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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珏宏、特约通讯员黄现
敏报道：1月底，第 74集团军某旅训练场
上，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向时平结合
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为该旅特战队员
讲解特种作战分队战术。跟向时平一
样，半年多来，一批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
员带着科研成果走进部队演训场。

与此同时，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课
堂上也迎来一群特殊“客人”——以第
74 集团军某旅情报侦察参谋鲁健为代
表的 6名优秀基层指挥员，受邀参加学
员期末考核评估，并带来他们在演训场
上反复锤炼出的实战技能。

这是第 74 集团军与陆军特种作战
学院建立常态化互帮互助机制后，发生
的新变化。“课堂与战场、教位和战位只
有紧密相连、无缝衔接，才能实现战斗
力迅速升级。”陆军特种作战学院领导
说，部队装备运用和战法创新需要人才
和技术力量的支撑，院校教学需要部队

实践舞台检验升华。以往，双方都是
“零散式”“单向性”交流，科研成果无法
第一时间到达训练场，实战技能难以快
速走进课堂。从去年开始，他们与第 74
集团军围绕学习、训练、装备、人才、场
地等方面，展开经验交流、技术互助、资
源共享，并建立“部队-院校”双向反馈
机制。

据第 74 集团军领导介绍，双方定
期组织需求申报，分专业、部门进行对
口互帮和人才交流；常态化利用“特战
论坛”理论成果，为部队建设提供支持；
每季度邀请院校教员来部队“送课上
门”，并派出优秀基层指挥员到院校担
任教员。

实战技能冒着热气进入课堂。在陆
军特种作战学院侦察尖兵的课堂上，第
74集团军某旅干部阮能立，把最新总结
的多武器射击、步战车驾驶等实战技能
传授给学员的同时，还把参加联合作战

演练时总结的快反对抗经验带到课堂。
“此举解决了以往教学内容操场化、模式
化等问题，提升了学员的战场感知能
力。”该院领导说。

科研成果第一时间走向部队。前
段时间，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空降空投教
研室主任王百万和团队 11名教员先后
赴专业单位取经，结合官兵实跳数据修
订研究成果，并将《特种部队高空翼伞
训练专题》带到第 74集团军某旅伞降模
拟训练场，帮助特战队员提升高空特情
处置能力，缩短空降训练周期。无独有
偶，教员马和太的《攀岩训练现状调查
和对策研究》，提升了该集团军部队攀
登训练效率。

部队院校常态化互帮互助，助推战
斗力快速提升。据悉，活动开展以来，
第 74 集团军开展各类演训 10 余次，与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共同破解了多个训
练难题。

课堂战场紧密相连 教位战位无缝衔接
第74集团军与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建立常态化互帮互助机制

编者按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
的人才越对路子。第 74集团军和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着眼战斗力建设迫切需求，建
立互帮互助机制，让演兵场上的实战经验及时进入课堂、院校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
送进部队训练场，推动部队战斗力提升和院校教学科研水平提高实现双赢。这一
做法值得肯定。

2 月 12日凌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
某储供基地营区里，一阵急促的警报
声响起。机动支援队战士杜世成迅速
穿戴整齐，往集结地点奔去。
“‘随时准备打仗’不是一句空话。”

杜世成一边整理装具，一边对记者说，上
级对节日战备进行了细化，他和战友做
了充分准备。
“我部于明日 6时前，在预定地域完

成应急兵站开设，按预案中运输、装卸、
车辆维修等任务分工，迅速展开保障行

动。”指挥员下达任务，官兵整装出发。
运输车、整体自装卸车、装载机等数

十台车辆装备同时启动，巨大的引擎轰
鸣声响彻营区。

记者刚登上一辆运输车，就听到电
台中传来指令：“‘敌机’来袭，加大车距
快速通过！”

夜色中，驾驶员张孟德紧跟前车提速
机动。张孟德说：“部队日常训练设置实战
背景，难度较过去明显增大，虽然蹭漆掉皮
的事时有发生，但到了关键时刻大家反而

能放开手脚，处置突发情况也得心应手。”
导调组“特情”频出，官兵们从容应

对，采取隐蔽伪装、兵力重组等方式，成
功化解一次次挑战。

在现场检查指导战备拉动的基地
领导介绍，他们加强所属部队节日战
备，在严格标准的同时，突出后勤保障
的专业性，针对所属仓库、保管队、警卫
力量承担的不同任务，分别进行军需、
卫勤、油料等保障演练，确保节日保障
不断线。

应急保障演练在凌晨打响
■本报记者 张 放

2月14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反潜巡逻机开展搜潜训练。图为战机升空。 秦钱江摄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守正创
新做好基层宣传思想工作的战略之举。

突出思想引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方式方法，开展
形式多样的宣传宣讲；走好“群众路线”，
持续筑牢基层基础……大江南北，城乡
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着力打通服
务群众教育群众“最后一公里”，推动基
层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开创新局。

突出思想引领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
县文明实践项目“山歌伴飞新思想”，把
惠农政策、生产生活、农村新貌编进山
歌，一曲曲动人旋律响彻山谷间。

两年来，龙里县以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试点工作为契机，组织编写各
类政策理论山歌 3600余首，举办各类政
策理论宣传宣讲主题活动 1900余场次，
绘制反映民族文化、脱贫成效、移风易
俗、乡风文明等主题的民族绘画 6000余
幅，以独具特色的“一歌一画”搭建起全
员宣讲、全民参与的政策理论传播舞台，
引领广大农村党员群众从党的政策理论
受众变成宣传宣讲参与者、志愿者。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学习
传播科学理论的大众平台，实现理论宣
传的全社会“大普及”——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做强理论大众
传播项目“‘理’响贾汪”，组建宣传队伍，
通过“讲+演+问”“新农村大喇叭”“四前

一后”嵌入式宣讲等形式，让党的创新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广东省博罗县新增理论、普法、三
农、“百姓宣讲员”等宣讲志愿服务队，开
展各类宣讲 5162场次，每村每年平均宣
讲次数达到 13次，每场平均参与人数达
到 100 人以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日
益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红色学堂”。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加强基层
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强阵地，群众思想觉
悟不断提高——

安徽省天长市常态化开展“一刻钟
宣讲”“一小时巡演”“爱心一键通”“幸福
千秋·守望相助”等特色志愿服务活动，
每年围绕“讲堂领悟精神”等六大主题开
展活动近万场次，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
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提振
了用好富民政策、创建美好生活的信心。

丰富实践路径

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
作中，各地统筹资源、多管齐下，以各具
特色、富有成效的路径模式，创新推出形
式多样、内容可感、渠道可及的活动，激
发文明实践的生命力。
——因地制宜。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琴声从

江西省寻乌县吉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传出，75岁的曾爱贞与合唱队队员在练
习。另一旁，有老人在长廊聊天，也有孩
子在看书、打球。

“各年龄段的人在这里都能各取所
需。”吉潭村党支部书记高秀华说。吉谭
村建设了集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于一体的文明实践综合体。

重新设置功能分区与空间布局，建设
186个“党群服务+文明实践+社会治理”
综合体；将闲置校舍、客家祠堂以及群众
平时喜欢聚集的大树下、小商店等场所进
行改造，建设785个文明实践点……立足
革命老区、欠发达地区实际情况，寻乌县
因地制宜，以基层阵地资源整合为切入
口，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落地见效。
——问题导向。
针对红色资源优势发挥不充分问

题，推出“红色故事会”志愿服务项目，组
织志愿者深入镇村宣讲红色故事；

针对空壳村偏远村群众教育覆盖不
到位、参与度低问题，推出“百姓小喇叭”
志愿服务项目，由村民自己撰稿、自己播
报，让群众随时随地接受理论熏陶；

针对资源利用率低、运行成本高问
题，推出“文明大篷车”志愿服务项目，整
合普法宣传车等八类车辆服务功能，紧
扣重要节庆日、赶集、办喜事等时间节
点，让群众在一场活动中获得多样服务；

……
在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

作中，陕西省志丹县以问题为导向，探索
推出八个聚人气、低成本、可持续的特色
项目，基层文化日益繁荣活跃。
（下转第二版）

进村入户 见人走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城乡基层焕发强大生命力

除夕，战略支援部队某大队某点号年味浓
郁。官兵们用亲人寄来的土特产张罗了一桌
“家乡年夜饭”，让这个远离大队机关的偏远点
号，充满温暖。
“这是我妈妈亲手熏制的腊肉。”来自湖北

仙桃的班长张东锋，招呼大家品尝家乡美食。
夹起一块腊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是

张东锋熟悉的味道。入伍 12年，张东锋在这个
点号守了 12 年。今年，是他第 8 次在点号过
年。每次在部队过年，他都期待吃上地道的家
乡味。

过去，因为交通不便，这里每半个月才能收
到一次邮件。“如今，路通了，便捷了。”张东锋
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点号周边的乡镇修通了
路，邮件运输已不再是难题。
“这是我父母特制的风干牛肉。”下士吴力

达自豪地介绍着家乡的特色美食。吴力达来自

甘肃省陇西县一个小山村。万家团圆的日子
里，他和战友们聊起自己家乡的喜人变化：“在
军地各级帮扶下，我们村摘掉了贫困帽子，乡亲
们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坚守点号的官兵们，品尝着来自大江南北
的特色家乡味，分享着家乡过年故事，聊得特
别开心。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听着大家诉说

思乡情，第一次在部队过年的列兵武鸿志说，
“为了千家万户的团圆，我和战友们在这里坚
守，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爸妈快看，我们的年夜饭多丰盛，有江西

的三黄鸡，广西的螺蛳粉……”听着儿子的介
绍，电话那头武鸿志的父母脸上挂满笑容。

点号年夜饭，浓浓家国情。一桌“家乡年
夜饭”，让官兵的思乡之情得到了温暖而妥帖
的安放。

偏远点号的“家乡年夜饭”
■张广辉 刘国辉 本报记者 安普忠

农历腊月二十九，喀喇昆仑高原，新疆军区
某汽车团视频会议室里座无虚席。一场跨越千
里的春节“团拜会”，让相隔千里的官兵和家属
通过电波“团圆”。
“爸爸，爸爸！”3岁半的夏东阳一边喊着，一

边对着镜头招手。望着镜头中的儿子，连长夏
春迎顿时眼眶红了。儿子出生不久，他就回部
队了。再回家探亲时，小家伙认生，一看到他就
躲在妈妈怀里哭个不停。
“你在山上还好吗？”妻子王晓红抱着儿子，

打量着镜头中的丈夫。思念在心中涌动，她低
下头对儿子说：“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很快
就能回家了。”

夏春迎已经在新藏线上奔波了 14 年。原
本，他打算把妻儿从河南老家接到驻地过年。
谁知，任务来了。他二话不说，带队向着喀喇昆
仑高原出发了。

大女儿夏欣怡安静地站在母亲身边，望着
镜头里的爸爸，眼神满是想念。

夏欣怡第一天上学，是妈妈陪着去的；第一
次开家长会，是妈妈参加的……从懂事起，她的
记忆中，“爸爸的陪伴总是那么少”。
“爸爸，我们包好了饺子等你回来！”女儿的话

语，让夏春迎心里暖暖的。
“你长大了，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听着

爸爸的嘱咐，夏欣怡懂事地点点头。
“我骄傲，我是军人的妻……”此刻，歌曲

《妻子》的旋律响起。
在视频镜头中始终没有找到丈夫刘博，孙

红莉着急了。
此时，刘博还在新藏线上奔波。得知消息，她

对着镜头念出写给刘博的“家书”：“我是你永远的
‘副驾驶’，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孙红莉一直有个心愿，有一天到丈夫奔波
的“天路”新藏线看一看。
“等任务结束，你就回家，我在家里等你。”

镜头前，孙红莉轻轻拭去泪水，笑着说：“就这样
说定了……”

一场跨越千里的“团圆”
■本报记者 李 蕾 特约通讯员 郑强龙 尹福文

“妈妈 ，你额头上的皱纹又多
了……”春节前夕，第 77 集团军某旅
三营七连组织官兵与家人视频通话。

下士王志宏站在一台地方移动通
信车前，一手拿着手机，一手遮着强烈
的高原阳光，与远方的母亲视频通话。
“如今，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进

行视频通话并非难事。可对于我们
来说，这还是一件‘奢侈’的事。”该旅
领导告诉记者，部队营区海拔高、位
置偏僻，官兵与家人视频通话时，手
机常因“网络信号不佳”掉线。

有件事让王志宏记忆深刻。入伍
后的第一个春节，王志宏与妈妈视频
通话，全班战友站在王志宏身后齐喊：
“妈妈好！”然而，因为网络信号差，大
家都没能看清他妈妈的脸。

今年，为保障官兵过一个暖心
年，该旅积极协调地方电信部门临时
在部队营区增加了移动通信车，确保
每名官兵都能与家人进行顺畅的视
频通话。
“你不要担心家里的事，在部队好

好干……”视频镜头中，下士罗杭的父
亲嘱咐儿子安心服役。去年，罗杭的
母亲突患重病，连队专门为他申请了
困难补助，并计划今年春节安排他休

假回家。没想，因疫情防控，他未能回
家过节。“妈妈，安心养病，一定要早日
康复，我爱你！”挂掉电话，罗杭悄悄抹
了抹眼角。
“妈妈你不要牵挂，孩儿我已经长

大，站岗值勤是保卫国家……”通信车
边，一名战士为母亲唱起《军中绿
花》。电话那头，母亲高兴地流下眼
泪。这是幸福的泪水，也是自豪的泪
水，因为她的儿子长大了……

“妈妈你不要牵挂”
■本报记者 郭丰宽 特约记者 彭小明 通讯员 胡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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