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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实践

是人才成长的最好课堂。习主席在中

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实

践历练，鼓励引导官兵在火热军事实践

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人

才的成长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在强军实

践中千锤百炼，才能把自己锻造成烈火

真金。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主要在战争

中学习战争，人才是在战争实践中打

出来的。现在，我军已多年没有打仗，

如 何 在 长 期 和 平 环 境 下 培 养 军 事 人

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不

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

知地之厚也。”青年官兵文化素养高、

开拓精神强，思维活跃、眼界开阔、接

受 新 事 物 快 ，但 相 对 缺 乏 实 践 历 练 。

有人这样精辟地总结：没在雪域高原

上干过怎知缺氧之苦，没在任务会战

中啃过“硬骨头”怎知攻坚之难，没尝

过基层酸甜苦辣怎知担当之重。可以

说，不经历实践的磨砺和考验，是不可

能成长为栋梁之材的。

跑出的骏马飞出的鹰，杀出的军威

练出的功。能打仗、打胜仗是军队存在

的根本价值，备战打仗是军人的主责主

业。每名官兵都应结合自己的工作岗

位，一刻不停提升打赢能力，把慑敌制

敌的“工具箱”备足，把新域新质的“台

柱子”建强，把管用顶用的“刀尖子”磨

尖，锻造克敌制胜的硬核实力，保持全

时待战、随时能战的高度戒备状态，确

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猛将必发于卒伍。基层条件相对

艰苦、工作相对繁琐，有大量的课题需

要探索，大批的难题需要破解。谁能

在基层潜下心来工作，谁就能找到施

展才华、释放能量的舞台，谁就能在平

凡中创造非凡，干出一番事业来。青

年官兵应自觉把基层作为成长成才的

沃土，上好基层这堂课、读好实践这本

书，在基层大熔炉中积累经验，练就一

身硬功夫。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越是艰苦环境、吃劲岗位，越是困难大、

矛盾多的地方，越能磨砺一个人的品

质，增长一个人的本领。青年官兵只有

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

锻炼、专业训练，勇于在重大军事斗争、

重大演训活动中多接几次“烫手山芋”，

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才能练出

“大心脏”、磨出真本事。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军分区）

实践是人才成长的最好课堂
■杨红升

强军论坛

11月底，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开展实战化训练。 钱 昊摄

“各泵站注意，三号泵站遭‘敌’破

坏，现执行越站输送，立即派出抢修组

和警卫分队处置……”初冬时节，联勤

保障部队某管线团一场实战化演练紧

张进行。演练结束后，该团随即展开一

场以“学习全会精神、争当管线尖兵”为

主题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讨论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

整行装再出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

步提升……”活动现场，官兵纷纷结合自

身经历谈起部队改革重塑后的变化。

该团一营高级士官王军一边向大

家展示自己的多本技能鉴定证书，一边

高兴地说：“调整改革后，部队加大了对

高级士官人才的保留力度，我才有机会

留在部队贡献更多力量。”

“不久前，我们自主研发出管线输

油泄漏检测系统，显著提升了输油保障

的可靠性。”高级工程师姚祖新接过话

茬，“按新编制体制运行后，官兵积极参

与各类创新活动，在人力、经费、技术等

多个方面得到上级支持，科技革新的氛

围越来越浓厚。”

“除了讨论活动，我们还在演训一线

组织官兵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个渠

道学习全会精神，激发官兵立足战位建

功立业的强大动力。”该团领导介绍，连

日来，全团持续兴起实战化练兵热潮。

悬挂管线穿越峡谷，直逼“战场前沿”；开

设泵站安全高效，贯通“输血动脉”；管线

直通、泵机轰鸣、“油龙”出击……该团官

兵学习全会精神焕发的政治热情正转化

为训练场上的练兵动力。

使命催征斗志昂扬，埋头苦干勇毅

前行。官兵你一言我一语，共话全会精

神。“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

小康社会，正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我们必须聚焦打赢，苦练

保障本领，着力建设一切为了打仗的后

勤，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

活动尾声，该团领导总结道。

使命催征砥砺保障尖兵
——联勤保障部队某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见闻

■罗翊廷 张佳豪 本报记者 向黎鸣

前些天，随着秋季新训工作进入尾声，火箭

军某团新训标兵评选拉开帷幕。

对于有多年机关工作经验的该团参谋石浩

东来说，这本是一项轻车熟路的例行工作。往

年，他只需根据各营连新兵数量，按比例给基层

分配指标，然后等各单位上报名单即可。

然而，今年该团党委专门开会明确：评选不

搞平均主义，必须打破建制，依据训练成绩把所

有新兵放到一起比较。

实际上，一把尺子量到底没那么容易。“新评

选办法实施过程中，能否合理、客观地处理好遇

到的实际问题，成为考验团党委的新课题。”该团

领导告诉记者。

原来，将全团新兵训练成绩统计汇总后，石

浩东发现，成绩排名前十的新兵中，五连一班占 3

个，且都曾在团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中打破纪录

或摘得冠军。

有官兵提出：新兵班数量这么多，先进名额

又这么少，不能光五连一班就评 3 个，“应该适当

匀出名额，给其他班训练成绩不错的新兵”。

有的官兵却认为：评选方法已经公布，就不

该打折扣、搞变通，靠硬实力获评才配得上标兵

荣誉。

还有官兵说：既然五连一班有 3 名新兵可评

为标兵，那先进单位评选时，就别再考虑他们班

了。这样既没有违背新评选办法，又可以照顾到

其他班。

如何确保评选公平公正，又让官兵心服口

服？该团党委一班人经过慎重考虑，再次研究并

确认：评选活动按新办法实施，绝不搞平均分配

和迁就照顾。

最 终 ，3 名 新 训 标 兵 和 先 进 单 位 的 荣 誉 都

给了五连一班。评选结果引发官兵热议。该团

随即组织“评先评优凭什么”的主题讨论，鼓励官

兵针对此次评选畅所欲言。

“军事训练，成绩才是硬道理”“表彰先进，本

就是立导向、励兵心的工作，哪能总想着‘一碗水

端 平 ’”“ 训 练 单 位 以 战 领 建 的 理 念 不 能 弱

化”……随着讨论的深入，官兵认识逐渐趋于一

致：评先评优不能搞平均主义，必须立起凭实绩

说话的鲜明导向。

石浩东告诉记者，这次“不平均”的评选，真

正起到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的作用，团队比

学赶帮超的氛围日益浓厚。评选结束没多久，荣

誉“大丰收”的五连一班，收到其他班的 4 封挑战

书，要在下次评比中一较高下。

该团领导介绍，他们以此次评选活动为契

机，在严格落实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

评先评优、表彰奖励机制，依据考核成绩拉单列

表、逐人排名，坚持实绩导向、为战导向，不断激

发官兵创先争优动力。

如今，一段顺口溜在该团广为流传：五连一

班顶呱呱，新训标兵评了仨。评先评优导向正，

训练场上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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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彭鑫强、特约通讯员李华

时报道：初冬黎明，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

响起，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卫勤分队迅速

集 结 ，一 场 卫 勤 保 障 演 练 在 寒 风 中 打

响。这是该院构设复杂演训条件，组织

的一次高强度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

“ 只 有 针 对 未 来 战 场 卫 勤 保 障 特

点，以作战任务为牵引组织演训，才能

有效锤炼部队实战化卫勤保障能力。”

该 院 领 导 介 绍 ，他 们 着 眼 战 场 敌 情 复

杂、作战样式多变等特点，提出靠前指

挥 、靠 前 救 治 、靠 前 后 送 的 保 障 思 路 ，

区 分 建 制 保 障 、伴 随 保 障 、机 动 保 障 、

应 急 保 障 等 内 容 ，常 态 化 组 织 卫 勤 保

障训练。

该院建立完备的平战结合保障体

系，由各科室抽调技术骨干组成卫勤分

队，科学制订战场行动预案。他们将编

组人员纳入平时急救、出诊、会诊任务，

在实际任务中锤炼应急救护技能，并组

织医务人员轮流到基层部队跟训体验，

积累一线救护经验。

演练现场，卫勤分队快速出动搜救

“伤员”。发现“伤员”后，医护人员立即

判断“伤情”，并熟练完成止血、包扎、固

定、微光条件下静脉穿刺等救护措施。

完成应急处置后，救护组突破“敌”火力

压制，将“伤员”转移至预定地域。

实战实训锻造卫勤尖兵。据介绍，

此次演练，他们根据保障任务实际随机

导调，促进卫勤保障与作战体系深度融

合，有效提升了卫勤保障水平。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

卫勤演训紧盯作战任务展开

12月初，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开展强化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余海洋摄

喜马拉雅山脉腹地一夜飘雪，给新

疆军区某边防团普兰边防连驻地披上

厚厚一层银纱。

12 月 7 日一大早，四级军士长余彦

军就和战友们仔细清点装备，准备踏上

巡逻路。和往常不同，这将是余彦军军

旅生涯最后一次巡逻。这次巡逻归来，

他将脱下心爱的军装，告别坚守 16 年

的雪域边关。

最后一次巡逻，余彦军罕见地走在

队伍后面。因为这次巡逻队伍里多了一

名“特殊的队员”——他的妻子贾会丽。

贾会丽突然来到高原，余彦军并不

知情。几天前，贾会丽突然给连队打来

电话：“我一直想到彦军服役的地方看

一看，可他总担心我不适应高原恶劣气

候，不让我来。还有几天他就要退伍离

开边防了，我想在他离开前去看一眼他

奋斗了 16 年的地方。”

贾会丽并不知道，以前丈夫不让她

来，不仅是怕她受不了高原反应，更担

心她看到这里的艰苦条件后，舍不得让

自己继续留队服役。

得到连队同意后，贾会丽立马收拾

行李，从老家甘肃临洮出发一路向西。

此时，余彦军仍不知道妻子要来队。

中转西安，经停拉萨，再上阿里高

原……一路颠簸辗转 4000 多公里，贾

会丽终于来到了冈底斯山脚下的普兰

县城。头痛欲裂、连喘粗气，这是贾会

丽的高原“初体验”，但一想到即将见到

丈夫，她又激动起来。

普兰边防连连长孙伟强和两名官兵

带着大衣和便携式吸氧罐，早早来到县

城接站。等到贾会丽跟着他们赶到连

队，站在正扫雪的丈夫身后时，挥汗如雨

的余彦军仍不知道妻子已到身边。无意

间回头，看到妻子站在积雪上冲着自己

笑，余彦军既惊又喜，一时不知所措。

结婚 10 年，余彦军和妻子虽然长

期相隔两地，但始终互相鼓励、携手成

长。他先后 3 次荣立三等功，两次被评

为优秀士官。聚少离多的日子里，贾会

丽经常带着孩子站在中国地图前，找到

丈夫所在的大致位置。那年冬天，余彦

军执行任务，由于没有网络信号，那条

给妻子报平安的短信，始终没发送成

功。从那时开始，贾会丽就下定决心，

就算路再远、高反再重，也一定要去丈

夫服役的地方看一看。

终于来到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看

着雪域高原的独特风景，细细品味边防

官兵们的坚守奉献，贾会丽好几次情不

自禁地感动流泪。得知丈夫要执行军

旅生涯最后一次巡逻任务，贾会丽主动

提出：“让我陪你最后一次巡逻。”

经过请示，上级批准了贾会丽的请

求。寒风刺骨，余彦军带着妻子攀爬在

海拔 4000 多米的雪山间，每走一步都

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滑倒。战友们

拿着铁锹在前方为老班长和嫂子开路，

厚厚的积雪没过了贾会丽的膝盖，每走

两步她就要喘口粗气，余彦军则紧紧拉

着妻子的手。洁白的雪山上，这一刻，

军人的爱情是如此浪漫。

看着妻子艰难行走的样子，余彦军

心疼不已，几次劝她“实在不行咱就下

去”，可贾会丽始终坚持着。

走一路，余彦军向妻子介绍一路：

这个地方最危险，战友小张差点失足掉

下山崖；这个地方坡最陡，是军犬太阳

牺牲的地方……这样的路，连队战友一

年要走上百趟，当兵 16 年，自己走了上

万公里。

历经数小时，巡逻队伍到达目标山

口。余彦军和妻子相视一笑，在欣赏祖

国壮美河山的同时，也和战友们共同守

望着边关。那一刻，他们彼此的心，离

得那样近……

退役前夕，四级军士长余彦军和妻子用特殊的方式告别边关——

“让我陪你最后一次巡逻”
■本报记者 刘建伟 李 鹏 通讯员 刘晓东

我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