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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7 名 藏 族 群 众 疑 似 煤 气 中 毒 ，急

需 救 治 ！”4 月 19 日 上 午 ，海 拔 5300 多

米 的 喀 喇 昆 仑 高 原 ，新 疆 军 区 某 野 战

医疗队突然接到地方群众求助。医护

人员迅疾出动，将 7 名患者接至医疗点

紧急救治。

医 护 人 员 发 现 7 名 患 者 均 出 现 头

痛、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其中两名危

重患者已昏迷。医护人员初步判断 7 名

患者为急性一氧化碳中毒。

根据应急预案，医疗队迅速将 7 名

患者进行分诊，成立由重症、呼吸、神经

等专业医护人员组成的危重和重症两个

抢救组。

危重组第一时间将两名昏迷患者

转移至移动手术车进行急救。患者多

吉 图 拉 呼 吸 微 弱 、四 肢 僵 硬 ，情 况 危

急。生命体征检测、高流量吸氧、营养

神经保护……危重组组长韩小博迅速

作出救治部署，医护人员动作娴熟、紧

密配合，抢救现场紧张有序。

与此同时，重症组在抢救室对另外

5 名患者展开救治。“实施高流量吸氧，

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军医果断指挥。

救治中，医护人员发现患者尼珍已

怀孕 3 个月以上，立即对其采取孕期超

声检查等特护措施。为确保尼珍和胎儿

安全，医疗队还组织远程多学科会诊，制

订科学精准的治疗方案。

5 名重症患者中，多杰曲珍病情较

为严重，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下，生命

体征逐渐恢复正常，其余患者也得到有

效救治，情况稳定。

经过近 4 个小时的抢救，两名危重

患者意识逐渐清醒。醒来后的多吉图

拉 感 激 地 说 ：“ 看 到 解 放 军 ，我 就 放 心

了……”

“作为军医，救治群众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医疗队队长曹元强说。

新疆军区某野战医疗队紧急救治7名藏族群众—

喀 喇 昆 仑 生 死 救 援
■本报记者 陈典宏 中国军网记者 高 辉 赵家兴

本报讯 张勇、冯华华报道：日前，

第 72 集团军某旅战斗射击考核冒雨如

期展开。新炮手朱志强在坦克快速行进

间抓住时机完成首次射击，以四发四中

成绩打出满堂彩，顺利通过考核。据了

解，该旅坚持科学组训狠抓新兵训练，此

次考核，数十名新炮手全员参加并全部

通过。

战斗射击课目考核难度较大，为确保

安全，该旅过去组织新兵首次战斗射击考

核时，都是遴选一批训练成绩优秀的新兵

参加，训练成绩靠后、心理素质一般的新

兵则以“体验式”射击为主。“新兵实弹射

击训练水平参差不齐，不利于战斗班组整

体作战能力生成。”在今年初召开的党委

议训会上，该旅领导一针见血指出问题。

新年度训练展开以来，该旅集中优

质训练资源和教学力量，进一步规范战

斗射击训练流程和实操要领，帮助新兵

打牢训练基础。他们通过以老带新的方

式，组织新兵所在班组进行空车合练、模

拟射击、模拟考核等实操连贯训练，着力

缩短车长、驾驶员、炮手在不同战位的磨

合期；将心理教育贯穿训练全程，为心理

素质偏弱的新兵建立健康档案，帮助大

家正确认识并克服紧张情绪，以科学方

法提升新兵心理素质。

科学组训助力新兵训练水平不断提

高。据悉，在连续5天的战斗射击课目考核

中，多名新炮手所在车组获评“优胜车组”。

第72集团军某旅科学组训狠抓新兵训练

“新炮手”首打实弹显身手

本报讯 周威、特 约 记 者张旭报

道：“水下爆破不仅需要扎实的爆破基

本功，还需要具备过硬潜水技能……”4

月中旬，记者在中部战区陆军爆破专业

集 训 队 看 到 ，四 级 军 士 长 李 俊 伟 等 10

余名教练班长正在深潜池边，为战友讲

授 水 下 爆 破 技 能 。 李 俊 伟 告 诉 记 者 ：

“去年我们还都是‘旱鸭子’，通过到海

军院校学习深造，大家成为战区陆军首

批水下爆破手，还被选拔为集训队的专

业教练。”

“这批专业骨干大多是从班长岗位

上选拔出来的，军政素质过硬。他们能

够快速成长，得益于我们紧盯备战打仗

急 需 ，精 准 培 育 人 才 的 一 系 列 务 实 举

措。”中部战区陆军有关部门领导介绍，

近年来，随着部队转型建设换挡提速、

备 战 打 仗 任 务 加 重 、武 器 装 备 更 新 换

代 ，所 属 部 队 干 部 骨 干 转 岗 换 岗 人 员

多 、专 业 人 才 缺 口 多 和 教 学 骨 干 人 才

少、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少等矛盾比较突

出，制约了部队战斗力提升。为此，他

们按照“补缺与升级并重、任务与培训

结合、集中与经常贯通”思路，不断加大

人才培养力度。

去年，中部战区陆军机关在对部队

急需的紧缺专业人才情况摸底时发现，

部分单位缺少水下爆破等“小、特、新”专

业技术骨干。他们积极协调军地院校、

科研院所、生产厂家等多方力量，采取订

单式外送培训等方式，为部队紧前培养

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打仗需要什么人才，就培训什么人

才。”中部战区陆军有关部门领导告诉记

者，去年一年，他们累计培养出数百名急

需专业技术骨干，有效缓解了电子对抗、

无人机等专业人才紧缺问题。下一步，

他们计划将“小、特、新”专业人才培养制

度化，补齐备战打仗人才缺口。

中部战区陆军紧盯打仗需求培养小特专业人才

“旱鸭子”水下爆破当教头

本报讯 郑益友、赵旗报道：“作为

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时刻听党话、跟

党走……”暮春时节，东部战区空军某团

在演训间隙组织“官兵小讲坛”活动，战

士王宗茂与战友分享学习党史的心得体

会，赢得阵阵掌声。

“基层官兵是教育主体，让他们‘唱

主角’，可以提升教育吸引力、亲和力和

感染力。”该团领导介绍，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他们组织“官兵小讲坛”活动，

引导大家结合任务实际和自身经历，用

兵言兵语讲述党史故事、分享心得体会，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入党积极分子林云辉的曾祖父是

一名老兵。他以曾祖父的故事为例，和

战友一起重温我们党带领人民砥砺奋

进的伟大征程。在林云辉声情并茂的

讲述中，参战老兵的战斗故事、激情澎

湃的党史故事生动形象，官兵们对战斗

精神、革命精神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以

前学习党史不够系统，很多史实了解不

深、不透，现在精心备课的过程让我对

党史的认知更加全面深刻。”登台授课

的战士顾人毓说。

学习党史凝心聚力，精武强能热情

高 涨 。 近 日 ，在 该 团 组 织 的 综 合 演 练

中，重难点课目的一次合格率同比明显

提升。

空军某团引导官兵强化自我教育

兵言兵语讲述党史故事

本报讯 韩军、记者郭晨报道：“从

长征过雪山途中竭尽全力保障部队而倒

下的军需处长，到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

开拓者；从战争年代‘一切为了前线，一

切为了胜利’，到雪域高原‘三个特别’精

神，革命前辈用不懈奋斗筑起后勤人的

精神丰碑，是我们做好新时代军队后勤

工作的强大精神动力。”近日，中央军委

后勤保障部史料编纂业务骨干培训班的

一名学员，在笔记本上写下培训体会。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中

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把学习我军后勤保障

史作为重要内容，组织官兵学习后勤工

作的光荣传统，从我军后勤战线上的先

进典型和英雄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有

关部门还组织官兵深入边防一线，与基

层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实地了解物资

器材在基层的使用情况，现场征求官兵

意见建议，进一步提升保障工作质效。

“‘在战斗中保障，在保障中战斗’，

通过学习后勤保障史，官兵对后勤能力

建设紧盯作战需求的认识更加深刻，做

好新时代我军后勤保障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进一步加强。”中央军委后勤保障

部有关领导介绍，他们将继续引导官兵

将学习党史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

岗位建功的实际行动，教育官兵当好红

色基因的传承者、后勤事业的建设者。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学史力行赓续光荣传统

本报讯 卢亚飞、侯玉峰报道：“过去

常遇到重复填报数据的情况，现在可以一

键导出数据自动填报，方便又高效。”日

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信息共享平台上线

运行，该院讲师赵旺试用后连连称赞。

“前期，我们在调研纠治‘五多’实效

时了解到，教研人员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是机关信息利用率不高，相同信息经常

重复填报，造成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浪

费。”该院领导介绍，为推动基层减负落

实落细，他们整合机关各业务部门数据

库，汇总梳理出数十种常用表格；研发上

线集数据共享、统计分析等功能于一体

的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数据智能采集和

分析加工，实现信息资源在全院范围内

安全高效地共享共用。

该院坚持制度机制保障与信息手段

支撑“两手抓”，出台《深入纠治“五多”问

题 10 项措施》等；研发自定义会议系统，

建设远程视频教室，推广视频（网络）会

议、远程教学。他们还上线“马上就办”

等在线服务平台，推动信息在线流动，官

兵办事更加便捷高效。

该院最近组织的一次调研显示，官

兵对基层减负工作满意度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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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北 春 归 ，高 原 雪 线 缓 缓 上 移 。

“东方神剑第一哨”驻地海拔 3700 多

米，火箭军某基地 6 名官兵常年坚守

在这里。

驻地偏远，远离主营区，只有 6 名

官兵的高原孤哨，教育如何开展？

踏寻高原，记者在哨所找到了答

案。一台强军网电脑屏幕上，该基地

某旅教导员陈镜宇正在进行题为《如

何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直播授

课。6 名官兵围坐屏幕前，不时发送

弹幕提问。远在主营区的陈镜宇在线

解答、旁征博引，实时互动于一屏，授

课如同面对面。

线上线下，课内课外，借力网络开

展教育，打开授课新天地。该基地领

导介绍，这个哨所曾是“网络孤岛”，

“开门冰连冰，进门兵看兵”是过去官

兵生活的写照。随着哨所接入网络，

这里联通“信息高速路”，官兵可根据

任务实际，自主选择参加直播授课或

观看录播回放。

过去，上级组织教育授课，由于各

哨所位置偏远、分布散落，官兵只能等

基地“理论轻骑兵”巡回授课时补课，

影响了教育实效。“如今有了网络，不

仅上级集中组织的大课能同步受教，

我们独立开展教育，也能依托强军网

优质资源提高备课质量。”谈及变化，

哨长汪富富感慨地说。

“唯有信仰纯粹，才能满眼星汉灿

烂……”一堂题为《坚守战位践誓言》

的网络教育课，让官兵深受鼓舞。“上

次参加教育课，我发弹幕建议多一些

贴近任务实际的内容，没想到这堂课

的主题就是坚守战位。”哨所战士田存

良说。

网 络 施 教 架 起 走 心 交 流 的 桥

梁 ，施 教 者 可 以 及 时 掌 握 官 兵 的 思

想动态、精准发力，受教者也反映及

时 解 渴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更 富 时 代 性

和感召力。

形式创新很重要，但内容创新才

是根本。据了解，该基地在网上开设

了“昆仑云课堂”和“高端视界”两个教

育专栏，在云端汇聚起丰富的教育资

源，大大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源头

活水。

打开该基地强军网党史学习教育

专栏，记者点开题为《“四个自信”飞入

寻常百姓家》的录播教育课，主讲人、

二级军士长周新义精心设计的“远程

连线”环节为授课增色不少。

“什么是党员的‘特权’？战争年

代 ，第 一 个 扛 炸 药 包 是 党 员 的‘ 特

权’……”课上，周新义远程连线正在

瞻仰烈士陵园的中士欧阳升，让他为

官兵讲述烈士的故事。

近日，哨所组织党史学习教育，官

兵观看这堂录播教育课，感动之余纷

纷通过弹幕留言：“泪目，向革命先烈

致敬”“先辈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坚守高

原的意义”……

“以前是教员‘独奏’、分散教学，

如今是官兵登台、同步施教。”该基地

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着眼信息时代

特点推进教育创新，运用网络技术开

设“云端课堂”，内容紧扣时事热点、官

兵关注焦点，形式喜闻乐见、激发人人

参与，有效破解了小散远点位官兵的

教育难题。

高 原 山 巅 暖 意 浓 ，春 风 化 雨“云

端”来。“云端课堂”在高原播下的教育

种子，正破土而出，生机勃发。

上图：哨所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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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4月下旬，第 77集团军某旅开展水上编队等课目训练，锤炼官兵协同能力。 尚明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