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上旬，空降兵某旅组织直

升机群空地战术协同、多方位火力

突击等实战课目演练，锤炼部队打

赢硬功。

上图：编队起飞。

右图：火力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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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皑皑，寒风凛冽。

12 月 3 日，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 13

名新战士结束了 2 个多月的新训，坐上

前往新疆喀什军分区红其拉甫边防连

的大巴车。车辆缓缓地行驶在帕米尔

高原上，新战士们既忐忑又期待。

晌午，大巴车稳稳停在连队营区门

口。新战士们踩着厚厚的积雪，迈着整

齐的步伐进入营区。迎新仪式上，连队

指导员冯康佶热情致辞：“欢迎加入红

其拉甫边防连！从今往后，我们就是生

死与共的战友！”

气氛瞬间热闹起来。老兵们跑来

帮新战友提行李，嘴里还忙不迭地叮

嘱：“刚来海拔高的地方容易头痛、晚上

睡不着，但是别担心，咱们宿舍都通上

了‘床头氧’，随时可以吸。身体慢慢就

适应了……”

13 名新战士大多是大学生士兵。

下连前，他们主动申请来雪域边关服

役 。 新 战 士 李 峰 在 申 请 书 中 这 样 写

道：“我从小在军营长大，内心仰慕这

一身绿军装。来到军营，我唯一的想

法就是：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在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新战士陈一

鸣在申请书里表示：“好男儿一定要为

祖国守好边防线，亲手描一描神圣的

界碑。”

下午起床后，新战士们开始了入营

第一课。荣誉室内，班长苗广林指着一

幅幅照片、一本本荣誉证书，为新战友

们讲述红其拉甫边防连的历史。

红其拉甫，塔吉克语意为“血染的

通 道 ”。 连 队 官 兵 常 年 驻 守 在 海 拔

4000 多米的帕米尔高原上，担负着繁

重的边防守备任务。苗广林介绍道：

“这里氧气含量不足内地平原的一半，

全年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40 摄氏度，被

称为‘生命禁区’。但一代代戍边官兵

克服重重困难、扎根边关，涌现出一等

功臣王强、二等功臣丁新桐、杨波、京海

兵，全国爱国拥军模范拉齐尼·巴依卡

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陈一鸣站在连队官兵巡守“死亡之

谷”的照片前，久久不愿移步。他激动

地说：“没想到，我竟然可以如此近距离

地接触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英雄！”

苗广林望着照片，深情地说：“这

就是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是我们

的好战友、好大哥，他的爷爷和父亲也

是我们连队的老向导。2004 年，拉齐

尼第一次单独为连队官兵巡逻当向导

时，不顾危险爬上悬崖峭壁探路。当

时，他不慎被一块碎石砸中，额头鲜血

直流。官兵几次劝他返回，但拉齐尼

强忍疼痛找到一条比较安全的山路，

带领官兵顺利通过。不幸的是，今年 1

月 4 日，为了营救落入冰湖的儿童，年

仅 41 岁的他英勇牺牲，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

聆听英雄故事，新战士们心潮澎

湃 ；凝 视 连 队 荣 誉 ，他 们 更 是 豪 情 满

怀。连队两次荣立集体一等功，多次被

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锦旗下，13

名新战士高举右拳，立下铮铮誓言：“扎

根帕米尔、忠诚戍边关，我们一定发扬

好红其拉甫精神，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在 雪 域 边 关 续 写 英 雄 新 篇
——新疆喀什军分区红其拉甫边防连新兵下连侧记

■李小龙 王礼帅 本报记者 李晓霞

转换战备等级、携带战斗装具、领取

战备物资……初冬时节，伴随着一阵阵

警 报 声 ，第 74 集 团 军 某 旅 官 兵 闻 令 而

动，奔赴集结地域。千人百车迅速到位，

各个环节有序衔接、忙而不乱。“全会决

议指出，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

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持走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走下演训场，该旅机关

参谋王维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和官兵畅谈旅队近年来练兵备战的

历程。

“ 结 合 战 位 学 ，联 系 实 际 做 ，在 转

型道路上要争当先锋。”该旅领导介绍，

全会召开后，他们结合部队任务实际，由

旅领导带头开展全会精神宣讲，现场阐

释理论热点，组织交流讨论，引导官兵通

过讲述身边故事、畅谈旅队发展变化等

方式，在深学真悟中加深对全会精神的

理解。

“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

展，必须刻苦钻研新装备新战法，每个人

都要当好战斗力建设链条上的螺丝钉。”

讨 论 中 ，该 旅 装 步 一 连 指 导 员 刘 梦 澍

说。担任指导员一年来，他带头搞训练、

加班研战法，在日积月累中向着“两个行

家里手”目标努力。在上任后参加的第

一场对抗演练中，刘梦澍和连长刘洋带

领全连官兵勇破“敌”阵，表现突出，受到

导调组好评。

随着部队调整改革，该旅编制结构

更优化，装备更先进，战斗力建设如虎添

翼。见证旅队转型过程的四级军士长黄

占建感触颇深：“作为一名老步兵，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就是要把前辈精神发扬

光大，立足岗位练就过硬本领，在党的指

引下阔步前进，在部队转型重塑的道路

上再续荣光！”

“我旅前身部队战功卓著。40 多年

前的一场战斗中，官兵英勇冲锋、大破敌

阵，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如今，新武

器新装备不断列装，战斗力建设驶入快

车道，我们更要充分发扬时不我待的精

神，艰苦奋斗、加紧攻关……”讨论现场，

旅史讲解员李硕勋结合旅队发展历程，

畅谈感悟体会。

该旅党委注重引导官兵弘扬吃苦耐

劳的优良传统，从零起步加压奋进，干部

骨干带头学用新装备，全旅官兵群策群

力谋转型。近年来，该旅先后圆满完成

跨区演习、海上航渡等重大演训任务，多

个基层单位被上级评为先进单位。今

年，在上级组织的对抗演练考核中，该旅

凭借探索创新的战术战法，力克对手，取

得胜利。

“向战而行，为战转型。学习全会精

神，必须要有时不我待的使命感责任感，

以势如破竹的劲头，谱写旅队转型发展

的时代新篇。”该旅领导告诉记者，年终

考核刚刚结束，旅队一场连战术综合演

练又在山岳丛林拉开帷幕。面对蓝军打

出的“电磁干扰、侦察袭扰、定点狙杀、侧

翼穿插”组合拳，该旅“英雄坦克连”官兵

密切配合，采取灵活战术，向“敌”发起进

攻，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占领“敌”阵地。

战位砺精兵，转型当先锋。在全会

精神的感召下，该旅官兵个个锐气盈、铁

骨硬，针对一个个险难课目展开持续攻

关，演训场上呈现出一派生龙活虎的练

兵景象。

结合战位学 转型当先锋
——第74集团军某旅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见闻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李珏宏 刘毅舟

近日，火箭军工程大学第二学术报

告厅内人头攒动，一场为该校文职人员

举办的属地人才认定工作火热展开。

该校政治系军事文化教研室文职教

员崔金静携带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和

文职人员聘用合同等材料，早早来到会

场等候。她激动地说：“入职以来，我见

证了学校在保障文职人员权益等方面工

作越来越完善。这次学校协调地方相关

部门为我们办理属地人才认定，使文职

人员的社会认可度更高，我们的职业归

属感、认同感更强了。”

“文职人员身份有着军地双重属性，

应当保障文职人员享受地方同类人才的

政策红利。”该校领导介绍，前不久，他们

组织召开文职人员队伍建设形势分析

会，梳理相关需求，掌握文职人员的“急

难愁盼”。其中，不少文职人员向学校反

映，希望能参加属地人才认定，以便享受

驻地人才政策，解决购房资格、医疗优待

和子女入学等问题。

文 职 人 员 有 所 盼 ，党 委 机 关 倾 心

办。该校与驻地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协

调，最终将学校文职人员纳入驻地人才

分类认定范围。为减少文职人员的路途

奔波，他们还专门邀请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来校现场办理属地人才认定手续，提

供一站式服务。

审 核 、签 字 、盖 章 …… 不 到 10 分

钟，该校文职人员尹聪就办完人才分类

认定的相关审核手续。他告诉记者，自

己的户口不在驻地，过去需要在驻地缴

纳社保满 12 个月才具备购房资格。如

今，他被认定为 D 类人才，具备直接购

房资格，不仅安家方便了，工作也更安

心了。

据了解，该校数十名文职人员提交

了人才认定申请。对于正在出差或执行

重大任务的文职人员，该校还委派专人

帮助他们递交申请材料，办理人才认定

手续。

“文职人员是推动学校全面建设发

展的重要力量，要使文职人员引得进、留

得住、干得好，必须在思想上重视、工作

上支持、生活上关心、情感上呵护。”现场

协调组织此次人才认定工作的该校政治

工作处干事杨睿告诉记者，学校将持续

组织符合条件的文职人员办理属地人才

分类认定，及时掌握驻地最新人才政策，

为文职人员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心无

旁骛地投身强军事业。

火箭军工程大学保障文职人员享受政策红利——

营区集中办理属地人才认定
■吴 天 本报特约记者 钟福明

11 月下旬，第 78 集团军某旅

组织实战化演练。

王乾泽摄

“直升机借助山谷遮蔽，实施隐蔽

突防！”初冬时节，西北戈壁，第 72 集团

军某旅一场空地对抗演练鏖战正酣。

接到“敌情”通报后，便携式防空导弹发

射手马磊磊闻令而动，迅速占据山顶有

利地形，搜捕低空目标。

“发射！”随着连长季钢一声令下，

马磊磊屏气凝神。截获、解锁、点火一

气呵成，导弹拖着红色尾焰呼啸而出，

在空中划出一道“负角度”轨迹，成功命

中“敌机”。

便携式防空导弹射击角度一般要

求在“零度”以上，山坳在射击水平线以

下，处于射界的“负角度”。“敌机”飞行

员深谙此道，利用山谷遮蔽飞行，不料

在此次演练中竟被“击落”了……复盘

会上，多名飞行员直呼“没想到”。

“理论数据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实际

作战情况，‘安全射界’不见得就是极限

射界。”该旅领导介绍，年初以来，他们

着力突破装备技术瓶颈，深入挖掘装备

潜能，聚焦实战需求检验各项数据，集

智破解“超越拦截效能试验”“雷达坐标

支援”“导弹饱和抗击”等多个难题。随

着挖潜工作的展开，多项数据得到拓展

刷新，武器装备作战效能明显提升。便

携式防空导弹“负角度”射击就是挖潜

成果之一。

“便携式防空导弹虽然操作简单、

携带方便，但是对射击角度有比较严

格的限制。过去，对于那些低空突防

的目标，难以实施有效打击。”马磊磊

告诉记者，在一次实战化对抗演练中，

“敌”来袭目标借助凹地掩护，飞行高

度很低，始终位于“零度”以下的导弹

射击火力盲区。官兵眼睁睁看着目标

临近，却无法进行有效拦截，最终在那

场演练中败北。

“防空作战的射击窗口仅数秒，必

须瞄准极限性能，打出极限数据。”为

此，该旅成立专项攻关小组，与军地科

研院所展开联合攻关。他们对装备的

作战参数和技术性能进行分析，论证便

携式防空导弹“负角度”射击的可行性；

结合实弹射击演练建立导弹射击数据

库，梳理形成便携式防空导弹“负角度”

射击参数修正表。

“射击最低角度实现‘从零到负’，

不仅拉长了火力打击‘窗口期’，还提升

了火力打击‘覆盖面’。”记者了解到，随

着导弹射击俯仰角范围得到拓展，如

今，该旅可以将导弹射手配置在视野更

为宽阔的高点，增大防御范围，防空“天

网”越织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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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武器装备始终是沙场上

克敌制胜的“利剑”。人与装备融合越

深，越能探索出装备的极限性能，越能

发挥出最大作战效能。

古人云：“一舞剑器动四方。”剑法

精进则所向披靡。现代战争表明，把装

备性能练到极致、打出极限，既是对装

备性能的深入挖掘，也是对其作战参数

的进一步探索。

演兵场是“剑法”试金石。演兵场

外，装备出厂时的固定参数代表其技术

属性；演兵场上，装备只有接受了实战化

检验，其技术属性才能更接近“作战参

数”。“利剑”在手，更要“剑法”高超。在

训练中要敢于突破“数据边界点”、打出

“装备极限值”，将装备性能发挥到极致、

作战潜能挖掘到极致。唯其如此，克敌

制胜的“剑法”才能更超群。

演兵场是“剑法”试金石
■陈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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