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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二级军士长吴刚“跨界转行”

的经历，让记者想起了“中国近代力学

之父”钱伟长大学转专业的故事。

当年，钱伟长刚刚考入清华大学历史

系，在入学考试历史得满分、物理只得5分

的情况下，他坚持转到物理系就读。问及

缘由，他说，一定要学好物理，为国家研制

性能更好的飞机、大炮，早日把侵略者赶出

国门。最终，他成为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应

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为新中国

国防、科技和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国家需要，是钱伟长毅然改专业的

缘由；连队需要，是二级军士长吴刚主

动迎难而上的原因。他们的故事告诉

我们，组织需要才是第一选择。广大官

兵只有心系部队全局、胸怀使命责任、

紧跟强军步伐，才能在新岗位立起新样

子、在新时代创造新业绩。

紧跟强军步伐作选择
■刘建伟

“当兵18年，当初远近闻名的装甲底

盘修理专业高级技师，如今‘跨界转行’去

学陆航场站最难的无线电专业……”4月

上旬，第 78 集团军某旅教育课堂上，二

级军士长吴刚的转岗经历引发官兵热

议：他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这个问题，让吴刚的思绪回到了 5

年前。当时，连队即将从某合成旅装

甲修理连，整建制转隶到某旅场站保

障队。面对新专业，官兵大多需要“跨

界转行”。

保障队岗位专业中，驾驶、消防等

相对简单，无线电专业技术含量高，也

最难学。吴刚明白，跟年轻的大学生士

兵比起来，自己学历低、年龄大，学新技

术可能会更加吃力。可他清楚，转隶而

来的官兵大多需要“跨界转行”，而有的

战士存在畏惧心理，不愿学不想转，连

队干部的压力较大……作为连队最老

的兵，这些年自己的成长进步都离不开

组织的关心培养，在这个关键时刻，必

须顶上去。

“改革调整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骨干站出来带

头。”吴刚主动请缨，请求转改到大家认

为最难的无线电专业。骨干带了头，战

友纷纷响应转改，积极学习新专业、加

速融入新战位。

吴刚走上新岗位，各种挑战接踵而

来，无线电设备、电子线路图……都是

他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第一次执行通

信保障任务，吴刚就“出了糗”：一个简

单的通信杂波问题，他连故障点都没找

到，靠备份手段才勉强完成任务。

“最难堪的还是遭遇各种失败。”一

开始，吴刚在新专业上常常输给年轻战

士 ，曾 经 的“ 大 拿 ”变 成 了 如 今 的“ 菜

鸟”，这让他心里很不好受。

“必须尽快学好专业完成转身。”

吴刚迅速调整心态，以新兵姿态，与时

间赛跑。作为专业骨干，吴刚被选送

到院校学习，他每天书不离身、笔不离

手，抓紧点滴时间学习专业知识，最终

以优异成绩通过无线电高级技师认证

考核，成为同期学兵中首批放单的维

修操作骨干。

回到单位后，吴刚第一时间向官兵

传授学习经验、分享学习成果，很快带

出一批过硬的无线电专业人才，圆满完

成新单位组建后直升机首飞通信保障

任务。

转眼来到 2019 年，吴刚又一次站

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根据上级有关规

定，军士长可以按照所学专业申请调整

岗位。是申请回原单位干“老本行”，还

是继续坚守新岗位？

亲友轮番打电话劝他：“你年纪不

小了，回来不仅能继续做专业‘大拿’，

而且离家近，可以多陪陪家人。”可吴刚

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留下。

“不能辜负组织对我的培养和信

任！”吴刚放弃回原单位的机会，继续潜

心攻关，成为全旅有名的无线电技师。

这几年，他一次次穿越白山黑水、奔走

塞北草原、远赴边疆大漠，上百次保障

飞行演训任务实现零差错。

“跨界转行”，部队需要就是前进方向
—基层官兵奋斗强军故事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彭冰洁 通讯员 綦 欢

演训场上硝烟弥漫，一辆辆导弹战

车严阵以待、一架架高炮蓄势待发……

前不久，第 72 集团军某旅与友邻

部队联合组织实战化对抗演练。“敌”情

突至，某营副营长金赟沉着应对，指挥

雷达操作手迅速捕捉目标。“敌机”刚进

入火力打击范围，金赟果断下令，一发

发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官兵

打出“满堂彩”。

正当所有人以为胜券在握时，意外

发生了——回撤时，该营一辆指挥车因

放松警惕，被“敌人”俘获。事发突然，

车组成员没有及时清除车内作战数据，

导致防空盲区被“敌”发现。“敌机”随即

发起进攻，一举突破防线，该营被导调

组判定为演练失败。

拦截“敌机”及时到位，谁能想到在

回撤这个环节出了问题？面对失败，不

少官兵心有不甘。而当他们在演练复盘

中，得知对手利用缴获的指挥车，知晓我

方兵力分布、装备性能，甚至实时掌握我

方作战行动后，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一个小失误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这若

是在真实战场……”金赟不敢往下想。

“平时演练中，我们注重采集作战

数据，便于复盘以及指导下一步训练。

但官兵对于如何保护数据思考不多、研

究不深，缺乏数据安全意识。”该旅领导

说，未来信息化战场，作战指挥共用一

张“网”，一旦作战数据泄露，会造成难

以预料的后果。在演练中设置类似特

情，就是要强化官兵实战意识，敲响重

视数据安全的警钟。

摔个跟头捡个明白。该旅随即围

绕演训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发

现官兵不同程度存在缺乏数据安全意

识的现象：有的在演练中使用电台通

联，为了方便用明语沟通；有的官兵缺

乏数据备份意识，指挥信息系统被攻击

“瘫痪”后，只能被动挨打……

为此，该旅多措并举强化官兵数据

安全意识，他们邀请院校专家围绕数据

安全为官兵进行授课辅导；联系装备厂

家及时升级指挥信息系统“防火墙”，建

立数据保护屏障、完善数据自毁程序；采

取“线上对抗，线下复盘”模式，紧盯战场设置各类特情，瞄准问题展开专攻精练。

一系列务实举措，让该旅官兵数据安全意识显著增强。前不久，该旅组织

的一场合成营网上指挥对抗演练悄然打响。作战全程由指挥员自主决策，参谋

人员根据侦察分队上传的信息，第一时间标绘“敌”动态后，对我方作战部署、兵

力态势等信息进行综合防护，防止信息被“敌”窃取。通过演练，官兵用数据决

策、用数据打仗能力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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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数据犹如各类

指挥信息系统的“血液”，是制胜战场的

重要战略资源。充分掌握数据才能读

懂战争，合理运用数据才能赢得战争。

要 想 实 现 对 数 据 的 充 分 掌 握 运

用，必须守牢数据安全这条底线。未

来信息化战场上，打仗就是打数据。

一旦我方作战数据被对手获取，无异

于将战场主动权“拱手相让”，打赢更

无从谈起。当前训练中，一些单位注

重作战数据采集，但容易忽视数据安

全防护。这种现象必须引起警惕。

筑牢数据安全屏障，要“技防”更

要“人防”。不仅要加紧科研攻关，以

先进的技术手段打造数据安全使用平

台，还要紧紧围绕数据存储、容灾备份

等关键环节，强化官兵数据安全意识、

提升部队战时数据管理能力。唯有将

数据安全融入实战化练兵实践，将数

据安全意识深植官兵头脑，提升官兵

保护数据、用好数据的能力，才能建强

数字化部队，制胜未来战场。

保护数据要“技防”更要“人防”
■杨智超

本报讯 赵小东、特约记者熊峰报

道：“郭日修教授 26 岁携笔从戎，为我国

船舶结构力学理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他一生教书育人 70 载，培养出

海军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和第一位博士研

究生……”4 月中旬，海军工程大学在开

展主题教育中，组织青年教员代表参观

学校老教授、著名船舶力学专家郭日修

事迹展。了解郭日修的事迹后，青年教

员聂小佳感慨地说，要从先辈的事迹中

汲取精神力量，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培养

更多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为更好地聚焦“忠诚维护核心、矢志

奋斗强军”深化主题教育，该校在广泛调

研基础上，充分发挥官兵身边典型的激

励示范作用，编写《名师垂范》手册；利用

学校广播、网络、橱窗、主干道旁灯箱等

载体，展示名师大家和优秀学员风采，广

泛宣扬谋战研战的教员队伍、学员群体

事迹。他们还将“创新强军马伟明模范

团队”科研攻关事迹、“衡阳抢险英雄群

体”英勇救人事迹等作为课程思政的重

要内容，引导师生向身边典型看齐，进一

步坚定理想信念。

连日来，该校组织海军部队典型进

校园、基层精武标兵进课堂等活动，邀请

优秀毕业学员、模范人物结合自身成长

经历谈感悟话使命，引导师生充分认清

“从军入伍图什么、成长进步靠什么、扎

根基层为什么”，坚守敢于牺牲、乐于奉

献、勇于斗争的价值追求。

身边的典型可亲可信、可敬可学，

激发学校师生投身强军实践的内在动

力。在第五届全军军事建模竞赛中，该

校学员组队参赛，他们的一项设计荣获

特等奖。

海军工程大学发挥典型激励作用提升主题教育质效

身边榜样激发奋进力量

本报讯 张超、记者宋子洵报道：

“这把锈迹斑斑的刺刀，是抗日战争时

期革命先辈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时使用

过的……”4 月上旬，第 80 集团军某旅

“红八连”教育课堂上，指导员秦冬冬

深情地向官兵讲述一把刺刀背后的感人

故事，让官兵深受触动。

“ 把 红 色 ‘ 传 家 宝 ’ 请 进 课 堂 ，

讲述它们背后的辉煌战史，主题教育

更 接 地 气 、 冒 热 气 。”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 旅 队 前 身 是 “ 模 范 红 十 二 团 ”，

诞 生 于 平 江 起 义 ， 参 加 过 5 次 反 围

剿、平型关战役、渡江战役等数百次

战斗。在战火硝烟中，革命先辈留下

的 刺 刀 、 煤 油 灯 、 战 旗 等 红 色 文 物 ，

成 为 单 位 代 代 相 传 的 “ 传 家 宝 ”。 他

们聚焦“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

军”深化主题教育，深入挖掘旅队丰

厚 红 色 资 源 ， 引 导 官 兵 讲 好 红 色 故

事 ， 在 传 承 英 雄 血 脉 中 加 强 情 感 认

同、激发训练热情。

记者看到，教育课堂上，各连官兵

纷纷拿出“传家宝”，讲述红色文物背

后的故事。“1942 年 3 月，夜袭单县春

秋阁战斗中，全连一枪未放，俘获伪军

近 300 人，缴获步枪 200 余支。”一级上

士苑鹏飞讲述连队“传家宝”——“夜

老虎连”战旗及背后的故事。

辉煌战史催人奋进，奋楫笃行重任

在肩。刚刚参加比武凯旋的该旅中士孙

乐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 作 为 英 雄 部 队 传

人，我们必须练强战斗本领、练硬战斗

作风，续写新的荣光！”

第80集团军某旅运用红色资源增强主题教育实效

辉煌战史催生强军动力

短 评

记者手记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4月 9日，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

舰大队开展多科目训练。

韦显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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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雷震、陈海洪报道：“42 个

考核课目，31 个优秀、9 个良好、2 个及

格，总评优秀。”日前，武警新疆总队某机

动支队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达标考核结

束，成绩较以往明显提高。该总队发挥

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优势，推动学习成果

向战位转化，有效提升练兵备战水平。

“将军事职业教育和实战化训练有

机结合，能达到以学促训、以训强能的效

果。”该总队领导介绍，他们按照“突出主

业、满足急需、管用有效”的原则，分析研

究总队军事职业教育开展情况，把军事

职业教育纳入年度训练计划。

该总队充分利用军事职业教育平台

这一网络“随营军校”，探索形成网上教

学、训练实践、交流提高、成果分享的抓

训模式，区分不同专业、不同岗位、不同

类别，为每名官兵量身制订学习计划，加

速官兵成长成才。不断线的网络“随营

军校”有效解决教学力量不足、训练方法

不多、经验总结不精等问题，助推部队战

斗力建设。

教育成果助推战斗力提升。“射手注

意，头部射击，打！”在该总队某基地射击

场上，狙击手集训队正在开展指令射击

训练。集训队队长马梓涵说：“该课目对

射手的射击水平、反应速度要求较高。

此前，我借助军事职业教育平台查阅相

关教学资料，并把学习成果运用到组训

施教中，队员们成绩提升很快。”

武警新疆总队推动军事职业教育成果向战位转化

网络“随营军校”加速人才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