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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臧朔阳、赵淼报道：“实战
对抗，既需要充沛体力，又需要坚强意
志，平时通过攀岩训练，强化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的意志品质……”2月中旬，第
72集团军某旅训练场内，防化六连排长
吴曦桐一边为官兵讲解，一边进行心理
行为训练示范。

该旅领导介绍，随着心理行为训练
场地和设施逐步完善，他们将强化官兵
心理素质、提升心理健康素养、规范心理

训练流程列入日常训练内容，常态化进
行“砺心练胆”。他们开设心理防护、个
体心理行为、团体心理行为 3个训练区
域，模拟设计遇“敌”封锁、通路被毁、“敌
机”空袭等战场情况，通过营造逼真战斗
氛围，让受训人员逐步克服在作战任务
中产生的紧张、焦虑、恐惧等心理，进而
提升心理应对能力。此外，该旅还采用
视频辅导、外请授课、班排竞赛等方式激
发官兵训练热情，提升训练效果。

笔者在训练场看到，在高空越障课
目训练中，教练员通过音视频播放、作战
背景营造的方式，使受训人员如同置身
战场。“融合实战背景、战场环境，让战斗
员嗅到硝烟味，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战
场心理承受力。”负责组织训练的某防化
连指导员告诉笔者。

铸剑须砺锋，练兵先练胆。据悉，该
旅下一步将把心理行为训练与专业课目
训练相结合，进一步锤炼官兵心理素质。

第72集团军某旅着力锤炼官兵心理素质

“砺心练胆”列入日常训练

“净化后的淡水真甜！”2月 21日清
晨，东部战区海军某雷达旅某海岛雷达
站二级军士长杜从志拧开水龙头，喝下
一大口水后兴奋地说。

杜从志介绍，该雷达站所在的海岛
远离陆地。多年来，雷达站官兵饮水只
能依靠一周一次的船运补给，遇到大雾
和台风天气，船只无法出航，官兵吃水
只能“靠天”。

记者走进雷达站营区，只见营区内
建有一个蓄水池，并摆放着若干蓄水

桶。官兵告诉记者，在此之前，里面储
存的大都是雨水，勉强可以保障雷达站
日常生活用水所需。

官兵的烦心事，就是党委的心头
事。“关系官兵切身利益的事，难度再大
也要想办法解决。”经反复研究，该旅党
委一班人决定：想方设法淡化海水，彻
底解决守岛官兵吃水难的问题。

去年上半年，该旅机关专门成立
工作组，邀请地方政府部门和海水淡
化工程专业人员，一同上岛进行实地

勘察，开展工程技术论证和海水数据
检测，最终制订出海水淡化工程建设
方案。他们计划在春节前后，要让官
兵喝上纯净水。

说干就干！随即，一个由 20多人组
成的施工队，马不停蹄地展开施工，于
今年春节前夕完成海水淡化工程，结束
了雷达站官兵“靠天吃水”的历史。
“新建成的海水淡化系统，每天可

净化生产 20吨淡水，完全满足岛上官兵
日常生活所需。”该旅领导告诉记者。

如今，守岛官兵再也不用为喝水的
事犯愁。战备值班、训练运动后，他们
还能舒舒服服地洗上一个热水澡。官
兵们的满意写在脸上。

同样收获幸福感的，还有驻守在某

高山雷达站的官兵。由于远离城镇，上
山公路蜿蜒陡峭，路况复杂，这个雷达
站一直没有接通市政自来水。

去年下半年，该旅党委和专家组一
同实地勘察，并协调地方自来水公司等
相关部门，采取“引水上山”模式，终于将
一条10公里长的自来水管道接上了山。
“再也不用为水发愁了！”自来水

管道接通那天，伸手接着水龙头里流
出的清凉自来水，上士谭海蛟别提多
高兴了。

据了解，自去年以来，该旅党委通
过海水淡化处理、自来水引接上山、安
装净水系统等方式，先后解决 7个高山
海岛连队吃水难题，暖心工程惠及官
兵，赢得广泛点赞。

东部战区海军某雷达旅情系官兵大力为基层解难——

7个高山海岛连队不再“靠天吃水”
■孙 阳 本报记者 刘亚迅

2月 24日，子夜。西藏拉萨市区
灯火辉煌，一派喜庆祥和。
“啪！啪！啪……”距离拉萨数

十公里外的某旅训练场，一颗颗子弹
出膛，在夜空划过耀眼的光弧。

拉萨河畔，寒风凛冽，正以战
斗着装行进的第 77 集团军驻藏某
旅官兵，星夜赶赴训练场。在低温
缺氧环境下，指挥员嘹亮的口令声
清晰洪亮，官兵们精神抖擞，闻令
而动。
“只有练就过硬的军事技能，才

能守护好万家灯火。”踏着爷爷、父
亲的足迹进藏守边的下士周子杰，顺
着山坳望向远处灯火辉煌的市区，不
禁心生感慨。

60 多年前，周子杰的爷爷周德
清参军成为青藏公路筑路大军中的一
员；30 多年前，父亲周昌明追随爷
爷的步伐，成为西藏边防汽车兵。如
今，周子杰携笔从戎，也成为一名汽
车兵。
“从祖辈和父辈手中接过钢枪，

不仅是传承，更意味着担当。”今
晚，周子杰进行实弹射击，成绩为
良好。

成绩虽然只是良好，背后却是
不为人知的艰辛。为了在高海拔地
区练好据枪，周子杰付出了常人难
以想象的努力，有时累得连吃饭拿
筷子都困难。
“都说高原苦，但为了守护万家

灯火，我们的官兵义无反顾。”旅政
委陈振中介绍，几年前奉命移防，面
对诸多困难，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打
起背包就出发。

这支被誉为“夜老虎”的旅队，
2016 年以来先后两次承担上级组织
的夜训夜战试点任务，部队也从摩步
旅转型为合成旅。
“两字之差，内涵却大不一样！”

现场指挥员、某营营长解延全告诉记
者，为了适应联合作战需求，“夜老
虎”换上新“牙”——战斗员素养升级、武器装备换代，从传统步兵作战方
式向合成营作战模式转型。

夜深了，靶场的温度越来越低，子弹仍在漆黑的夜空中呼啸，一道道光
弧织成了一张巨大的光网，守护着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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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特约通讯
员龙轩磊报道：近日，第 74集团军某旅
传出喜讯：下连不久的新兵射击考核
及格率达 99%，其余各课目成绩和往
年相比也取得较大提升。该旅领导介
绍，这份成绩得益于旅队积极探索教
学组训人才培养机制。

为充分提高教练员队伍水平，该
旅积极构建“优秀教练员孵化工程”，
探索形成“基础训练积累、比武演训检
验、教学实践评估”的人才抓建模式。

他们在教学组训中建立科学合理的教
练员梯次配备体系和评价机制，确保
战斗力生成不断档；主动创造机会，让
教练员在各级比武、演训活动中接受
实战化检验；组织教练员召开“诸葛亮
会”，及时复盘演训经验、研究教学方
法，并借助日常训练考评、专业复训补
训等契机，检验教学组训实效。2年来，
该旅各训练领域精专业、善教学、会组
训的优秀教练员不断涌现，他们将比
武、演训中总结的训练方法，运用到教

学组训中，有效带动各层级训练水平
提升。
“教练员队伍素质的强弱，还得由

战斗力建设成果来评判。”该旅领导介
绍，去年以来，他们圆满完成多场跨区
演习保障任务，9 名官兵被战区陆军
评为“首席教练员”，30余名官兵在集
团军以上教练员比武中获得佳绩。全
旅有百余名优秀教学骨干活跃在训练
一线，为战斗岗位输送了一大批训练
尖子。

第74集团军某旅探索教学组训人才抓建模式

教练员培养纳入“孵化工程”

本报讯 彦斌、特约记者海洋报
道：近日，第 79集团军某旅无人机连
学习室内，中士苏硕登上“智鹰讲
堂”，结合前沿技术，为战友们讲解
无人机突防要点。截至目前，该连已
有 18 名小能手先后走上“智鹰讲
堂”。专业小能手积极讲授专业知
识、分享学习成果在该旅蔚然成风。

该旅调整组建之初，无人机连只
有数名官兵接触过无人机专业，新装

备让连队官兵产生了“本领恐慌”。
攻关新装备需充分调动官兵学习研究
积极性、发挥人才优势。指导员夏伟
统计发现，无人机连取得大专以上学
历的官兵超过半数。在收集大家建议
的基础上，无人机连及时推出“智鹰
讲堂”，大家只要有关于无人机作战
的学习成果，随时可以走上讲台同战
友分享。中士佟金雨对无人机诱骗战
法很感兴趣。他认真查找资料、整理

多次参加实兵对抗演习的经验，走上
讲台为战友们带来一堂精彩的授课。

该旅以无人机连“智鹰讲堂”为
契机，引导各基层营连挖掘自身教学
潜能，全旅官兵钻研专业的氛围日益
浓厚，操作装备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探索出多项新战法训法，助推战斗力
提升。前不久，该旅组织综合对抗演
练，无人机连担负战场侦察等任务，
表现出色。

第79集团军某旅深入挖掘基层教学潜能

连队小能手登上“智鹰讲堂”

2月上旬，空军航空兵某团

组织多课目飞行训练。

上图：编队起飞。

右图：快速登机。

徐晨桐摄

2月19日，新疆军区某团开展驾驶训练，锤炼机动能力。

刘咏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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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永新县文物局局长尹
兴华告诉记者，由于加强了党的领
导，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
自由散漫作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凝聚力、战斗力空前提高。

走出纪念馆，移步枫树坪，一棵
历经岁月洗礼的大枫树傲然耸立。
1927 年 10 月 3 日，毛泽东在带领改编
后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前，站在这棵
大枫树下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同
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两营人，

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
“ 毛 主 席 的 预 言 最 终 变 成 了 现

实，这支从枫树坪出发的部队，上
井冈、走长征，一路南征北战，最终
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如今站在大枫
树下，向往来游人进行义务解说的是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原副校长何继
明。

76 岁高龄的何继明是三湾村人，
他的父亲是位老红军，亲历并见证了
三湾改编。带着对三湾深厚的感情，
退休后，何继明返回家乡深入研究党

史军史，走访老革命、老红军，形成
一份两万余字的研究资料，并担任义
务讲解员。15 年来，他累计为游客进
行宣讲 2000 余场。
“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

的重要开端，在中国革命史和人民军
队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何继明告诉记者，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继续发
挥余热，将家乡的这段红色历史讲给
更多的人听，以激励后人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