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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袁帅、李宏杰报道：阳春三月，细
雨 霏 霏 ，火 箭 军 某 旅 一 场 实 战 化 演 练 悄 然
展开。多支分队依令向作战地域挺进，道路
损毁、小股“敌”袭扰等特情不断上演。该旅
发射四营某分队过关斩将，在规定时间内占
领阵地。
“遭遇‘敌’袭，瞄准号手‘阵亡’！”特情接踵

而至。危急时刻，下士姚建华从容走上瞄准号
位，熟练操作装备，精准完成对接，导弹准时“点
火”。“多亏了旅里组织的接茬补差训练，我才能
迅速适应新岗位。”走下演练场，转岗不足 3个月
的姚建华高兴地说。
“如果老兵退伍，新号手‘接不上茬’，转岗的

老号手又无法及时掌握新专业技能，部队战斗力
必定会受影响。”该旅领导介绍，他们以新军事训
练大纲为抓手，瞄准不同号位需求，区分专业理
论、实装操作、故障判别等阶段，按照单个人员强
训、要素编组分训、全流程精训方式，对号手进行
全方位摔打锤炼。

据悉，该旅为号手制订专属训练套餐，单项
操作技能、实装号位操作等内容均有对应训练考
核升级方案。此外，他们还安排专业技术骨干与
号手组成“一对一”帮扶小组，针对不同岗位强化
训练内容，助力号手在精准训练中迅速成长。上
等兵万敏平时训练刻苦，考核成绩却不理想。旅
里开展接茬补差训练以来，他按照计划纠正装备
操作动作，苦练发射本领，顺利通过定岗考核，成
为一名合格的号手。

前不久，该旅统一组织专业理论考核，发射
等专业号位号手考核成绩优秀率达九成，一专多
能操作号手达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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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清晨，某机场一派忙碌。各类
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保障人员正为战机
升空做紧张准备。
“起飞！”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海

军航空兵某旅数架战机拖着尾焰直冲
云霄。

据了解，该旅常年担负日常空防、
海上维权等任务，常备不懈、枕戈待
旦是官兵们的真实写照。为确保全时

待战、随时能战，该旅积极构设实战
背景，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全方位
锤炼飞行员技战术水平，提升部队实
战能力。

海天之间，红方两架战机按既定战
术编队奔向目标空域。
“发现目标！”抵达目标空域，红方

僚机通过机载雷达发现蓝方战机踪迹。
“你继续搜寻，这架交给我。”红方

长机飞行员杨楠迅速扫视仪表，判定
“敌”我态势，操纵战机一个俯冲直扑
“敌”机。

红方战机攻其不备，蓝方战机仓
促应战。机场塔台内，空情态势图显
示，对抗双方从高空打到低空，连续翻
滚、高速盘旋、急速拉起……战机不断
变化战术动作，持续进行大载荷机动，
不时飞出极限数据。

“自主搜索、自主攻击、真打实抗，
正是为了让每次训练都能发挥最大效
益。”塔台指挥员马瑞凯介绍，他们不预
设对抗脚本，逼着飞行员在难局危局险
局中想对策、练战法，在实战环境中提
升自主战斗能力。

飞行训练强度和难度加大，对地
面各飞行保障要素提出更高要求。战
鹰一降落，地勤官兵迅速上前加油、充
气、通电检查等，为战机再次出动做好
准备。

塔台内，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研
判“敌”情、标绘态势图……一组组数据
快速传至对抗一线。

天色渐暗，机场跑道上的助航灯
亮起。飞行员经过短暂休整，再次登
上战机。

一架架战鹰呼啸升空，消失在茫茫
夜色中……

海军航空兵某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

振 翅 海 天 鏖 战 酣
■本报记者 段江山 通讯员 袁梓杰 特约记者 李恒江

“前方道路遭‘敌’炮火拦截。”
“从右侧小路迂回，执行……”
初春，第71集团军某旅综合训练场

硝烟弥漫，该旅四营突击车实弹射击训
练正在展开。

沉寂片刻，电台再次骤然响起：“遭
‘敌’通信侦察，无线电静默！”

实弹射击训练怎么会有驾驶和通
信专业课目内容？记者心生好奇。
“这是我们优化训练资源使用、提

升组训质效的探索尝试。”营长陈骞开
门见山。去年专业基础训练，突击车驾
驶员李益海的一句“牢骚话”传到他耳
中：“每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只能单纯
保障，驾驶技术还咋提高？”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李益海的
“牢骚话”引起该营党委深思：实弹射
击训练往往以炮手为主，车长、驾驶员
只需配合完成相对简单的动作，相关
专业训练内容少、效益低。训练时间、

保障车辆就这么多，如何在有限条件
下兼顾多个专业，提高训练效益？

经过研究，该营党委决定从提高装
备利用率入手，实现训练效益最大化。
报旅机关同意后，他们在实弹射击训练
场旁的安全区域，设置了通信和驾驶专
业训练场，为实现一次实弹射击同时训
练3个装甲专业提供场地保障。
“轰！轰！轰！”随着几声炮响，靶

标应声而倒。与以往不同，此次完成射

击训练的突击车并未原路返回，而是按
实战要求，通过限制路、侧倾坡等复杂
地段，在山林间隐蔽机动……

四营的做法受到表扬，并在全旅
推广。该旅党委趁热打铁，兴起“如何
优化训练资源使用”讨论热潮，进一步
引导官兵在实战化训练中让每一滴
油、每一发弹都最大限度发挥应有的
效益。

某突击车连底盘技师曾长彬精通
驾驶、底盘修理等专业。他结合自身经
验，与战友集智攻关，梳理出 10余条突
击车低油耗驾驶方法。特级射手刘冬
受邀围绕精准选择射击弹种等内容授
课，独到的学习训练心得，让官兵受益
匪浅。

前不久，该旅组织战训法集训，各
级指挥员和训练骨干紧盯训练精细
化、组训高效化，探索创新了一批战法
训法。

第71集团军某旅一次实射同练3个装甲专业—

砺 兵 山 林 硝 烟 起
■陈 超 本报记者 李怀坤 特约通讯员 高骏峰

九 州 春 潮 涌 军 营 鼓 角 鸣
—全军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决策指示持续兴起练兵备战热潮

3月3日，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执勤一大队组织官兵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引导大家从辉煌党史

军史中汲取力量。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摄

本报讯 记者钱晓虎、通讯员蔺芳帅报道：
“张思德就在我们行列中……”3月 3日晚点名，
担负全国两会代表住地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
官兵，齐声高唱《前进吧，忠诚卫士》，眼神坚定。
中士郝建立告诉记者：“作为英雄传人，我们一定
高标准完成任务、不辱使命！”

这是卫戍区用英模精神打造教育品牌的
生动缩影。据介绍，卫戍区是张思德生前所
在部队，红色底蕴深厚。近年来，他们着力用
红色基因铸魂育人，通过重温红色历史、评选
表彰“张思德式忠诚卫士”等形式，将张思德
精神融入官兵血脉，激励他们回望初心、蓄力
前行。

卫戍区邀请文史专家，带领文艺骨干学习
研究党史、军史、卫戍警卫部队历史；邀请革命
前辈后代与官兵一起追忆历史，编撰《重讲警卫

部队红色家谱故事集》；发动官兵将部队历史沿
革、英模人物等写进文艺作品、搬上舞台，让大
家在创演、观看和体悟中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奋
进动力。
“我们自创的歌曲《张思德传人》，刚出炉

便被官兵喜爱。”卫戍区某警卫团人力资源股
股长王君夫告诉记者，他之前组织大家观看
影片《张思德》，发现不少新兵边看边抹泪，让
他深受触动。随后，王君夫创作出歌曲《张思
德传人》。

据悉，卫戍区每年组织“警卫战士忠于党”基
层文艺演出，诸多原创节目成为弘扬张思德精神
的载体；每两年组织一届“张思德式忠诚卫士”评
选表彰活动；先后创作了卫戍区区歌、团歌、连歌
等，编印了相关史料书册，红色基因正化作涓涓
细流浸润官兵心田。

北京卫戍区着力用红色基因铸魂育人

弘扬英模精神打造教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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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战舰蹈海。 周道先摄

图②：野外机动。 刘志勇摄

图③：战机凌空。 王 毅摄

图④：强化体能。 刘自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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