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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雀干托盖边防连官兵顶风冒雪巡逻在边境线上。 赵永峰摄

海 空 雄 鹰 冬 练 三 九
—海军航空兵部队新年度实战化训练一组速写

新年伊始，习主席向全军发布开训

动员令，要求“确保全时待战、随时能

战”。全军部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才

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战争不会挑日子，备战没有间歇

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是一支军队思

想作风、精神状态、军事训练、后装保障

等实战化水平的综合体现，是能打仗、打

胜仗的底气和胆魄。“战争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军人必须居安

思危、常备不懈、枕戈待旦。

一名军事理论家说，如果一个国家

的命运系于虚假的战备，将发现自己

一开始就被别人毫不留情地抛在后

面。现代战争进入“发现即摧毁”的秒

杀时代，战争爆发更加突然，战争节奏

急 剧 加 快 ，对 部 队 平 战 转 换 要 求 更

高。能否做到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直

接决定战争胜负。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

刻影响，我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

性增大，军事斗争准备任务艰巨繁重。

对于军人来说，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

兵打仗是最现实的紧迫需要。“凡三军

以戒为固，以怠为败。”思想上的马放南

山，比现实中的刀枪入库更危险。军装

就是战袍，岗位就是战位。我们必须认

清安全形势，看到战争风险，时刻紧绷

备战打仗这根弦、肩扛强军打赢这座

山、等待即刻出征这道令，坚决清除思

想上的锈蚀和懈怠。

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绝不是一句口

号，而要落实到练兵备战行动上，体现在

具体工作中。各级应从战略高度审视日

常战备工作，进一步强化战备观念，严格

落实战备制度，加强战备值班执勤，扎实开展战备演练，正规战备秩序，保持良

好战备状态。同时，更应深化实战实训，加强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推动作战和

训练一体化，切实提升部队应急应战能力。 （作者单位：3210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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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之滨，滴水成冰，气温低至-23℃。
三九严寒，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克服
极寒天气影响，连续3天组织飞行训练。

笔者翻看飞行计划发现，该部平均
每天训练达 10余个小时，多种机型同场
组训、多个险难科目轮番展开……

由于天气寒冷，机务官兵比平时提

早准备，对发动机及滑油系统进行预
热。地勤保障人员忙碌有序，防寒面罩
上结满冰花。
“计时起飞！”该部领导果断下达指

令。为确保战斗力持续生成，该部利用
极端天气模拟实战条件，着力打牢新飞
行员基本功。首个架次，他们安排新飞

行员王家成参训。
起飞后，王家成操纵战机略显生

疏，导致飞行状态变化异常。有多年飞
行经验的带飞教员陈黎明，不时操纵
示范……

冷风如刀，旋翼轰鸣。低空飞行、
边界飞行等高难科目依次展开。

野外机动科目中，飞行员需在无地
面引导情况下，自主搜寻野外备降场。
转眼间，战机到达目标地域上空。飞行
员李洋迅速判断着陆场附近风向、风
速，并观察地面情况，确认安全后，战机
开始降低高度。

3米、2米、1米……在机组成员密切
协同下，李洋凭借过硬技术，将直升机
稳稳降落到某海岛。短暂停留后，李洋
再次驾机升空，奔向下一个“战场”。

上图：1月中旬，空军航空兵某旅

组织编队飞行等课目训练。 戴 可摄

右图：1月中旬，第72集团军某旅

组织公路驾驶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摄

突 破 极 寒 掠 海 空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付华 段宴兵 通讯员 李洪强

隆冬，浙东某机场上空最大风速超
12米/秒。一发信号弹划破长空，多架
战机腾空而起，直扑某任务空域。东部
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新年度首次跨昼
夜飞行训练拉开帷幕。

开训就是“打仗的姿态”。训练

中，导调组临机设置多种特情，考验
任务机组应急处置能力。机舱内，年
轻飞行员周杰操纵熟练，驾机灵活实
施低空机动，成功躲避“敌”防空雷达
探测。

刀在石上磨，兵在险中练。战术指

挥长顾廷勇紧盯雷达显示屏，在茫茫大
海上仔细搜索目标。锁定目标后，任务
机组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对“敌”实施模
拟打击，然后快速脱离……

夜幕降临，直升机完成昼间飞行陆
续返航，进行检修、补给后，随即转入夜

间飞行训练。
仪表盘上，飞行高度数字不断变

化。机舱内光线变暗，仅剩仪表盘发出
的微弱冷光，飞行员通过目视和仪表设
备判定战机飞行姿态与位置。

舷窗外，夜黑如墨。“黑暗中飞
行，对飞行员的方向感、速度感、高度
感以及心理素质和操纵能力，都是一
种考验。”飞行员安上告诉记者。

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降落，训
练任务圆满完成。该团领导介绍，下
一步，他们将逐步加大训练难度和强
度，不断锤炼飞行员复杂环境下实战
能力。

昼 夜 不 息 砺 精 兵
■丁 明 李星耀 本报特约记者 李恒江

新年伊始，某机场战鹰轰鸣。随着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团长雷声一声
令下，该团多架舰载直升机依次起飞。
“新年度首飞，我们组织平台飞行

比武，让新老飞行员都来过过招。”雷

声说。
二级飞行员陈乾第一个驾驶直升

机进入模拟起降平台空域。随着指挥
员下达指令，陈乾灵活操纵战机，稳稳
降落在平台标志圈内，稍作停留后再

次升空。
“战机着舰时，必须精准控制。”跟

班飞行的该团领导介绍，为练就着舰硬
功，飞行员要通过大量平台起降训练，
熟练掌握技术动作，形成肌肉记忆。

据了解，以往平台训练时，如遇战机
状态不稳、曲线控制不好等情况，副驾驶
或指挥员会进行提醒引导。这次训练，
副驾驶和指挥员成了考官，不再提供训
练辅助，全程由飞行员自行控制。

新老飞行员同场竞技，彼此都有压
力。平时气氛活跃的休息室，当天格外
安静。一轮轮换座、一次次考核，考出
了精气神，催生了紧迫感。
“我还是有些紧张，几个动作比较

僵硬。”飞行归来，新飞行员明著立即
检讨反思，找准差距不足，明确努力
方向。

群 鹰 竞 技 淬 铁 翼
■何继元 杨港宁 本报特约记者 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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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丁东、特约记者康克报
道：前不久，第 83集团军某旅传出喜讯：
炮兵营上士、班长曾华培荣立个人二等
功，赢得战友纷纷点赞。该旅领导介
绍，去年年终表彰，旅党委立起“靠素质
立身、凭实绩进步”鲜明导向，评功评奖
指标向精武标兵倾斜，激励官兵凝神聚
力谋训备战。

该旅党委对照战斗力标准这个“硬
标尺”，结合实际制订“双争”活动评比细
则等制度规范。他们评功评奖坚持向基
层一线倾斜、向训练骨干倾斜、向专业尖
子倾斜、向实绩突出者倾斜，以荣誉激励
不断提升基层建设水平。此外，他们还
对年度军事训练成绩达不到优良、训练
课目有明显弱项、民主评议不达标等不
能立功情形进行明确。

大学生士兵曾华培，入伍以来训练
刻苦、成绩突出，先后 10余次在各级比
武考核中名列前茅，连续多年被表彰为

“优秀士兵”“杨根思式战士”。担任班长
后，他带领全班紧贴实战练硬功，实弹射
击连年打出优异成绩，所带班被评为“神
炮班”“先进班”，是公认的训练尖子、优
秀带兵骨干。

谋训有为，精武吃香。新年度开训，
该旅官兵在严寒天气条件下从难从严展
开训练，纷纷表示，要扎实练强本领、踏
实干好工作，以饱满精神状态完成好各
项任务。

本报讯 覃刚、陈方晓报道：1月中
旬，西藏军区某部 200 余名新兵在陆军
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完成环境模拟
训练后，满怀信心奔赴战位。与此同时，
该系组建的攻关小组随队出发，同步展
开与高原官兵训练相关的科研攻关。

该系党委此前自查自纠时发现，科
研人员对高原卫勤现状了解不够深入、
教研实践与一线部队卫勤需求对接不够
紧密等问题还一定程度存在。对此，他

们结合单位工作实际，采取组织科研人
员到高原一线锻炼、以老带新等方式，引
导大家在一线练兵备战实践中寻找课
题、在解决官兵现实问题中撰写论文，立
起科研工作服务保障战斗力的鲜明导
向。他们还通过定期赴一线实地调研、
组织集体论证等方式，完善院系、部队、
基层卫生单位协同攻关体系；围绕部队
卫勤保障实践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结合岗位任务集思广益，增强科研工作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据悉，由该系牵头完成的某课题任
务，助力全军海拔 3000米以上点位实现
供氧全覆盖。高原病研究专家高钰琪等
多次深入边防一线，组织完成多项国家
军用标准攻关，促进高原部队官兵防伤
病等能力提升。该系组织编写的系列实
用“口袋书”日前发放部队，成为官兵预
防高原病、减少恶劣环境不利影响的“好
帮手”。

紧盯基层一线 立起为战导向
●第 83集团军某旅评功评奖指标向精武标兵倾斜

●陆军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科研攻关精准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