我却听到有人窃窃
私语。
“等会儿在救护组合练习定‘伤员’

的时候，咱俩组队，我背你……”侧耳细
听，这是武立立和战士吕嘉威的声音。
我装作没察觉，但心里大体已然明白。

果不其然。比武开始，轮到武立立
时，只见他身姿灵活，快速跃进靠近“伤
员”吕嘉威。还没等武立立发力，这名
“伤员”就已抓住武立立的衣角，稍一
借力，便利索地伏在武立立的肩膀上。
之后的匍匐前进，这名“伤员”更是不断
在武立立肩膀上调整“最佳”姿势……
得益于“心有灵犀”的配合，武立立的成
绩达到了优秀。在接下来的几组考核
中，我发现类似的“配合”并不是个例。
“复位，重来！”我铁青着脸走上前

去，“战场上或许有的伤员能够配合我

们完成救护工作，但平时训练不能总朝
着‘最佳配置’‘最理想状态’去，而应该
立足最困难条件，做最充分的准备！”

为了让大家更明白这个道理，我
就地组织了一场“训练成绩与打仗能
力哪个更重要”的小讨论。“刚才吕嘉
威是‘重伤员’，已经失去行动能力，在
被背运的过程中，应该是全身放松的，
而不是协助武立立完成训练。”“平时
一分假，战时九分垮！组合练习如果
不把伤员的角色扮真演实，若真的遇

到重伤员，必将因训练不到位而耽误
救援……”

官兵们你一言我一语，武立立和吕
嘉威红着脸，低下了头。意识到错误所
在，他俩当场申请补考。训练重新开
始，这次，身后的“伤员”换了人，武立立
显得不再那么“潇洒”，组合练习成绩也
比上次慢了近半分钟。但我发现，连队
官兵的眼神里多了一分执着坚毅，这才
是瞄准未来战场应有的样子。

（宋瞬成、焦梦梦整理）

训练中这样的“配合”要不得
■火箭军某旅综合防护三连连长 张 佳

带兵人手记

“指导员，医生建议我静养一段时
间。”“好好休息，不要有心理负担，
养好伤才能搞好训练。”挂完电话，新
疆军区某团运输连指导员单战胜终于
松了口气。从带病训练不愿讲到有伤
问诊敢说话，这一转变还要从一次课
目示范说起。

前不久，在团里组织的 400 米障
碍课目示范中，示范兵小贺不慎从独
木桩上摔下，被地上的石头划破了膝
盖。他爬起来后咬牙坚持，观摩的官

兵们目睹此景，纷纷为他加油助威。
讲评中，机关人员再次提起这名

“有血性”的战士，并给予高度肯定。
对此，现场的一名团领导却提出不同
看法：“‘有血性’也不能逞一时之
勇，不讲科学、不顾战士安危。”语
毕，大家陷入了沉思。

随后，机关在调研中发现，像这
样带着伤病坚持训练的官兵并非个
例：战士小宋参加单位“军体运动
会”，因热身不充分导致跟腱拉伤仍坚
持跑完全程，造成伤势加重；一名上
等兵因操作不当被炮箍托架砸伤了手
指，被连队评为“训练标兵”，班长还
以“没有受过伤的炮手不是一名优秀

的炮手”来鼓励其他战士……
针对这些情况，该团及时开展对

照 检 查 ， 查 找 总 结 “ 伤 疤 里 的 教
训”，集中组织教育，纠正官兵对
“血性”的片面认识和总把训练伤当
成“军功章”的思想倾向。同时，他
们积极创新实战化训练内容，使官兵
在科学训练中，不断增强敢打必胜的
自信和勇气。不仅如此，他们还成立
训练检查指导组，对训练中不实的做
法进行督改。

训练要有血性，但也要讲科学，
才能避免非战斗减员。在该团组织的
最近一次考核中，官兵们参考率、优
秀率均较去年同期有大幅提升。

新疆军区某团倡导科学训练，避免出现训练伤—

伤疤里不都是血性荣光
■韩 强 任双佳

新闻前哨

基层之声 提高军队网络教育质量效益

前段时间，《奔涌吧，后浪》视频爆红

网络，某连指导员以此为引子，跟进播放

中央媒体推出的《有我们在，请放心》抗

疫题材视频，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受到官

兵一致好评。

这堂教育课为何能收获成功？笔者

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名指导员善于

捕捉社会热点和官兵需求，趁热打铁，把

握住了开展教育的最佳时机，并采用了

官兵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

这个案例，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当前，网络传播和更新速度很快，“热搜

榜”三四个小时就换一次，微博日活跃用

户超 2亿。而纵观部队开展的网络教

育，在跟踪新热点、传播新信息、使用新

手段等方面，有的单位还存在“慢半拍”

的问题。调查发现，最受青年官兵关注

的网络平台，大多是那些更新速度快、紧

贴时事热点的平台。这就说明，要想搞

好网络教育，必须念好“快”字诀，不断更

新理念、及时更新内容，随时调整方式，

从而跟上思想节拍、抢占第一落点。

“快”是手段，不是目的。在开展网

络教育的过程中，施教者不能把“互联

网+”当成筐，什么都往里装。面对参差

不齐的海量信息，我们必须正确把关、去

粗取精，以精品意识打造精品课堂，用官

兵易于接受的形式及时推送，用直抵心

灵的微教育、微故事，打通网络教育“最

后一公里”。

教育不生产谷物，却给人温暖和光

明。在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我们唯有

踩准时代鼓点，扣住关注热点，因势利

导用好网络手段、盘活网络资源，才能

让官兵充分感受到网络教育传递的光

和热。

网络教育不能“慢半拍”
■李家群

翻越高墙，身轻如燕；过独木桥，闲
庭信步；爬低桩网，行云流水……在第
77集团军某旅许多官兵眼中，看下士王
万里跑障碍，近乎是一种享受。

王万里跑障碍有多强？有两组数据
足以说明——在海拔 4500米高原，普通
人空手站立，相当于在平原负重 20 公
斤；《军事训练大纲》中明确，携枪通过
100米障碍课目，34秒内为优秀。

而面对“4500米海拔+携枪通过 100
米障碍”的考题，王万里给出的答案是
“24秒 40！”

凭借这一成绩，他在前不久该旅组
织的“雪域雄师杯”军事运动会上力拔头
筹，并将该课目原有的训练纪录提高了
近5秒。

当被问及是如何练就这一身过硬本
领时，王万里的回答很风趣：“都说‘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我是‘万里’，必须得
‘行’啊！”

“别看万里现在挺‘行’，新兵那会儿
‘怂’着呢！”采访中，王万里的同年兵、下
士曾志强却揭起了战友的“老底”。

入伍之初，新兵连组织 3000米跑摸

底考核。踏上跑道，王万里冲出去不过
百米，就觉得喉咙像是着了火，双肺如同
破风箱，呼哧呼哧地怎么也喘不上气。
被战友连推带拉地挪过终点后，计时员
报出成绩：“31分 10秒”，比合格标准慢
了一倍还多。
“万里啊万里，你说你连 3公里都跑

不及格，咋对得起自己的名字？”走下考
场，王万里在心中一遍遍念叨着。

就这样，王万里和“3公里”较上了
劲——起初，跑一阵走一阵；后来，跑 4
圈冲 3 圈；再后来，王万里身上穿着 10
公斤重的沙背心，也能一口气跑完全
程……

新兵结业考核，王万里一鸣惊人，竟
跑出比优秀标准还快 1分 8秒的成绩。
那名计时员在反复确认自己没有数错圈
后，不禁向王万里竖起大拇指。

自此，王万里就爱上了随风奔跑
的感觉。3公里、5公里、10 公里、20 公
里……只要一有空，王万里总会到训
练场上加练一番。看着他飞奔的身
影，不少战友开玩笑说：“万里啊，你该
不会真打算哪天跑个万里吧？”

王万里的名声愈发响亮，但凡旅里
有比武竞赛、示范观摩等大项活动，总少
不了他的身影。

这不，近日该旅组织“越障运动射

击”课目试训——官兵需要在 5分钟内
全副武装狂奔 800 米，其间还要通过铁
丝网、壕沟、弹坑、云梯等大大小小 9处
障碍，最后在不经调整的情况下，以跪姿
完成5次射击，命中 30环以上方为合格。

示范观摩中，王万里再度亮相——飞
越障碍，一气呵成；据枪射击，气定神闲。

枪响靶落，报靶员示意：“5发子弹
打出 49环！”顿时，场下响起雷鸣般的掌
声。战友们说：“万里‘行’，可不光是
‘行’在脚下！”

一句话颁奖辞：心中有梦不放弃，一

步一步成精兵。万里，真行！

“万里”之“行”始于足下
■文嘉琪 本报特约通讯员 皇甫秉博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王万里跑障碍有多“牛”？

快扫描上方二维码围观！

小 咖 秀

Mark军营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邀请抗美

援朝老兵邹良信、黄林夫妇，为官兵讲

述战斗故事和光荣传统，激发练兵备战

动力。

图①：老兵夫妇讲述老照片背后
的故事。

图②：老兵夫妇接受直播访谈。
本报特约通讯员 梁志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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