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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五 中 全 会 精 神 在 基 层

如何抓好安全工作这一保底工

程？近日，某部召开安全形势分析会，

与会者有这样一个共同体会：安全安

全，要“安”必抓“全”，抓“全”才会“安”。

安全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一阵子

的事，而是跟每个人密切相关，与每件

事紧密相联。做不到全员额、全时段、

全方位、全过程地抓，就难保安全。“海

恩法则”认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

就有29次轻微事故、300个未遂先兆和

1000个事故隐患。这警示我们，某一

安全问题的出现，绝不是某个偶然因素

造成的不幸，而是大量失误、漏洞和风

险累积起来酿成的悲剧。

然而现实中，个别单位嘴上讲

“事故猛于虎”，行动上却“脚踩西瓜

皮”，在抓“全”上还做得不够。有的

认为抓安全是领导的事，是安全员的

事；有的在上级安全检查时重视，检查

完轻视，对安全工作忽冷忽热；有的在

年底、实弹射击等时机狠抓，平时少抓

或不抓，抓安全时紧时松；有的哪里出

事抓哪里，不懂得举一反三查问题、翻

箱倒柜寻隐患。诸如此类，都会因抓

得不“全”而失“安”。

俗话说，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

的风。分析一个个安全事故的原因，不

难发现，大多是某个人、某个时段，在某

个环节、某件事上或疏忽大意，或违反

操作规程，结果导致事故发生。因此，

安全工作必须全员参与，一个也不能

少；全时监管，一刻也不能松；全面展

开，一件事也不能落；全程跟踪，一步也

不能省，这样才能在步步盯紧、环环相

扣中筑起安全的“铜墙铁壁”。

“忧先于事者，不及于忧”。没有安

全的分分秒秒、时时处处，就没有安全日、

安全月和安全年。抓“全”的重要性无人

不知，关键在于摆脱侥幸心理，不能总在

事故发生后，才在悔恨中匆匆“复习”过往

教训，却总是将认真“预习”抛之脑后。只

有平时一针见血讲问题，“细针密线”补

漏洞，见缝插针搞教育，“磨杵成针”打

基础，才能不断夯实安全工作基础。

部队是特殊任务集体，自身安全才

能保卫祖国安全。“思危于未形”，才能

“绝祸于方来”。安全工作永远是“现在

进行时”。系好思想上的“安全带”，以

“归零”心态抓全程，不当“吃瓜群众”，

注重抓全、抓细、抓实，部队建设才能真

正实现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作者单位：93121部队）

抓“全”才有“安”
■田月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振奋人心，特
别是对‘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
国和强军相统一’作出战略擘画，为我们
指明前进方向，也提出更高要求。”12月上
旬，第 73集团军某旅“全会精神大家谈”
主题活动现场，一级军士长谢振基走上讲
台，结合亲历的部队装备升级换代过程，
与战友分享自己对科技强军的体悟。
“用兵言兵语宣讲全会精神，更容易

引发共鸣、加深理解。”该旅领导介绍，他
们在组织好集中宣讲全会精神的基础上，
发动基层官兵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话强
军，让公报内容更加可感可知。

台上，谢振基动情讲述；台下，官兵听
得认真。入伍 26年，他亲眼目睹、亲身经
历了科技强军带来的诸多喜人变化。

那一年，某型远程火箭炮列装该旅，
标志着这支部队跨入数字化炮兵行列。
过去，操控 1门火炮需多人协作，射击诸
元要通过人工解算和传递，加上机动速
度慢，容易贻误战机。而新装备机动速
度快，计算机调炮、弹道解算、目标锁定
一气呵成，还可以机械输送、自动装填弹
药，射击精度明显提高。
“点火！”指挥员一声令下，一枚枚火

箭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像一条条火龙划
破长空，扑向目标区域。“当时万箭齐发、
首群覆盖的场面很壮观”，回忆起那年陆
军多支新质作战力量砺兵大漠的场景，
谢振基仍激动不已。
“回过头看，那时我军已经在朝机械

化信息化复合方向发展了。”第一代某型
装备的列装，让谢振基和战友信心满满。

后来，“战神”再次升级。“火控计算机
升级改装后，火力打击能力和信息化水平
明显提升。”谢振基说，火箭弹由简易控制
变成精确制导，实现了火力从“面杀伤”向
“精毁伤”的转变，还能进行多弹种复合打
击，射程也明显增加。

2019年盛夏，一场陌生环境下跨昼夜
多弹种实兵实弹演习在某训练基地展
开。该旅某营打出的多发不同弹种火箭
弹，有效命中不同距离目标，检验了官兵
对新升级改装武器系统和新战法的实际
运用能力。

从事装备维修 10 余年来，谢振基多
次携手厂家、科研院所和兄弟单位共同攻

关，先后取得多项技术创新成果，其中3项被全军同类部队借鉴。
回望昨天，是为了更好向前。“这些年，在党的领导下，我军装备发展进程加快。

过去，我们操作的是老式火炮，作战、机动性能都比较弱；如今，用的新装备信息化程
度高，作战能力显著增强。”谢振基的一番话，深深触动台下战友。大家纷纷走上讲
台，畅谈学习全会精神体会。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我军武器装备升级越来越快。如今，我们更有信心和

能力维护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随后的讨论交流中，三级军士长邹荣辉也细数
“十三五”期间身边发生的变化，立足手中装备打胜仗的信念更加坚定。该旅官兵纷
纷表示，一定要以只争朝夕的劲头，苦练本领，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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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哲报道：前不久，海军某
试验训练基地上等兵小王因家庭变故情
绪低落，训练劲头不足。得知情况后，该
基地专业心理咨询师主动联系小王，进
行疏导干预。经过持续努力，小王逐渐
走出低谷。据了解，该基地建立健全心
理服务机制，倾心服务基层官兵，助力
保障打赢。
“做好心理服务工作，有助于为官

兵更好执行任务提供有力支撑。”该
基地针对少数战士吃苦精神不足、心
理素质不强等特点，将心理服务作为
保障战斗力的重要工作。今年以来，
他们多次邀请军地专家来队，为官兵
讲授心理健康知识，强化自我调适能
力；引进先进心理减压设备，打造
“心理服务驿站”；组织多批次基层心
理服务骨干集训和外出学习，确保营

有等级心理咨询师、连有专业心理服
务骨干。

任务在哪里，心理服务就保障到哪
里。近日，该基地某分队外出执行任
务。任务区内，“励志墙”“笑脸谱”等心
理宣传展板被摆在醒目位置；训练间隙，
心理服务骨干适时开展心理服务。官兵
还可通过在线心理咨询，随时接受专业
心理服务。

心理服务紧随任务保障

本报讯 李青凌、特约记者王均波
报道：“多人‘受伤’，急需医疗救援……”
接到指令，医护人员借助烟幕隐蔽搜
索，发现“伤员”后，迅速处置“伤情”。
日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组织多个医
疗卫生单位数百名医护人员，开展卫
勤专业实战化训练考核。

此次考核按照全员全训、实战实
训、按纲施训、科学组训原则，紧
盯战场救护需求，全程设置复杂特

情。该中心组织临床、护理、公共
卫生等专业医护人员和医疗防疫
队，接受实战条件下战场急救和全
流程全要素考核，检验医护人员战
场救护技能。

此外，他们还增设运动中救治、
防护状态下气管插管等课目，考核
检验各医疗卫生单位战时组织指挥
水平和批量伤员快速分类等战场救
治能力。

考核结束，该中心迅速组织复盘
总结，梳理具体问题，完善方案预
案。“此次考核，我们瞄准弱项补短
板，还紧密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增设传染病防护课目，进一步锤炼官
兵救治本领。”中心领导介绍。

据了解，该中心还将采取联训联
保方式对接作战部队，系统进行现场
急救、前接伤员等流程训练，不断提
升战时卫勤救治能力。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组织卫勤专业实战化训练考核

紧盯战场需求 锤炼卫勤硬功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程锡南、通
讯员邓杰文报道：初冬，南海之滨，第
74集团军某旅年终军事训练考核落下
帷幕。走下考核场的作战保障科参谋
刘勇感慨道：“这次考核不按老套路出
牌，真不容易通过！”

通信装备操作考核中，机关考核
组增设了数组条件，接连几名官兵因

为操作不熟练，险些不及格。据介绍，
该旅对照新大纲，从难从严组织年终
军事训练考核，部分个人和单位暴露
出训练短板。

侦察专业班组战斗射击课目考核
现场，班长薛显寿额头直冒汗：考核组
临机延长机动搜索距离、缩短目标搜
索时间，让他们班成绩降了一等。指
控车组开设与工作课目考核中，四级
军士长梁海炳同样“马失前蹄”：考核
组现场通报几组不常见的故障情况，
他因处置不到位被当场扣分。
“年终考核，就是要多些‘没想

到’，倒逼部队训练更加贴近实战。”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前期调研发现，
一些基层单位训练存在只满足特定
环境条件的操场化、程序化现象，制
约了整体战斗力水平提升。一场“不
按套路出牌”的年终考核，不仅考出
了部队真实训练水平，更增强了官兵
的本领恐慌。

考核结束，该旅各营连召开议训
会和军事训练总结会，官兵一起检讨
反思，列出偏训漏训课目清单，并周密
拟制复训补训计划。“不少官兵主动在
军事训练笔记中列举年度考核中存在
的问题，并制订了下阶段详细训练目
标。”该旅领导说。

第74集团军某旅从难从严组织年终军事训练考核

临机设置条件 增强本领恐慌

本报讯 刘思波、苏士涛报道：炊事
作业迅速、热食前送高效……近日，笔者在
某信息通信旅驻训地发现，开饭时间临近，
不见炊烟袅袅，却闻饭菜飘香。
“我们的野战炊事保障，已告别埋锅

做饭传统模式，正走向精细化‘战地快
餐’时代。”该旅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
不断调整供应形式，优化饮食结构，探索
形成部队机动条件下野战饮食快餐化保
障模式。

某营炊事班班长李旋至今记得第一
次执行机动任务时的情形：虽然自己和

班里战友早早起床，但因炊具展开和撤
收费时，早餐制作和运送耗时过长，最终
延误了部队行动时间。
“机动通信部队对‘快’的要求贯穿

始终，野战饮食保障绝不能拖后腿。”深
刻反思后，该旅按照储运模块化、作业快
速化、就餐定量化、保障实战化原则，探
索“快做、快分、快送、快吃、快清”野战饮
食保障模式；区分任务准备、机动前出等
阶段，协调地方军供站为部队提供热食
保障。
“部队机动转移时间早，早餐热食供

应必须及时跟上。”说话间，该旅炊事班战
士王喜涛正为各连队分配“餐份化热
食”。很快，数百人的早餐热食分发完毕。
“确保官兵在实战条件下随时吃上

热饭、喝上热汤，是对部队战斗力的有效
保障。”该旅领导介绍，他们深入开展野
战饮食快餐化保障研究，科学制订膳食
菜谱，探索无人前送保障模式；探索使用
单兵自热食品、常温集体食品等多种野
战食品，推动野战饮食保障“从生活型向
打仗型”转变。

为确保饮食保障与任务同步，该旅
紧贴实际、因地制宜，不断探索野战饮食
保障方法，使保障时间缩短一半，保障力
量减少两成，实现了不同环境下快速简
约高效的饮食保障，有效提升了部队支
援保障能力。

不见炊烟袅袅 却闻饭菜飘香
某信息通信旅探索机动条件下野战饮食快餐化保障模式

海 军

某试验训练基地

（上接第一版）

房利伟高兴地告诉记者，边防部队
调整改革后，执勤训练更贴近实战需
求。近年来，连队不仅被战区评为“海空
边防工作先进单位”，还有 11人在上级
比武中取得名次，3人被评为“边境执勤
能手”。

细听“秋天的故事”，体会收获的
幸福——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登岛的第二天早晨，当第一缕阳光

跃出地平线，整个小岛变成了五彩斑斓
的世界：绿色的松树、金色的杨树、白色
的桦树，还有色泽浑黄的乌拉草……

官兵告诉我们，东极哨所“秋天的故
事”，既有眼中美轮美奂的独特风景，更
有心中沉甸甸的幸福收获。

对下士罗锐来说，“秋天的故事”是
从不爱运动的“网瘾少年”到全旅第一
“军体之星”的逆袭。

习主席视察连队后 4个月的那个秋
天，来自四川的罗锐入伍。从祖国西南
到神州东极，跨越了3000多公里。

踏上黑瞎子岛的那一刻，罗锐感受
到一份至高的荣耀，当时就下决心要当
一名好兵！然而，第一次参加体能考核，
他在全连“垫底”。

“突破极限才能挑战无限！”罗锐没
有轻言放弃。在今年旅“东极卫士杯”比
武中，他用一连串的数字刷新了大家对
他的认知：单杠卷身上做了 81个、3公里
武装越野成绩为 10分 50秒，一举赢得体
能第一名。

对四级军士长任光福来说，“秋天的
故事”是改革创新理念在边关生根、给边
防工作生活带来的变迁。

这个秋天，“智慧边关”建设如火如荼。
在指挥情况室，任光福轻轻拉动操纵

杆，辖区内的图像即时呈现眼前。改革创
新，为管边控边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新型
“背负式终端”，具备提供数据、传输影音
等多项功能；新投入使用的光纤防越境报
警系统，可以接收攀爬、踩踏等越界行为
信号，还能实现精确定位……

这个秋天，“绿色边关”成果有目共睹。
陪 伴 任 光 福 10 多 年 的“ 老 伙

计”——烧煤锅炉正式下岗了，取而代
之的是绿色节能的电锅炉，用手机就能
远程操控，既清洁又方便。“现在，乌苏
大桥和景观大道通车了，新修的防洪大
坝即将竣工，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紧锣
密鼓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
发展理念，体现在岛上的方方面面。”在
他眼里，今年的秋天，满是新变化带来

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说起“绿色”，记者发现，岛上最为常

见的植物是乌拉草，渺小、根深、生命力
顽强。

当年，黑龙江支前模范们穿着乌拉
鞋，冒着枪林弹雨，为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的将士们送去支援物资。

如今，恣意烂漫、伏地而生的乌拉
草，用穿越四季的生机与坚忍，默默陪伴
着戍边东极的卫士们。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记者

眼中，东极卫士与乌拉草何其相似，他们
一个个、一茬茬，根与根相连、手与手相
牵，紧紧依恋着神圣的疆土，扎根在祖国
的最东端，成为边关最动人的风景。

采访结束之际，正是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胜利闭幕之时。振奋人心的国家
远景规划、清晰具体的建军百年奋斗目
标……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战略擘画，
再一次点燃哨所官兵卫国戍边、争当“东
极之星”的壮志豪情。

离开黑瞎子岛时，又见一轮朝阳喷
薄升起。

哨所门前，一尊巨大的日晷静静沐
浴着金色的阳光，庄严而神圣。纯铜色
的指针，就像东极卫士的心，指向千里之
外祖国母亲的首都——北京。

12月中旬，第72集团军某旅开展

战术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孙明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