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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战舰就像大海中漂浮

的一片树叶。准备驾机着舰的东部战区

陆军某陆航旅飞行员杨浩，紧握操纵杆，

平稳调整飞行高度。

200 米、100 米、50 米……杨浩快速

建立着舰航线，不断调整飞行姿态。他

抓住战舰相对平稳的一刹那，准确降落

在甲板标志圈内。

在 云 飞 浪 卷 中 着 舰 ，难 度 不 言 而

喻。令人惊喜的是，和杨浩一样，该旅首

次参加着舰训练的 6 名年轻飞行员均一

次性着舰成功，成绩获评优秀。

“着舰是一个技术含量高、风险高的

课目。虽然险难，但全程都由课目负责

人、飞行员李叶具体组织实施。”该旅作

训科参谋陈城告诉记者，旅队探索实施

课目负责人制后，旅党委将组训权由飞

行领导下放给飞行课目负责人，实现按

课目分类组训管训，训练更精细、更科

学，有效缩短了飞行员成长周期。

课目负责人制，就是某个课目从制订

飞行计划、组织任务讲解、掌握实施质量

到任务复盘讲评，整个组训过程都由旅机

关择优筛选的指定人员负责，对飞行训练

全程实施监控管理。这种打破常规的创

新探索，有效破解了传统组训管训难题。

数年前，该旅曾依托行政建制、由飞

行领导组训管训。这一训练模式，存在

一定的弊端——

所有课目都由飞行领导组织，训练课

目、人员众多，演训任务一项接一项，是否

忙得过来？是否存在煮“大锅饭”的粗放

施训现象？能否适应新的练兵备战形势？

那次年终考核，上级明确指出该旅

训练中存在“新飞行员成长慢，老飞行员

原地转”等问题。

“训练转型需要新的理念、机制和

办法。”该旅党委一班人达成共识。他

们跨建制整合资源，构建起行政领导线

和 专 业 技 术 线 并 行 的 训 练 管 理 模 式 。

旅机关抓好训练顶层设计和资源统筹；

同时，优选训练尖子担任课目负责人，

组织某一课目的训练实施，让专业的人

干专业的事。

该旅领导指着花名册告诉记者：课

目负责人的军衔有高有低，兵龄有长有

短，训练方法更是百花齐放。

年轻飞行员史剑恒擅长运用数据训

练，在上级比武竞赛中崭露头角，经过选

拔考核，担任某型导弹对地攻击课目负

责人；年近五旬的领航员吕晓波和三十

出头的年轻领航员李杰优势互补，共同

负责领航课目训练……

今年以来，该旅在陆军航空兵部队中

率先推开全员海上远距离超低空飞行训

练。课目负责人孔祥辉在训练规划中巧

设“敌情”练兵，大大提升了训练质效。据

统计，目前该旅 90%以上的飞行员能驾驭

战机进行海上远距离超低空作战。

“守成者败，善变则胜。”该旅领导说，

课目负责人制盘活了骨干队伍，丰富了训

练路径，加速了战斗力生成。这一制度施

行两年多来，该旅机降突击、低空突防等

多个战训难题得到破解，考核优秀率不断

提高。旅队先后被上级表彰为“战备工作

先进单位”“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

东部战区陆军某陆航旅以新理念推进组训方式改革创新—

课目负责人成为空中练兵“新头雁”
■吴科儒 本报记者 赖文湧 特约通讯员 石芝鹏

编者按 习主席明确要求“大力推进训练领域改革创新”。我军加快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
系，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必须向组训模式方式创新要战斗力。

训练转型不会自动发生，既需要前瞻眼光把握大势，更需要力行实践迈出步伐。东部战区
陆军某陆航旅跨建制整合资源，探索飞行课目分类组训管训新路子，使课目负责人成为空中练
兵“新头雁”。他们的做法，值得肯定。

前段时间，刚走上武警北京总队某中队指导员

岗位的李润洲有些失落：为了备好政治教育课，他

上网查阅了大量资料，还到共建单位收集了不少素

材，又加班加点运用“图表+分析”的方式制作精美

的 PPT 课件，原以为能博得满堂彩，没想到官兵反

响并不热烈。

精心准备的授课不仅没有撞出火花，李润洲课

后还听到有的官兵吐槽：“图表虽然好看，授课内容

却不够精准”“有些观点虽然紧跟当前热点，却缺乏

独到见解”……

李润洲的经历，引起了在基层调研的该总队领

导关注。他们深入学习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

精神认识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青年官兵

的思维、眼界、知识储备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各类

信息，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从严把关、去粗取精，以

精品意识打造精准课堂，用官兵易于接受的形式及

时推送，用直抵心灵的微教育、微故事，打通教育“最

后一公里”。

为此，该总队结合自身担负任务重、点位分散、

集中组织教育难等实际，探索出任务前“微动员”、

任务中“微课堂”、任务后“微点评”的“三微”教育模

式。他们在搞好集中辅导大课基础上，将教育内容

化整为零、求新求活，让“快餐式”微教育见缝插针、

渗透跟进至任务全程；同时，探索施行“分餐式”教

育，区分干部、士官、义务兵等不同对象，进行精准

施教。

初冬时节，大雪纷飞。首都体育馆内，冬奥会

测试赛正在进行，该总队某中队官兵在这里担负执

勤任务。在查哨返回途中，中队指导员位亚亚得

知，来自南方的列兵金旭第一次在大雪天执行重大

任务，产生了畏难情绪。

任务间隙，位亚亚用平板电脑为官兵播放了电

影《长津湖》片段，并随机开展了一堂微教育。位亚

亚的爷爷是参加过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老战士，曾

在茫茫雪原艰难行军，冒着枪林弹雨和敌人战斗。

至今，爷爷说过的话他仍记忆犹新：“娃儿，当年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都能战胜敌人，

只要能吃苦没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

一堂不足 10 分钟的微教育，解开了金旭的思想疙瘩。

该总队领导介绍，在网络时代，唯有踩准时代鼓点，紧贴时事热点，因势利导用

好网络手段、盘活网络资源，才能让官兵充分感受到教育传递的光和热。

信息共享阅览、基层会议联通、军营实时广播、军队歌曲点唱、学习辅导竞赛……

该总队积极探索分众化组教和网络化施教模式，建成覆盖基层单位的政工平台，打

造“不关门的教育课堂”。

在执勤间隙设计“哨位微教育”“战士微讲坛”等环节，增强政治教育的灵活性和

机动性；聚焦新媒体平台上青年官兵关注的热点话题，精心设计教育“微课”内容，改

进教育方式，提升官兵参与度和积极性，形成“人人是教员、处处是课堂、时时受教

育”的浓厚氛围。今年以来，该总队围绕提升授课质效、改进教育检验评估办法等形

成一批成果，助推单位全面建设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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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本报讯 盛子程、喻佳聪报 道 ：

“我 岸 滩 一 线 遭‘ 敌 ’火 力 覆 盖 ，先 遣

突击分队立即实施战术佯攻，各分队

保 持 小 群 队 形 ，多 点 突 击 ！”近 日 ，第

74 集 团 军 某 旅 组 织 的 一 场 多 课 目 实

兵 对 抗 演 练 激 战 正 酣 。 这 是 该 旅 从

难从严设置特情险情、检验部队临机

协同和应急处置能力的一个缩影。

该旅严格贯彻实战化练兵要求，

坚 持 像 打 仗 一 样 组 织 演 练 ，不 断 更

新 作 战 理 念 、探 索 战 法 训 法 。 据 演

练 导 调 组 组 长 、该 旅 副 旅 长 李 翔 介

绍 ：“ 过 去 演 练 侧 重 按 照 预 案 流 程 推

进 ，特 情 设 置 几 乎 都 在 营 连 指 挥 员

预 料 之 中 。 而 此 次 演 练 针 对 各 营 作

战 特 点 ，明 确 不 同 任 务 ，全 程 随 机 嵌

入 特 情 险 情 ，不 断 增 加 临 机 处 置 的

难度强度。”

部队机动途中遇“敌”无人机侦察，

火力分队实施对空打击；抵达预定地域

后受小股“敌特”袭扰，潜伏哨、移动哨

果断出击；下达作战指令时遭“敌”无线

电信号干扰，通信分队立即实施电磁反

压制，争分夺秒重建通信网络；追击途

中道路被毁，工兵分队利用专业化装

备抢修抢建；攻防战斗中阵地几度易

手，预备队迅速前出支援……此次演

练特情频出，险情不断。刚完成纵深

夺要演练任务的一营营长张鹏复盘总

结时说：“这次演练，敌情研判难、指挥

协同难、应急决策难，给指挥员快速反

应和技战术运用都带来不小的挑战和

考验。”

打 破 演 训 套 路 ，练 强 打 赢 本 领 。

今 年 以 来 ，该 旅 已 修 订 完 善 10 余 个

特情处置方案，探索检验多种战法训

法 ，旅 体 系 作 战 、全 域 作 战 能 力 不 断

提升，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打下坚

实基础。

第74集团军某旅从难从严组织实战化演训

实兵对抗嵌入特情险情

海风阵阵，波飞浪卷。南部战区海

军某基地舰艇编队驶离军港，开展实战

化演练。

“前方发现‘敌’舰！”出航不久，“敌

情”不期而至。

“实施打击！”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数枚导弹划破海空，精准命中目标。

此次演练，舰艇编队一路犁波耕浪，

一路真打实抗，完成一系列险难科目训练。

波峰浪谷间连续开展高强度训练，

编队官兵始终斗志昂扬。“只有时刻枕戈

待旦、苦练打赢本领，才能确保随时能拉

得出、打得赢！”大家道出心声。

官兵练兵备战的豪情从何而来？

“从人民海军成立后的首次海战‘万

山海战’，到‘八六海战’‘西沙海战’，这

支部队在炮火中诞生，在硝烟中成长，形

成了特有的海战精神。”演练结束，该基

地领导介绍说，这支部队历经实战洗礼

和战场锤炼，累计参加各类战斗百余次，

创造出“小艇打大舰”“海上拼刺刀”等海

战传奇，多艘舰艇被授予“英雄快艇”等

荣誉称号，先后涌现出“八一勋章”获得

者麦贤得、“海军战斗英雄”林文虎等英

模人物。

战场硝烟散尽，精神火炬不灭。一

代代官兵弘扬优良传统，从辉煌战史中

汲取奋进力量。前些年，继承“英雄快

艇”荣誉称号的汉中舰出海执行演训任

务。航行期间，舰轮机突发故障。关键

时刻，轮机班班长徐胜友主动请缨，奋战

在满是高温高压蒸汽的轮机舱内。最

终，他凭借过硬技能和顽强作风成功排

除故障。

“老英雄麦贤得身负重伤昏迷，苏

醒后以顽强毅力坚守在轮机旁继续战

斗……前辈的英雄事迹和战斗精神，已

经融入我们的血脉。”谈起革命前辈的英

雄壮举，徐胜友动情地说，“作为英雄传

人，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坚守战

位、排除故障！”

在该基地，新兵上舰后的第一课，就

是到史馆学习革命前辈英勇奋战的事

迹；每次出海执行任务，官兵都会在出征

仪式上重温麦贤得等战斗英雄的故事。

英雄精神激励官兵建功海疆。2018

年，该基地汉中舰参加了在南海海域举

行 的 海 上 阅 兵 ；2019 年 ，该 舰“ 英 雄 快

艇”荣誉战旗，出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阅 兵 战 旗 方 队 中 ，光 荣 接 受 了

习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我们要当好海战精神传人，争取更

大荣光！”再次起航前，汉中舰官兵在“英

雄快艇”战旗前庄严宣誓。

导弹快艇编队引弓大洋，扫雷舰编

队劈波斩浪……该基地组织的一场场实

战化演练在远海大洋展开，不断锤炼官

兵打赢能力。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引导官兵从辉煌战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带 着 英 雄 荣 光 征 战 海 疆
■倪子纯 李凌舟 本报特约通讯员 潘小员

本报讯 记者王握文、通讯员张

照星报道：高品质特色课程聚焦军事

前沿，实战化教学实践对接未来战场，

实装演训和对抗式毕业设计充满“硝

烟味”……日前，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

学学院组织的一场创新实践报告会广

受 好 评 。 该 学 院 教 授 肖 顺 平 感 慨 地

说：“聚焦实战，给我们的教学注入了

新活力。”

近年来，该学院聚焦备战打仗深

化 教 学 改 革 ，构 建“ 以 作 战 需 求 为 牵

引”课程体系，让课堂与战场对接，面

向实战育人才。他们按照“紧贴实战、

理技融合、技战一体”原则，建设涵盖

各培养类型和教学层次的 30 门特色课

程，精选 40 个典型军事案例充实到各

门课程中，并在本科学员中推开对抗

式毕业设计模式。

结合承担的科研项目，该学院研

制出数十套试验装备和仿真系统用于

教学实践，搭建多层次实战化教学平

台。同时，按课程整合 15 个教学实践

模块，为学员参加创新实践、实装演练

提供有力支撑。他们还与一线作战部

队联系，定期组织学员参加实战化演

训，淬炼打赢本领。

近年来，该学院打造出 2 门国家精

品课程、2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2 门

国家一流课程、1 门军队优质课程；一

项教学成果获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

毕业学员有 23 人次撰写出国家、军队

级优秀学位论文，一大批能担当强军

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加速成长。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坚持以战领教

教学实践对接未来战场

近日，陆军某空中突击旅

组织实战化训练。

杨玉妮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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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年党史中深刻把握党指挥枪的必然逻辑

山谷突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