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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李兵、贺韦豪报道：“课
程内容聚焦岗位所需，能及时补齐我的
能力短板，对我更好履职很有帮助。”前
不久的一个周末，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
队某中队排长张博扬登录“军职在线”平
台，打开某课程开始学习。

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上线后，推出
大量优质课程，学什么、怎么学一度成
为困扰官兵的难题。为此，该支队区
分官兵岗位层次和能力需求，制订学
习计划，引导大家按照“缺什么学什
么、什么弱补什么”的思路精准选课，
让军事职业教育成为提升官兵能力素
质的“助推器”。

该支队研究制订军事职业教育学习
指南，梳理出 4大类 40多个不同岗位需

求，分类明确课程范围、进度安排、学习
方法和效果评估，让官兵按岗选课有依
据、效果评估有参照。

该支队卫生队军医仇玲按心理医
生学习计划，结合自身实际选学了
《基层官兵心理疏导实务》等课程。
某中队一名战士在上级组织的比武
竞赛中发挥失常，因影响单位排名而
深感自责，训练始终不在状态。学有
所获的仇玲得知情况后，主动上前进
行心理辅导，成功引导这名战士摆脱
消极情绪。

据悉，该支队还抽组专业骨干力
量，综合分析官兵学习成绩，结合相关
制度规定和官兵意见建议，不断更新完
善学习计划。

武警株洲支队紧贴岗位实际开展军事职业教育

制订分类计划 指导精准选课

本报讯 李佳鹏、李方成报道：“准
备自学考试时，我从团队推荐的优质课
程中选择相关课程学习，事半功倍。”日
前，新疆军区某团勤务保障营军事职业
教育讲堂上，自学考上本科工程机械专
业的中士赵海旭，正在和战友们分享经
验。据了解，该团紧盯官兵需求，注重用
好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上的优质课程，成
效喜人。

该团常态化担负工程保障、地震
救援、国际维和等任务，对官兵履职能
力要求高。为此，他们针对岗位能力
标准多样、官兵学习需求多元等实际，

细分军事职业教育平台课程类型，定
期遴选并推荐优质课程，引导官兵立
足岗位急需、瞄准能力短板自主选课
学习。

该团还将学习内容与练兵备战实践
相结合，摸索出“9+N”学习模式，选出 9
门参谋通用技能优质课程作为必修课，
若干门相关课程作为选修课，帮助官兵
既夯实岗位能力基础，又拓展知识面。

优质课程促进官兵成长成才。据统
计，通过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优质课程学
习，该团士兵职业技能鉴定通过率较往
年明显提高。

新疆军区某团紧盯官兵需求用好职业教育平台

遴选优质课程 促进成长成才

不翻笔记、不查教案……隆冬时
节，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师组织教育考
评人员结合年度军事训练考核，对战备
行动中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情况进
行考核评估。

寒冬月夜，多个地导营在近似实
战条件下快速完成紧急撤收、机动转
移、占领阵地、抗击战斗等课目考核，
官兵们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人人争当
“铁拳先锋”。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整体工程、
系统工程，必须聚焦备战打仗，统筹各
方面力量灵活实施。”该师领导介绍说，
他们深入贯彻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用好教育效果检查评估这个
“指挥棒”，一改以往查登记、看痕迹等
习惯做法，将检查评估融入练兵备战实
践，立起注重实际效果、突出整体合力
鲜明导向。

记者在考核现场看到，面对严寒气
候、陌生地域等不利因素影响，各单位在

整建制跨昼夜战备拉动中叫响“守土卫
疆、制胜空天”等战斗口号，不间断进行
教育动员，并以挑应战等方式持续激发
官兵战斗热情。

机动转移途中，某连一台车辆突发
故障。“跟我上！”面对地方车辆穿插危险
和整个梯队因此停滞的紧急状况，该连
指导员王坤指挥抢修人员疏导交通的同
时，带头钻到车底查换备件，确保梯队按
时到达预备阵地。
“主官冲锋在前，我们自然不能落

后！”连队官兵争先恐后、干劲十足。教
育考评人员现场给王坤打出高分：“跟我
上”既是行动口令，也是有力动员，关键
时刻带头干，胜过千言万语。

模拟抗击阶段，面对“敌”机释放
干扰、频繁机动，某营营长吴广智边引
导官兵运用“近快战法”准备射击，边
适时用部队光荣战史为大家加油鼓
劲。面对“敌”多路袭击，战勤组少数
官兵产生紧张情绪，某营教导员徐鹏

用驻地红色历史激励士气：“‘狼牙山
五壮士’不惧强敌、敢于牺牲的事迹大
家耳熟能详，现在正是检验我们这些
英雄传人的时刻！”

一次展览一堂课、一场仪式一堂
课……战备拉动中，干部模范带头、运
用驻地资源等合力抓教的场景随处可
见。教育考评人员与任务官兵随机交
流，许多官兵感慨：“思想政治教育变化
明显，教育资源更多了，施教方法更活
了，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更高了”“营连干
部带头授课，随机式、跟进式、渗透式教
育多了，大家更容易接受了”……

教育创新无止境，奋发有为开新
局。连日来，该师紧盯战斗力提升，
用督导考评推动教育理念升级，200
余名军政主官、党小组长、战勤班长
走上教育讲台，100 余名红色故事宣
讲员活跃在基层教育一线，10 余处红
色教育基地被纳入师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库。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师立起教育服务战斗力鲜明导向—

教育效果评估贯穿战备拉动全程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张 雷 通讯员 牛淑锋

“部队行军途中竟能做饭炒菜！”近
日，记者跟随陆军某旅作战支援营官兵
机动行军，看到新鲜一幕：列装不久的
新型高原炊事车一边行驶一边作业，刚
抵达目的地，炊事员就将热气腾腾的饭
菜端下了车。

不见埋锅造饭，却闻饭菜飘香。吃
着香喷喷的热乎饭菜，该营营长潘晓君
高兴地说：“有了这款炊事车，官兵们在
雪域高原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吃上热乎
可口的饭菜了。”

现代战争对部队热食保障的规模、
效率和机动性能提出更高要求。多年
来，我军始终注重后勤保障能力提升，
一批功能先进的小型炊事挂车活跃在
驻训一线。如今，新型高原炊事车的列
装，使雪域高原驻训部队热食伴随保障
能力实现新跃升。
“新型高原炊事车越野机动能力

强，无需展开撤收，就能边机动边保障，
还实现了全自动切菜揉面。”驾驶员何
爱军介绍说，过去，炊事挂车需要固定
作业，无法满足高机动性的要求。这几

天，他驾驶新型高原炊事车穿峡谷、过
冰河，炊事班在行进中加工制作米饭、
馒头、菜肴，十分快捷高效。
“高原保障能力强，是新型高原炊事

车的一大特点。”炊事班班长王振斌告诉
记者，高原极寒条件下，低温生火是道难
题。新型高原炊事车采用先进燃烧技
术，工作稳定、效率高，可在海拔4500米
地区、-41℃至46℃环境中作业。

新型高原炊事车在雪域高原快速
机动，窗外狂风肆虐、沙尘飞舞。记
者通过行车监控系统看到，3 名炊事
员分别操作主副食加工设备，炒菜过
程中，操作间内不见油烟……很快，
可供百余人用餐的“四菜一汤两主
食”新鲜出锅。

据了解，随着一批批新型军需保
障装备列装，我军高原饮食保障模式
正发生质的变化，更加适应未来战场。

图①：官兵在新型高原炊事车内
作业。

图②：新型高原炊事车外观。
本报记者 刘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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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空降兵某旅组织跳伞训练。 闵宇祥摄

前不久，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开展实战化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彬摄

深入学习贯彻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寒冬某海域，海面浪潮翻涌，水下暗
流涌动。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刘公
岛船已待机多时，准备进行大深度饱和
潜水训练。

此时，海水流速接近饱和潜水作业
条件上限。

越是艰险地，越是练兵处。作业区
内，3名潜水员在队长杨和福的带领下
进入加压舱备便。凭借前期良好表现，
他们从数百名潜水员中脱颖而出，即将
共同发起一次极限挑战。

该支队担负援潜救生、沉物打捞等使
命任务，水下作业是关键环节。因此，饱和
潜水训练是官兵必须迈过的关隘。
“饱和潜水，就是创造出一种环境和

条件，让潜水员的体内充满混合气体至
饱和状态，待潜水员体内压力与目标深
度海水压力平衡后，再将潜水员送至水
下作业。”军医王义普介绍说。

随着加压舱操作员李玉良扭动阀
门，管路中高压氦氧气体发出尖锐的声

音。加压舱控制室内，报告声、应答声、
设备低鸣声此起彼伏。数小时后，加压
舱内压力达到预定值。
“准备进入潜水钟！”指挥员李刚的

声音坚定有力。这位曾打破亚洲饱和潜
水纪录的一等功臣说：“任何疏忽都可能
危及潜水员安全，不能有半点松懈。”

操作员迅速将潜水钟下放至水下
目标深度。通过潜水钟控制室的显示
系统，李刚清晰地看到杨和福在另外两
名潜水员协助下，已着装完毕，准备出

钟巡潜。
“打开钟底盖平衡阀”“打开钟底

盖”……李刚连续发出指令，杨和福开始
向目标深度挺进。
“报告，水下流速较大，泥质底，能见

度0.5米”“开始计时作业”……
李刚介绍，饱和潜水训练是一项系

统工程，一组潜水员下潜，身后有一个数
十人团队精准保障。

数小时后，4名潜水员抢在水下流
速加大之前，完成水下计划深度巡潜作

业，顺利返回。此次训练，他们在高海况
条件下成功采集多组重要数据。
“今后我们将常态化进行饱和潜水

训练，培养更多具备饱和潜水资质的优
秀潜水员。”训练结束，该支队领导说。

深 潜 闯“ 龙 宫 ”
—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见闻

■曾行贱 张东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