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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刘建伟、李伟欣报

道 ：“ 离 机 准 备 ，跳 ！”9 月 上 旬 ，随 着

投 放 员 一 声 令 下 ，第 83 集 团 军 某 旅

特战小队长李慧林率先跃出机舱，伞

降 至 预 定 区 域 。 毕 业 才 3 年 的 他 ，已

掌 握 4 种 机 型 、6 种 伞 型 的 伞 降 实 跳

技 能 。 李 慧 林 告 诉 记 者 ：“ 我 的 快 速

成长，得益于部队从难从严组织空投

空降训练。”

近年来，该旅紧盯实战需求组织空

投空降训练，实现了从直升机徒手跳伞

到大飞机武装跳伞、从单一伞型训练到

多伞型训练、从外请教员组织训练到自

主组织训练的跨越，不仅年度实跳训练

人数大幅增长，而且掌握 3 种以上伞型

的骨干也越来越多。

李慧林并非特战专业出身。原本

就读于信息工程大学的他，分配到该

旅时，正赶上伞降训练。“那次我的训

练时间太短、伞降技术不过关，所以没

能参加旅队组织的首次实跳。”回忆那

段经历，李慧林至今有些遗憾。

“ 要 想 成 为 一 名 合 格 的 特 战 队

员，就必须紧贴实战不断挑战自我。”

李 慧 林 说 ，为 弥 补 伞 降 技 能 不 足 ，自

己在两年时间内，先后两次参加陆军

特 种 作 战 学 院 组 织 的 伞 降 骨 干 和 高

空 翼 伞 培 训 。 从 伞 降 单 课 目 训 练 到

跳伞融入战术训练，对特战队员的生

理机能、伞具操纵能力等提出更高要

求。李慧林迎难而上，迅速掌握了相

关伞降技能。

今年初，李慧林前往某部进行伞降

特训，通过模拟在高空坠落环境中各种

可能出现的特情，锤炼了自己的身心素

质和临机应变能力。前不久的一次演

习中，李慧林和特战小队在空中能见度

低、地面无引导员等复杂条件下，共同

完成翼伞武装跳伞，刷新了该旅跳伞训

练纪录。

“空降雏鹰”挑战六种伞型上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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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刘建伟、张毓津报

道：“入伍仅 3 年，两次打破集团军训练

纪录！”9 月初，在第 83 集团军某旅远

距离极限游泳比武中，特战六连下士

曾 泽 鹏 以 32.3 千 米 的 成 绩 勇 夺 第 一

名，再度刷新集团军纪录。面对赞誉，

曾泽鹏坦言：自己是游泳运动员出身、

有较好的基础，但更关键的是部队实

战化训练的扎实推进，使他体能技能

水平不断提升。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始终将特战

人 才 培 养 作 为 提 升 实 战 能 力 的 突 破

口 。 近 年 来 ，该 旅 着 眼 未 来 战 场 需

求 ，探 索 优 化 人 才 培 养 链 条 ，按 照 专

业化培养方式规划人才成长路径，深

入推进实战化训练，最大限度挖掘人

才潜力。

曾泽鹏入伍前是湖北省游泳队队

员、国家一级运动员，曾在全国游泳锦

标赛、全运会等重要赛事中夺得名次。

2018 年参军入伍后，他本以为凭借游

泳这一优势能很快脱颖而出，可实际并

没有想象的那么轻松。

2019 年 ，该 旅 选 拔 陆 军“ 特 战 奇

兵 ”考 核 比 武 人 员 ，曾 泽 鹏 顺 利 进 入

集 训 队 。 集 训 第 一 次 摸 底 考 核 ，曾

泽 鹏 排 名 第 一 。 他 一 度 认 为 胜 券 在

握 ，对 自 己 在 比 武 中 拿 到 名 次 充 满

信 心 。 然 而 随 着 训 练 强 度 加 大 ，特

别 是 增 加 武 装 泅 渡 课 目 训 练 后 ，没

有 负 重 游 泳 训 练 经 验 的 曾 泽 鹏 ，成

绩直线下滑。

为迎头赶上，曾泽鹏刻苦训练：每

天在水中训练时间超过 10 小时、负重

游泳 15 千米，即使肩膀、后背磨掉皮，

也不言放弃。通过不懈努力，他重新夺

回集训考核第一名。

去年，该旅组织远距离极限游泳比

武，曾泽鹏以游泳距离 32 千米的成绩，

打破集团军远距离极限游泳课目的纪

录，荣立三等功，被旅队评为“十大猛虎

标兵”。

“海上蛟龙”两破比武纪录

调 查 研 究 是 谋 事 之 基 、成 事 之

道。前不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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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真研究问题、

研究真问题。”这为我们改进调查研究

方 法 、提 高 调 查 研 究 成 效 ，指 明 了 方

向，理清了思路。

1930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

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

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

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是对客观

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

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

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

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调查

研究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调查研究

必须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

“ 真 研 究 问 题 、研 究 真 问 题 ”上 下 功

夫。对领导干部来说，调查研究越充

分，就越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收到

实效，越能发现问题症结、集中群众智

慧、开出管用良方。

“真研究问题”，要求调查研究的态

度必须端正、作风必须务实、方法必须

科学。“身入”基层，并不等于“心到”基

层。那种“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

言念稿子”的作秀式调研，指示批评多、

虚心求教少的钦差式调研，只看“前庭”

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的观光

式调研，都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

风。领导干部应眼睛向下、脚步向下，

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

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官兵表扬和批

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调查

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二者

缺一不可。应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

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

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

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研究真问题”，要求调查研究的

“准星”必须对准部队战斗力的“靶心”，

必须把解决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比如影响转型建设的重

难点问题、制约备战打仗的瓶颈问题、

阻碍部队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官兵反

映强烈的现实问题等，都应该是调查研

究的重点内容和主攻方向。然而，个别

领导干部在“研究真问题”上缺少求真

的智慧、勇气和作风。有的习惯走马观

花式调研，刻意回避复杂问题、棘手问

题；有的在调研中习惯先入为主、预设

结论、按需求证，关注的都是本子上写

的问题、自己头脑中想的问题，与实际

情况并不相符；还有的在调研上隔靴搔

痒，抓不住那些具有代表性、普遍性、全

局性的问题。只有掌握科学的思想方

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才能准确把握和

有效解决与部队建设、广大官兵密切相

关的真问题、大问题。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调查研究应着重在“真”字上

做文章，带着真感情、付诸真行动、发

现真问题、收到真成效，这样才算得上

是“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

调查研究必须强化问题意识
■高世朋

近日，记者来到天津警备区河西第

三离职干部休养所，拜访 94 岁高龄的

渡江战役英雄李治。

听说记者来访，李老一大早便换上

挂满了军功章的老式军装。一枚枚闪

闪发光的军功章，铭刻着李老为革命事

业奋斗的经历，令记者肃然起敬。

“这枚军功章是渡江战役胜利后获

得的。”指着其中一枚军功章，李老激

动地说，“当时，国民党在长江南岸狂妄

地叫嚣‘共产党几条破帆船，也想渡过

长江？’他们越这样说，我们就越要坚决

渡江！”李老用拐杖重重地敲击着地板，

讲述那段烽火岁月。

“1949 年渡江战役前，部队组织学

习毛主席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新

年献词，官兵备受鼓舞！”李老回忆说，

“经过全团评比，我们连争取到了担负

渡江突击任务的光荣使命！”

李治时任二野第 12 军 106 团八连

连长。连队官兵北方人居多，大多水性

不好。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李治带领大

家没日没夜地练习游泳，有的人手脚被

水泡得发白，有的人被晒褪几层皮，但

大家都铆着一股劲。

战役即将打响。出发前，李治带

领全连官兵振臂宣誓：“我们是光荣的

人民解放军，誓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

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

中国！”

说到这里，李老的声音变得格外洪

亮。当年那激烈战斗的画面，随着李老

的讲述浮现在记者眼前。

那天，八连接到强渡长江的命令。

李治带领连队官兵乘船，冒着枪林弹雨

拼命向前冲锋。然而，敌人的火力十分

猛烈，我方人员和装备遭受损伤，一时

间，行船速度慢了下来。

“同志们，就是用手划，也要争当第

一船！”见状，李治大声喊道，“将革命进

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官兵随着李治

一起呐喊，冒着炮火，勇猛向前。

四班副班长雷志洲腹部中弹，一声

不吭，咬着牙坚持划船；战士马福胜头

部和左臂受伤，但他果敢跳进江中奋力

推船，最后因体力不支倒在岸边……

回想起战友们的英雄壮举，李老

哽咽不止，热泪纵横。坐在一旁的老

伴孙迎秀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满是痛

惜地告诉记者：“他的左腿骨中还有一

块弹片，至今没能取出来。他是我心

中的英雄！”

“船一靠岸，战友们一跃而起，跳上

岸滩，像猛虎一样扑向敌人！”李老饱含

激情地说，“我带领官兵乘胜追击，一直

打到浙江淳安。在后来的庆功大会上，

我们被授予‘渡江第一船’荣誉称号。”

一段历史，永远铭记；一种精神，永

远传承。“什么是渡江精神？就是坚定

信念、革命到底！”李老斩钉截铁地说，

“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我们就应该

不断拼搏进取，争取更大胜利！”

烽火映照“渡江第一船”
——访94岁的渡江战役英雄李治

■张志强 本报记者 安普忠 岳雨彤

“1951 年 4 月，我所在部队到达朝

鲜，担负高台山阵地防御任务。一天凌

晨，敌人对我军阵地发起疯狂攻击，我

和战友们拼死反击，连续作战 4 天 3 夜，

歼灭敌人 7 千余人……”9 月上旬，在新

疆喀什军分区某部党史学习教育课堂

上，92 岁高龄的志愿军战士李雨村通

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娓娓讲述抗美援朝

战场上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赢得官兵

热烈掌声。

视 频 画 面 上 ，李 老 用 颤 巍 巍 的

手 ，向 官 兵 展 示 他 亲 笔 撰 写 的 回 忆

录 ——《高 台 山 大 捷》。 这 本 厚 重 的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回 忆 录 ，令 大 家 肃 然

起 敬 。

“《高台山大捷》这本书是 1990 年

我退休后撰写的。”得知受邀给官兵讲

党课，已是鲐背之年的李雨村特意穿上

老式军装，显得格外精神矍铄。在李老

的生动讲述下，一幅幅壮烈的战斗画卷

徐徐铺开。

“1951 年 5 月的一次战斗中，我们

被敌军包围，在猛烈的火力封锁下，一

度 断 水 断 粮 ，只 能 靠 树 叶 和 野 菜 充

饥 。 看 到 很 多 人 因 营 养 不 良 身 体 浮

肿，战友马占荣冒着生命危险，从被炸

死的马身上割回几块肉。我们就靠这

几块马肉，坚持到突出重围……”战争

的硝烟虽已远去，但讲到动情处，李老

不禁潸然泪下。

听着李老的讲述，大家仿佛置身枪

林弹雨的战场，看到志愿军将士们前仆

后继勇敢冲锋的身影。

“ 现 在 ，保 家 卫 国 的 重 任 就 交 给

你 们 了 ，希 望 你 们 坚 定 红 色 信 仰 ，继

续创造新的辉煌。”讲完战斗故事，李

雨 村 郑 重 嘱 托 。 该 部 政 治 工 作 科 科

长 王 德 龙 激 动 地 站 起 身 说 ：“ 没 有 老

一 辈 英 雄 们 的 浴 血 奋 战 、不 怕 牺 牲 ，

哪有今天的美好生活。请您放心，我

们一定苦练本领，守护好祖国的大好

河山。”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授课接近尾声，李老和官兵共同唱起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两代人在歌声

中跨越时空、共悟使命……

热血凝成《高台山大捷》
——记92岁的志愿军战士李雨村

■李建阳 邢玉龙 李小龙

※ ※

9月 8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

王国云摄 9月 9日，第 81集团军某旅组织实兵对抗演练。图为战车发射烟雾弹。 荣晓怡摄

强军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