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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一场实

战 化 工 程 保 障 演 练 紧 张 展 开 。 闻 令 ，

各 专 业 官 兵 整 装 集 结 ，编 组 向 目 标 地

域开进。

“目标方位✕✕，双炮交替发射。”标

定好桥轴线的桥梁分队进行机械化桥面

架设作业时，突然收到上级下达的“敌”

空袭预警通报。经过分析研判，指挥员

命令伪装分队迅速发射发烟火箭弹，遮

蔽作业区域上空，并离散设置多处假目

标。在烟雾笼罩下，桥梁分队队员快速

拼接机械化桥面。很快，一座钢桥犹如

“钢龙”横跨壕沟之上。进攻通道被打

开，战车随即前出攻击。

“小兵种专业是联合制胜链路上不

可或缺的环节，工程保障部队锻造灵活

应变、出奇制胜的本领，是适应未来战场

必须之举。”该旅领导介绍，他们着眼实

战要求强化体系练兵，在深化单兵单装

极限训练的同时，围绕多专业灵活编组、

高难度作业开展训练，全面锤炼部队工

程保障能力。

通过“染毒”路段，防化分队快速检

测、精准洗消；通信遭“敌”干扰中断，通信

保障分队迅速启用备用手段；发现疑似未

爆弹，排爆小组操纵无人装备隐蔽前出，

成功排爆……面对不期而至的特情，多专

业保障力量沉着应对、配合默契。

持续多天的演练中，该旅围绕指挥

控制、工程侦察、装备抢修等课目，展开

专攻精练，检验各专业力量配合“默契

度”，考核优良率比往年明显提高。

“各专业密切协同，确保了演练任

务的高效完成。”带领官兵完成机械化

桥面架设任务的桥梁连连长课鹏，深有

感触地说。复盘中，各专业指挥员围绕

演 练 中 存 在 的 不 足 ，认 真 查 摆 短 板 弱

项，深入剖析症结根源，并制订了整改

措施。

“ 钢 龙 ”飞 跨 辟 通 途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开展工程保障演练见闻

■付孟哲 郭鹏程 本报特约通讯员 袁德坤

本报讯 记者李倩、通讯员李争

涛报道：“本周基层单位上报的 4 方面

问题，对应业务科室均在规定时限内

予以解决，基层反馈满意。”4 月下旬，

在第 72集团军某旅一次交班会上，“为

兵服务不打烊”活动值班员按惯例汇

报值班情况。该旅注重把学习成果落

实到工作中，通过帮基层解决现实问

题检验学风改进成效，赢得官兵赞誉。

“改进学风、学以致用，关键要用

所学指导工作，把解决基层问题作为

学习的落点。”该旅领导介绍，他们调

研发现，个别机关干部缺少为官兵办

事解难的主动性。为此，他们以改进

学风为契机推动机关作风整改，结合

理论学习在党委机关中开展“如何提

高服务基层水平”大讨论，引导机关干

部强化基层至上、士兵第一观念，解决

学用脱节、学做“两张皮”等问题。

在改进学风的同时，该旅党委机

关改进工作方法，常态化开展“为兵服

务不打烊”活动，通过开通 24 小时服

务热线、开设局域网互动邮箱、设置为

兵服务绿色通道等，多渠道了解基层

需求、收集官兵建议。在此基础上，他

们建立健全服务反馈机制，根据官兵

反馈列出问题清单，并指定专人跟进

整改、推动问题解决，确保官兵遇惑有

解、遇疑有答、遇难有帮。

记者翻开官兵反馈问题清单看到，

住房公积金申领、军官证补办、军属就

医信息录入等事项记录清晰，每项都明

确了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目前，清单所

列事项均已办理完毕，并向官兵公示。

第72集团军某旅以改进学风带动整改作风

围绕基层找学习落点

本报讯 陈秋任、特约记者晏良报

道：“现代通信和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

使信息获取、筛选和流转速度不断加快，

为认知战提供了‘数据弹药’。”日前，在

西藏军区某旅组织的学习成果分享会

上，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围绕认知战这

一战争新形态，与大家交流心得。这是

该旅把改进学风融入练兵实践，引导干

部紧贴任务补知识盲点的一个场景。

年初以来，该旅党委坚持以战领

学、学以促战，把改进学风研风与谋战

务战相融合，着眼核心军事能力建设

需要，引导全旅中校以上军官结合训

练研战法、填补知识盲点，以强化学习

力、创新力、运用力推进练兵备战。

“紧贴任务补知识盲点，是提升干

部能力素质的有效招法。”该旅领导告

诉记者，他们要求中校以上军官紧贴

任务制订季度学习计划，并明确学习

主题、学习内容和需要研究解决的具

体问题。为提高学习的针对性，他们

还根据岗位需要进行专题授课、开展

座谈交流等，并借召开党小组会等时

机让干部汇报学习情况，以党小组成

员监督提升学习效果。

记者翻看该旅一、二季度中校以

上军官学习计划发现，除主战力量战

术战法运用等必学内容外，战时人力

资源管理等成为很多军事干部选学内

容，有些政治干部还专门加课时学习

小兵种专业技能。

“学”上下功夫，“战”上出实效。

连日来，针对驻训演练中碰到的实际

问题，该旅中校以上军官围绕战法训

法深入学习研讨，深化对高寒山地条

件下遂行演训任务的认识。

西藏军区某旅把改进学风融入练兵实践

紧贴任务补知识盲点

1948 年 10 月 ，在 辽 西 会 战

中 ，东 北 野 战 军 第 三 纵 队 追 击

敌 军 时 ，发 现 胡 家 窝 棚 有 大 批

敌军集结，而且汽车多、电话线

多 、带 短 枪 的 多 。 他 们 由 此 判

断 那 里 可 能 是 敌 指 挥 机 关 ，进

而 发 起 攻 击 ，一 举 捣 毁 了 廖 耀

湘“西进兵团”前进指挥所和新

六 军 军 部 ，大 大 加 速 了 战 役 进

程 。 这 一 经 典 战 例 启 示 我 们 ，

赢 得 胜 利 的 一 个 关 键 要 素 ，是

瞄 准 敌 人 的 软 肋 和“ 死 穴 ”打 ，

这样才能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取

得最大的毁伤效益。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

是 战 争 亘 古 不 变 的 制 胜 法 则 。

现 代 战 争 是 体 系 与 体 系 的 对

抗、系统与系统的较量，若能集

中力量抑敌之长、击敌之短，便

有可能改变作战进程。作战体

系中的关键节点好似蛇的七寸

部 位 ，若 能 准 确 找 到 对 手 的 这

一 要 害 部 位 ，并 对 其 实 施 致 命

一 击 ，必 将 取 得“ 四 两 拨 千 斤 ”

的毁伤效果。

“ 打 七 寸 ”先 要 识 别“ 七

寸”。二战后期，盟军找准纳粹

德军滚珠轴承工业——德国军

事工业体系的枢纽进行精确轰

炸，致使德军多个兵工厂因缺少

滚珠轴承而无法制造飞机、坦克

等重型装备，进一步陷德军于被

动。这充分说明作战中识别并

找准对手作战体系“七寸”所在

的重要性。识别“七寸”，需要借

助全新的视角、科学的方法和先

进的手段，但归根结底离不开平

时的扎实训练，这是找准对手软

肋的基本前提。换句话说，只有平时练就过硬本领，才能为战时

“打七寸”提供良好基础。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无不陷之矛，亦无不可陷之盾。再强

大的敌人，也有其天然的克星、致命的短板和虚弱的时机。要想

在与对手较量中占得先机、稳操胜券，各级指挥员还要加强军事

理论、作战指导、战法训法等研究运用，对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

战环境始终做到心中有数，将对手“七寸”洞悉得入木三分、解剖

得淋漓尽致。在此基础上，注重瞄准对手的“七寸”练就一击制敌

的绝招，关键时刻才能出奇制胜。

“ 知 彼 知 己 ，百 战 不 殆 。”还 要 看 到 ，对 手 有“ 七 寸 ”，自 己

也 有“ 七 寸 ”。 平 时 训 练 若 绕 过 短 板 ，战 时 就 可 能 因 此 吃 了

亏 。 日 常 训 练 中 ，我 们 还 要 多 审 视 自 己 可 能 存 在 的 短 板 弱

项 ，时刻保持“一着不慎 ，满盘皆输 ”的底线思维 ，瞄准体系对

抗 的 要 害 点 、作 战 转 换 的 衔 接 点 、临 机 处 置 的 关 节 点 ，强 化 训

练、锻造硬功。

总 之 ，练 兵 实 践 中 ，我 们 只 有 像 刘 伯 承 元 帅 说 的 那 样 ，

“ 不 仅 要 以 最 大 努 力 防 护 好 自 己 最 关 键 的 环 节 和 地 方 ，还 要

多 留 几 套 方 案 ，并 把 这 几 套 方 案 练 好 ”，才 能 切 实 练 就“ 打 七

寸 ”的绝招 ，在战时力避被动 、争取主动 ，真正做到“致人而不

致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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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向
春

本报讯 鲍国俊、沙子钺报道：“我刚

入伍时，做事也是毛手毛脚的”“我曾因 5

公里考核不及格偷偷掉眼泪”……日前，

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举行“当我还是新

兵时”经验分享活动，干部骨干陆续登台

畅谈自己的“兵之初”，与刚结束新兵连集

训的新战友交流互动，气氛热烈。

“带兵人换位思考、真情暖人，战士才

会真心融入。”该支队领导说，自征兵实行

“一年两征”政策以来，同期新训战士数量、

下连时间等情况发生变化，加上单位年度

工作进度影响，帮助新战士顺利度过“第二

适应期”，在生活、工作、心理等方面与军营

实现无缝衔接，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他们

一方面通过走访摸清新战士性格、特长等

情况，一方面在干部骨干中开展“常竖拇

指、多送掌声”活动，引导大家善于发现新

战士的优秀面、闪光点，多用欣赏的眼光、

鼓励的语言管好部队带好兵。

同时，该支队还多次组织新战士座

谈会，结合大家所想所需建立诉求清单；

广泛开展“三三两两好谈心”等活动，鼓

励新战士发挥特长、展现风采；在训练间

隙或文化活动时间搭建才艺展示平台，

让新战士闪光点真正闪闪发光。他们还

结合新战士学历专业、兴趣爱好、性格特

点等，帮其绘制成长路线图，并依托单位

“网络云课堂”为新战士成长成才创造条

件，在满足需求、实现价值中增强他们的

归属感。新战士许何原刚到中队时，因

担心给单位拖“后腿”，心理压力很大。

在中队干部骨干鼓励帮带下，他很快坚

定信心、融入集体，并在比武考核中取得

好成绩。

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

以欣赏眼光
关注“兵之初”

强军论坛

5 月 10 日，新疆军区某团防化连

3名列兵在上级组织的军事比武中取

得优秀成绩。回到连队后，战友邀请

他们来到荣誉室分享收获的喜悦，并

在先辈雕像前合影留念。刘 卓摄

天边刚泛白，王沙沙亲了亲熟睡中孩

子 的 脸 颊 ，轻 手 轻 脚 地 走 出 家 门 。 作 为

一 名 重 症 医 学 科 护 士 ，早 出 晚 归 已 成 生

活常态。

5 月 12 日，国际护士节。对王沙沙和战

友来说，这一天平凡而有意义。作为解放

军总医院海南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这一

天，她们仍守护在患者身边。

一个月前，一名基层战士因在训练中

受伤被送到重症医学科治疗。为了帮助这

名战士进行康复训练，王沙沙每天搀着他

从一楼爬到七楼。

医者，医病更医心。刚开始，这名战士

病情还不稳定，精神状况也不太好。对这

个和自己弟弟一般大的男孩，王沙沙像姐

姐 一 样 嘘 寒 问 暖 ，给 予 他 体 贴 入 微 的 照

顾。很快，这名战士重新树起信心，积极配

合治疗，病情逐渐好起来。这让一直揪心

的王沙沙感到很欣慰：“看到患者康复，是

最高兴的事。”

守护健康，也需要关键时刻的挺身而

出。今年是护士张彤在重症医学科工作的

第二个年头。两年来，从最初的紧张焦虑

到如今的从容不迫，他已适应重症医学科

护理岗位紧张又繁重的工作。

病房内，一名心梗患者心电图异常，医

生预判是前壁心肌梗死。接完班，张彤没

有按常规流程开始下一项工作，而是先将

急救车、除颤仪和呼吸机推到这名患者床

旁，并备好气管插管及用药。

9 时 50 分，患者突然面色苍白、意识丧

失。见状，张彤立即拉下床下的 CPR 阀，予

以心肺复苏，同时呼叫其他医护人员。医

生和护理小组迅速到位，持续为患者进行

心 肺 复 苏 ，最 终 将 其 从“ 鬼 门 关 ”拉 了 回

来。午餐时间到了，张彤没有离开。他说：

“患者生命体征还不稳定，我再观察一会。”

11 时 47 分，患者突发室颤，张彤和几名

战友迅速进行抢救。看着患者血压回升，

他们紧锁的眉头才渐渐松开。“守护生命，

不能有半点马虎，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张彤说。

节假日坚守岗位，是白衣战士的常态。

一天下了夜班，沉睡中的重症医学科护

士杨安南，却被护士长谭学增的电话叫醒：

“2名患者急需人工心肺机（ECMO），其他医

院支援的机器马上送到，请你去接收。”

“明白！”杨安南二话没说，马上联系另一

名护士马瑞佳，迅速赶往该医院。携带仪器

赶回医院后，杨安南又换上工作服投入抢救。

夜幕降临，根据科室安排，杨安南又随

重症医学科主任刘杰来到热带医学科，医护

人员已做好充分准备——这是热带医学科

建科后第一次为患者放置 ECMO。安静的

重症室中，3 台 ECMO 同时运行，血液在人

体与机器之间来回循环，生命的活力在循环

中流淌。

完成任务后，护士长谭学增长舒一口

气 。 他 至 今 记 得 ，2011 年 建 院 初 期 ，护 士

们身穿迷彩服、背着军挎包、戴上小红帽，

穿梭于各施工现场，像当年琼崖革命中的

“红色娘子军”那样，开启了艰苦的创业之

路。如今，她们依然坚守在这里，朝着“基

因纯、能力强、业务精、意志坚”的目标阔

步前进。

“守护生命的战场上，无论遇到什么困

难，我们都会当好新时代‘红色娘子军’传

人。”谭学增说。

青 春 在 哪 里 绽 放 ，就 在 哪 里 扎 下 根 。

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这群白衣战士体悟着

职责与使命，守护着初心与忠诚，用行动擦

亮不负时代的青春底色。

她们一袭白衣，为患者点亮心灯。国际护士节当天，记者走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护士
群体，品味白衣战士的动人故事—

在青春绽放的地方扎下根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褚 倩 李瑞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