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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 集团军某旅坦克五连，有一

个延续至今的传统——每年组织一次

“功臣号”坦克车组乘员擂台赛。

“功臣号”坦克是我军历史上的第

一辆坦克。历经 5 次更新换代，“功臣

号”坦克多次在重大任务中立下赫赫

战功。在该旅坦克五连，能够成为“功

臣号”坦克车组乘员，是一种能力认可

和荣誉的象征。

想上“功臣号”，先闯“擂台关”。8

月 中 旬 ，坦 克 五 连 一 年 一 度 的“ 功 臣

号”坦克车组乘员擂台赛，在该旅野外

驻训场展开。经过激烈角逐，“95 后”

炮长郭楠楠和驾驶员石泽林击败上届

“功臣号”炮长和驾驶员，从数十名参

赛官兵中脱颖而出，“95 后”车长王杰

凭 借 出 色 发 挥 成 功 卫 冕 。 比 赛 结 束

后，3 人被确定为新一届“功臣号”车组

乘员。

“靠实力说话”，是记者在该连采

访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该旅领导告

诉记者：“比赛共分 3 轮，每名参赛官兵

都是训练尖子，只有具备过硬专业技

能，才能拼到最后。”

比赛中，炮长郭楠楠首轮实操时

由于紧张出现失误，得分不高。但在

分数占比最大的“快速精确瞄准发射”

环节，他凭借在驻训演习等大项任务

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发发命中且用

时最短的好成绩拿下最高分。最终，

他以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成为炮长

专业新“擂主”。

赛场决胜真刀真枪，平时训练刻

苦扎实。熟悉郭楠楠的官兵都知道，

从当炮长那一天起，他就把成为“功臣

号 ”车 组 乘 员 设 定 为 自 己 的 奋 斗 目

标。炎炎夏日，坦克炮塔里高温似火，

郭楠楠常常一坐就是一上午。一个火

控系统操作动作，他一练就是数十遍；

为提高快速瞄准能力，他坚持每天盯

着瞄准镜苦练眼功，把坦克“快速精确

瞄准发射”成绩练到全营第一……

驾驶员专业赛场上，驾驶员石泽

林虽是第一次参赛，但表现出色。最

终，他以比第二名快 10 秒的成绩拔得

头筹，被确定为“功臣号”坦克驾驶员。

宝剑锋从磨砺出。为快速提高坦

克驾驶技能，石泽林每天脚踩橡皮筋

练习踏油板的触感，把掌控油门细节

练成“肌肉记忆”。赛后，有战友向石

泽林请教成功秘诀，他谦虚地说：“只

要肯下苦功，就能练成真本事。”

“打擂不易，守擂更难。每次‘功

臣号’车组乘员比武考核，我都感到压

力巨大。”作为车长岗位“守擂人”，王

杰心生感慨。在平时训练中，他不仅

苦练通信设备系统操作与维修等传统

课目，还主动向其他战友请教战术、指

挥方面的知识，决心在赛场上捍卫来

之不易的荣誉。

该 连 指 导 员 程 增 涛 说 ：“‘ 功 臣

号 ’坦 克 是 我 们 的 一 面 旗 帜 ，是 激 励

和引导官兵苦练本领、矢志打赢的精

神坐标。”

随着此次擂台赛结束，该旅党委

一班人达成共识：在下一步调整干部

骨干的工作中，将以“功臣号”车组乘

员擂台赛为参照，公开设“擂台”比武

选拔，营造“靠素质立身、凭实绩进步”

的浓厚氛围，让人才活力竞相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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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之道，要在得人。第 81 集团

军某旅坦克五连通过擂台赛比武竞技

的方式，立起了“有为者有位”鲜明导

向。这种方式为精武标兵、训练尖子提

供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和舞台，也提醒和

倒逼更多官兵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素质。

让能干者有舞台，就能在官兵心中

播下奋斗强军的种子；让实干者有奔

头，就是为部队全面建设扬起干事创业

的风帆。只要让谋打仗的有舞台、钻打

仗的有位子、能打仗的有前途，形成百

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生动局面，就一定

能让更多“千里马”竞相驰骋，为强军事

业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

让“千里马”竞相驰骋
■马 兵

车窗遮阳板上张贴着记载陆军某部

光荣历史的图片资料，车厢扶手拉环上

张贴着该部荣誉连队和英模人物的简要

事迹……近日，陆军某部与驻地公交集

团联合打造的“国防教育专线”开通运

营，10 余辆公交车成为移动的“微型军

史博物馆”，出现在驻地街头。

9月上旬，记者在其中一辆公交车内

看到，除正常通勤的乘客外，还有不少专

程前来乘车参观的市民。他们有的从车

厢这头走到那头，仔细阅读每一块展板；

有的特意带着孩子，前来感受独特的车

厢军旅文化。“如今，这个特殊的红色教

育场所，正变成深受市民欢迎的‘网红打

卡地’。”驻地公交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是我们与驻地公交集团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互学共建活动取得的成果。”

采访中，陆军某部领导向记者讲述了这

条“国防教育专线”的由来——

前些年，该部移防后驻地位置相对

偏僻。为方便官兵出行，经军地协商，驻

地公交集团专门将一条公交线路延伸至

该部营区附近，并命名为“拥军公交专

线”，该部官兵可免费乘坐。

以此为契机，该部与驻地公交集团

结为共建单位。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军地双方深化共建合作，积极组织互

学活动。期间，该部多次邀请驻地公交

集团职工参观该部军史馆。

“战斗模范连”官兵在抗日战争中

使用过的刺刀、“模范炮兵连长”王维在

战斗中指挥官兵全歼敌军一百余人的

故事……一件件历经硝烟的文物，一段

段写满荣光的战史，让驻地公交集团职

工深受震撼。

“能否把这座军史馆‘搬’进公交车

厢，让更多市民了解这支英雄部队的光

辉历史？”在一些职工建议下，军地领导

经过商议后决定将这条“拥军公交专线”

打造成“国防教育专线”。经过双方密切

配合，专线公交车辆很快完成了军史陈

列布展。

“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的浓厚氛

围，就要从这样的小事做起”“这样的车

厢‘广告’越多越好”……乘车期间，不少

乘客向记者道出心声。“国防教育专线”

的开通，不仅体现了社会对军人的尊崇，

也增强了该部官兵勠力强军的使命感和

自豪感。

陆军某部与驻地公交集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互学共建活动——

10余辆公交车成为“微型军史博物馆”
■本报实习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黄保传

短 评

本报讯 李一翔、吕哲报 道 ：9 月

上旬，战略支援部队某综合训练大队组

织学兵授课。笔者在现场看到，过去各

自独立的模拟训练单元，如今实现了集

成互通，学兵们身处不同地域，也能相互

配合、协同完成维修保障任务。

戴上 VR 设备，笔者跟随系统进入虚

拟维修车间。维修单元内，故障点位被精

准标定；制造单元内，按照实时传输的指

令要求，3D 打印设备快速制造出一个个

零配件……学、训、考全阶段覆盖，沉浸式

训练流程有序推进。训练结束后，大屏幕

立即显示出学兵训练成绩等信息。

据该大队领导介绍，他们按照体系

化设计、一体化训练的思路，精心打造车

辆装备保障综合训练平台，实现了学训

内容智能推送、训练手段智能组合、训练

过程智能监控、训练数据智能处理，形成

了一套完备的车辆装备保障训练体系，

有效提升了学兵训练水平。

某综合训练大队利用科技手段提升学兵训练水平

集成互通打造车装保障训练平台

本报讯 李鹏、郜燕飞报道：现场随

机抽签、考核连贯进行、成绩当场公布……

日前，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人武部组织全

区基层专武干部军事训练考核。该人武部

立起从严组考、以考促训鲜明导向，引导专

武干部聚焦实战提升军事训练水平。

“作为专武干部，军事训练不能只求

过得去，必须追求过得硬。”该人武部领

导介绍，日常战备训练是一项重要工作，

专武干部必须坚持“真、难、严、实”要求，

平时训练扎实有效，关键时刻才能拉得

出、顶得上。为此，他们不仅定期组织专

武干部军事训练考核，还坚持当场公布

成绩和排名，让专武干部认清自身训练

水平、找准努力方向。

每次考核结束后，他们及时组织讲

评会，总结共性问题找准解题之策，紧盯

个性问题结合实际限期改进。此外，他

们还把专武干部军事训练考核成绩，作

为干部调整使用的重要依据之一。

该人武部领导介绍，新的考核模式

施行以来，专武干部队伍掀起一股军事

训 练 热 潮 ，军 事 训 练 总 体 成 绩 稳 步 提

升。前不久，该人武部参加上级组织的

专武干部集训比武，一举夺得团体第一

和多项个人第一。

长治市上党区人武部立起从严训考鲜明导向

以考促训锤炼专武干部军事技能

本报讯 金一、陈奇报道：日前，战略

支援部队某部干部李闯代表部队前往战

士肖显昱老家，帮助他的父母协调解决家

庭困难。“组织上门提供帮助，让我十分感

动。”谈及此事，肖显昱心里倍感温暖。

自 2018 年以来，该部持续探索开放

式教育管理，走开“军地家”三位一体共

管 共 育 路 子 ，合 力 解 决 官 兵“ 忧 思 愿

盼”。一次家访中，该部了解到，以往踏

实努力的战士小焦突然沉迷网络。得知

情况后，该部组织思想骨干多次与其谈

心交流，鼓励他参加篮球比赛、读书交流

等文体活动，帮助小焦戒除网瘾。

据此，该部进一步在官兵中摸排网

络使用等管理问题，完善手机使用管理

规定、“八小时以外”教育管理制度等，筑

牢官兵思想“防火墙”。

“给官兵家庭送去‘一封慰问信、一封

家书、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份祝福’，是

我们精心设计的‘家访套餐’。”该部领导

介绍，今年春节前夕，警勤分队举办迎新

春茶话会，现场播放的官兵父母“视频寄

语”和“微信嘱托”，让大家深受触动，纷纷

表示一定要为家庭争光、为部队添彩。

官兵父母是“编外指导员”，地方政府

是共管共育的坚实靠山。该部党委与地

方相关部门建立定期沟通的“联动机制”，

在军属就业、军娃上学等方面提供支持；

通过协调申请福利救济和困难补助等形

式，为遇到困难的官兵家庭减轻负担。

据了解，3 年多来，该部先后帮助数

十名官兵解决现实难题或思想困惑，部队

整体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先后被上级表彰

为“安全工作先进单位”“军事训练先进单

位”等，探索出的“政委家访”“安全网格机

制”等多项经验做法得到上级推广。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探索“军地家”三位一体教育管理路子

共管共育助官兵成长成才

我在现场

8月下旬，海军某支队组织实战化训练。 朱梓鑫摄

8 月 31 日，新疆军区

某旅组织伞降训练。

单传扬摄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 请 退 伍 老 兵 到 背 景 墙 前 拍 军 装

照。”9 月 5 日上午，火箭军某部二营欢送

退伍老兵仪式上，一个特殊的环节引起

了记者注意。

宣 布 退 役 命 令 后 ，该 营 邀 请 老 兵

们拍军装照。看到大家拍照时激动的

表 情 ，该 营 教 导 员 屠 艳 锋 忍 不 住 眼 眶

发 红 。 屠 艳 锋 告 诉 记 者 ：“ 因 岗 位 特

点，战士们很少有机会穿常服，穿常服

拍 照 的 机 会 更 少 。”此 次 举 行 退 伍 仪

式，该营特意设计了拍军装照的环节，

以弥补老兵们的遗憾。

“请看镜头，3、2、1……”说话间，胸

戴红花的退伍老兵依次上前拍照。面对

镜头，老兵们纷纷摆出帅气姿势，留下自

己离营前的精彩瞬间。

看着相机屏幕上定格的画面，老兵

张辉激动不已——这是他入伍以来拍的

第二张军装照。新兵下连时，张辉穿着

常服拍了一张证件照，便将心爱的军装

收在箱底。

“当了几年兵，却没拍过几张军装

照 ……”老兵退伍前，屠艳锋在思想摸

底 中 了 解 到 大 家 的 想 法 后 ，鼻 子 酸 酸

的。“不能让老兵们带着遗憾离营。”屠艳

锋设计了一面充满军旅特色的背景墙，

为退伍老兵定格这段珍贵记忆。

“必须把最帅气的一面展现出来，

作 为 自 己 军 旅 生 涯 的 最 后 见 证 ！” 拍

照 前 ，老 兵 郭 旺 特 意 从 连 部 借 来 电 熨

斗，将军装认真熨了一遍 ；服役 8 年的

老兵庞霄翻出自己获得的各种证书奖

章 ，把 它 们 捧 在 手 里 、戴 在 胸 前 ，记 录

下 自 己 的 军 旅 荣 光 ；老 兵 陶 太 兴 特 意

拉 上 自 己 的 老 班 长 ，留 下 充 满 战 友 情

的合照……

看着老兵们拍照的一幕幕，聆听他

们既平凡又不凡的军旅故事，记者忍不

住红了眼眶。这一张张军装照，定格的

是笑脸、是友情、是青春，折射的是忠诚、

是牺牲、是奉献。记者相信，流淌在血液

里的军人品质，将成为他们一生最宝贵

的财富。

（本报北京9月 6日电）

火箭军某部二营举行退伍仪式，一个特殊环节令官兵泪目——

再给老兵拍张军装照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方 雷 于元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