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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天山腹地寒风凛冽。
一场大雪刚过，记者来到新疆军区

某储供基地保障二队。走进官兵宿舍，
顿觉暖意融融。“我们刚更换了新型电
锅炉，房间里暖和着呢。”一名战士欣喜
地说。

锅炉房里两台电锅炉整齐排列。
指示灯不停闪烁，操作员袁敖正操作
触控面板，查看电锅炉实时运行数
据。他说：“电锅炉能根据外界气温变
化，实时调控出水温度。”

据该队领导介绍，基地积极与国家
电网沟通协调，将清洁供暖项目引入军
营。如今，官兵取暖更加便捷高效，营区
环境也更加清洁。
“新型电锅炉不仅控温效果好、操

作简便，而且比燃煤锅炉更安全、更高
效。”班长苏燕波说，以往，他和两名战
友负责烧锅炉，每天起早贪黑，工作量
较大；如今，新型电锅炉管理起来方便
快捷，他和战友可以将更多时间投入
训练。

“‘办好每件事，温暖官兵心’，
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为兵服务理念。”该
基地领导介绍，改革调整后，他们先后
解决了深山营区通信难、偏远营区吃水
难、家属临时来队住房难、适龄子女入
学难等基层官兵反映较多的实际困难。
此次投入使用的“煤改电”项目，是该
基地近期为基层办实事的重点，今年计
划在更多营区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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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廖晓彬、特约记者赵欣
报道：“1927年 10月，毛主席与我爷爷
袁文才在大仓村会面。这次会面，让
我爷爷和当地群众积极支持工农革命
军顺利进驻茅坪……”4月上旬，第 73
集团军某旅组织了一堂特殊的党课，
革命烈士袁文才的孙子袁建芳登上讲
台，声情并茂地讲述党史故事，带领官
兵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关键在

于入脑入心。”该旅领导介绍，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他们采取多种形式
推动走深走实，但调研时却发现，部分
官兵停留在理论和史料背记阶段，对

党史理解不够深刻、认识不够到位。
为此，该旅党委决定结合“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邀
请革命老区烈士后代及党史专家走进
军营，为官兵讲述党史故事，回顾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他们还
组织官兵参观古田会议旧址、烈士陵
园等红色场馆，重温党史记忆，感悟先
辈为了革命舍生忘死的壮志豪情；深
入开展“党史故事会”“党史知识一百
问”等活动，激发官兵学习热情，让红
色基因内化为精神信仰，转化为练兵
动力。

在专家授课的交流互动环节中，下

士许培志提问：“面对敌人残酷的白色
恐怖，革命先辈们为何能怒向刀丛、英
勇无畏、坚持革命？”前来授课的井冈山
干部学院党史教研中心教授陈胜华回
答：“因为他们有为解放劳苦大众、实现
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信仰，这样的理
想信念让革命之火生生不息……”深入
浅出的讲解，赢得台下热烈的掌声。

聆听党史故事，激发精武豪情。
近日，该旅组织了一场跨昼夜连贯课
目考核。在崖壁攀登中，某营下士蒋
豪威意外受伤。现场应急处置后，他
继续参考，最终和战友们一起顺利完
成考核。

第73集团军某旅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烈士后代讲述党史故事

本报讯 赵超、曹凯报道：“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这 7枚邮票
都是以嘉兴南湖红船为主题设计制作
的……”4月上旬，第 75集团军某旅榴
炮二连组织了一堂题为“纪念邮票说
党史”的教育课，一枚枚记录党史重大
事件的邮票呈现在大屏幕上，让官兵
既感到新奇又颇受启发。
“纪念邮票和背后的党史故事具有

较强的教育意义，通过这种新颖的方
式，既能激发官兵学习党史的兴趣，又
能拓宽大家的视野和知识面。”该旅领
导介绍，前不久的一次政工会上，一名

指导员提出这一想法后，大家顿觉耳目
一新。经过研究，他们决定选取一批具
有代表性的党史纪念邮票，组织政治干
部撰写讲稿，遴选优秀教员、理论骨干
讲述邮票背后的党史故事，鼓励官兵积
极参与讨论交流。

受此启发，该旅进一步创新党史学
习教育形式，组织“走一段红军路”“党
史知识大比拼”等活动，融教育性、知识
性、趣味性于一体，引导官兵重温红色
记忆；从旅图书馆馆藏的 3000多册党
史书籍中，区分主题重点挑选一批精品
书籍，举行党史图书专题阅评，让官兵

从中学习党史知识、汲取精神力量；组
织基层优秀宣讲员围绕党史中的重要
会议、重大事件等内容，展开教育授课，
力争“每天一故事、一人一堂课”。

小载体大启示。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该旅注重学以致用、知行并
进，持续引导官兵将学习成果转化为
打造“放心战位”“荣誉战位”的内在动
力，增强大家时刻谋打赢、随时能战斗
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前不久，
该旅组织军事技能竞赛，官兵纷纷叫
响“打赢才是过硬、过硬才能打赢”的
口号，在比武场上奋勇拼搏。

第75集团军某旅创新学习教育形式方法

纪念邮票承载红色记忆

习主席强调，党史学习教育要推

进内容、形式、方法的创新，不断增强

针对性和实效性。

当前，许多单位在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过程中，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招

法，取得不错的效果。但也有个别单位

存在为创新而创新的现象：有的一味追

求形式多样却忽视实际效果，有的片面

迎合官兵喜好却缺少教育引导……凡

此种种，开出了热闹的“虚花”，却没有

摘得真切的“实果”，容易导致教育流于

形式、事倍功半。

党史中的红色基因，记录着人民军

队的过去，更昭示着人民军队的未来。无

论是同烈士后代重温峥嵘岁月，还是讲好

纪念邮票背后的党史故事，这些创新教

育形式的做法和学以致用、务求实效的

引导相结合，拉近了官兵与百年党史的

心灵距离，让官兵在喜闻乐见中感悟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更能实现春风化

雨、撬动心灵、激发动力的教育效果。

学以致用 务求实效
■张磊峰

短 评

近日，某集团军依据军事训练监

察有关规定，对组训不力、组考不严、

粗训漏训的单位和人员，依法问责追

责，树立起为战督训、以监促训的鲜明

导向。

强军必兴训，抓训必从严。军事

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容不得半点

敷衍和弄虚作假。军事训练监察是对

军事训练活动的检查督促，以军事训

练法规为依据，以军事训练组织者、承

训者为主体，对军事训练实施过程和

效果进行的监督活动。训练活动进行

到哪里，监察督导就应延伸到哪里。

只有坚持为战督训、依法监察，坚持不

懈推进训练与实战一体化，持之以恒

抓好训练作风建设，才能不断提升以

监促训、以察促备的综合效益，确保军

事训练领域风清气正，推动实战化军

事训练深入发展。

当前，我军军事训练进入全方位

变革、整体性提升的新阶段，军事训

练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发生了深

刻变化。深化新时代练兵实践，实现

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对军事训练监察

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然而，当前军事

训练监察中，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监察

不科学、纠治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

问题，有的重训练秩序轻训练质量，

有的重通报批评轻问题整改，还有的

把功夫下在“查人头、看钟头、盯彩

头”上。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各级

应用好训练监察这把“利剑”，按照新

的训练条例、训练监察条例、训练大

纲，严格督训执法，以各级党委班子和

指挥员为重点，严查主责主业、训练落

实、训风考风等方面存在的顽症痼

疾。强化问责追责，做到有权必有责、

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对领导组

训任教责任不落实、训练计划执行不

严格等问题，来一次大起底、大扫除，

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领域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督促广大官

兵特别是指挥员集中精力练兵备战，

提高组训和指挥打仗能力。

训练监察应在狠抓问题整改上下

功夫。各单位在训练监察中，应瞄着

矛盾抓、盯着问题改，将查纠问题与指

导帮带、问责追责与发现先进典型、督

导整改与推进完善政策制度结合起

来，把“立威让人怕”与“立信让人服”

统一起来，既要敢于“让问题上曝光

栏”，又要善于“使问题上手术台”，努

力形成以监促训、以监促建、以监促战

的良好局面，让训练纪律严起来、训练

作风实起来，全面提高部队训练水平

和打赢能力。

（作者单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

支队）

保持以监促训的力度韧劲
■王奇锋

强军论坛

本报讯 何伟俊、李华时报道：照
搬周训练计划被通报批评、5个不符合
实战要求的课目被叫停、训练流于形
式的单位被责令整改……日前，武警
四川总队乐山支队成立由作训、部队
管理、纪检等部门组成的训练督察组，
对所属单位训练展开全程督导。他们
重点查纠训练避重就轻、训风考风不
实等问题，对查出的问题责任到人、限
时整改，坚决将“假把式”赶出训练场。

今年开训以来，该支队针对少数

教练员组训方式单一、训练作风不实
等问题，先后出台 4大类 60 余条训练
考核实施细则，重点纠治施训过程中
存在的“假把式”“钻空子”等现象，
坚决做到把环境设真、把内容设难、
把考核设严。训练督察组分头深入基
层一线，严查细纠违规违纪问题，实
际训练内容与周计划不符、狙击步枪
不装瞄准镜等问题被当场叫停并责令
整改。

以掩体构筑训练为例，以往训练

中，官兵挖好掩体后，习惯用工兵锹
将掩体表面修整得光滑整洁，看起来
美观，却因与周围环境反差较大而容
易暴露，与实战要求不符。此次组
训，笔者在训练场看到，官兵利用杂
草、树枝等伪装掩体，使其与周围环
境融为一体，更加符合实战要求。

谈及训练督察带来的变化，战士
王加龙深有感触地说：“实战氛围越来
越浓，虽然难度增加了，但练起来更有
劲了！”

武警乐山支队端正训风考风立起鲜明为战导向

训练全程督导 整改坚决彻底

本报讯 方思航、记者刘亚迅报道：
“1号舰负责对空预警，2号舰组织对潜防
御……”春日，在完成10余个实战化训练
科目后，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南
京舰、长春舰等 5艘舰艇组成编队，按计
划赴某海域锚泊。与以往不同，到达预
定海域后，舰艇编队状态由“日常值班待

机”转变为“时刻保持待战”。
过去，白天的高强度训练完成后，晚

上锚泊往往意味着官兵可以“缓口气”。
随着实战化训练深入推进，如今夜间锚
泊也要保持紧张状态。“由待机状态到待
战状态，折射出训练理念和训练模式的
转变。”该支队作训参谋薛闯介绍，舰艇
在锚泊海域集结时，处于相对静止的状
态，容易遭敌偷袭，因此需要依托自身力
量组织防御，保持待战状态具有重要实
战意义。

夜深人静，长春舰上各警戒战位职手
紧盯屏幕，严密防范；各观察瞭望部位，官

兵警惕地扫视着当面海域……记者翻开
训练计划表发现，编队各舰分工明确、各
司其职，从不同方向构筑起防御网。
“敌情”突如其来。夜视设备显示，

一艘不明小艇突然现身，直奔指挥舰。
编队指挥所迅速下达数条指令，各舰闻
令而动，采取措施应对，不明小艇被迫调
转方向，逐渐远离锚地。

编队指挥员介绍，近年来，部队始终
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
态。“即便是集结待机，也必须时刻加强
警戒防御，让待战状态成为练兵备战的
常态。”

东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推动训练模式转变

夜 间 锚 泊 全 程 待 战

人民海军成立 72周年之际，

海军航空兵某场站组织官兵重温

军人誓词。

张 强摄

阳春三月，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

坦克战斗射击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文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