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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冯毅、记者陈典宏报道：光

伏阳光板房落户雪域高原，座座营盘在

“生命禁区”拔地而起；冷链运输车队驰

骋冰峰雪岭，新鲜果蔬和牛羊肉摆上官

兵餐桌……近日，南疆军区某师结合演

训实际，探索高原高寒条件下保障新模

式，将社会化保障嵌入高原演训体系，为

部队高效遂行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保障资源取之于市场，用之于战场。

该师紧盯战场需求，将社会化保障嵌入高

原演训保障链，借助地方交通网和物流

网，最大限度保证全时段物资供应。

记者在该师演训现场看到，野外制

炊有普通制炊前送、半成品食材加工、航

空餐即食等多种方式，集洗涤、脱水、烘

干功能于一体的全自动洗衣厢组配发至

班排，可循环使用的生态厕所在营连建

成，平价超市让官兵购物不再难……高

原驻训官兵工作生活保障更便利，使大

家把更多精力投入练兵备战。

“社会化保障虽然便捷高效，但不能

完全替代野战保障。我们还积极提升战

场自我保障能力，更好适应未来作战需

要。”该师领导介绍，此次高原演训，他们

查找出多个保障短板，并在演训过程中

逐一解决，有效提升了野战保障能力。

南疆军区某师探索高原高寒条件下保障新模式

社会化保障嵌入高原演训体系

破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一思

强军论坛

本报讯 张通、记者周远报道：“这

幅特殊的中国地图，其实是由 40 多个

齿轮焊接而成，其中蜿蜒曲折的黄色链

条代表着红军长征足迹……”暮春时

节，记者走进中部战区陆军某部主题教

育课堂，看到多名官兵轮流登台展示自

己创作的铁艺作品，并结合作品讲述红

色故事。

据了解，由于任务需要，该部官兵

大 都 掌 握 修 理 、焊 接 、铸 造 等 多 项 技

术。在“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主题教育中，该部党委组织开展以“钢

铁铸忠心”为主题的群众性创作活动。

他们鼓励官兵发挥自身专业特长，把平

时工作中收集的边角余料，加工创作成

富有内涵和教育意义的铁艺作品，以此

提升官兵参与主题教育的积极性。

谈及创作铁艺作品的经历，某连

技术骨干王学强拿着一件包含党旗、

高山、烈火等元素的铸件，向记者娓娓

道来：“设计图纸前，我和战友认真学

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选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内容

作为创作背景，前后数次修改图纸，最

终创作出这件名为‘党旗飘扬在井冈

山上’的作品。”

经评选，某连上士仇昌明等人制作

的神舟五号飞船模型从众多铁艺作品

中脱颖而出，荣获“最佳创作奖”，并被

收入该部史馆珍藏。“这件模型是严格

按照神舟五号飞船实际尺寸等比例缩

小制作而成的。”仇昌明自豪地说，“制

作模型的过程，也是对中国航天精神学

习的过程。”

官兵作品进课堂，提升教育感染

力 。 该 部 领 导 告 诉 记 者 ，“ 钢 铁 铸 忠

心”群众性创作活动激发了官兵学习

红色历史的热情。近日，该部组织党

史知识擂台赛，官兵成绩优良率较以

往明显提升。

中部战区陆军某部引入文化元素激活教育课堂

群众创作激发学习热情

本报讯 何其亮、记者宋子洵报道：

“1949 年 4 月，我连先辈参加渡江战役，

三班炮手吉发荣冒着枪林弹雨，击沉敌

舰一艘。他英勇无畏的精神激励我们前

行……”4 月下旬，在第 80 集团军某旅

“苏宁连”的主题教育课堂上，指导员董

小宇的授课令在场官兵热血沸腾。这是

该旅通过研习经典战例，培塑官兵战斗

精神的生动一幕。

“经典战例中蕴含的战斗精神，值

得每名官兵学习。”该旅领导告诉记者，

机关工作组前期在营连蹲点调研时发

现，个别单位的教育授课内容有时会出

现与打仗脱节、与训练脱钩的情况。为

此，该旅鼓励基层连队将经典战例搬到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

育课堂上，通过解读战例体现的精神内

涵，激发官兵的学习热情，也增强主题

教育课堂的“战味”。他们还通过查阅

图书报刊、寻访老英雄等方式，收集大

量经典战例，并结合一周训练任务，在

训练前后开展战例解读活动。

战例融入课堂，激发练兵动力。“上

甘岭战役中，一级战斗英雄胡修道英勇

奋战，击退敌人 40 余次，歼敌 280 余人，

生动诠释了敢打敢拼的‘亮剑精神’。”

一堂主题教育课结束后，中士陈鹤下定

决心向前辈学习，奋力弥补体能短板。

他针对自身弱项加班加点强化训练，因

各项任务表现突出，受到上级表彰。

前不久，该旅官兵发扬革命先辈敢

打硬拼的战斗精神，在实兵演练中不断

创新战法训法，总结出一系列突发情况

应对处置方案。

第80集团军某旅着力培塑官兵战斗精神

百余战例搬上教育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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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凌晨 3 点，南国密林，火箭军某

旅完成多波次火力突击演练后，结束了

这次夜训。发射四营营长张君开始组

织装备撤收和人员返回。

突然，新的紧急拉动命令传来，全

营官兵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再次向新的

目标阵地快速转进。

“夜训强度越来越大，实战化要求

越来越高，我们的全时域作战能力需要

进一步强化。”张君告诉笔者，此前在上

级组织的跨昼夜红蓝对抗演练中，旅队

代表的红军原本已取得明显优势。演

练正要“收官”，不料反被蓝军偷袭导致

该旅失败，教训极其深刻。

笔者的思绪，随着张君的追述回到

那场红蓝博弈之中。

那次演练，蓝军“狠招”频出，该旅

官兵沉着应对，顺利完成车辆抢修、防

空袭、减员操作等多个特情课目，成功

实 施 多 波 次 火 力 突 击 ，并 精 准 命 中 目

标。

经过整夜持续战斗，演练官兵的体

能和精力几乎耗尽。

演练宣告结束，该旅官兵松了一口

气，纷纷休整等待撤收命令。不料蓝军

侦察分队突然再次向该旅发射阵地发

起偷袭，“炸毁”多个发射架。该旅官兵

应对不及，最终因发射架“损毁”和官兵

“伤亡”过大，成绩被判定为不合格。

“演练宣告结束还发起偷袭，蓝军

胜之不武，成绩怎能算数？”面对败绩，

许多官兵感到不服气。

“演练可以宣布结束，但走上真实

战场，随时都得警惕敌人卷土重来，岂

可轻信敌人的‘休战’？”演练复盘检讨

会上，该旅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次

对抗演练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大家全时

域作战观念不强、能力不足。战斗往往

会 在 最 疲 倦 的 时 刻 、最 薄 弱 的 环 节 打

响，必须时刻绷紧战备弦！”

那次演练失利如一盆冷水“浇醒”

了不少官兵。班师回营后，该旅党委召

开专题议训会，经过深入讨论后决定：

通过调整昼夜训练比例、加大夜间训练

强度、从难设置演训课目等方式，进一

步提升部队全时域作战能力。此外，他

们还紧贴实战设置“敌情”，让官兵近距

离感受战场，实打实处置特情。

镜头回到这次演练现场。笔者跟

随发射四营抵达新的目标阵地，浓浓的

硝烟味扑面而来。

“夜间对抗演练结束，蓝军再度来

袭 ，这 是 我 们 必 须 直 面 的 新 的 艰 难 一

战！”张君的战斗动员简短有力。

演练再次进入“白热化”：红军突然

遭到小股“敌”袭扰，车队指挥长孙雨阳

命令警戒分队立即展开战斗队形，利用

夜幕掩护组织反击；一台发射车突然熄

火，维修分队第一时间进行抢修……

“这是一次不按套路出牌的‘战后

之战’。硝烟不断、特情不断，旨在检验

官兵在体能大量消耗状态下的应急反

应能力和极限作战能力，逼着他们绝地

求胜。”该旅作训科参谋曹辰告诉笔者。

“号手就位！”一声令下，四营官兵

密切协同，数发导弹剑指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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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下旬，东部战区海军

某大队开展海上实弹射击、编

队防御等实战化课目演练，锤

炼海上编队指挥和协同作战

能力。

上图：编队航行。

右图：对空射击。

李志宽摄影报道

短 评

4月23日，武警宁波支队组织特战队员进行实战化课目训练。 胡 港摄

“兵者，诡道也。”兵法历来强调“出

其不意、攻其不备”。唐朝征讨东突厥，

统帅李靖趁第一战结束的和谈之际，再

次出兵夜袭阴山，彻底打败东突厥，这是

古代战史上经典的“战后之战”。未来作

战，敌人不会“打盹”，也不会按套路“出

牌”。火箭军某旅在夜训结束之后突遭

“敌袭”，这种演训场上的“战后之战”，也

许就是未来战场上将要遭遇的常态。

“轻松之日，唯有昨日。”当前，我军

实战化训练挺进深水区，直面未来战场

上的每场艰难战斗，要求我们在思想上

紧绷随时应战的弦，不断用特情险情、危

局难局砥砺部队，让官兵时刻保持“挽弓

当满弦，将士带甲眠”的战备状态和战斗

姿态。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告诫世人：“战争

在你愿意时开始，却并不在你乐意时结

束。”战争实践表明，不确定性是战争的

基本属性，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

素。思维不越过山岗，就看不清山那边

的敌人。我们只有提升驾驭战场不确定

性因素的能力，才能以精心准备应对“战

场不虞”，打赢更多更复杂的“战后之战”。

“战后之战”告诉我们什么
■寻树文

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

际，习主席在广西考察时第一站就来到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表达了对革

命先烈的深切缅怀，树立了赓续共产党

人精神血脉、坚定理想信念的鲜明导

向。习主席在考察调研中，针对广西红

色资源丰富的实际，指出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做到学史增

信。这对于正在全军深入开展的党史

学习教育很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湘江战役，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

亡的重要一战。1934 年底，为确保中

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

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当地

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

鱼”。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中央

红军总后卫，师长陈树湘腹部被子弹

打穿，昏迷中被俘。醒来后，他从腹部

伤口处把肠子掏出扯断，践行了“为苏

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

誓言。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

途上 ，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红军牺

牲。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

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

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

我们铭记和传承。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信仰是大

海航行的灯塔，信念是破浪前进的引

擎，信心是迎风蓄力的风帆。信仰、信

念、信心，在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

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只要

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

战 愈 勇 ，否 则 就 会 不 战 自 败 、不 打 自

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我们不

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实现

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并不是一帆风顺、

一马平川，依然有看得见的战火硝烟

和看不见的刀光剑影。面对铸魂与蛀

魂、固根与毁根的激烈较量，面对民族

复兴、强国强军的时代伟业，更加需要

广大官兵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

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精神血脉，筑牢信仰之基、补

足精神之钙，始终做到信仰不变、信念

不移、信心不减。

学 史 增 信 ，就 是 要 增 强 信 仰 、信

念、信心，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强敌、克

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

神力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各级应

积极引导官兵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

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来之不易；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强军思想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而

进一步强固军魂意识，擦亮忠诚底色，

切 实 把 听 党 指 挥 这 个“ 命 根 子 ”维 护

好、捍卫好。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

研究院）

学史增信，赓续精神血脉
■朱正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