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新年开局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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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3天！”
新年伊始，第 74 集团军某旅某直

升机营学习室内，飞行员们坐得满满当
当。正中央电子屏上 5个醒目的大字，
不禁让人联想起备战高考的紧张场景。

此刻，窗外寒风呼啸，时针已指向
零点，可大家讨论的热度丝毫不减。

2020年年终考核早已结束，新年度
各项工作也都开局起步，何来“倒计时”
一说？营长王瑞雪话语铿锵：“虽然刚
开训不久，但我们正在准备打一场‘硬
仗’！”

看着记者疑惑的眼神，王瑞雪继而
解释道：“前不久，营里筹划新年度训练
工作时，大家一致认为，尽管去年年终
考核取得了好成绩，但一些飞行员对训
练内容掌握得不够全面，还有欠缺。”
“决不能把问题带到新年度！”为

此，他们专门向旅里提出申请，将复补
训时间延长半个月。而 3天之后，就是
验收考核的日子。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哗众取

宠、标新立异，而是对照去年训练的实
际情况，打牢基础，再攀新高。”该营教

导员欧阳柏星补充道，营里列装的战机
刚经过改装，延伸出不少新性能、新训
法，而去年年终考核却并没有将这些新
内容纳入其中。
“虽然时间紧迫，但我们对整个复

补训进行了细致筹划。”该营参谋毛川
介绍，他们主动邀请全旅的飞行骨干对
营里的训练问题进行针对性筛查，然后
区分理论、技术、战术 3个部分，将筛查
出来的问题分级分类，从训练课目、时
间、标准等方面精准设计；根据每名飞
行员的短板，为他们制订专属训练计
划，并依据训练动态建立个性化训练档
案，确保每名飞行员都能清除训练“死
角”。

红日初升，铁翼飞旋，一场“超低空
隐蔽突防”课目实飞补差训练火热展
开。蓝天之上，一架架战鹰急转拉升、
凌厉俯冲，不断探索战机性能的“新边
界”……
“越是实战化，越要重基础。平时训

练考核藏着掖着，等真上了战场就晚
了！”走下战机，飞行员薛皓不由感慨。
他随身携带一本“补差日记”，仅当天关

于实飞操作细节的笔记就记了两页半。
“当前这个课目训练还存在什么问

题？”“和上一次训练相比有什么新变
化？”薛皓指着本子上密密麻麻的数据
说，自己十分珍惜营里争取的十几天复
补训时间，一定要让每一次训练都有收
获和提升。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几天后，记
者再次来到该营学习室，电子屏上的
“倒计时”数字已经消失不见，但飞行员
们仍悉数在座。
“前不久，我们顺利通过了旅里组

织的验收考核。”王瑞雪高兴地说，如
今，他们正迎头赶上，展开新课目的训
练攻关，这两天大家训练热情高涨，进
步十分明显。
“其实，当初我们也曾有过顾虑，短

时间的突击备考会让飞行员压力倍
增。但随着实战化训练深入推进，哪名
官兵又能置身事外呢？”时针划过零点，
学习室里依旧灯火通明。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推门而

出，望着满天星斗，王瑞雪的一番话久
久萦绕在记者心头……

去年年终考核，第 74集团军某旅某直升机营名列前
茅。新年开训之际，其他单位纷纷展开新课目训练，该营
却主动申请将复补训时间延长半个月—

一个飞行营的新年“倒计时”
■本报记者 张磊峰 陈典宏 通讯员 许浩杰

“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
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
烂的辉煌！”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强调“征途漫
漫，惟有奋斗”，以饱满的激情、昂扬的话语，激
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同心
共筑中国梦。

时光无法倒流，人生没有重播，奋斗者的每
一秒都是进行时。新年伊始，各部队紧锣密鼓

筹划年度工作，广大官兵牢记使命奋力追梦，在
找准自身定位中提升政治站位，在聚焦能打胜
仗中抓实练兵备战。

跨进 2021 年，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基层官兵新
年开局起步的匆忙身影，去聆听奋进的号角，去汲
取生长的力量——再出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
海。

——编 者

第 74集团军某旅政委 朱江：

《孙子兵法》云：“谋定而后动，知止而

有得。”新年开局，是打基础的关键阶

段，各级还需多下“慢功夫”“苦功

夫”，深入摸底调研，结合单位实际和

任务特点制订翔实的工作计划，树立

“旧问题不解决不撒手”的鲜明导向，

锤炼过硬作风，坚决杜绝“贪功冒进”

和“推诿扯皮”现象，真正使各项工作

落实到一人一岗、一分一秒，促进新年

开局起步挂挡提速、稳步前行。

陆军航空兵学院飞行教员 陈帅：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兄弟部队新年开训

主动申请延长复补训时间的做法，让我深

刻感受到他们直面问题的果敢和魄力。

而这些，也恰好与我们目前解决新机型飞

行训练难题的做法不谋而合。打铁还需

自身硬，在实战化训练全面深化的大背景

下，我们要以绝对负责的态度和从严把控

的意识，不断夯实带教本领和打赢能力，

决不能为了训练进度盲目赶时间，切实从

实战出发稳步提升战斗力。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营长 张磊：

磨刀不误砍柴工。军事训练是一个环环相

扣、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必须扎扎实实地

抓好每个阶段，训练质量才有可靠保证。

王瑞雪营长的做法让我更加懂得，打基础、

抓训练必须舍得下苦功夫、慢功夫，必须要

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

必须要有抓反复、反复抓的韧劲。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有基

础打牢了、短板补齐了、难点克服了，打胜

仗才有“本钱”，部队发展才有后劲。

特别推荐

官兵恳谈

值班员：新疆军区某团机动保障

一营营长 苏 鹏

讲评时间：2020年12月29日

今天早操时间，我们进行了战备
拉动，全营官兵反应迅速、携带物资齐
全。但深入检查发现，仍有部分官兵
不清楚情况处置流程，不知道自己的

具体职责。了解得知，他们以为只要
人员到位、物资齐全就万事大吉了。

显然，这些同志对战备拉动的认识
还不够深刻。通过战备拉动，我们可以
进一步熟悉战备方案，熟练运用手中武
器装备，提高与战友的默契程度，确保一
旦有事能够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而
物资齐全、人员到位只是战备拉动所要

达到的最低标准。
希望各连认真汲取此次教训，组

织官兵对战备方案再学习，对人员再
教育，确保人人端正思想认识，熟悉战
备方案，清楚自身职责。营里也会经
常不定时组织战备拉动，检验各连战
备水平。

（祁加和、张智远整理）

战备拉动拒绝“低标准”

值班员：第 80集团军某旅炮兵营

营长 艾仕杰

讲评时间：2020年12月28日

今天上午，全营进行了年度总结表
彰，为全年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
号。然而退场后，我却听到一种声音：终
于可以缓口气了。

乍一听，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可
细细品味，却反映出部分同志有思想
滑坡的倾向。对于军人来说，“一年
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面
对备战打仗的使命要求，我们还有很
多训练短板弱项需要补强，有很多难
题需要攻克，如果因为思想滑坡导致
行动松懈，造成新年度起步没走好、

基础没打实，不仅达不到训练预备期
应有的效果，还会影响战斗力的提
升。

对于这个问题，干部骨干要重视起
来，及时帮助战友端正思想认识，增强紧
迫感，积极开展结对帮带活动，为新年度
工作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常皓博、曲利平整理）

思想状态不能“缓口气”

值班员讲评

一年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
一年，一个入伍时连普通话都不会

说的藏族新兵学会了 3000 多个常用汉
字；一个过去只能用“一指禅”打字的战
士考取了计算机二级证书；一个喜欢摄
影的士官在军队各级新媒体平台发稿百
余篇，并荣立三等功；一个梦想执行维和
任务的女干部拿到了翻译证……

这些事不大，却能让人会心一笑。
最近，第 77集团军某旅组织年终总结，
大家谈得最多的是收获，畅想最多的是
未来。

去年年初以来，该旅围绕“依法带
兵、以情带兵、科学带兵、文明带兵”，面
向各级带兵人组织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旨在通过统一思想、规范做法，引导带兵
人帮助官兵实现自身价值。

一年过去，擘画人生理想、细化方法
步骤、督促计划落实，该旅形成了自上而

下的互学、互帮、互教新气象。
像是打开一扇天窗，投下缕缕阳

光——
特训一连大学生士兵王强对训练抱

有软抵抗情绪。可小队长邹昌福觉得，
他是因为体能基础不好，导致缺乏自信，
所以畏手畏脚。一次偶然机会，邹昌福
听说连队需要制作展板，于是带着王强
从零开始学习制图软件。两人一起努
力，做出的展板得到机关肯定。看着王
强脸上出现了笑容，邹昌福趁热打铁，带
着他弥补体能短板。在年终考核中，王
强所有课目达到良好以上水平。

像是放入一条鲇鱼，搅活一池春
水——

特训一营营部战士毛世川苦恼于自
己学历偏低，准备参加成人自考。营主官
得知后帮他搜集资料，小队长帮他辅导功
课，连队也为他复习创造宽松环境。前不

久，毛世川收到函授大学通知书的消息在
全营不胫而走，很多学历偏低的同志也不
甘落后，立志提高学历。

谈及这些，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陈
良才认为，部队传统的教育理念往往停
留在课堂一隅、军营一地，管理目的大于
教育目的。“对于官兵而言，军旅生活只
是人生一个阶段，带兵人还需要思考，如
何让官兵终生受益。”

前不久，该旅退伍老兵杨力向组织
寄来一封感谢信。作为一名成功的创
业者，他在信中提到，自己至今仍把“敢
担重任、敢斗强敌、敢战极限、敢创奇
迹”的旅队精神挂在办公室。他感谢组
织提供的学习平台，让自己的人生更出
彩。

据统计，“四个带兵”活动开展以来，
该旅已有数十名官兵提升学历，数百名
官兵有了一技之长。

第77集团军某旅开展“四个带兵”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带兵人

帮助官兵实现自身价值—

一起逐梦 共同出彩
■本报实习记者 丁 涛

记者探营

人逢喜事精神爽！走下领奖台，东
部战区海军某大队油料班班长玉素
甫·多黑克心里乐开了花。

前不久，他在上级组织的消防比武
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自己帮带的
两名新兵，一名在大队比武中获得了专
业第一名，另一名因工作优秀获得嘉
奖。师徒三人同领奖，一时传为佳话。

走下领奖台，玉素甫激动地拉着两
名徒弟的手说道：“好好干，一定要争取
早日入党！”随后，他还和战友们分享了
一段自己和家人的故事。

向党组织靠拢，不仅是玉素甫的心
愿，也是他们家人共同的心声。

玉素甫的爷爷是一名老党员，当年
曾为解放军进疆当过向导。他的母亲同
样是一名党员，连续 30多年为村里的乡
亲们巡诊看病。他的父亲是一名巡边
员，长年顶着酷暑严寒巡走在祖国的边
疆。每当看到家人胸前的党员徽章时，
玉素甫总忍不住去触摸，爷爷郑重地告
诉他：“这枚党员徽章，要靠你自己的努
力去争取。”

爷爷的话如一颗种子在玉素甫心里
生根发芽。2013年，玉素甫这名塔吉克
族小伙辗转几千公里，从帕米尔高原来
到东海前沿圆了军旅梦。

来到军营后，玉素甫更加深刻地体
会到什么叫做“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他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各项工作，受
到领导和战友们的一致好评。

然而，在撰写入党申请书时，玉素甫
遇到了一个难题——只会写几十个常用
汉字。情急之下，他便用少数民族文字

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
看到这封特别的入党申请书，教

导员张李杰很欣喜，专门挑选高学历
战士当玉素甫的老师，并给他制订了
专属学习训练计划。从学拼音、认汉
字开始，一本汉语字典，成为了玉素甫
的掌中宝。

在战友们的帮助下，玉素甫白天钻
洞库、查管道、测油品，晚上抱着专业书
和汉语词典铆在学习室钻研。一年过去
了，字典被翻得掉皮卷边，玉素甫也具备
了独立上岗和书写汉字的能力。

自己在变，家乡也在变。一次休假
探亲，回到家乡的玉素甫发现自己找不
到家了——马路两旁的土坯房变成了砖
瓦房，土石路变成了柏油路，以前出行要

骑马，现在家里买了小汽车……父亲欣
喜地告诉他，这些都得益于党的好政策。

从此，玉素甫争取早日入党的决心
更加坚定。这些年，他顺利考取了消防
员初级证书、油料保管资格证书，参加上
级组织的专业比武获得单项第一、第二
的好成绩，荣立三等功一次。

当他终于戴上党员徽章那一刻，视
频那端的家人笑得格外开心。

听完玉素甫的入党故事，身边战友
们眼中闪烁着向往的光芒……

一句话颁奖辞：跨越千山万水来当

兵，历经重重考验终入党。来自帕米尔

高原的玉素甫，有着大山一样坚定的信

仰。

来自帕米尔高原的红色向往
■席云旭 王宁川 本报记者 刘亚迅

1月上旬，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迈丹边防连官兵，冒严寒、闯险峰、翻石滩，前往

海拔4000多米的某点位实施武装巡逻，加大对高海拔防区的执勤管控力度，确保

边境安全稳定。 刘南松摄
雪域巡逻

茅文宽绘

这枚党员徽章，要靠你

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