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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南国某驻训场，马达轰鸣，铁
翼飞旋。
“一架战机突发‘故障’，紧急迫

降！”突然，特情传来。地勤机械师张凯
根据塔台引导，带领保障分队迅速赶赴
战机所在位置。同时，千里之外的作战
值班室内，某室主任张海波从装备信息
管理系统中调出该战机维修档案，通过
加密网络发至保障一线。

前后方同频共振，异地同步保障，
战机很快“满血复活”，再次升空。这是
第 75集团军某旅综合运用大数据，提升
装备保障效率的一幕。
“故障清单和历史记录一目了然，

机型数据和处置规定一查便知，信息共
享和高效维护一举两得，大数据真有大
作用！”已参加机务保障工作 13年的四
级军士长张凯感慨道。

调整改革后，多款新型战机列装该
旅，训练量成倍增加，大机群远离营区、
多方向执行任务成为常态。

两年前，张凯赴沿海地域执行任
务。其间，战机一个关键部件急需更
换，但手头没有现成新件，协调厂家
提供又来不及。“多亏兄弟单位帮忙，
避免了战机‘趴窝’。”张凯说，相比依
托建制保障和立足区域保障模式，预
置保障或跨区保障模式更符合实战
要求。
“事关战斗力建设的事，慢不得更

等不得。”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在严格
落实保密要求的前提下，依托网络系
统搭建集信息查询、质量控制、检测评
估为一体的装备保障大数据平台，建
立人员、设备、物资等基础数据库。所
有战机按机型编号、飞行时长，分门别
类建立专人专机维修档案；多种零件
型号种类、使用寿命一目了然；不同机
型故障概率一键即可算出。

如今，每次任务出动前，保障分队
官兵可预先在线评估不同飞行条件和
训练强度下战机的保障需求，科学分析
零件损耗、航材消耗等，通过与任务分
队、机关对接，高效协调物资调拨、供
应、运输等工作。

大数据技术的科学应用，牵引保障
力量结构转变。“过去执行跨区任务，保
障需求上报往往层级多、周期长。”机组
航电师赵波波说，他们利用装备保障大
数据平台，规范保障供应流程，军工厂
家、部队机关、保障分队多方联动，向跨
区演训一线实施直达保障，实现按需按
量提供、快速精准配送。
“大数据技术改变了现有保障模

式，也改变了官兵传统思维习惯。”该旅
保障部部长吴勇介绍，今年初，该旅接
到出国演训任务，官兵综合参考大数

据，派出“最优战机组合”。得益于数据先行的定量决策机制，保障分队对战机技
术状况实行动态管控，逐人逐机制订训练计划，机务工作有了更具针对性的保障
方案。

去年，一架战机引擎达到使用时限。某连调取引擎使用和维修数据，经与
厂家代表联合判读，一致认为“引擎质量性能仍满足使用标准”，从而延长了装
备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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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对决，信息是主导要素。与

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大数据”，将成

为制胜未来战场的关键。

高效保障数据先行，数据优势是

制胜优势。信息化条件下，掌握、分析

和运用数据水平的高低，成为衡量部

队作战能力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战

场胜负。某种意义上说，谁掌握了“信

息权”，谁就掌握了“制胜权”。

传统思维打不赢未来战争，数据

思维促进部队转型换挡提速。如今，

我军装备科技含量和信息化程度越

来越高，数据成为保障的基础，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以大数据

思维推动保障能力建设，用大数据技

术量化风险、掌控进度、主导建设，提

高装备管理决策水平，提升保障综合

效益。

数据优势是制胜优势
■陈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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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尚鹏振、特约记者姜帅报
道：对未婚官兵，教育突出树立正确择
偶观；对已婚官兵，教育聚焦如何保持
家庭和睦……近日，记者在第 82 集团
军某旅作战支援营看到，官兵参加该
旅集中组织的婚恋观教育后，走进不
同课堂，分类展开一场场互动式交流、
话题式讨论。

今年初，该旅领导深入基层调研发
现，基层教育“一锅煮”现象还不同程度

存在，导致官兵有的“吃不饱”、有的“吃
不了”，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为提高教育针对性、实效性，该
旅区分军衔职务、生活阅历、职能需
求等，分层分类施教，推动教育入脑
走心；探索推开大课堂讲理授道、小
课堂以理析事、微课堂以事悟理的
“三堂联动”精准教育新模式。据了
解，大课堂主要由旅领导或邀请专家
围绕一个专题集中发力，旗帜鲜明讲

清道理，弘扬主旋律；小课堂以营连
为主，聚焦倾向性思想问题展开教
育；微课堂围绕身边人、身边事开展
话题式讨论教育，一析一论、一事一
理形成教育闭合回路。同时，旅政治
工作机关随时推门听课，检查督导教
育落实，末端反馈问效。

新模式带来新变化。官兵们说，如
今教育从“大锅饭”变为“分餐制”，更贴
近实际、直抵心灵。

第82集团军某旅着眼实效分层分类施教

精准教育推动入脑走心

本报讯 廖晓彬、特约记者赵欣报
道：“扪心自问，我们能否像当年汶川地
震救援中空降兵 15 勇士一样，即便没
有地面标识、指挥引导，也能精准着
陆？”深秋时节，第 73 集团军某旅二营
开展野外伞降实跳训练。首跳结束，该
营教导员廖炜平与官兵席地而坐，在演
训场开展随机教育交流。

据了解，该旅所属单位点位分散、
任务各异。以前，教育计划由旅机关统

一安排，但受时间冲突或内容针对性不
强等影响，有的营连落实效果不佳。
“只有教育课堂紧跟中心任务走，

才能让二者更好地互相促进深化。”该
旅领导介绍，他们探索自主教育模式，
机关负责统筹各阶段教育主题，将教育
的组织形式、时间、具体内容等决定权
交给基层，政治教员可根据任务实际自
主开展教育。

三五分钟聊聊天，三两句话解心

结。从驻训场到演训场，该旅教育紧贴
任务搞、课堂紧跟任务走，逐渐形成营
有小讲座、连有小课堂、小队有教育骨
干的生动局面。

自主教育激活基层课堂。连日来，
正在野外驻训的某营围绕机关拟定的
“强化责任担当”专题教育计划，在驻训
点组织开展“说说我的战位”故事会，让
官兵走上讲台，讲述身边故事，分享真情
实感，进一步坚定立足岗位建功的决心。

第73集团军某旅结合任务创新教育模式

自主教育激活基层课堂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让

理论真正走进官兵，释疑解惑、凝神聚

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

现实中，有些教育课给官兵打下

的烙印不深、效果一般，究其原因，是

这些教育或多或少存在联系实际不

紧、接地气不够、与教育对象不近等问

题，以至于打不开官兵心门、激不起思

想共鸣，更谈不上让教育入脑走心。

结合任务创新教育模式、着眼实

效分层分类施教，这两个单位都是注

重理论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各有侧

重，有的放矢，从而提高了思想“认同

率”和课堂“抬头率”。

触动心灵的教育才是最成功的教

育。期待更多的施教者，遵循客观规

律，尽早学会在走心应变中掌握教育

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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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李超
报道：前不久，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管
线团与某油库展开对接训练，共同探
索优化野战条件下油料“发储供”流
程。这是该团创新组训模式、拓展保

障职能，提升油料全流程保障水平的
举措之一。

按照管线部队传统职能，该团负责
从一点到另一点的战略输油保障，任务
相对单一。为切实畅通战场油料输送链

路，他们打破传统观念，创新组训模式，
开展管线输送油料、战役野战油库开设、
野战零发油平台发油全流程一体训练，
力争实现油料“发储供”高效贯通。

据了解，该团与保障范围内的多家

油库对接，系统采集应急发油接口、道路
交通等基本信息，掌握保障能力底数。
针对重点保障方向，他们进行多线路现
场踏勘，详细了解沿线自然条件、路网分
布等信息；借助相关单位科研优势提报
需求并进行实验，使用软件在机上选择
铺设方案，效率大增。

他们还突出一专多能人才培养模
式，组织官兵学习油料保障相关专业知
识，全方位了解多种保障单位的装备、油
品等信息；科学开展油库安全输油抢险
训练，进一步提升抢险救灾、应对公共突
发事件等方面保障能力。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管线团创新组训模式

油料“发储供”全流程高效贯通

上图：近日，第71集团军某新兵团利用训练间隙组织开展

翻轮胎竞赛。 郝明明摄

右图：11月中旬，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新训大队组织

引体向上比赛。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摄

下图：11月14日，武警广西总队新兵团组织心理减压训练。

图为一名新兵正和班长掰手腕。 任 旺摄

涤荡骄娇二气

练出虎虎生气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维、通讯员付
晓雨报道：“用蛋清裹过的鱼片滑而不
烂，再配上金黄的酸菜、火红的米椒，清
新的酸辣恰到好处，汤都被我用来泡饭
吃了！”11月初，记者在南部战区海军某
驱逐舰支队衡阳舰餐厅看到，舰员在享
受一道道精心制作的健康菜品的同时，
自觉践行“光盘行动”。
“饭菜味道好，浪费才会少。”衡阳

舰炊事班上士莫胜吾介绍，他们利用
舰艇厂修和个人休假等时机，主动到
地方餐饮机构学习烹饪技术，将多道
“名店招牌菜”“网红菜”端上舰艇餐
桌。如今，衡阳舰有七成炊事员考取
厨师等级证。

“ 我 们 每 艘 舰 上 都 有 不 少 拿 手
菜。”该支队某科科长陈明浩说，他们
每年都会组织炊事员大比武，比拼厨
艺的同时，还将优质菜品制作方法推
广到更多舰艇。

为确保食材质量，提升餐饮精细化
水平，该支队采取分拣装筐、堆垛存放、
每日查库等措施，延长食材储存周期。
每次蔬菜一上舰，他们就根据食材特性，
安排适合保鲜的容器；每天巡查库房温
度、设备运行情况；定期倒库，及时清理
腐坏的蔬菜。

不久前，该支队呼和浩特舰借助“臭
氧保鲜”装置科学储存食材，官兵们长时
间远航仍可以吃到青菜。

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精细化餐饮助力“光盘行动”

饭菜味道好 浪费才会少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军营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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