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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告 程 序 不 规 范 、

相关政策不清楚、处置方

法 太 死 板 ……”11 月 上

旬，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

政 治 工 作 部（处）主 任 能

力训练比武现场，一名医

院 政 治 工 作 处 主 任 作 为

该院战备值班首长，参加

完 特 情 处 置 和 想 定 文 书

作 业 后 ，被 专 家 组 打 了

“差评”。专家介绍，部分

比 武 人 员 在 战 场 特 情 处

置题中栽了跟头，暴露出

他们面对突发情况时，计

划 协 调 、组 织 管 理 、应 急

处置等能力还有待提高。

“政治干部必须主动

从 材 料 型 、事 务 型 、管 理

型，向指挥型、谋略型、打

仗型转变。”某医院政治工

作 处 主 任 黄 春 树 告 诉 记

者，“个别政治干部在比武

中特情处置不到位，说明

还没有完全把自己融入指

挥员这个角色。”

某仓库政治工作处主

任张烨也有类似的感受。

长期在机关工作，他对政治

工作制度规范比较熟悉，可

对于自己如何当好指挥员、

处置突发情况，却难免避重

就轻、顾此失彼，导致在比

武场上“败走麦城”。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

于零。政治干部作为指挥

员，必须军政双优、文武兼

备。”该中心党委在组织比

武人员进行复盘时分析认

为，大家特情处置环节普

遍得分不高，主要原因是

不少政治干部将政治业务

标 准 等 同 于 备 战 打 仗 标

准 ，平 时 演 训 只 当“ 观 察

员”、不当指挥员，笔杆子

拿得多、枪杆子摸得少，时

间一长，便成了训练的“旁

观者”、打仗的“门外汉”。

为此，该中心政治工

作部利用执行大项任务时

机，组织政治干部到演训

第一线担任指挥员，通过全过程深度融入，提高政治干部组织

训练、指挥作战、开展战时政治工作的能力。下一步，他们将制

订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筹划设计政治干部成长路径，统筹运用

送学培训、专题集训、协作联训等途径，探索走开机关和基层摔

打磨砺、部门领导和营队主官多岗历练、医院和仓库双向交流

的路子，倒逼“角色之变”，全面提高政治干部的指挥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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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主席强调指出，政治干部要努力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和实际
能力，政治工作要成为行家里手，军事工作也要成为行家里手，这样才能把政治工作做好。

今年以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按照抓建设先抓基础、强队伍先强领导的思路，组织政治工作部
（处）主任能力训练，并于 11月上旬组织比武，全面摔打锤炼政治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他们的经
验做法，为各级培养“李延年式”政治干部提供了有益启示。

“ 请 根 据 任 务 背 景 ，

现 场 作 一 个 简 短 的 战 前

动员，时间 3 分钟！”11 月

上旬，在无锡联勤保障中

心 政 治 工 作 部（处）主 任

能力训练比武现场，考官

抛 出 的 一 个 个 充 满“ 战

味 ”的 实 操 题 ，让 比 武 人

员倍感压力。

某仓库政治工作处主

任康哲清第一个上场。面

对台下各级领导、观摩官

兵，以及院校专家教授的

目光，他感到心跳加快，空

气仿佛凝固了。

“ 调 子 定 得 过 高 、套

话 空 话 多 ，不 接 地 气 ，没

有讲到官兵心里去，是无

效动员！”答题完毕，现场

专 家 的 点 评 让 康 哲 清 听

得直冒汗。

冒 汗 的 不 只 康 哲 清

一 个 人 。 这 道 限 时 3 分

钟 、看 似 不 难 的 考 题 ，把

不少比武人员考出“本领

恐 慌 ”。 比 武 结 束 ，中 心

领导分析发现，部分政治

干 部 对 未 来 战 场 可 能 发

生 的 情 况 和 作 战 任 务 研

究 不 深 、思 考 不 够 ，不 是

按 老 经 验 、老 方 法 办 事 ，

就 是 没 了 主 意 干 愣 神 。

个 别 政 治 干 部 对 战 时 政

治 工 作 的 特 点 规 律 把 握

不深不准，战时政治工作

能力不强，无法适应瞬息

万变的战场环境，一动真

格就容易露馅。

“战时政治工作是指挥

员的‘看家本领’，在瓦解敌

军、鼓舞斗志、激发战斗精神

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该中心政治工作部领

导说，“透过这 3分钟，可以

看到我们与‘李延年式’政治

干部还有不少差距，必须尽

快补齐这块‘短板’。”

在随后展开的政治工

作能力轮训中，该中心针

对个别政治干部在战时政

治工作演练中走程序、背台词等问题，通过集中授课、案例

分析、讨论交流、难题会诊等多种形式，引导大家切实把平

时和战时政治工作的内容、步骤、标准搞清楚；在演训任务

中，探索建立从筹划到落实全过程、全要素的评价体系，推

动政治工作嵌入作战链条，在实践中检验提升战时政治工

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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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遭‘敌’袭击，迅速展开战场

侦察。”11 月中旬，第 74 集团军某旅一

场对抗演练激烈展开。

接到“敌情”通报后，侦察一连连长

周臻马上指挥多个侦察车组隐蔽潜入

“敌”前沿实施战场侦察，不久后侦获多

个目标，标绘数幅态势图。周臻告诉记

者：“新装备入列仅 1 个月就迅速生成战

斗力，既得益于演练任务牵引，更得益

于旅、营两级党委敢于担当。”

1 个月前，该旅新装备列装连队，周

臻喜忧参半。喜的是单位有了自己的“尖

兵利器”；担忧的是部队很快要展开演练，

新装备能否显威演兵场还是未知数。

虽然此前旅里为迎接新装备组织

了充分的理论学习和预先训练，但是新

装备刚列装就上阵，万一操作不当造成

事故怎么办？周臻心里不托底。

“未来战场讲究以快制胜，必须让

新装备快速奔赴演兵场。”营党委会上，

营长康恺的话掷地有声。该营党委达

成共识：鼓励连队开展试训，以任务为

牵引，让新装备从训练场直通演兵场。

会后，他们将该决议上报旅党委，很快

得到旅党委批复。为支持他们开展试

训，旅党委还决定将人才、经费等资源

向该营倾斜，创造条件让官兵了解新装

备情况、学习操作技能。同时他们还建

立 健 全 容 错 机 制 ，在 科 学 组 训 的 前 提

下，给予官兵相应的试错空间。

列装当天，连队成立由干部骨干组

成的“党员突击队”，连长指导员带头攻

关，摸清装备操作使用规范。他们依托

旅侦察科搜集整理的新装备操作规程

和训练要点等资料，结合新装备训练深

化理论学习；联系已配发同一型号装备

的单位，组织远程视频交流，展开专攻

精练；针对装备操作重难点问题，邀请

生产厂家上门指导，并成立教练员队伍

集智攻关，逐个破解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新装备如

期亮相演兵场。演练展开后，数个侦察车

组按计划展开战场侦察，不断向情报处理

中心上报目标数据，为指挥决策提供情报

支撑……在官兵的齐心协力下，多个车组

完成检验性考核，还进一步更新了新装备

的战场数据，完善了战位操作使用规范，

新装备初步形成作战能力。

党委敢于担当，官兵奋力谋战。演

练结束，该连官兵随即展开复盘检讨，梳

理演练中发现的问题。返营后，他们及

时开展论证试训，进一步总结训法经验。

第74集团军某旅着力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

新装备入列一个月奔赴演兵场
■韩超军 符子良 本报特约记者 程锡南

近年来，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心怀

“国之大者”，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

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习主席指

出，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

者”。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主席

又一次要求全党“牢记‘国之大者’”。

全军官兵特别是党员干部应准确理解

和把握“国之大者”的时代意蕴，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

“国之大者”，是一句古语，顾名思

义就是指那些事关国家整体利益、全

局利益、长远利益的重大问题，影响、

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事情。国家

不同，“大者”也不同；同一个国家在不

同 时 期 、不 同 领 域 的“ 大 者 ”也 不 同 。

从 习 主 席 在 不 同 场 合 的 讲 话 可 以 看

出，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国之大者”，保

护好生态环境也是“国之大者”；“两个

大局”是“国之大者”，协调发展、协同

发展、共同发展也是“国之大者”；为中

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是“国之大者”，

为 国 分 忧 、为 国 解 难 、为 国 尽 责 也 是

“ 国 之 大 者 ”。 党 员 干 部 只 有 做 到 对

“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才能有大格局、

干大事业，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老实人”。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个别党员干

部 没 有 把 握 好“ 国 ”与“ 家 ”、“ 远 ”与

“近”的关系，干出一些因小失大、沽名

钓 誉 的 事 ，甚 至 成 为 政 治 上 的“ 糊 涂

虫”。习主席曾经深刻指出：“现在仍

有一些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政治

敏锐性不高，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

处理问题，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对政

治要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不上心，

对各种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对

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不用心，

讲政治还没有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

主动。”

牢记“国之大者”，要求党员干部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绝

不动摇。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原

则性、根本性的大问题。我军作为执

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要

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全军官兵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

记“国之大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

一致。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军队党员

干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

大者”了然于胸，多打大算盘、算大账，

善于把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领域各个

岗位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

做 到 既 为 一 域 争 光 、更 为 全 局 添 彩 。

要聚焦主责主业、聚力备战打仗，扛起

如山使命、答好“胜战之问”，坚决履行

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对“国之大者”要了然于胸
■盛积贤

本报讯 孙晴、蔡璟泆报道：“感谢

部队医院的帮助，让我重新站起来了。”

前不久，经过陆军第 951 医院医护人员

的精心治疗，维吾尔族老人司马义恢复

了健康。一年多前，司马义老人因腿部

肌肉萎缩，卧床不起。看着如今已恢复

大半的双腿，老人紧紧握住医护人员的

手，连声道谢。

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该院驻地

部分群众就医困难。尤其是一些老年人

医疗常识匮乏，长期受慢性病困扰。该

院领导介绍，他们在服务驻地官兵的同

时，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把

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该院针对驻地群众的易发病、多发

病，遴选多个科室的专家教授组成医疗

义诊队，携带医疗检查设备，走村入户开

展爱心义诊活动；积极开展健康宣讲活

动，针对驻地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的特

点，遴选懂民族语言的医护人员，加强与

患者的沟通交流，确保医疗惠民政策落

实；为避免出现“义诊一阵风、诊后无人

问”的现象，为前来就诊的老年人建立健

康档案。他们还建立定点医疗咨询站，

开通点对点沟通信箱，长期为驻地群众

答疑解惑。

拳拳爱民心，浓浓鱼水情。笔者在

义诊现场看到，来自内科、康复科等科室

的专家，正为高正军老人开展检查，提供

健康咨询服务，并根据老人的诊疗情况

进一步完善健康档案。截至目前，该院

共派出义诊队 4 个批次、专家 80 多人次，

指导诊疗 400 余例，巡诊义诊 3000 余人

次，赢得驻地群众广泛赞誉。

陆军第951医院

医疗义诊入村服务暖民心

本报讯 姜伟、特约记者李丁报道：

“感谢部队在我孕产期间给予的帮助，我

会全力支持丈夫在部队服役，回报组织

的关爱……”11 月初，北部战区海军某

基地上士周玉立，将家属写的一封感谢

信交到舰艇岸勤部领导手中。他告诉记

者，基地党委建立军人家庭后方服务保

障中心，解决了官兵后顾之忧，有效激发

了大家练兵备战热情。

今年以来，该基地战备训练任务繁

重。为减少官兵后顾之忧、增强部队凝

聚力战斗力，该基地党委把解决基层困

难和问题作为主要目标，他们依托舰艇

岸勤部现有保障力量，建立军人家庭后

方服务保障中心，通过这一军属服务平

台倾情解兵忧。

军人家庭后方服务保障中心由人

力 、保 卫 、卫 生 、军 需 和 营 房 等 部 门 抽

调人员组成，在官兵因公出差、在外学

习、执行任务和异地交流任职期间，帮

助其家属解决子女入学、涉法诉讼、医

疗 服 务 、公 寓 住 房 、来 队 保 障 等 问 题 ，

同 时 提 供 政 策 咨 询 、答 疑 解 惑 和 心 理

疏 导 等 服 务 。 前 不 久 ，某 机 动 救 捞 中

队潜水员李林临时执行出海保障任务

时 ，家 人 生 病 急 需 就 医 。 军 人 家 庭 后

方 服 务 保 障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了 解 情 况

后，与其家人及时联系，并安排人员前

去医院陪护。

军人家庭后方服务保障中心自建立

以来，一系列暖心举措赢得了军人军属

的普遍认可，官兵练兵备战动力持续高

涨。连日来，该基地组织舰艇展开侦察

预警、立体封控等多个实战化课目演练，

一批新训法战法得到检验，部队战斗力

有效提升。

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

军属服务平台倾情解兵忧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新
疆
军
区
某
团
开
展
实
弹
射
击
演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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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旬，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开展实战化飞行训练。 唐广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