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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 全 会 精 神 在 基 层

某部年终盘点时发现，年初的问

题清单，譬如训练场地问题、官兵家属

就业问题等，都得到较好解决。探究

起来，这与该部党委一班人不怕难、真

解难的工作理念是分不开的。

部队转型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

到这样那样的难题。能否有效破解难

题，关键看领导干部的态度和决心。

领导干部只要心系打赢事业、心系官

兵利益，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就能想

方设法破除难题。反之，如果害怕困

难，遇到棘手问题就缩手，难题就会成

为“拦路虎”，不仅难以解决，还会阻碍

发展。

不怕难才能真解难。现实生活

中，少数单位问题清单越拉越长、不见

“清零”，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干部缺

少责任担当，不愿攻坚克难。面对棘

手问题，只有敢于担当、善于攻坚，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推动问题有效

解决，让官兵更有获得感。

不怕难才能真解难
■徐梦玥

本报讯 曹建报道：“新型警卫力
量发展迅速，单一的警卫模式已退出历
史舞台……”11 月中旬，北京卫戍区某
警卫团副参谋长于洋结合改革后单位
力量构成的新变化，借助强军网视频授
课讲述了近年来团队战斗力建设的探
索历程。该团将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搬
上“云端”，官兵通过在线学习，从生动
的故事中真切感受到国防和军队建设
取得的成就。

该警卫团点多线长面广，驻地分散，
执勤任务繁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
开后，该团党委机关为确保第一时间将
全会精神送到执勤一线，依托强军网进
班排工程，将全会内容细化分解，制作成
新闻图解发布在强军网。机关业务股
长、基层支部书记、一线带兵骨干结合岗

位实际解读全会精神、畅谈思想感悟，并
录制成授课视频上传，将宣讲活动搬上
“云端”，供各点位官兵随时随地学习。

打开该团强军网，一堂名为《从“八
一杠”到“95”的飞跃》的授课视频点击量
高居榜首。“95 式自动步枪的性能要远
远优于我刚入伍时使用的‘八一杠’，枪
械的变化见证着部队发展……”来自一
线连队的四级军士长高原，生动讲述入
伍 16年来装备更新换代的历程，引发官
兵共鸣。
“邓桂思班长分享的家乡巨变我感

同身受”“后勤保障股股长的《我军单兵

自热食品更新换代之路》一课，让我练兵
备战动力更足”……该团机动二连官兵
聚在一起交流五中全会精神学习体会，
并在强军网“官兵论坛”“建言献策”等专
栏写下学习心得。

活学活用新思想，练兵备战气象
新。前不久，一堂分析国际形势的解
读课上传线上后，在官兵中引发热
议。大家表示，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加
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作为警卫
战士，就是要时刻备战、扎根哨位、毫
不松懈！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将五中全会精神送到执勤一线

“云端”学习增活力 练兵备战添动力

冬日，喀喇昆仑的连绵高山被皑皑
白雪覆盖，泛着阵阵寒气。

与室外天寒地冻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新疆军区某红军团高原驻训地“云
端E课”互动式教育课堂上一派火热景
象。官兵在线走进一支支边防荣誉连
队，围绕“新时代边防军人如何践行使
命”主题踊跃提问，畅所欲言。
“零下 20 摄氏度，战士白玛多杰

骑马巡逻，途中马蹄受伤，他毫不犹
豫脱下棉帽裹在马蹄上，继续前行。
他说，‘只要能完成任务，就算耳朵
冻掉了也值！’”扎西岗边防连指导
员李煜的在线讲述，让大屏幕前的某
红军团官兵真切感受到了边防战士
“忠诚使命、铁心戍边、不惧艰险”
的豪情斗志。

足不出户踏边关，千里课堂一网
牵。针对高原交通不便、环境恶劣、信
息闭塞等实际，该团邀请边防连队主官
采取在线授课的方式，及时为驻训官兵
献上一堂堂精彩纷呈的主题网课。
“部队机动到哪里，教育就要跟

进到哪里；什么方式管用，就采用什

么方式开展。”该团政委蔡爱民告诉
记者，他们远程机动数千公里行进至
喀喇昆仑腹地开展高原驻训，沿途和
驻训地域教育资源丰富，既有饱含红
色记忆的革命烈士陵园，也有历经战
火洗礼的荣誉团队。为此，该团党委
积极盘活驻训地特色资源，在雪域高
原搭起充满时代气息的“融合大课
堂”。

他们采取“走出去看”与“请进来
讲”相结合的方式，将驻训地红色资
源、英模团队优良传统融入“昆仑驿
课”，不断丰富红色教育课堂；探索推
行“开放式教育”模式，邀请沿线部队
优秀政治教员在线授课，开展联教共
育，着力增强教育实效性；运用情景式
复盘、案例式解析、沉浸式体验等教学
方法，将VR视频、慕课、数字史馆等
内容融入其中，激发起官兵浓厚的学习
兴趣。

该团七连连长许惠民曾是邱少云
生前所在连的一名战士。得知老连队
在临近地域驻训，许惠民回访寻根。
一堂题为“‘邱少云’邂逅‘红军

团’”的精品课随之诞生，许惠民引
导战友们从红军传人的视角，探寻
“绝对守纪律、绝对讲规矩、绝对听指
挥”的时代内涵。

融合数字媒体，教育形式更加贴
近时代。前不久，该团“猛虎三连”
指导员明生永借助掌上军博 APP，带
领全团官兵走进“上甘岭战役数字展
馆”，感悟伟大胜利、汲取精神力量。
“鲜活的战史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
刻烙印，激励我们再续荣光！”采访
中，三连上士陈德峰道出心声。

近日，该团合成二营组织高原登
山训练。出发前，教导员廖禄源围绕
“进藏先遣连”事迹为全营进行战斗精
神教育，引导大家发扬不畏艰难、英
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最终，全营官兵
克服高寒缺氧等困难，在挑战自我中
加钢淬火。

教育如影随形，训练成绩节节攀
升。日前，该团接受上级全要素战备
拉动考核，官兵斗志昂扬，提前 50分
钟到达预定地域，某型反坦克导弹打
出了优异成绩。

贴近官兵、贴近时代、贴近战场。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在
主题教育中盘活驻训地红色资源—

雪域高原搭起“融合大课堂”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黄宗兴 特约通讯员 史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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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伟、记者赖瑜鸿报道：
日前，记者从联勤保障部队组织的交通
运输军事代表机构正规化建设研讨交
流活动中获悉，通过推进运输投送行业
系统正规化建设，规范运行秩序、引领
系统建设，加快转型发展、释放改革效
益，联勤保障部队逐步构建形成制度规
范、指控智能、保障精确、安全高效的交
通运输军事代表机构。

交通运输军事代表机构是军队投送
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运输
投送保障的主体力量。调整改革后，交
通运输军事代表机构全部划归联勤保障

部队建制领导，并由派驻交通沿线模式
全面改为区域综合设置模式。

近年来，作为领导管理全军交通运
输军事代表机构主要力量，联勤保障部
队坚持以战领建、抓建为战，提升一体
化联合作战投送能力，注重运用新技术
手段，整合军地交通运输资源，创新运
输保障模式，推进军地深度融合，依法
依规实施运输投送保障，形成军地优势
互补、集约高效运行的建设发展格局，
实现保障模式向多维立体转变，保障理
念向服务作战转变，机构定位向备战打
仗转变。

新的交通运输军事代表机构针对运
输投送核心职能，进一步理顺协同关系、
畅通调度链路、严格调度指令，不断强化
其作战支撑保障功能；全面打牢行业建
设基础，围绕战场设施、保障装备、指控
手段、人员队伍等方面，重点加强贯彻国
防军事要求、配齐保障装备器材、融入信
息技术手段、提升筹划保障能力；依法从
严规范管理，从系统内部协同、军地之间
协调两个维度规范工作内容方法，建立
定期与常态结合考评机制，深化联席会
议、专项会商、信息通报、双向考评等制
度机制。

交通运输军事代表机构正规化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危急关头，又见军人挺身而出；关
键时刻，总有军人冲在最前。”

不久前，由共青团浙江省委、第 72
集团军政治工作部等联合举办的“王亮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网上直播，吸
引逾 10万名网友在线观看。直播中，该
集团军某旅下士王亮“奋不顾身勇救 4
名群众”的事迹报告，再现了那一“生死
时刻”——

7月 12日上午，江西省景德镇市浮
梁县 206 国道某路段，一辆轿车与货车
相撞后侧翻落入河中。正在休假的王亮
恰好路过此地，听到呼救声后立刻赶到
河边。彼时，那辆轿车正倒扣在河里缓
慢下沉。

情况危急，王亮一边请周围群众打
电话报警，一边从近 5米高的河堤上一
跃而下，并向轿车游去。

由于河水灌入车内产生压差，王亮
费尽力气才将车门打开，随后把后排的
两名成人和1名儿童救出送到岸边。

时间飞逝，眼看河水就要没过车体，
体力渐渐不支的王亮咬了咬牙，再次游
向轿车。发现前部车门变形无法打开，
王亮赶忙砸破车窗玻璃，将前排乘客从
车中拖出救回岸边。

由于溺水时间较长，这名乘客已陷
入昏迷。王亮当即对其进行心肺复苏，
数分钟后，这名乘客恢复了意识……

事发时，水流湍急，救援过程中稍有
闪失，都有可能发生意外。
“当时，一心只想着救人。”报告会

上，王亮坦言，“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
况，我还将义无反顾救人，这是军人的
本能！”

“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让一名年轻
战士在危急时刻纵身一跃？”王亮救人的
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发热烈
反响，也引起许多人的思考。
“这力量来自使命的召唤，来自基因

的传承，来自血性的迸发，来自能力的积
淀。”采访中，王亮所在的第 72集团军某
旅领导说，“王亮的挺身而出绝非偶然，
是部队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必
然结果。”

英雄的部队，培养英雄的士兵。
在该旅旅史馆，一件件文物诉说着部
队南征北战的光荣战史，诉说着“爆破
英雄”王树祥四进四出炸碉堡、“孤胆
英雄”于吉祥独自一人击退敌人 4次进
攻等英雄壮举。旅史馆里还有一面特
殊的荣誉墙，记录着近年来该旅官兵
见义勇为的事迹：2015 年，士官崔成雨
跳入河中救出一名落水群众；2018 年，
士官胡俊辉休假期间在街头救助一名
患病老人；2019 年，13 名官兵在执勤期
间齐心协力从发生车祸的汽车中救出
受伤乘客……
“我们这支部队历史厚重，英雄辈

出。”该旅领导介绍，为进一步发扬部队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近年来，他们结合
“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将旅队战史和
英雄事迹搬进课堂，引导官兵争当英雄
传人。

学习英雄，争当英雄。在一个个身
边典型感召下，“人民军队为人民”的理
想信念，在王亮心底深深扎根。

2017年，该旅部分官兵赴浙江兰溪
执行抗洪抢险任务。从新闻报道中看到
战友鏖战洪魔的事迹后，王亮写下请战
书：“我也要到抗洪一线，去保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王亮所在连队时任指导员毋梦阳回
忆道：“虽然王亮没能赶赴抗洪一线，但
我明显感到他在随后的训练中劲头更足
了！”
“英雄壮举需要非凡的勇气来支

撑。”采访中，王亮所在连队指导员何骆
这样评价王亮在危急时刻的纵身一跃。

何骆告诉记者，近年来，旅里通过教
育引导、典型感召、任务牵引等方式，常
态化培育官兵战斗精神，正是一次次血
性淬炼，让王亮拥有了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血性勇气。

一次，王亮参加 20公里战斗体能连
贯训练。由于正患感冒，王亮训练中几
近虚脱，但他仍咬牙坚持跑完全程。
“这就是王亮，在关键时候总能站得

出来、豁得出去。”何骆说，“军人的血性
在他身上体现无遗。”
（下转第三版）

左上图：王亮近影。

史亚翔摄

第72集团军某旅下士王亮勇救落水群众的事迹引发热议—

红色基因融血脉 危急时刻挺身出
■本报记者 赖文湧 特约记者 戴 强 童祖静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第72集团军

某旅下士王亮不顾个人安危勇救落水

群众的事迹，感人至深，值得称赞。

王亮的英雄壮举并非个例。放眼

全军，从抗洪抢险堤坝上“满身泥巴的

身影”，到扫雷战场上大呼一声“你退

后，让我来”，再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

争中的“逆行”……广大官兵在危急关

头一次次挺身而出，谱写了一曲曲英雄

壮歌。

英雄壮举频出，源于“四有”标准

引领。近年来，广大官兵认真践行“四

有”标准，积极争当“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精武动力愈

发强劲，血性胆气越来越浓，价值追求

不断提升。

成就大业，首在立人。当前，我军

正处于强军兴军的加速推进期，更需要

我们自觉践行“四有”标准，积极投身强

军实践。广大官兵要严格按照“四有”

标准立身行事做人，把“有灵魂、有本

事、有血性、有品德”展现在日常工作

中，彰显在重大任务中，奋力在强军兴

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的军旅人生。

“四有”标准激扬精彩人生
■李佳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