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2要 闻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２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严德勇 郭萌 许敏

微 直 播

本报讯 李定乾、方潇澎报道：“固定
通信台遭‘敌’摧毁，部分分队已失联……”
11月下旬，滇中腹地，武警云南总队某机动
支队一场实战化演练正在紧张进行，作战
支援单元频频遭遇“敌情”，一路惊险不断。

据了解，该支队作战支援大队是新
组建单位，如何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任

务需求，提升作战支援单元战斗力，成为
该支队党委一班人关注的重点。“只有营
造复杂逼真的战场环境，才能真正淬炼
出过硬战斗力。”该支队参谋长、演练导
调组组长陈新友说。

以往演练，该支队侧重给作战单元
“出难题”，而作战支援单元遭遇的“敌

情”往往相对简单。此次演练，导调组侧
重锤炼作战支援分队整体作战能力，通
过临机导调对未知烟幕进行化学侦测、
复杂条件下恢复通信等课目，不断给作
战支援单元增加演练难度。

笔者在现场看到：侦察分队迅速戴
上防毒面具、穿好防化服前出侦察情况；

防化分队熟练运用手语分工作业，洗消、
复检、撤离；工兵分队旋即前出，驾驶专
业装备清除障碍、抢筑道路。战场另一
边，通信分队快速搭建伪装通信指挥所，
建立通信联络。

一轮演练刚结束，各分队指挥员立
即展开复盘总结，围绕进入战场的展开
顺序、不同作战要素编组协同等问题展
开讨论，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步。

武警云南总队某机动支队实战化演练惊险不断

险难课目淬砺作战支援力量

本报讯 冯程、记者宋子洵报道：初
冬子夜，第 78集团军某合成旅一场夜间
进攻战斗演练在草原深处展开。一辆辆
装甲车在闭灯驾驶情况下，快速通过蛇
形路、弹坑路、泥潭路，向“敌”纵深突
击。此次演练，该旅在夜间完成了战车
驾驶、实弹射击、桥梁架设等 20余个实

战化课目。
“战斗可能在夜间任何一个时段打

响，夜训必须在暗夜全时段展开。”该旅领
导介绍，此举源于去年一场夜间实兵对
抗演练。那夜，该旅某型桥梁班班长陈荣
亮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于次日凌晨3时前
在某河段上方架设浮桥。结果，官兵架桥

速度迟缓，险些贻误战机。
复盘总结中，该旅党委分析发现：以

往，部分营连为便于组织夜训，训练时间
往往安排在上半夜。这个时段官兵未到
生理疲劳点，训练课目易展开、安全系数
高。然而，“舒适”时段的夜训，让训练实
效打了折扣。

为锤炼官兵全时段作战能力，该旅
严格对照训练大纲，将天黑至天明时段
划分为 3个区间组织夜训，探索出“昼夜
分步衔接训、综合集成融合训”等施训方
法，并依托信息系统，从单兵种训练向多
兵种协同转变，强化夜间联合作战能
力。同时，他们组织专题讲座，讲授夜间
人体生理机能原理、夜间自然环境变化
特点等知识，并针对信息化战争条件下
夜战形式、特点，创新出极限突击、回旋
射击等 10余项实用战法。此外，他们还
加大夜间训练督导力度，健全训管机制，
通过把环境设真、把条件设险、把内容
设全，全面磨砺官兵在暗夜复杂条件下
的作战能力。

第78集团军某旅从难从严锤炼官兵夜战本领

战斗演练在暗夜高难度展开

※ ※

本报讯 马千里、特约记者陈卓报
道：11月下旬，空军工程大学举办首批
客座教授聘任仪式，30 名空军一线部
队指挥员受聘为客座教授，成为助力
该校为战育人工作的“智囊团”。“没想
到能以客座教授身份重回母校，我将
用多年积累的练兵备战经验服务母校
军事教学。”中部战区空军某旅旅长自
豪地说。

为使院校人才培养与未来战场需求
精准对接，不断提升人才培养含战量、精
准度和前瞻性，该校紧盯部队训练实际，

创新机制广开贤路，决定聘请空军一线
部队指挥员为客座教授。他们邀请客座
教授参与教学科研任务、指导专业与课
程建设、介绍部队最新战法训法和装备
保障使用情况，从而深化联合育人机制，
共享演训成果。在联教联训、驻训教学、
部队实习、代职锻炼等方面，该校与部队
形成优势互补、双向服务、合作共赢的良
好局面，有效解决学员到部队“水土不
服”、院校课堂缺乏鲜活演训案例等现实
难题。

为促进各专业领域融合发展，该

校创新客座教授制度机制，建立信息
库、课题库，采取教学资源线上共享、
线下跨兵种跨专业领域讨论交流等方
式，让全校官兵都能从客座教授制度
机制中受益。

被空军工程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后，空军某试训基地一位指挥员针对
院校教学需求精心准备授课内容。他
系统总结自己多次参加实战化演练的
心得体会，认真梳理当前部队亟待解
决的现实难题，希望通过联合教学实
现研练相长、双方受益。

空军工程大学广开贤路提升为战育人水平

30名部队指挥员被聘为客座教授

“军号吹响在雪域高原，战马驰骋在
雪山间，湖水倒映蓝天白云，映出男儿那
赤诚报国心……”寒冬时节，陆军某团巡
逻分队行进在没膝深的积雪中。一首名
为《只待军号响》的原创歌曲，唱响在海
拔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上。

该团巡逻区域平均海拔 5000米以
上，空气非常稀薄，是有名的“生命禁区”。
“高原极寒环境，不仅挑战着官兵

的身体和心理极限，更考验着他们的战
斗意志。”某连副连长阎序向我们述说
了这样一段经历。

在高原恶劣环境中，部分战士面对
与世隔绝、单一枯燥的生活，情绪低
落。阎序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一次，在“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主题教育讲台上，阎序教官兵学
唱《强军战歌》等军旅歌曲。休息间隙，
有战士提议：“副连长，听说你是地方大
学音乐系毕业的高材生，还会自己创作
歌曲，给我们也唱唱呗！”

耐不住大家劝说，阎序拿起吉他开
始弹唱。
“将士戍守在高原，军旗飘扬雪

山巅……”循着阎序创作的歌曲《喀
喇昆仑军旗红》，官兵的思绪仿佛回

到了从前：第一次走上雪域高原、第
一次参加巡逻执勤……趁着官兵兴
致正浓，阎序又以自身的演练经历为
话题，向大家讲述连队官兵秉持压不
倒、摧不毁的“喀喇昆仑精神”，在艰
难环境中化挑战为契机，越是艰难越
向前的故事。

看着战士们沉浸其中的兴奋神情，
阎序倍感振奋。这次经历让他认识到：
“雪山舞台”上的演出虽没有音响灯光
效果，但一样可以震撼人心；教育形式
无论怎样变化，只有让官兵感同身受，
才能入脑入心。

这个成功的教育案例，引起了该团
党委的重视。他们研究决定改进传统
教育模式，把“唱军歌、创军歌、凝军魂”
贯穿到主题教育中，坚定官兵对党忠诚
信念，深化主题教育实效。

他们引导官兵学唱经典军旅歌曲、
搜集历史资料，鼓励官兵走上讲台讲述
军歌背后的故事，重温峥嵘岁月、铭记
革命艰辛历程；发动有创作才能的官兵
在业余时间作词谱曲，与战友分享创作
心得，激励官兵在自创军旅歌曲中凝聚
军魂，进一步坚定强军担责、守土尽责
的使命信念。

《军号响》《遥望天边》《三猛之翼》
《我们是剑我们是盾》……17首由该团
官兵自己作词谱曲的军旅歌曲相继涌
现，并在部队广为传唱。与此同时，该
团还为这些原创歌曲录制MV，播放给
偏远点位官兵观看。

嘹亮军歌点燃战斗激情。前不久，
该团一场实兵对抗演练在午夜时分悄然
打响。面对极端天气考验，官兵斗志昂
扬，全身心投入到演练中。

图①：教唱军歌。
图②：原创歌曲《喀喇昆仑军旗红》。

胡亚军摄

陆军某团在主题教育中创新开展“唱军歌、创军歌、凝军魂”活动—

17首原创军歌唱响雪山间
■王 磊 胡亚军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基层官兵训练在第一线、冲锋在最

前沿，对军旅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敏锐

的思考和独特的视角。激发他们的原创

热情，就能触摸基层的脉搏，感受时代的

温度，收获一首首战士的心灵之歌。

战士的心声最动听。原创军歌是

战士自我写意的优美旋律，是战士愈酿

愈纯的心灵回声，散发着质朴的气息，

闪烁着青春的光辉。原创军歌来自基

层沃土，反过来提振兵心士气。

没有军人的生活，便唱不出军歌的

豪迈。陆军某团充分尊重基层官兵主体

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励官兵通过创作军旅

歌曲、学唱军旅歌曲，激发敢打必胜信念

的做法值得借鉴。让军旅歌曲似铿锵鼓

点和激昂军号，在官兵最需要的时候，传

递精神力量，激励大家向前走、打胜仗。

战士的心声最动听
■李 琳

短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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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开展浅滩追击、山地反恐等课目训练，

锤炼官兵克敌制胜本领。

余海洋摄

站在答辩席上，从军 16 年的火箭军
某旅四级军士长郝俊，从未这样紧张。

初冬时节，室外寒气逼人，偌大的答辩
会场内热潮涌动，火箭军某基地2020年度
高级士官选取专项考核答辩会正在紧张进
行。来自基地各旅团数十名高级士官预选
对象齐聚一堂，多名不同专业领域专家担
任考官。
“从原有型号导弹发射车转岗到新型

号导弹发射车，面临哪些困难？”刚刚完成
述职报告，郝俊就迎来考官的提问。

稍稍整理思路，郝俊结合自己多次参
加实弹发射的经历细致作答。
“立足岗位，你创造性地开展了哪些

工作？”几乎没有停顿，第二个问题接踵
而来。
“结合装备实际，我曾向装备生产厂

家提出在车载控屏上增加视宽线和安全
线的建议，被厂家采纳……”郝俊又一次
给出令考官满意的答案。

走下答辩席，郝俊感慨道：“考核答辩
环节让人感到了本领恐慌！”
“考核不唯学历，关键看能力。”答辩

会考官、该基地技术室高级工程师何保护
向记者介绍，此次考核区分政治思想、军
事技能、身心素质以及业绩贡献 4 个方
面，严格落实高级士官选取要求，旨在选
拔思想好、业务强、技术精的骨干中坚，切
实把备战打仗急需的士官人才选出来、保
留好。

接着，某旅作战保障营班长李洪国自
信满满地走上答辩席。

李洪国的名字在该基地测绘专业领
域可谓“响当当”。他多次在各类比武考
核中摘得桂冠，10 余次参加重大测绘任
务。仅今年，他就先后探测 20余个点位，
为部队建设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面对现场多位考官轮番提问，李洪国
从容应对，顺利过关。

作为该基地检验专业的首个高级士官
预选对象，某旅卫生队四级军士长吴锦文
的出场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入伍16年，
吴锦文连续3年获得基地卫勤专业比武第一名，并带队开展新大纲卫勤专业试训
工作，曾在火箭军举办的某大型现场会上进行汇报展示。
“这个自动分析仪的操作方法和工作原理是什么”“谈一谈上述便携式仪器

在未来战场的作用”……答辩现场，吴锦文的专业陈述赢得现场评委一致认可。
记者注意到，因为跟随部队执行专项任务，某旅高级士官预选对象陈继锋

此时尚身处千里之外。该基地专门为他设置独立考场，通过远程视频连线答
辩，确保考核公平公正。
“这些高级士官预选对象是基地士官队伍的排头兵。”该基地领导告诉记

者，“选好一批人能够带动一大片，必须坚持选人为战鲜明导向，不断夯实基层
战斗力建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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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官兵作战能力。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文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