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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邹珺宇、记 者颜士强报

道：6 月初，在海拔 4000 多米的新疆军

区某团驻训场上，来自第 76 集团军某

旅的 5 名干部骨干围绕新装备技术难

题，与该团官兵展开研讨交流。这是新

疆军区某团与兄弟部队建立资源共享

机制，深入开展技术互助的一个缩影。

前不久，该团列装多型新装备。为

使新装备尽快形成战斗力，他们与先期

列装新装备的兄弟部队建立资源共享

机 制 ：一 方 面 遴 选 相 关 专 业“ 种 子 选

手”，分批选送到兄弟部队参加新装备

培训，学习新装备操作规程和故障排除

方法；另一方面，主动邀请兄弟部队技

术骨干来营传授经验做法，共同破解技

术难题。

该团与兄弟部队围绕战法训法创

新 、装 备 人 才 建 设 等 方 面 ，常 态 化 展

开经验交流、技术互助等双向协作活

动 。 双 方 互 相 分 享 前 期 新 装 备 高 原

实 弹 射 击 数 据 ，针 对 减 少 射 击 故 障

率 、快 速 排 障 、提 高 射 击 精 度 等 方 面

展 开 业 务 研 讨 ；共 同 组 成 示 范 炮 班 ，

现 地 展 开 新 装 备 射 击 操 作 教 学 观 摩

活动。针对某新型战车难点问题，该

团 技 术 骨 干 借 鉴 地 方 先 进 技 术 经 验

进行破解，并及时将经验分享给兄弟

部队。

据悉，技术互助活动开展以来，该

团与第 76 集团军某旅先后 10 余次联合

组织演训，共同破解了多个高原训练难

题，助推新装备战斗力加速生成。

新疆军区某团与兄弟部队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技术互助破解新装备难题

本报讯 王升军、记 者孙兴维报

道：“前方道路遭‘敌’炮火摧毁，管线

铺设作业被迫中断……”6 月上旬，西

宁联勤保障中心某输油管线团，一场

油 料 输 送 保 障 演 练 展 开 。 与 以 往 不

同，管线铺设分队并未选择“绕道”铺

设路线，而是在工程抢修分队快速抢

通道路后继续展开作业，恢复供油时

间比“绕道”铺设节约近一半。这是该

中心紧贴战场需求培养抢修战斗员带

来的可喜成效。

“战场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人才，我

们就培训什么样的人才。”今年初，该

中心军事设施建设部门把工程装备实

战化操作培训列入年度重点工作，抽

组人员装备成立集训队，邀请院校专

家教授、装备生产厂家工程师和部队

技术骨干，集智攻关编写培训教案和

装备操作手册，梳理细化相关工程装

备操作要领，规范多项实操课目作业

流程。

该中心通过系统理论讲解提升集

训 人 员 操 作 技 能 ，同 时 结 合 实 战 要

求，把工程作业训练放到逼真战场环

境 下 ，设 置 特 定 情 景 、突 发 事 件 进 行

随机考核，推动训练场上的维修操作

员 向 战 场 上 的 抢 修 战 斗 员 加 速 转

变。同时，他们充分发挥培训骨干作

用 ，建 立 中 心 工 程 专 业 人 才 库 ，动 态

完善个人训练档案，分阶段组织升级

训练和实战化演练，实现人装有机结

合，推进保障能力提升。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紧贴实战锤炼工程抢修能力

瞄准战场培养抢修战斗员

本报讯 程震寰、叶星国报道：盛夏

时节，第 75 集团军某旅综合训练场上，

数十辆车辆装备有序停进车库。与以往

不同的是，车场值班员李光辉手中厚厚

的登记本，如今变成了轻便的“装备云”

智能系统终端。通过智能操控，他仅用

2 分钟便完成装备信息核对、状况更新

和故障登记统计。该旅探索装备一体化

保障模式，有效提升了装备维修精准度。

“以往装备性能数据依托纸质登记

本登记，突发故障检修时，记录、查阅信

息耗时耗力，制约了保障效率。”该旅领

导介绍，他们针对装备类型多样、技术

复杂的特点，采集各型装备技术参数，

研究开发集信息处理、性能评估、智能

检修等功能于一体的“装备云”智能系

统。该智能系统根据日常维护保养及

故障记录等信息，实现配件器材和保养

油料精准供应，确保装备车辆基础性能

一查便知、部件更换一键明了。

“‘装备云’采集的信息可以为装备

精准保障提供有力支持。”修理连连长

张肖告诉笔者，装备车突发故障时，修

理技师只需输入车辆编号，即可根据实

时生成的“车辆信息简报”了解车辆保

养状态和常见故障，迅速判明故障原

因，并开展精准化维修。

据了解，依托智能系统，该旅通过

完善装备维修机制、修缮多功能保障设

施、建立数字化维修档案等方式，促进

不同主战装备保障互通兼容，后装保障

能力明显提升。

第75集团军某旅探索装备一体化保障模式

智能系统提升维修精准度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张驷宇报道：

被装申领可通过手机一键下单、家属随

军落户和子女入学入托工作稳步推进、

士官公寓升级改造工程如期竣工……前

不久，武警部队后勤部直属保障大队首

长办公会上，相关部门通报了大队党委

为官兵办理 9 件实事的进展情况。

“急官兵所需、办基层所盼，真正把

实事办到官兵心坎上。”为深化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好“我为官兵办实事”实践活

动，该大队党委常委多次深入基层听取

官兵心声，找准提升服务保障实效的关

键点、摸清困扰官兵的“挠头事”。他们

第一时间对基层反映的问题进行分类梳

理汇总，拉单列表制订解难方案，要求常

委牵头、部门认领、责任到人，一项一项

推进、一件一件落实，想方设法为官兵办

实事解难题。

为提升服务保障水平，该大队开设

网上服务保障平台，官兵可线上办理被

装申领、营房报修、理发预约、招待所预

订等业务；线下拓展综合服务大厅功能，

整合车辆调度、票务订购和饭卡充值等

保 障 模 块 ，为 官 兵 提 供 更 加 便 捷 的 服

务。他们还积极协调地方政府有关部

门，理顺干部转业安置、退休移交等办事

流程。

党 委 倾 力 解 难 题 ，官 兵 练 兵 增 动

力。近段时间，该大队官兵刻苦训练、奋

勇争先，圆满完成多项保障任务。

急官兵所需 办基层所盼
武警部队后勤部直属保障大队倾力办实事解难题

干部身份是为兵服务的“代表证”，

不是高高在上的“特权证”。习主席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

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共

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

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

官兵一致、尊干爱兵，是我军建军

治军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优势之一。战

火纷飞、环境恶劣之时，正是因为我军

拥有“什么人都一样苦”的好作风，一

双草鞋让着穿、一个苹果轮流吃、一壶

清水换着喝，才凝结成了生死相依的

革命情感，产生了上下同心的强大合

力，我军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始

终保持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不断从

胜利走向胜利。

彭德怀元帅有一个习惯：只要和

战士在一起，他从来不坐椅子。战士

坐 在 地 上 ，他 也 席 地 而 坐 ；战 士 坐 小

马扎、小板凳，他就让人搬来小马扎、

小 板 凳 。 他 都 对 给 自 己 搬 来 椅 子 的

干 部 说 ：“ 许 多 干 部 原 来 也 是 坐 小 板

凳、小马扎的，可随着职务越来越高，

坐的凳子也越来越高。时间一长，干

部的凳子坐高了，威信却在战士中降

低了。”

现实中，个别干部脑子里也有把

“椅子”，总喜欢高高在上“摆架子”；

有 的 干 部 隔 空 指 挥 多 、躬 身 实 践 少 ，

对 战 士 要 求 提 得 多 、关 心 指 导 少 ；有

的 干 部 和 战 士 之 间“ 不 打 不 骂 也 不

爱 、不 远 不 近 也 不 亲 ”，纵 使 面 对 面 ，

心却很遥远。“架子”好似横在官与兵

之间一堵无形的墙，伤害的是官兵感

情 ，影 响 的 是 内 部 关 系 ，最 终 会 损 害

战斗力建设。

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对

自己的身份有一种警醒，对基层战士

多一分尊重。正如贺龙元帅所讲：“是

因为有了 120 名战士，需要建立一个连

队，才任命一个连长；绝不是因为你是

一个连长的料 ，才给你招募 120 名战

士。”带兵方法有千万条，但归根结底

是个态度问题。

各级应用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

光、发展的眼光看待战士，带着对战士

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做到依法带兵、以

情带兵、文明带兵、科学带兵，坚决纠

治身在兵中不知兵、高高在上摆架子

等现象，不断强化官兵一致、爱护士兵

的政治自觉。

放 下 架 子 ，绝 不 意 味 着 放 下 责

任。周恩来总理曾对身边同志说，要

做一个没有“官架子”而有实际本领的

人。部队工作千头万绪，领导干部既

是决策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

示范者。无论是在上面要求人、还是

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

管用。“干部干部，先干一步”，领导干

部只有以知行合一、率先垂范的实际

行动，带头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埋头

苦干，带头提高谋划打仗、指挥打仗、

服务打仗的素质本领，才能真正在战

士中立起威信，获得认可。

（作者单位：65651部队）

干部身份是为兵服务的“代表证”
■王 阔 林泗金

强军论坛

6月 19日，第 72集团军某旅组织

实弹射击考核。

李小朋摄

6月上旬，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开展多课目海上训练。

薛成成摄

※ ※

※ ※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一课一思

71 年前，珠江入海口的万山群岛

海域，一场战役打响。激战 72 天后，人

民军队解放了大小万山、外伶仃岛、担

杆列岛等 40 多座岛屿。这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首次海陆协同作战，也是人民海

军组建后的第一场胜仗。

71 年后，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里，

一场战味十足的现地教学开讲。南部

战区海军某基地邀请万山海战烈士林

文虎之女——年逾古稀的林芃老人，在

父亲墓前为官兵代表讲了一堂别开生

面的党史课。

沐浴骄阳，拾级而上。官兵列队来

到“海军战斗英雄”林文虎烈士墓前，致

以崇高敬礼。

“万山海战是人民海军的第一场胜

仗，林文虎烈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海军

战斗英雄……”在林文虎烈士墓前，该

基地某部教导员温宇向官兵介绍万山

海战的背景，“1950年，全国已经大部分

解放，撤逃的国民党军队企图依仗海上

优势，达到‘控制万山、封锁海口、策应

大陆、准备反攻’的目的。”

人民海军组建初期，基础较为薄

弱，装备实力与敌方相差悬殊。然而，

人民海军果敢亮剑！

战斗打响的那个凌晨，林文虎指挥

“解放号”炮艇长驱直入，杀到敌指挥舰

跟前，打断敌军指挥员手臂。敌舰顿时

乱作一团，纷纷外逃。

战斗持续到天亮。敌军组织火力

反扑，“解放号”炮艇被击中，林文虎不

幸中弹牺牲。

后续赶到的我军舰艇官兵与敌人

在海上“拼刺刀”。经过浴血奋战，人民

海军共毙伤俘敌 700 余人，击沉敌炮艇

4 艘，击伤敌舰艇 12 艘，缴获各种艇船

11 艘。

林芃老人站在队伍前，为官兵详细

介绍林文虎烈士的生平：“我父亲原是

泰国华侨、拳击冠军，在全面抗战爆发

后毅然回国参战。父亲给我的弟弟取

名林敬忠，寓意敬爱祖国忠于党。”

“父亲作战非常英勇，冲锋陷阵，7

次负伤，战友们都称他为‘老虎仔’。他

常说‘我要打头阵’……”林芃抚摸着父

亲的墓碑，声音哽咽。

官兵依次在林文虎烈士墓前献上

一 朵 朵 白 菊 花 。 战 士 吴 泽 隆 朝 着 英

雄墓碑深深鞠躬，感慨地说：“我爸爸

也 当 过 兵 、打 过 仗 。 我 现 在 入 伍 9 年

了，我一定将先辈们的海战精神发扬

光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人民海军

成立后，该基地先后涌现出“钢铁战士”

麦贤得、“海上黄继光”郭玉东等一大批

英雄典型，他们用鲜血和忠诚书写了光

辉战斗史。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该基地

将“万山海战”“八六海战”“西沙海战”

等辉煌战例搬进党史课堂，用海战精神

激励官兵争当胜战传人。

现地授课接近尾声，全体官兵面向

军旗重温军人誓词：“我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

一张张青春的脸庞，一个个高举的

拳头。致敬英雄，青年官兵决心练强实

战本领，勇当新时代的“海战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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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要着力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

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在培塑官

兵血性胆气、激发练兵备战热情的进

程中，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

的教科书，部队辉煌战史是指引官兵

奋进方向的导航塔。

“小艇打大舰”“海上拼刺刀”的海

战 精 神 ，一 直 是 人 民 海 军 的 传 家 宝 。

时代在变，战争形态在变，但官兵听党

指挥的红色基因和英勇顽强的血性胆

魄没有变。与海战英雄后代的面对面

交流，是一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英雄

血脉的“寻根之旅”。我们要善于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用好战史资源，激发胜

战之力，延续人民军队光荣胜战传统，

更好响应统帅号令、回应人民期许。

勇当先锋 敢于胜利
■徐仁贵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