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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韩旭、特约记者崔寒凝
报道：新年伊始，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某仓库组织战时应急保障演练，全程
不设预案，意外特情频发。已有 13
年兵龄的四级军士长陈增科没想到，
自己熟悉的诸多保障套路这次一个
也没用上，演练全程他的心始终吊在
嗓子眼。

当天中午 12点，警报骤然响起，部
队紧急拉动至任务地域。看着熟悉的
峡谷，陈增科心中已经想好如何应对

“空袭”特情，却突然接到“通过染毒地
带”的指令；当官兵摩拳擦掌准备按
“惯例”冲山头、救伤员时，却接到“运
送弹药”任务……到了下午，陈增科本
以为演练已接近尾声，却突然接到奔
袭指令。他们边走边打，“战斗”一直
持续到黄昏。

面对突发特情，部队反应慢、组织
松散；人员管控不到位，部分士兵融入
不到演练中；生搬硬套流程，对任务指
示明显“消化不良”……演练第二天的

复盘会议上，现场指出的多个问题让
不少任务官兵如坐针毡。这场复盘也
让陈增科认识到，面对实战检验，自己
仅靠驾轻就熟的保障老套路应对远远
不够了。
“战场上，机械地重复套路是无法

正确处置紧急情况的。要想战时把任
务部队保障好，平时就要让演训贴近
实战。”该仓库领导说。这天晚上，警
报再次响起，仓库官兵迎着风雪，投入
到新一轮演练中。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打破套路练保障

此次演练全程特情始料不及

本报讯 李忠、孙斌报道：1月上
旬，寒风凛冽，火箭军某旅一场作战单
元演练在高原腹地悄然展开。走上指
挥席位不久，发射六营营长赵立国便
察觉到了此次演练的不同寻常：特情
课目不再“排队上阵”，他们要在多种

特情融合下进行战场对抗，战味更浓。
“真实战场中多种特情叠加才是

常态，演练必须紧贴战场实际。”据该
旅领导介绍，以往演练重点考核部队
的单个特情处置能力，官兵对单个特
情的处置早已轻车熟路，很多演练看
似“打了胜仗”，但战斗力并未从根本
上得到提升。为此，他们积极探索多
课目融合对抗方式，全方位、立体化设
置战场特情，用险难复杂的战场环境
倒逼部队实训严训。

演练现场，该旅六营所辖连队在

行军途中不慎触发“毒气地雷”，侦测
小组迅速判明毒剂性质，连长赵生寿
立即组织全体人员进行全身防护。
没承想，埋伏四周的“蓝军”分队瞅准
时机发起攻击，忙于穿戴防护服的该
连官兵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走下演
练场，赵立国带领官兵展开检讨式
复盘总结。面对新的对抗模式，赵
立国说：“多种特情接踵而至，很多
沿袭已久的应对招数不管用了，新
的挑战逼着我们紧贴实战创新战法
训法。”

火箭军某旅探索多课目融合对抗方式

一场战斗多种特情接踵而至

“我部驻地突发海上紧急特情，急需
食品、药品等物资，请求支援！”1月中旬，
南部战区海军某旅组织无人机编队实飞
实投保障演练，向高山海岛守防部队投
送物资，探索智能化保障新模式。随着
指挥员一声令下，4架无人机满载给养物
资，扎进山间浓雾，飞向指定地域……

该旅下辖观通站大多位于高山海
岛，地理位置偏远，交通运输不便。一
旦遇上恶劣天气，班船常常难以通航，

物资上送困难。某高山观通站驾驶员姜
道忠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观通站位于山
巅，遇上大雾天气，山上能见度不足
10米，实施运输保障非常困难。
“探索无人化物资运输方式，建立

智能化保障模式，是打通高山海岛部队
保障‘堵点’的有效方法，也是适应未
来作战模式的创新探索。”该旅领导介
绍，去年以来，他们结合自身实际成立
专项小组，将无人平台运输投送系统实

践运用作为研究方向，赴高山海岛组织
无人机运输投送试验攻关。

他们邀请军地院校专家，结合高山
海岛部队驻地环境、水文气象特点，论
证任务机型、航线和安全性。前不
久，该旅相继完成“大陆至岛礁”“岛
礁至岛礁”等无人平台运输投送试验
验证任务。

记者在演练现场看到，该系统根据
需求，迅速对投送地域进行定位。屏幕
上，无人机投送动态一目了然，飞行数
据实时回传……该旅领导告诉记者，通
过无人平台运输投送赋能系统，对无人
机实施指挥控制，不仅投送速度快、目
标定位准，还可根据任务需求提前设置

航线，或临时改变投送目的地。
据了解，此次无人机编队实飞实投

保障演练，先后起飞无人机多架次，成
功为山顶执勤点位补给急需物资。该旅
依托调度系统，对单机型多批次、多机
型混合编队投送、夜间投送等进行实训
验证，对无人机运输投送指挥手段、装
备性能、智能化运输投送体系建设等内
容展开探索。

无人机穿云破雾，将物资送达指定
地域。官兵卸下保温箱、分发“野战快
餐”与医疗物资……手捧冒着热气的餐
食，驻守在海岛山巅的某观通站官兵自
豪地说：“咱高山海岛水兵也收到‘空中
快递’啦！”

南部战区海军某旅组织无人机编队实飞实投保障演练——

高山海岛水兵收到“空中快递”
■易文豪 本报特约记者 周演成

本报讯 靳芳宁、阳恒报道：近期，
国防大学“现代战争与新军事变革”课程
受到好评。“菜单式”选课、小班教学、名
家授课……别出心裁的课程设计受到学
员欢迎。课堂新变化，得益于国防大学
推开研究生集中统训课程项目负责制。

据了解，国防大学打破以往由教
研室主要领导统筹课程教学的惯例，
为每门课程遴选一名课程负责人，由
其领衔进行课题设计和教学团队组建，
进行优质教学资源的重组升级。该校
研究生院对集中统训阶段的 47门课程

全部实行课程项目负责制。通过每门
课程的“项目管理牌”，学员可以清晰了
解课程设置、研讨主题、考核方式等内
容。同时，学员还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进
行“菜单式”选课，多个研究课题实现
“精准定制”。

“负责人既要‘把脉’，又要‘开
方’。”谈到课程项目负责制，“现代战
争与新军事变革”课程负责人林东教授
深有感触。在他的努力筹备下，由 18
名专家教授组成的教学团队集体编写辅
导教材，对 6 个子专题展开模块化授

课。体系化设计、团队化作业的新模
式，让课程开讲不久即成为学员欢迎的
“精品课”。

在课程项目负责制推动下，各课程
负责人统一按照“施训对象-培养目标-
课程标准-课题内容”环节，带领教学团
队对所负责的研究生课程展开针对性设
计，实现从“有什么课上什么课”到“需要
什么课设什么课”的转变。教员队伍的
活力潜能得到释放，21名年轻的教研室
副主任及 13名教学骨干在教学一线崭
露头角。

国防大学推开研究生集中统训课程项目负责制

47门课程挂上“项目管理牌”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李华时报道：
“带头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
统，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自觉
抵制和防止奢侈浪费等不良风气……”
1月 25日，一份由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党
委委员集体签订的《廉洁过节承诺书》，
在该院机关楼前电子屏上滚动播放。这
是该院倡导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风清气
正过节的一个缩影。
“重大节日期间容易滋生宴请送礼

等不正之风，必须大力倡导廉洁过节。”
该院党委一班人认为：反腐倡廉要紧盯
关键节点，越是重大节日越要狠抓风气
建设。为此，他们梳理研究历年节日腐
败问题通报案例，对可能影响部队风气
建设的问题隐患逐个拉单挂账；扎实搞
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教育，党委
委员带头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等内容，重温中央“八项规定”，并进
行廉洁过节公开承诺；印发《廉洁过节

通知》，运用各级纪检监察网站和监督
举报信箱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形成监督
合力。

此外，他们还严格财务管理规定，组
织财务部门不定期对基层科室和机关各
部门经费开支情况进行检查；开展“真情
助廉”活动，向党员干部家属寄发《家庭
助廉手册》，倡导建设廉洁家庭、弘扬廉
政新风，发挥家庭在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中的特殊作用。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紧盯重大节日狠抓风气建设

多措并举倡导廉洁过节

上图：1月26日，海军某登陆舰

支队在某海域开展协同训练，图为直

升机降落甲板。

乔晨曦摄

下图：1月下旬，武警伊犁支队

在陌生复杂地域开展多课目训练，锤

炼特战队员实战硬功。

朱 伟摄

前不久，陆军某旅卫生连上士张
倩如接到某侦察连上士胡兴龙专程打
来的致谢电话，感谢她关键时刻费尽
周折给他传急报，他才得以及时赶回
家，守护妻子生下一对可爱的双胞胎
女儿。

去年，该旅挺进雪域高原驻训。
一天，在后方值班的士官张倩如突然
接到上士胡兴龙妻子打来的电话：医
生诊断胡兴龙的妻子有早产和难产迹
象，急需丈夫赶到医院签字，才能进行
手术。由于驻训地没有手机信号，胡
兴龙妻子联系不上丈夫。情急之下，
她向定期保持联系的张倩如求助。

原来，该旅刚到高原驻训地时，官
兵和家里通联不便。卫生士官张倩如
得知胡兴龙十分担心怀孕的妻子状

况，便主动提出由她定期和胡兴龙的
妻子联系，及时了解孕期情况。

接到胡兴龙妻子的紧急电话后，
张倩如第一时间联系胡兴龙。由于驻
训点位又多又散，无法确定胡兴龙具
体在哪一个驻训点位上，张倩如只得
逐一拨通各驻训点的军线电话寻找胡
兴龙。

张倩如联系上胡兴龙后，将这一
急讯告知他。随后，部队紧急为胡兴
龙批假，让他赶回家照顾妻子。

在张倩如的及时联络和部队的暖
心关心下，胡兴龙快速赶回家乡医院，
守着妻子诞下了双胞胎女儿。这件事
情传开后，官兵纷纷点赞：多亏张倩如
费尽周折及时传急报！有这样的战友
情，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卫生士官辗转传急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闫 延

“调离咱们旅 3年的老主任，依然
和我们心连着心……”隆冬时节，记
者在驻训雪域高原的陆军某旅采访，
听到一则温暖人心的故事：该旅政治
工作部原主任沈雁冰虽因工作需要
调整到某集团军医院任政委已经 3
年，但当该旅七连四级军士长武雷雷
的妻子找到他，想请他帮忙联系在雪
域高原驻训的武雷雷，并告诉他自己
已顺利产下一对龙凤胎时，沈雁冰毫
不犹豫，想方设法将这一喜讯传递给
武雷雷。

武雷雷和妻子结婚多年，去年 6
月是他俩孩子的预产期，可考虑到部
队在高原驻训任务繁重，武雷雷悄悄
地隐瞒了情况，没有选择休假。

去年 6月 24日，武雷雷的妻子顺
利产下龙凤胎，由于高原驻训场没有

手机信号，她联系不到武雷雷。为把
这个喜讯告诉丈夫，妻子情急之下，
想起多年前自己到部队探亲时，曾留
下过时任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沈雁
冰的联系方式。虽然好几年从未联
系过，但武雷雷妻子觉得沈雁冰是部
队领导，或许他能想办法把喜讯转达
给自己的丈夫。

收到消息后，沈雁冰欣然答应传
递这一喜讯。他通过军线电话转接的
方式，几经周折，终于将电话转接到了
高原驻训场，联系上了武雷雷。“龙凤
胎，母子平安，你放心工作！”听闻沈雁
冰告知的喜讯，武雷雷倍感幸福。
“最美是军旅，一生兄弟情。”武雷

雷动情地说，“老主任离任 3年，依然
在千里之外为我传喜讯，这份浓浓的
战友情，不会被空间距离阻隔。”

离任主任千里传喜讯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杨晓波

虽然身处雪域高原的极寒环境，这

两对双胞胎出生和两个“传话”的故事，

却让记者倍感温暖。这种温暖，来源于

战友之间的真挚情感。坦诚地说，无论

是老主任千里之外传喜讯，还是女士官

费尽周折传急报，类似的暖心故事在军

营并不鲜见。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军之所

以能历经艰难困苦而战斗力不减、

凝聚力更强，除了有坚定的信仰支

撑外，战友之间同甘共苦、生死与

共的革命情谊也是重要原因。我军

官兵正是靠着这种情同手足的革命

情谊，才激发出战场上“为战友挡

子弹”、危难时“你退后让我来”的

英雄壮举，从而凝聚起战无不胜的

强大力量。

平时亲如兄弟，战时生死相依。

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品味这两

个“传话”故事，不难发现其中蕴藏和

传递出的意义：战争年代，我军的一个

个战斗集体有温度有凝聚力；和平时

期，军营同样处处充盈着患难与共、团

结友爱的战友真情。

两则暖心事见证战友情深

记者感言 ■刘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