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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一课一思

短 评

“今天和鬼子交火，我的眉毛被烧光

了，右腹部受伤，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盛夏时节，火箭军某团组织“读家

书、映初心”活动，列兵曹凡珏拿出一封

泛黄的家书，登上讲台深情诵读。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封家

书是曹凡珏的爷爷曹江平参加抗日战争

时，在战斗间隙写给家人的。如今，这封

战地家书已成为家里的传家宝。“每当遇

到挫折，我都会细细品读这封家书，从中

找寻奋进的力量。”曹凡珏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曹凡珏的这个

“小秘密”被指导员房俊臣发现了。

“这不正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鲜

活素材吗？”在指导员的鼓励下，曹凡珏

报名参加了团里组织的“读家书、映初

心”活动，并登上教育讲台，与战友们分

享这封家书背后的战斗故事，重温那段

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

“全天不眠不休，时刻准备战斗！”

1945 年，曹江平带领侦察小组执行任

务时，突然发现敌人据点前的战壕上放

着几支敌人常用的步枪。凭借丰富的

战斗经验，他立即意识到：“有敌情！”

曹江平和战友们端起冲锋枪悄悄

向前摸进，抵近敌战壕后发起突然袭

击，当场击毙两名敌人，抓获两名俘虏。

“怕死不当兵，当兵不怕死，明天我

还要冲在最前面……”一次进攻战斗

中，敌人的子弹、炮弹如狂风暴雨般在

战士们耳边呼啸。曹江平的腿被敌人

埋下的地雷炸伤，但他坚持不下火线，

继续顽强战斗。

“爷爷在战斗中多处负伤，但每场战

斗都勇敢冲锋，从不退缩！”革命先辈英

勇顽强的精神，深深打动了现场官兵。

战斗故事震撼人心，战地家书激励

传人。该团以此为契机，组织了一场主

题为“学习抗战家书、共话使命担当”的

大讨论。

“00 后”列兵唐坚说：“以前，英雄

对我而言只存在于影视剧里，曹凡珏的

讲述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位战斗英雄

的英勇无畏。通过参加大讨论，我懂得

了什么是革命英雄主义，什么是‘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

“是信仰的力量让革命先辈们一次

次浴血奋战，一次次绝处逢生。”上士余果

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从小听爷爷

讲述战斗英雄故事的他，对这堂课感触良

多，“只有信念如磐，才能战胜各种困难！”

战地家书在下士张宇心头激起波

澜。考学失利后，他总感觉前途渺茫，

训练提不起精神。讨论中，他主动自我

剖析：“与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经历相

比，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今后，我一

定加倍努力训练，提升打赢本领！”

“一路走来，人民军队为何能一次

次战胜装备远胜自己的敌人？”活动尾

声，该团领导适时总结，“因为他们具有

坚定不渝的理想信念和一往无前的英

雄气概。”

战地家书激励斗志，革命传人精武

强能。连日来，该团组织全流程作战保

障演练，官兵们士气高昂，出色完成各

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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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强调：“要把红色资源运用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培养一茬茬、

一代代合格的红军传人。”在我党我军

筚路蓝缕、奋进前行的光辉历程中，留

下了无数可歌可泣、值得深挖细学的

战斗故事，其中很多就蕴藏在群众这

座宝库中。

火箭军某团从官兵中挖掘教育素

材的生动实践证明，只有依靠群众发动

群众，推动教育模式转变，才能让教育

有生气、接地气、聚人气。党史学习教

育不能仅靠教育者单打独斗，更要动员

广大官兵一起学、一起悟，发掘好身边

红色资源，运用好宝贵精神财富，发扬

好红色光荣传统，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

血脉、代代接力传承。

开掘官兵自我教育的力量
■韩 勇

位于黄海前哨的开山岛，“石多泥

土少，台风时常扰；飞鸟不做窝，渔民不

上岛”。这样一座小岛，因守岛民兵王

继才和妻子王仕花的坚守而闻名全国。

日前，记者从江苏省灌云县燕尾港

码头乘坐“开山岛”号客轮来到开山岛。

登 上 码 头 ，几 行 红 色 大 字 格 外 醒

目——“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 32 年，用

无 怨 无 悔 的 坚 守 和 付 出 ，在 平 凡 的 岗

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

要 大 力 倡 导 这 种 爱 国 奉 献 精 神 ，使 之

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这是习主席在闻知王继才突发疾

病 去 世 时 ，对 其 先 进 事 迹 作 出 的 重 要

指示。

“习主席的话语，让我格外感动。送

走老王，我就回到了开山岛，并向组织递

交守岛申请，决心继续站好岗、守好岛！”

王仕花眼含热泪告诉记者，“我守在岛

上，就像守在老王身边一样，总觉得他还

没有离开……”

2018 年，王继才去世后，灌云县人

武部在全县范围内征集守岛民兵，接替

王仕花。但每有空闲时间，王仕花依然

会来到岛上，和民兵一起升旗、巡逻、护

航标、写日志。

“这棵是无花果，那棵是苦楝……”

随王仕花漫步开山岛，记者眼前一片新

绿。王仕花指着一片绿林说：“我们刚来

时，岛上一棵树也没有。我俩就想着法

子种树，不但种活了无花果、苦楝、松树，

还种活了桃树、梨树和各种蔬菜……”

望着岛上的一草一木，沿着王继才当

年曾无数次走过的台阶，记者登上了开山

岛哨所。如今的哨所旁，多了一座崭新的

建筑——王继才先进事迹陈列馆。

走进陈列馆，王仕花站在一张黑白照

片前回忆道：“这张照片是 1986年拍的，王

继才当时 26岁。就是那一年，他服从组织

安排，瞒着我独自一人上了开山岛……”

一面面老旧的国旗、一本本泛黄的

日志，再现了王继才夫妇 32 年如一日坚

守开山岛的情景，见证了他们胸怀祖国、

心系国防的炽热情怀。

“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是成

功，能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英雄”“王

继 才 夫 妇 原 本 都 是 平 凡 的 人 ，因 为 坚

守，他们成为令人景仰的英雄”……随

着王继才夫妇先进事迹广为人知，开山

岛成了一座“网红岛”，陈列馆平均每两

个月更换一次的游客留言本上，写满了

人们对这对“英雄夫妇”的敬意。人们

慕名来到开山岛哨所，在王继才铜像旁

的国旗广场上，升国旗、唱国歌，深情缅

怀英雄。

追 寻 王 继 才 的 脚 步 ，一 批 批 民 兵

接力登岛。灌云县人武部政委刘军告

诉记者，两年多来，全县有数百名民兵

主 动 申 请 登 岛 值 守 ，他 们 当 中 既 有 当

地 渔 民 也 有 高 校 师 生 ，还 有 许 多 退 役

军人。

人 人 追 寻 王 继 才 ，人 人 争 做 王 继

才。去年春节，疫情肆虐，灌云县数百名

民兵接到抗疫命令后，立即赶赴一线守

卡排查，连续奋战两个多月；县民兵医疗

分队护士廖素香、臧艳、李莎莎、林媛媛，

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武汉抗疫一线，

成为“最美逆行者”。

如今，“王继才”已不是一个普通的

名字，而是爱国奉献精神的象征之一；开

山岛，亦不再是一座孤岛，而是人们心中

的精神高地。

一座永恒的精神高地
—探访开山岛

■程晓军 王忠权 本报记者 安普忠

盛夏，东部战区海军某军械技术保

障大队号手徐浩东，被临时抽调到兄弟

单位参加雷弹保障任务。徐浩东与其他

专业号手配合默契，提前将多枚不同型

号雷弹装载进作战舰艇武器平台。

据了解，号手跨建制交叉作业的情

况，在该大队已成常态。“只有不断创新

雷 弹 保 障 模 式 ，才 能 更 好 满 足 实 战 需

求。”该大队领导介绍。

那一年，该大队奉命执行一项雷弹

保障任务。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之号

手不足，如果按照传统模式开展作业，则

面临无法按时完成任务的风险。为此，

任务官兵采取轮班和换岗的方法，接力

鏖战七天七夜，终于按时完成任务。

“随着部队担负的保障任务强度增

大、频率加快 ，单线顺序作业模式已不

适应新的保障需求 。”该大队党委一班

人感到 ，必须着眼实战需要 ，最大限度

提升保障效益。他们集思广益，探索推

行“雷弹交叉网络作业法”。按照新的

作业模式，官兵可采取多枚雷弹同时展

开技术准备的方法，压缩各专业交替作

业的“空档期”。

然 而 ，新 模 式 一 运 行 就 状 况 频 出 ，

多线操作、连续作业让习惯了单线操作

的 号 手 们 手 忙 脚 乱 。 士 官 号 手 唐 普 红

介 绍 ，为 提 高 号 手 操 作 时 的 配 合 默 契

度 ，他 和 战 友 有 针 对 性 地 加 强 分 组 训

练，并不断调整优化流程。为提高调配

号手时的灵活性，该大队鼓励号手拓宽

专业边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

段时间的磨合，官兵成功将单位时间内

的雷弹保障数量提高了近 50%。

对此，官兵们并不满足。他们继续

深化“跨专业、跨弹型、跨建制”训练，摸

索出一套新的训练管理模式，进一步提

升了雷弹保障效率。

效率就是战斗力。那一次，该大队所属某技术队因紧急执行其他重要任务，无

法参加某型雷弹保障比武。唐普红所在技术队受命参赛，在短时间内完成该型雷弹

保障能力认可考评，获得比武资格。最终，他们以优异成绩获得比武实操第二名。

该大队领导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优化作业流程，进一步提高雷弹保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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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思哲、朱峰报道：“车队

遭‘敌’袭扰，突击组迅速前出反击！”日

前，第 72集团军某旅行军途中，一场应急

处突演练在茫茫戈壁展开。演练现场，突

击组官兵迅速展开队形，将来袭之“敌”一

举击溃。这是该旅自设险难危局，提升部

队训练实战化水平的一个缩影。

该旅领导介绍，受领跨区机动实

弹演练任务以来，他们紧盯战斗力提

升，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等实际难题，

狠抓针对性训练，突出装备撤收、机动

转移、战斗准备等重难点环节，围绕战

备等级转进、战法训法研究、实兵对抗

演练等锤炼摔打部队。

此次演练中，跨区远程机动是一项

重点内容。该旅按照实战化要求，从营

区出发到装备展开全程贯穿多类突发

情况。通过分散指挥力量、随机嵌入特

情、转换行军梯队等多种方式，主动提

高兵力和装备输送难度。

走一路，“打”一路。该旅按计划先

后完成防“敌”空中侦察、穿越“染毒地

带”等多个实兵对抗演练课目，全程紧

贴实战，有效锤炼了部队实战能力。

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应急处突演练

千里跨区机动全程设置特情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康、记者颜士

强报道：夏日炎炎，正在高原驻训的新

疆军区某团依托驻训环境组织新老兵

协同考核，全面检验新型步战车的综合

作战能力。

考核现场，列兵宁向与两名老兵驾

乘新型步战车，作为第一组参加实弹射

击考核。中士张小福一边控制油门，一

边稳打方向盘，驾驶战车顺利通过蛇形

限制路。机动途中，宁向和战友们驾车

驶过水沟和土坎，快速锁定并精准打击

目标。

前不久，该团全面换装新型步战

车。新装备从厂家直接拉到高原驻训

场后，他们在邀请厂家技术人员和院校

专家进行联调联试的同时，分场地组织

驾驶、通信和射击 3 个专业的官兵展开

实装操作训练。

此次考核，该团依照训练计划，先

组织单课目考核，再逐连组织各专业官

兵进行实弹射击协同考核。

“3 个专业的官兵配合得如何，直

接影响该型步战车实际作战效能的发

挥。”该团领导介绍，为提升考核的实战

化水平，考核组根据战场可能遇到的情

况，将单车实弹射击、步战车越障和运

动通信进行组合考核。

该团还将列兵纳入考核范围，让

新 兵 与 老 兵 一 同 编 组 参 与 考 核 。 考

核 中 ，他 们 现 场 检 靶 ，详 细 记 录 每 辆

步战车射击的弹着点偏差，并及时反

馈给官兵。新老兵在协同考核中，配

合默契度不断增强，射击成绩有了明

显提升。

新疆军区某团提升考核实战化水平

高原实弹考核检验协同能力

6 月中旬，第 75 集团军某旅组织

实弹射击演练。

易东辉摄

6月中旬，四川省雅安军分区开展“重走长征路、再上夹金山”活动。 税 颖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