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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破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一思

初夏清晨，火箭军某团警卫连学习

室内，官兵正围绕上次演练得失展开深

入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那次演练败北，给了我们深刻的

教训。如今我们正加紧‘充电’，研练

新战法训法。”警卫连连长王栋向记者

介绍。

前不久，该团在野外陌生地域组织

实兵演练，需在规定时间内抢占某处阵

地。警卫连作为突击队率先上阵，对于

这种小规模战术演练，王栋信心满满。

“前方道路‘损毁’，运输车遭‘敌’

炮火袭击出现故障。”王栋带领官兵快

速机动至目标地域附近时，电台突然传

来裁判组下达的特情。

“一分队修复受损道路，二分队和

维修组人员快速抢修故障车辆！”王栋

按照预案紧急部署行动。就在维修组

人员刚准备修理时，一小股提前埋伏好

的“敌人”突然来袭，打了警卫连一个措

手不及。

王栋带领官兵迅速组织反击，手忙

脚乱地击溃来犯之“敌”。然而，由于车

辆抢修耗时较长，迟滞了警卫连的作战

行动，被判定为任务失败。

演练另一地域，同样的特情在勤务

连上演。当勤务连官兵驾驶车辆行进至

某地段时，车辆也因遭到“炮袭”而趴窝。

“从地图上看，前方道路崎岖，就算

车辆顺利修复，通行也比较困难。而且

此处距离目标地域不远，如果舍弃对后

续作战行动作用不大的运输车，人员直

接奔袭过去，能节省不少战斗时间。”勤

务连分队长郭森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并被连长采纳。

与警卫连的做法截然不同，勤务连

指派留守人员对故障车辆搭设伪装，并

对战斗人员进行重新编组，向目标地域

展开武装奔袭，最终在规定时间内圆满

完成任务。

演练复盘，勤务连果断弃车奔袭的

做法得到裁判组的肯定，被认定是处置

这一特情的“最优解”。

“战无定法，指挥员必须根据战场

态势灵活处置特情。如果拘泥于一枪

一弹得失，被习惯思维套住手脚，就难

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裁判组

组长叶明总结道。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该团党委

及时召开议战议训会，重点剖析了这一

演练案例，并深入查摆以往演习演练

中，一些看似“处置完美”、实则贻误战

机的错误做法，着眼战场实际需求修订

相关方案预案。随后，他们组织针对性

演练，临机设置特情，锤炼各级指挥员

战场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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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小损失换取最大利益，用局

部牺牲换取全局胜利，是战场基本法

则之一。火箭军某团勤务连充分研判

战场态势后果断弃车，这种当断则断

的勇气值得嘉许。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战场上应

有审时度势的智慧，也须有当断则断

的勇气。演练场上不被突发特情绊住

脚步，上了战场方能不囿于一时一地

的得失。1947 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

的大举进攻，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成

功实现“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战

略目标。

“君子弃瑕以拔才，壮士断腕以全

质。”未来战场上，敌情不会如导调预设

般顺势而来，战场环境也不会如自我构

设般万事俱备。打赢一场战争，需要指

挥员在正确研判战场态势的前提下，在

每个关键的战斗节点果断进行取舍。

培养善做“减法”的能力智慧，锤炼当断

则断的胆识气魄，这是各级指挥员思战

研战、善谋打赢的题中应有之义。

须有当断则断的胆魄
■许 敏

本报讯 王梦圆、尚猛报道：5 月

上旬，第 73 集团军某旅心理服务骨干

集训队内，一场轻松有趣的“破冰游戏”

正在进行。参训学员、装步八连下士李

思强说：“没想到集训还能以这样的方

式进行，不仅迅速拉近了学员之间的距

离，而且帮助我们快速掌握了心理团体

辅导方法。”

据了解，该旅即将进入野外驻训阶

段，针对夏季天气炎热，官兵易出现疲

劳、烦躁情绪等情况，他们及时组织心

理服务骨干集训。机关保卫科科长陈

达介绍，他们根据参训的基层骨干特

点，既精讲理论、又突出实操，打出一套

“组合拳”：总结基层官兵容易出现的心

理问题，由院校专家、心理医生结合具

体案例进行专题辅导；组织“每日一答”

活动，学员与教员交流互动，巩固学习

成果；实施心理疏导技能教学，学员通

过亲身体验快速掌握心理疏导方法。

“如果一个人因环境变化而表现

出语言及行动障碍，很可能存在一定

的心理问题。大家在开展心理服务工

作时要注意此类变化……”笔者在集

训课堂看到，第 904 医院心理医师田琛

妍讲解后，学员们围绕案例展开深入

研讨，并结合工作实际交流经验，课堂

气氛活跃。

心理骨干学有所成，练兵备战更

有保障。集训结束后，参训学员回到

各自单位，运用学习成果主动开展心

理服务工作，引导官兵以积极精神状

态投身练兵备战。

第73集团军某旅着眼驻训实际培养心理服务骨干

案例教学贯穿集训始终

86 年前，大渡河畔炮火连天、枪弹

如雨，一支由开国中将孙继先挑选并带

领的 17 人小队不怕困难、不惧牺牲，突

破了敌人扬言“插翅难飞”的天险。

86 年后，大渡河水仍旧汹涌翻滚、

涛声震天，一队青年官兵心怀崇敬，来到

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出发地——安顺场，

追寻先辈足迹。

4 月 26 日 上 午 ，第 74 集 团 军 某 旅

“大渡河连”组建“寻根小分队”，邀请孙

继先的儿子孙东宁一同前往中国工农红

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并与一千多公里

外的营区官兵视频连线，共上一堂别开

生面的党史课。

“大渡河连”官兵来到大渡河畔感悟

“大渡河精神”，是一次追根溯源、叩问初

心使命之旅。该旅领导介绍，他们派出

“大渡河连”“狼牙山五壮士连”等英模连

队的官兵代表，前往四川安顺场、河北狼

牙山等地开展寻根活动，追忆红色历史、

感悟使命初心。

跟随解说员张锐的脚步，“寻根小分

队”在纪念馆一张张承载历史的照片、一

件件饱经风霜的文物前驻足。

“‘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破

的天险。’面对湍急奔腾的河水，战士们争

相报名渡河，最终 17名勇士组成奋勇队，

冒着敌人枪林弹雨，顺利控制渡口。”孙东

宁的讲述，将官兵带回那段历史中。

自那时起，大渡河畔燃起的英雄情

怀 ，便 随 着 这 支 队 伍 南 征 北 战 而 传 播

开来。86 年间，大渡河翻涌起一朵又一

朵浪花，无声诉说着往事；“大渡河精神”

在“大渡河连”官兵心中泛起经久不息的

涟漪，传承仍在继续。

“大渡河连”指导员李泽凡深有感触

地说：“敢打头阵的‘大渡河精神’是革命

先辈用生命铸就的丰碑，我们要继承好

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这一精神发扬

光大。”

走出纪念馆，在大渡河畔，老船工

帅 仕 高 的 孙 子 帅 飞 ，为 连 队 官 兵 讲 述

爷爷曾提起的细节：“那天晚上红军就

在 安 顺 场 露 宿 ，没 有 惊 动 当 地 百 姓 。

红 军 有 组 织 有 纪 律 ，一 举 一 动 百 姓 都

看在眼里。”

纪律严明的红军官兵感动了当地百

姓。最终在帅仕高等船工的帮助下，红

军顺利渡过天险大渡河，成功占领渡口，

为部队北上开辟了通路。

大渡河水奔流不息，连接着过去和未

来。“大渡河连”荣誉室，如今成为该旅官

兵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自中国工

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建馆以来，“大

渡河连”官兵多次前往纪念馆考证历史史

料，丰富连队荣誉室资料；纪念馆也将“大

渡河连”官兵新时代拼搏奋进的精神面貌

写入解说词，激发游客的爱国拥军之情。

活动接近尾声，“大渡河连”连歌在

大渡河畔唱响。激流和鸣，涤荡着每名

官兵的心灵……

第74集团军某旅在探寻部队战斗足迹中开设党史课堂—

大渡河畔走来“寻根小分队”
■本报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吴俊杰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均波、记者孙兴

维报道：“合成营某连遭‘敌’突袭，10余名

‘伤员’急需救治……”初夏时节，在联勤

保障部队第 984 医院与陆军某旅联合演

练现场，接到救援指令的外科手术队立即

前出，快速开展“伤员”救治。该院抽组外

科手术队嵌入陆军某旅野战卫生排，合力

探索战场救治联训联保新模式。

前 期 ，第 984 医 院 领 导 调 研 发 现 ，

医院服务保障与实际战场救治存在一

定 的 矛 盾 ：各 合 成 营 的 卫 生 排 在 平 时

训 练 和 执 行 任 务 时 ，虽 然 能 预 判 可 能

出 现 的 伤 员 类 型 ，但 战 场 救 治 能 力 不

够，只能进行简单包扎与后送；医院野

战 医 疗 所（队）虽 然 救 治 力 量 较 强 ，但

平 时 缺 乏 逼 真 训 练 环 境 ，大 多 靠 假 设

或 预 想 情 况 展 开 战 场 救 治 ，训 练 缺 乏

针对性和有效性。

为实现优势互补，第 984 医院卫勤

处主动与陆军某旅对接，共同探索战场

救治联训联保新模式。他们将医院野战

医疗所（队）加强到被保障部队卫生连，

抽组外科手术、重伤救治人员组成外科

手术队，直接嵌入野战卫生排。在指挥

员的统一指挥下，一座“微型”战地医院

即可有序展开战场救治：救护人员统一

编组，迅速分为手术组、抗休克组；依托

部队装甲救护车等装备，以车代库，开设

药房、化验、血库等保障单元。在此模式

下，外科手术队的战场救治能力明显增

强，能够在野战条件下完成急救手术和

损伤控制手术，有效缩短后送时间，更利

于后续救治。

该旅卫生连连长宋康告诉记者，战

场救治联训联保新模式，既为医院提供

了逼真战场救治环境，又提升了基层一

线卫生人员战创伤救治能力，有效提升

了部队战场卫勤保障水平。

第984医院与陆军某旅合力探索战场救治联训联保新模式

外科手术队嵌入野战卫生排

本报讯 于童、曲晟萱报道：“因

为担心自己高原反应严重，一咳嗽就

很紧张，这种恐慌心理影响了我的日

常训练……”前不久，新疆军区某团战

士小刘的问卷留言引起心理监测员郭

志杰的注意。郭志杰很快找到小刘，悉

心开展心理疏导，并将小刘的情况登记

到“心理档案”，以便及时跟踪服务。

据悉，该团不少官兵是首次上高

原。面对与高原雪山、狂风飞沙为伴的

艰苦驻训条件，一些官兵出现了心理不

适、压力较大的情况。对此，该团创新

方法，把动态监测贯穿驻训始终：定期

组织一次覆盖全员的心理测查，下发调

查问卷收集官兵心理状况信息，为指标

异常的官兵建立“心理档案”；按照各工

作点位特点，采集官兵心理动态数据，

掌握特殊情况下人员心理状况；区分不

同服役年限的官兵进行动态监测，并重

点掌握初入高原官兵的心理变化规律，

以便早发现、早疏导。

为了更好发挥心理服务的作用，该

团采取“集中授课、观看视频、答疑解惑、

案例分析”等方式，着力建强心理服务骨

干队伍。他们还与地方专业心理服务机

构、地方高校心理学院系建立常态化联

系机制，借助地方专业力量提升心理服

务水平。

动态监测排查隐患，精准服务提升

练兵效益。前不久，该团执行某项任

务，他们组织心理服务骨干深入任务一

线，帮助官兵正确面对恶劣环境与繁重

任务双重考验，始终保持昂扬斗志。

新疆军区某团结合高原任务特点开展心理服务

动态监测覆盖驻训全程

※ ※

5 月中旬，西藏军区岗巴边防营

官兵翻越冰川，执行巡逻任务。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摄

5 月 14 日，海军陆战队某旅

在野外陌生地域组织战备拉动

考核。

上图：战场机动。

右图：夜间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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