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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短 评

本报讯 王妍洁、郑义报道：“作为

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们要不负时代、不

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7

月上旬，火箭军某团开展“学讲话、悟初

心、当先锋”主题党日活动，全国向上向

善好青年、四级军士长胡涛走上讲台，与

战友们分享学习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的心得体会。

“ 伟 大 建 党 精 神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精 神 之 源 ，必 须 深 植 每 名 官 兵 心 中 。”

该 团 领 导 介 绍 ，聆 听 习 主 席“ 七 一 ”重

要 讲 话 后 ，团 党 委 机 关 按 照“ 普 学 、深

悟 、活 用 ”的 思 路 ，制 订 详 细 学 习 计

划 。 他 们 采 取 宣 讲 解 读 原 文 、编 印 学

习 资 料 、专 题 辅 导 授 课 等 方 式 ，营 造

“ 学 习 讲 话 精 神 、争 当 强 军 先 锋 ”的 浓

厚氛围。

与此同时，他们构建线上线下教育

联动机制，打造“党委讲坛”“网上学坛”

“士兵论坛”多维课堂，帮助官兵领悟精

髓要义，接受精神洗礼。“党委讲坛”上，

该团党委常委围绕习主席“七一”重要讲

话中的热点重点为官兵进行解读，鼓励

官兵分享学习心得；课下，该团推行“网

络+”教育模式，在强军网开设“网上学

坛”，提供多种自助式学习“套餐”。“心有

‘红船’方能劈波斩浪”“向党的先驱们致

敬，就要苦练真功夫、练强新本领，争做

铁心向党的忠诚卫士”……“士兵论坛”

留言板上，官兵踊跃留言，听党话、跟党

走的信念进一步坚定。

连日来，一场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在该团火热展开。多课目连贯考核、全

要素对抗比拼、整建制拉动演练……比

武 中 ，该 团 官 兵 先 后 打 破 10 余 项 训 练

纪录。

火箭军某团深入开展学讲话当先锋活动

多维课堂坚定强军信念

本报讯 于志强、特约记者晏良报

道：“从 8 亿人吃不饱到 14 亿人要吃好，

从缓慢的绿皮火车到风驰电掣的高铁动

车，从一针难求的青霉素到向全球提供

超过 4.8 亿剂新冠疫苗……这些数据，是

对习主席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关于‘中

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这一重要论述的

生动注解。”7月中旬，西藏军区某旅组织

“回望百年辉煌、奋进千秋伟业”主题演

讲活动，排长张浩翔的《100 组数据谈成

就》演讲，引发官兵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激励官兵从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奋

进动力，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积极作为。”该

旅领导告诉记者，为帮助官兵深入学习领

会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他们系统

梳理百年间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为官兵阐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引导大家畅谈体会感悟，

激励他们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

“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

‘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千年小康梦

照进现实，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不断增强……”记者在演讲活动现场

看到，两名分别来自东南沿海和西部边

陲的战士组成搭档，讲述家乡的发展变

化，现场不时爆发雷鸣般的掌声。活动

结束后，不少官兵表示，身为新时代革命

军人，要积极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为

祖国和人民戍守边防、捍卫和平。

西藏军区某旅组织学讲话谈成就主题演讲

感悟发展激发练兵动力

“‘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

间’。在这里，‘朱毛’携手创建中国第

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启了中国革命

的新篇章……”仲夏时节，武警江苏总

队某部党史学习教育课堂上，7 名井冈

山 籍 新 战 士 登 台 讲 述 家 乡 革 命 故 事 。

三湾改编、黄洋界保卫战……老区传人

生动讲述红色故事，带领战友们跨越时

空回望初心。

谈 及 组 织 这 次 活 动 的 初 衷 ，该 部

领 导 告 诉 记 者 ，鼓 励 新 战 士 们 收 集 整

理 家 乡 红 色 历 史 素 材 ，利 用“ 现 地 拍

录+登台演讲”的方式为战友们讲述红

色故事，旨在引导官兵开展自我教育，

激 励 大 家 向 革 命 先 辈 学 习 ，积 蓄 力 量

砥砺前行。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我太爷爷战

斗过的地方。”新战士贺斌第一个走上

讲台，将太爷爷贺炳兰的烈士证明书投

影 到 屏 幕 上 。 模 糊 的 字 迹 、发 黄 的 照

片，瞬间将官兵思绪拉回到烽火岁月。

“太爷爷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毅然

加入红军队伍，经受战火洗礼成长为一

名排长。在一场阻击战中，他不幸中弹

牺牲，年仅 25 岁……”贺斌娓娓讲述道，

“入伍前，我常去井冈山烈士纪念碑前

祭拜太爷爷。站在那里瞻仰一个个烈

士的名字，我胸中总会热血涌动。”

青 山 处 处 埋 忠 骨 ，红 色 沃 土 育 新

人。井冈山的草木砖石见证了先辈的

奋斗征程，浸染过先烈的热血。如今，

红军精神已成为新时代青年官兵接续

前行的力量源泉。

课堂上，新兵肖明华展示了家乡一

块花岗石的照片。“这块石头叫‘雷打

石’。”肖明华告诉战友们，“雷打石”见

证了人民军队军纪的诞生。当年，毛主

席站在“雷打石”上，向部队宣布了三项

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

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没有先辈们的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现

在的美好生活。”家在黄洋界大道旁的新

战士刘自清，向战友们展示了一组黄洋界

大道繁华街景与山上险峻哨口的对比照，

他感慨道，“1928年 8月，守卫在黄洋界的

红军指战员不惧牺牲，几番激战打退来犯

之敌。正是因为拥有‘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红军才能一

次次绝境逢生！”

一个故事，一份精神食粮；一堂授

课 ，一 次 红 色 洗 礼 。 听 了 来 自 红 色 圣

地 的 革 命 故 事 ，崇 敬 与 感 动 在 官 兵 心

中奔涌。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

授课结束时，官兵齐声合唱，高亢的歌

声久久回响。

武警江苏总队某部组织井冈山籍新战士登台讲述家乡革命故事——

一堂授课，一次红色洗礼
■沙子钺 本报记者 陈 利

“准备，开始！”前不久，

第 79 集 团 军 某 旅 装 备 训 练

场上，发射二连官兵展开专

业比武考核。

导 弹 装 填 号 手 任 哲 操

作吊臂，吊起庞大的筒弹集

装架，在空中划出流畅的半

圆 弧 ，悬 停 于 战 车 上 空 ，在

两 名 辅 助 号 手 的 扶 正 下 精

准落位。

一掐表 ，考核用时达到

优 秀 标 准 。 这 让 在 导 弹 装

填 专 业 摔 打 多 年 的 任 哲 颇

感欣慰。

“螺钉旋拧不到位，作加

时处罚。”不料，现场监考的

连长王鹏泼来一盆冷水。

原来，此次比武考核中，

筒弹集装架的吊索螺钉数量

较多。为了节省时间，任哲

所在的装填小组在旋拧螺钉

时没有拧到位。

“ 螺 钉 没 有 完 全 拧 到

位，虽然暂时能起到固定效

果，但存在安全隐患。如果

筒弹集装架受到意外冲击，

晃动幅度会加大，严重的话

会 影 响 作 战 反 应 时 间 。”王

鹏的一番话引起大家反思：

考 场 如 战 场 ，既 要 争 分 夺

秒，又要把动作高标准做到

位，才能减少意外事件的发

生。

思 想 过 关 才 能 行 动 过

硬 。 随 即 ，他 们 对 加 固 吊

索 环 节 展 开 强 化 练 习 ，重

新 梳 理 操 装 流 程 、协 同 动

作 ，力 求 通 过 各 号 手 间 的

密 切 配 合 ，最 大 限 度 缩 短

导 弹 装 填 时 间 。

经 过 勤 研 苦 练 ，任 哲 所

在的装填小组再次走上比武

考核场。调平、展开、定准、

落位……班组成员配合如同行云流水，动作一气呵成，最终

取得优异成绩。

“ 考 场 上‘ 抄 近 道 ’‘ 钻 空 子 ’，练 不 出 战 场 所 需 的 硬

功。”走下比武考核场，任哲感慨地说，“这次比武考核督促

我们不但要拧紧吊索的螺钉，更要拧紧头脑中实战意识的

‘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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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最远距离射击、直升机最大

载重飞行、装甲车最快速度冲击……

某集团军大抓极限条件下军事训练，

激发官兵最大潜能，挖掘装备最佳性

能，有效破解了不少训练难题，锤炼了

部队打赢能力。

训练从难征战易，训练从易征战

难。军事训练是提高实战能力的重要

途径和抓手，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

备。训练大纲专门强调把技能练到极

致、武器用到极致，增加了武器装备极

限性能、边界条件、干扰条件、复杂环

境下操作和实战运用训练。“操千曲而

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两支军队

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官兵生理

极限、装备性能极限、人与装备结合战

斗力极限的综合较量。

极限练兵，意味着要冒更大的险、

流更多的汗、承受更重的压力，但这也

是淬砺胜战之能的重要途径。最具有

挑战性的挑战莫过于超越自我。如果

没有挑战自我的强烈欲望，没有主动

打破“天花板”、突破“舒适区”的不懈

追求，就很难释放潜能、提高素质，练

强克敌制胜的本领。例如，在野外作

业和演习中，部队要经常设置复杂危

险的情境，无论是在恶劣环境下练兵，

还是设置预想不到的特情，都会锤炼

官兵克服困难的能力，让作战所需要

的素质得到提升。

现代战争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

智能化特征日益显现，战争的制胜机

理、制胜要素、制胜方法都发生了重大

变化。“发现即摧毁、开战即决战”成为

常态，交战双方任何微小的差距都可

能影响胜负。只有平时练就“高敌一

环、远敌一米、快敌一秒、胜敌一招”的

本领，战时才能赢得胜利。

“欲得强兵，必须坚甲利器，实选

实练。”开展极限练兵，各单位既要倡

导刻苦练兵、大胆施训，又要坚持科学

练兵、依法治训。不能以“极限练兵不

安全”为借口而畏首畏尾，要多设危局

险局难局，激励官兵敢于挑战生理心

理极限，敢于挑战装备边界性能，在真

难 严 实 中 得 到 全 面 检 验 和 摔 打 。 同

时，又要在科学组训、灵活调控、精准

施训上下功夫，合理制订训练目标和

内容，灵活调整训练进度和方法，用好

训练资源、挖掘装备潜能，让官兵练精

技术基础、练活战术运用、练强关键能

力，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部队战斗力。

（作者单位：68207部队）

极限练兵淬砺胜战之能
■韩 震 赵志远

“ 紧 急 集 合 ！”炎 炎 夏

日，号令突至。武警新疆总

队巴音郭楞支队一场战备

演练迅即展开。

“从下达预先号令到部

队登车完毕，整个过程用时

又缩短了。”由于常态化担负

战备任务，特战中队中队长

任海鹏对此驾轻就熟。

演练顺利推进，战地野

炊展开。炊事人员走上各

自岗位，快速组装野战炊事

用具，根据战时食谱展开烹

饪 。 很 快 ，一 道 道 菜 品 出

锅，香气四溢。

然而此时，部分战士却

犯了愁：碗筷没带齐，要如

何就餐？

为 什 么 会 有 战 士 不 带

碗筷？面对考核组的质疑，

任海鹏一时难以回答。每

次战备出动，他的注意力都

在集结速度上，考虑武器弹

药是否齐全、人车编组是否

有序、重要战备物资是否到

位 …… 从 未 想 过 小 小 碗 筷

也能“坏事”。

随后，任海鹏对全中队官

兵 的 战 备 物 资 进 行 细 致 检

查。有人认为：“不就是一副

碗筷嘛，至于小题大做？”还有

人说：“缺碗少筷也能凑合吃

饭，不影响打仗。”

“ 相 比 打 仗 用 的 武 器 ，

碗筷似乎无足轻重，但这件

事 折 射 出 了 我 们 的 战 备 状

态。今天少带一副碗筷，明

天是不是就会少带一支枪？”

任海鹏清醒认识到：中队之

所以出现这类问题，就是因

为一些同志把演练当作走过

场、跑程序，缺乏实战意识。

随后的检查中，手电筒

充电不及时无法照明、雨衣只带上衣少了裤子等平时不易

觉察的小问题，被一一查摆出来。

“一副碗筷，折射出训风演风不实的问题。只有平时一丝

不苟地保持良好战备状态，打仗才有把握。”问题反馈到支队

党委议训会上，大家意见一致。以此为契机，他们将训风演风

问题拉单列表，常态组织“回头看”，不断夯实部队战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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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马掌钉引发一场败仗”的故

事已是老生常谈，但为什么还要谈，并

且不厌其烦地谈？就是因为这颗“马

掌 钉 ”太 小 了 ，往 往 小 到 似 乎 无 关 痛

痒，小到“吃一堑”也难“长一智”。

在练兵备战的实践中，类似“马掌

钉”的故事时有发生，这是因为在有的

官兵脑子里，还藏着“差不多就行”“八

九不离十”的惰性思维、麻痹意识，对待

训练短板和矛盾问题不愿深究、不善深

究，更谈不上精准施训与精准管理。

战场上，疏于一事之微，失于一物之

细，就可能酿成无可挽回的大错。部队

一切工作都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向打仗

聚焦，向能打胜仗用劲，决不能有半点

“差不多”的想法。认真、精细是备战胜

战之道。谁做事严谨、谁一丝不苟，谁就

能在未来战场上掌握制胜先机。

练 兵 须 力 戒“ 差 不 多 ”
■王禄贵

上图：7月中旬，北部战区空军

航空兵某旅组织飞行训练。

罗 嵘摄

下图：7 月 17 日，新疆军区某

团官兵开展边防巡逻。

帅丽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