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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本报讯 特约记者付凯、通讯员张

红报道：“请你部迅速向参演部队供应 1

个营基数的防空导弹。”近日，一场联合

战役实兵对抗演练在某地域展开。联勤

保障部队某仓库接到供应保障任务后，

立即发出预储弹药，红方得到补充后展

开猛烈攻击，迅速占领“敌”阵地。

负责接收弹药的某部领导感慨：“这

批弹药从搬运出库到装载运输，再到送

抵前线，整个过程用时不足 6 小时，比以

往更高效。”这是联勤保障部队创新应急

应战弹药基数化储备模式，实现快速精

准保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随着部队演训任务增多，常

规弹药补给模式难以适应实战实训要

求。联战联训联保中，有时会出现“弹药

储量不足，需从其他仓库调运补充”“品

类太多，需从多个库房转运”“堆码不集

中，需来回倒垛”等情况，影响弹药快速

准确发出。

为此，他们多次与受供单位联系对

接，围绕保障要素、保障需求、保障体量

开展研讨交流，梳理出 3 类 12 个影响弹

药保障效率问题；深入 7 个不同类型仓

储单位调研，从弹药堆垛、存储、发出、押

运等环节人手，简化供应保障流程。

“我们瞄准实战要求，就近就便设置

预存预储单元，储备满足战略战役层级

基数弹药，确保遇有情况能快速准确发

出。”联勤保障部队有关领导介绍，他们

借鉴地方物流经验，使用集装箱、托盘等

包装应急应战弹药，在弹药堆垛前设置

专用标识，注明保障单位、装载运输要求

等信息，进一步提高弹药发出效率。

以往跨区演训往往采取携弹机动方

式，运输难度大、风险系数高。新的弹药

保障模式实施后，相关试点单位利用预

储弹药快速精准为保障对象提供弹药补

充，极大提高了保障效率。下一步，他们

将加快推进联合作战装备保障体系建

设，持续深化应急应战弹药基数化储备

新模式，更好地服务部队战斗力建设。

联勤保障部队探索应急应战弹药
基数化储备模式

就近就便设置预存预储单元

“ 我 从 一 个 农 村 娃 成 长 为 一 名 高

级 士 官 ，离 不 开 部 队 的 培 养 。”8 月 上

旬，因完成任务出色，北部战区海军某

潜艇基地一级军士长郭金海受到上级

表 彰 。 载 誉 归 来 ，郭 金 海 在 基 地 为 他

组织的欢迎仪式上道出心声，“我要不

负 重 托 ，将 习 主 席‘ 七 一 ’重 要 讲 话 精

神贯彻落实到工作中，提升能力、练好

本领，争当新时代强军事业排头兵！”

“自人才强军战略全面实施以来，

一 大 批 德 才 兼 备 的 高 素 质 、专 业 化 新

型军事人才正在军营中加速成长。”该

基 地 领 导 说 ，贯 彻 落 实 习 主 席“ 七 一 ”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很 重 要 的 一 条 就 是 把

人 才 培 养 摆 在 突 出 位 置 ，以 高 素 质 人

才方阵托举新时代强军伟业。

该基地鱼雷总体技师、一级军士长傅

瑞华，在学习讨论中晒出自己的“闪亮履

历”：先后 6次被选送到院校深造，数十次

参加重大演习演训任务，参与编写业务教

材 10 余部……他的成长轨迹，折射出该

基地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加速崛起。如今

在该基地，士官群体作用发挥越来越明

显，许多“兵专家”在各自岗位独当一面。

征 程 万 里 风 正 劲 ，重 任 千 钧 再 出

发。近几年，一支由硕士、博士组成的

“科研创新工作团队”不断攻关，取得“智

能声呐兵”等 10 余项科技创新成果。近

段时间，该基地又探索“预提士官超前培

养”模式，遴选有长期服役意愿的大学生

士兵作为预提士官，根据其专业特长提

前安排到相应岗位锻炼提高。

“谁把握了人才建设先机，谁就拥有

未来战场主动权。”畅想未来，该基地领

导信心满满，“日益茁壮的人才队伍，必

将为打赢制胜提供有力支撑。”

为战育人，打造高素质人才方阵
—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基地学习贯彻习主席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见闻
■本报记者 康子湛 通讯员 张书义 刘佩伟

在奥运历史上，中国乒乓球队、中

国跳水队等“梦之队”战绩赫赫、屡屡

夺金。在奥林匹克光芒下，他们的名

字就是实力的代名词，他们的荣誉就

是胜利的里程碑。

奥运会是国际顶级体育赛事，体坛

名将荟萃，各国强手如林。中国体育健

儿一次次力挫群雄，登顶夺冠，靠的是

强健的体魄、精湛的技术、稳定的心态，

归根到底，靠的是硬实力。赛场上虽有

偶然，但实力是最终的必然。无论是李

雯雯、石智勇诠释“开把即冠军”，还是

杨倩、杨皓然上演“逆转勇夺金”；无论

是马龙成就“双圈大满贯”，还是全红婵

满分刷屏“一骑绝尘”……他们每一次

突破自我、每一次绝地反击，都是用实

力去拼搏，可谓是“一步一步、实力标

注，十全十美、胜利最美”。

竞技体育不仅是运动员实力的角

逐，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科

技 实 力 、社 会 文 明 程 度 的 重 要 体 现 。

从旧中国刘长春孤身一人站在洛杉矶

奥运会的跑道之上，到新时代苏炳添

“中国闪电”划破东京奥运会百米赛道

的夜空，中国人民以自信和自强记录

国家发展进步的时代新刻度。中国体

育代表团取得优异成绩的背后，是综

合国力的持续跃升，是民族凝聚力、向

心力、自信心的不断增强，是我国制度

优势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一个强

大的祖国，是支撑中国体育健儿创造

佳绩、问鼎桂冠的最雄厚的实力。

赛场有胜负，战场无亚军。军队

是要打仗的，而打仗是硬碰硬、实打实

的较量。战场从不怜悯弱者，战胜对

手要靠实力说话。铁肩膀是压出来、

磨 出 来 的 ，硬 本 领 是 练 出 来 、拼 出 来

的。广大官兵应向驰骋奥运赛场的中

国体育健儿学习，用本领捍卫荣誉，用

实力赢得胜利，将手中的武器练到极

致、将战术战法钻研到极致，始终保持

迎难而上的士气、勇猛顽强的斗志、闯

关夺隘的姿态，全面提升新时代备战

打仗能力，确保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

用实力赢得胜利
—学习践行中国体育健儿励志精神系列谈③

■钧 浩

“若非‘亲眼所见’，哪能想到这里

的 地 形 如 此 险 要 ！”前 不 久 ，在 国 防 科

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一堂党史教育课

上 ，该 院 讲 师 熊 俊 站 在 电 子 沙 盘 前 如

此感叹。

只见基于该院自主研发的“高性能

地理信息系统”生成的电子沙盘上，腊子

口地域三维地形图清晰呈现：绵延数百

公里的高山之间，突现一处长约百米、宽

仅 30 米左右的甬道；甬道两边，耸立着

坡度近似直角的悬崖；甬道正中，一座小

木桥孤悬在腊子河水面上。

“腊子口地势之险让人望而生畏，

更 要 紧 的 是 这 里 还 有 敌 人 的 重 兵 把

守。”说着，此次授课的主讲人、该院研

究员倪少杰点击电子沙盘上的“兵力部

署”按钮，一幅战场态势图便叠加在三

维地形图之上。

“敌人在腊子山梯次配备了一个旅

的兵力，并在桥头筑起桥头堡。”倪少杰

一边讲解，一边滑动地图缩放滚轴，敌人

在岷县配属的 4 个团增援兵力出现在电

子沙盘上。

倪少杰再次点击“战斗过程”按钮，

红军突破腊子口的战斗示意图出现在电

子沙盘上。他讲道：“战斗持续到后半

夜 ，红 军 兵 分 两 路 ，4 个 连 继 续 正 面 强

攻，两个连攀登悬崖绝壁向敌后迂回，袭

击山顶守敌，一举扭转了战局。”

“这是我们发挥科研优势，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一个做法。”该院领

导介绍，他们充分利用“高性能地理信息

系统”的高分辨率三维数字地图、高性能

空间分析、战场态势标绘与显示等，制作

“军史战例复盘模块”，同时辅以现场讲

解，使得战役兵力部署、战斗地形、行动

路线、战斗结果等信息，直观地呈现在师

生眼前。

据介绍，他们利用“高性能地理信息

系统”制作的课程“四渡赤水出奇兵”，一

经推出就获得广泛好评。该院讲师霍凯

参与课后讨论时说：“我军声东击西、出

其不意、避实击虚的战法，使国民党军陷

于徒劳往返、疲于奔命的境地……这一

仗，不愧是我军历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

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尝到甜头后，他们又先后围绕“奇

袭阳明堡”“血战平型关”“雄师渡长江”

“坚守上甘岭”“激战长津湖”等经典战

例推出相关课程。每次授课，教室内总

是座无虚席。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赴

基层开展科研服务、调研试验等时机，

将嵌有“军史战例复盘模块”的“高性能

地理信息系统”升级补丁包提供给部队

使用。基层官兵评价说：“借助电子沙

盘，仿佛置身战火硝烟的战场，真切地

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英雄气概。这样的

党史学习教育方式真给力！”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发挥科研优势创新党史授课方式—

活用电子沙盘 重现经典战例
■张照星 方姝阳

8 月 22 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

携手兄弟部队组织联合登陆作战演

练，锤炼部队两栖作战能力。

谢权鑫摄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已经开启，西藏发展也站在了新的

历史起点上，只要跟中国共产党走、坚定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协力，加强民

族团结，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

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

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到民

族地区调研，一次次同各族群众面对面交

流。在雪域高原、天山南北，在祖国北疆、西

南边陲，都留下了总书记的坚实足迹和深深

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进步的重

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

于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加快民族地区

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构筑各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磅礴

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
的生命线

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

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五十六个民

族是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存在。我国少数民族有一亿多人，

处理好民族关系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为

重要的内容。多民族、多文化恰恰是我国的

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开发

的，中华民族的未来也要靠五十六个民族共

同来开创。”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新 时 代 ，中 华

民 族 迎 来 了 历 史 上 最 好 的 发 展 时 期 。 同

时，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更要团结

一致、凝聚力量，确保中国发展的巨轮胜利

前进。

2013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

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

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

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

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

空间。”“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用 13 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2014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

二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国家的统一，人

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

的基本保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最根本的是要坚

持 民 族 平 等 ，加 强 民 族 团 结 ，推 动 民 族 互 助 ，促 进 民 族 和

谐。我们要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

传 教 育 ，牢 固 树 立 汉 族 离 不 开 少 数 民 族 、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

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打牢民族团结的

思想基础。”

2014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 民 族 工 作 会 议 上 指 出 ：“ 多 民 族 是 我 国

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

素。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

有 许 多 民 族 登 上 过 历 史 舞 台 。 这 些 民 族

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

五 十 六 个 民 族 。 各 民 族 共 同 开 发 了 祖 国

的 锦 绣 河 山 、广 袤 疆 域 ，共 同 创 造 了 悠 久

的 中 国 历 史 、灿 烂 的 中 华 文 化 。 秦 汉 雄

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

就的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讲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

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

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

者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

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

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

员的关系。”

2015 年 9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

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指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

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中国共产党就

是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向着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民族团结

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是凝

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

“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

程中，我们一定要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

结，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

及各方面的团结，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社

会和谐稳定，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统一和团

结的分裂活动。”2016 年 10 月 21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

指 出 ，“ 我 们 要 凝 聚 起 全 体 人 民 智 慧 和 力

量，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发展动力，让

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奋斗迸发出

来的磅礴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强大动力。”

2018 年 3 月 5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参

加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内 蒙 古 代 表

团 审 议 时 指 出 ：“ 我 国 是 统 一 的 多 民 族 国

家，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加强

民族团结，根本在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民族

政策，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理论根源越扎越深、实践根

基越打越牢。”

“ 中 国 人 民 是 具 有 伟 大 团 结 精 神 的 人 民 。”2018 年 3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 议 上 指 出 ，“ 今 天 ，中 国 取 得 的 令 世 人 瞩 目 的 发 展 成 就 ，

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努力的结果。中国

人 民 从 亲 身 经 历 中 深 刻 认 识 到 ，团 结 就 是 力 量 ，团 结 才 能

前进，（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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