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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甘兆楠、何飞报道：仲秋

时节，濒海某地，战车轰鸣。第 72 集团

军某旅数十辆新型突击车在濒海沙滩

快速机动，突破层层障碍向预定地域驶

去……该旅利用海训契机，让新装备接

受险难课目淬炼，用复杂环境严格检验

突击车班组的协同作战本领。

该旅改革调整后，配发了新型突击

车。为深挖新装备潜能，该旅打破以往新

装备列装之初只练基础课目的模式，将复

杂地形训练、陌生地域机动破障和突击车

班组协同作为新装备训练“重头戏”。他

们采取专业课目穿插训、险难课目重点

训、普通课目经常训的方式，将长途机动、

防敌袭扰、战斗射击、车辆抢修等 10余个

课目进行交叉组训，既提升乘员操作新装

备能力，又锤炼战斗人员协同配合意识。

笔者在海训场看到，二营四连两台突

击车刚驶入“战场”就遭遇“敌情”。车载电

台传来上级指令：“车载榴弹准备，目标左

前方，‘敌’机枪火力点歼灭……”官兵闻令

而动，对“敌”目标展开精准火力打击。刚

刚拔掉“敌”火力点，电台里又传来“前方发

现染毒地段”的通报，只见各车迅速紧闭车

窗开启防护装置，利用新型突击车机动性

能强的特点，快速驶离“染毒”地段。

据了解，海训期间，该旅连续组织高

强度实战化训练，锤炼各班组新装备操

作能力，形成全员额、全要素训练闭合回

路，新装备战斗力得到有效提升。

第72集团军某旅深入开展新装备险难课目训练

濒海训练淬砺协同作战硬功

本报讯 孙晨、特约记者马振报道：

9 月下旬，高原戈壁，第 76 集团军某旅组

织某新型火箭弹发射演练。随着火箭弹

精准命中靶标，他们打出了高原地域首

发命中的佳绩。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

于该旅引入营连电子网络训练支持系

统，此前他们已经利用该系统完成了同

等条件下的模拟发射。

该旅常年在雪域高原执行任务，新

装备战斗力生成受恶劣气候及复杂环境

影响。为破解这一难题，该旅与相关院

校合作，引进营连电子网络训练支持系

统。官兵只需在系统中输入装备作业环

境数据，便可创建相应训练环境，完成近

似条件下的模拟训练。

为进一步挖掘高原高寒环境下新装

备作战潜能，该旅还利用这套系统探索新

战法新打法。他们通过设置遭敌袭击、卫

星过顶等战场情况，在“多敌情威胁、训练

高强度、环境极复杂”条件下开展针对性

训练，锤炼部队快速反应能力。记者采访

时看到，模拟训练过程中，发射单元时而

遭受暴风雨、强光等复杂条件干扰，时而

面临“装备受损”“减员操作”等特情考

验。参训官兵灵活应对、见招拆招。发射

架指挥长孙科军告诉记者：“依托这套模

拟训练系统，我们更加熟悉不同环境下新

装备的操作方法，提升了训练效益。”

前不久，在上级组织的抽考中，该旅

单课目优良率较往年明显提升，操作火

控计算机、人工操瞄等重难点课目训练

成绩也取得新进步。

第76集团军某旅利用信息技术创新训练方法

模拟系统助力高原实弹发射

本报讯 谢一、李俊报道：某野外演

训场上，红蓝对抗进入胶着状态。一阵

猛烈炮火袭击后，分类后送组和救治组

迅速前出转运“伤员”……9 月中旬，空

军特色医学中心野战医疗队赴空军军医

大学某训练基地，参与机动卫勤力量跨

区基地化训练考核、紧急空运后送等演

训任务，全面检验打仗型卫勤建设水平。

该中心野战医疗队曾参加汶川抗震

救灾、东盟防长扩大会军事医学联演伴随

保障等重大任务。随着卫勤保障日益紧

贴实战需求，该中心党委意识到，为满足

遂行多样化卫勤保障任务需要，构建打仗

型卫勤人才梯队迫在眉睫。为此，结合此

次跨区基地化训练考核，该中心按照“懂

卫勤、能战救”目标要求，对照训练大纲和

检验评估标准，针对战备等级转换、组织

行军输送、医疗救治、转移撤收等不同阶

段，逐环节逐要素展开专攻精练。

该中心将传统编组模式转变为轮

训轮换的覆盖式编组模式，按计划组织

军人、文职人员分批轮训，重点向没有

参演参训经验的年轻队员倾斜。在保

证野战医疗队骨干队伍稳定基础上，探

索推行岗位轮换，确保全员具备遂行野

战 医 疗 救 护 和 空 运 卫 勤 保 障 任 务 能

力。与此同时，他们围绕组织宿营、警

戒防卫、批量伤员救治、前接后送等流

程展开红蓝对抗。

夜间微光环境下进行手术实验、练

习使用负压隔离帐篷和相关设备、传授

野外条件下伪装防护技巧经验……野战

医疗队指挥组组长沈炜告诉笔者，在此

次跨区演训的多特情锤炼下，野战医疗

队先后完成 10 余个课目连贯考核，战场

救治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构建打仗型卫勤人才梯队

野战医疗队执行跨区演训任务

9 月中旬，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

织海上飞行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欢朋摄

9 月中旬，第 71 集团军某

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开展伞降

实跳训练，锤炼部队立体突防

能力。

上图：伞兵天降。

右图：跃出舱门。

李 林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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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一课一思

“‘不朽井冈英雄，千古人民功臣’，

这是对何挺颖一生的精准概括。1929

年 1 月 24 日，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次

日随部队转移途中遇敌突袭，生命永远

定格在 24 岁。同为 20 多岁的你们，是

否和他一样有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

定信仰？”

9 月下旬，在何挺颖烈士故居内，

火箭军某旅一堂现地党史学习教育课

正在进行。没有多媒体课件，驻足在被

鲜花簇拥的何挺颖烈士半身塑像前，授

课人王涛向一群年轻的基层党支部书

记，讲起了何挺颖的英雄故事——

“四万万人发声吼，火山爆发世界

惊。中国有了共产党，散沙结成水门

汀。”何挺颖大学时本想钻研数学专业，

但聆听了邓中夏、瞿秋白等多位共产党

人的演讲后，他的人生追求发生了巨大

变化：“对数表里查不出救国的良方，计

算尺不能驱逐横行的豺狼。”他深刻认

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

是毅然投笔从戎，并在 1925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秋收起义后，国民党军队对红军

围追堵截。面对恶劣的环境和敌人的

强大火力，时任党代表的何挺颖所率领

的队伍虽然缺衣少药、缺枪少弹，却始

终兵心不散、士气不减。”听着王涛的讲

述，大家心中的信仰之火越烧越旺，强

支部、带队伍的信心更足了。

随后，基层党支部书记们前往几十

公里之外的张富清故里参观。

群山环抱中，一条小溪缓缓流过。

岸边，一堵简陋的围墙、两间低矮的土

坯房，是老英雄张富清小时候生活的地

方，紧挨着这两间土坯房的是近年来新

修建的村史馆。

“1948 年 ，24 岁 的 张 富 清 参 加 了

解 放 军 ，同 年 8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战场上，他英勇杀敌、舍生忘死，先后

多次荣立战功……”村史馆内几张泛

黄的立功证书，彰显着老英雄的赫赫

战功。

“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共

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要完成任务，

领 导 自 己 要 过 硬 ，执 行 政 策 才 能 坚

决”……村史馆的红色墙壁上，刻着张

富清的感言。参观过程中，大家一同驻

足阅读，体悟老英雄从军报国、淡泊名

利、坚守本色的一生。抬头望去，镌刻

在门檐上的“时代楷模”4 个大字，显得

格外醒目。

“ 两 位 英 雄 ，当 年 和 我 们 一 样 年

轻。他们在和我们一样青春的年龄，书

写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故事……”通

过参观学习，大家深刻领悟了这堂课的

内涵。

授课接近尾声。在王涛带领下，

年轻的基层党支部书记们面向鲜红党

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铿锵的话语在山谷间久久

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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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处 英 雄 故 里 ，一 腔 革 命 热 情 。

不同的是时间和地名，相同的是初心

和使命。火箭军某旅将年轻的基层党

支部书记培训课堂设在英雄故里，找

准党史学习教育的共鸣点，将信仰信

念根植于他们的心灵深处，涤荡了心

灵，强化了血脉赓续。

亲其师，信其道。党支部书记作

为基层连队党史学习教育的“第一责

任人”，是教育引导官兵学好党史的带

头人，只有做到“教育者先受教育”“信

仰者坚定信仰”，才能坚守精神高地、

抵御侵蚀诱惑。同时，“第一责任人”

要带好头、作表率，叫响“我讲的就是

我信的，我信的就是我照着去做的”，

才能更好地启发官兵、引导官兵。

知所从来，明所将往。在这场感

悟英雄信仰、强固理想信念的教育之

旅中，年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重

要使命。我们期待着他们焕发出更大

的政治热情和聪明才智，当好官兵的

心灵播火者、军旅引路人。

找准共鸣点 当好责任人
■冯晓永

短 评

本报讯 单涛、记者李浩然报道：

仲秋时节，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

发射连指导员王毅通过强军网上开设

的“雷霆讲堂”，上了一堂自导自演的

“e 言 e 行”保密教育视频课。与此同

时，驻守某岛礁的该旅侦通连指导员

张乔组织全连官兵在线观看学习，留

言区内，两地官兵共话心得体会。这

是该旅丰富网络教育资源，借力网络

打造全时全域教育模式的场景。

该旅常年担负野外驻训和战备值

班任务，部队动散条件下，思想教育难

以 全 员 覆 盖 、官 兵 思 想 难 以 实 时 掌

握。针对这一现实难题，该旅依托“学

习强军”APP、“军职在线”APP、强军网

等平台，建立官兵线上选课、教员直播

授课，课上双向互动、课后留言交流的

远程网络教育模式，提升教育覆盖面

和灵活性。

“用好网必须先管好网。”该旅领

导表示，他们整合教育资源，构建联通

营连、直通班排的掌上教育资源库，定

期更新上传优质课程；成立“雷鸣”融

媒体工作室，在线开设“雷霆讲堂”，引

导官兵正确认识涉网热点话题；将网

络教育授课镜头对准官兵、内容贴近

官兵，不断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

性，提升官兵的参与积极性和情感认

同度。

日前，该旅针对防范网络电信诈

骗等热点话题，以“雷霆讲堂”直播课

的形式带动全旅多个营区官兵同步参

与，教育效果良好。

海军航空兵某旅探索远程网络教育模式

“雷霆讲堂”在线讨论热点话题

本报讯 记者张雨晴、特约记者

钟福明报 道 ：前 不 久 ，火 箭 军 工 程 大

学 学 员 小 张 通 过 校 园 网 首 页 的 教 学

互动板块，查找到任课教员分享的相

关课程资料，顺利解决学习过程中的

疑问。如今，校园网络综合平台已成

为 该 校 青 年 学 员 进 行 课 后 学 习 的 新

途径。

守 好 网 络 安 全 ，也 要 把 网 络 用

好。该校针对青年学员思想活跃、对

知识需求较大的特点，积极整合各类

网络资源，打造校园网络综合平台，实

现教育资源在线共享。他们在严守保

密规定、确保网络安全的基础上，综合

采用军内网络转载、官兵自行上传等

方式，建立起优质网课资源库、教育视

频库等，方便学员在学习中解疑释惑、

分享感悟，利用网络空间为学员打造

自主学习、拓宽视野的“网络教室”。

党史学习教育中，他们依托校园

网络综合平台，创建“百年百个红色故

事”“砺剑强军英雄谱”“百名学员话成

长”等专栏，通过网络发起“百年大党

正青春”宣誓接力活动，多渠道、全方

位建设网络“红色阵地”，激发青年学

员学习党史的兴趣，引导他们树立坚

定的理想信念。“校园网络综合平台为

大家提供了交流学习心得、分享思想

感悟的空间，深受大家喜爱。”该校学

员范如松说。

火箭军工程大学打造校园网络综合平台

“网络教室”线上共享教育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