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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一思强军论坛

本报讯 吴晨伟、吴思哲报道：“刀

山火海何所惧，万山红遍献毕生……”

初夏时节，皖东腹地，第 72集团军某旅

理论骨干、指导员龙泉跃，念诵完抗美

援朝老战士郑尊礼的一首短诗，一场

“战地微宣讲”就此展开。刚结束实弹

射击考核的官兵席地而坐，一边聆听革

命前辈的战斗故事，一边回味思考。

“教育活动必须把准官兵思想脉

搏，对准教育靶心。”该旅领导介绍，当

前，部队担负演训任务多，官兵驻地相

对分散，人员难集中。为提高思想政

治教育效果，他们一方面组织官兵借

助“云平台”“两微一端”等开展自主教

育与学习，一方面遴选优秀理论骨干

深入演训一线，随机开展“战地微宣

讲”，以兵言兵语讲述红色历史，不断

为官兵添注练兵动力。

“当时，一架敌机利用刺眼的阳光

作掩护对我阵地实施攻击。革命前辈

们忍着强光灼眼的疼痛，硬是把敌机

给打了下来。”训练场上，该旅“尊干爱

兵模范连”指导员卢翊飞，在训练间隙

分享了老英雄焦建春的战斗故事。场

上讲得动情，台下听得入心。讲述结

束后，深受触动的官兵又迅速投入到

训练中。

传承先辈精神，练强战斗本领。

实兵对抗、实弹射击、合成营作战能力

检验……这段时间，该旅实战化练兵

如火如荼开展，官兵在专攻精练中探

索创新、砥砺硬功。

第72集团军某旅

“战地微宣讲”注力演兵场

本报讯 华文生、余坤报道：“他

隐姓埋名 28 年，不计名利、艰苦奋斗，

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卓越贡献……”4

月下旬，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官兵

来到“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故居参观见

学，“红色讲解员”、上士于博深情讲述

了邓稼先为国铸盾的事迹。

“战友之间有天然的亲近性，他们

的讲述更亲切、更接地气，官兵更易于

接受。”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在教育

中根据官兵特点，培养有特长的官兵

担任“红色讲解员”，在组织部队参观

革命场馆、红色旧址时，让其为战友进

行现地讲解。日常工作中，他们还组

织“红色讲解员”录制党史故事、革命

诗词短视频，上传到局域网供大家观

看学习。

“我先后看了 10 余个视频、查找

了 26 篇文章资料和 30 多张图片，在

寻找、查阅、讲述中，自己也深深受到

教育和启发。”列兵牟佳琪说，他刚到

中 队 时 训 练 有 些 吃 力 ，心 理 压 力 很

大。中队骨干引导他阅读陈延年、陈

乔年等革命先辈的故事，并在课余时

间尝试讲给战友听。如今，牟佳琪生

活中阳光向上，训练时积极主动，各

方面不断取得进步，还申请当了“红

色讲解员”。

像牟佳琪一样，该支队很多官兵

主动申请担任“红色讲解员”。他们

活跃在基层一线，以饱满热情为战友

传递强军力量。

武警安庆支队

“红色讲解员”走到咱身边

“韦奕鑫，基础四项体能 376 分，专

业课目 97 分；总评：优秀！”考核组刚公

布完成绩，南疆军区某师侦察连上等兵

韦奕鑫便与战友王梓轩拥抱在一起。他

说，多亏了王梓轩的帮助，自己的训练成

绩才能提高这么快。

他俩的故事，是该师以官兵互助活

动助推基层建设的生动缩影。

“如今，韦奕鑫已冲进全连军事训练

‘第一梯队’。”该师领导介绍，为激发基

层建设活力，他们按照自愿、平等、互助、

共进的原则，采取党群结对、强弱搭配、

以老带新的方式，让官兵结对组成“三

互”小组，引导大家同心唱响战友之歌，

在关爱中成长、在互助中共进。

为此，该师把“王克勤与‘三大互助’

运动”“长征路上的一袋干粮”等故事制

作成专题网页，借专题授课、网络微课等

时机，引导官兵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同

时，他们还安排团领导挂钩帮建，指导基

层开展官兵互助活动，并通过完善活动

细则和促进机制提高工作实效。

某连战士陈晨之前在外进行卫生员

集训，军事训练成绩有所下滑。回到单

位后，他心理压力很大。

“集训期间，陈晨的专业素质得到很

大提升，训练成绩下滑是暂时的。他的

体能技能基础不错，只要我们积极帮助、

适当引导，他肯定能很快赶上来。”了解

到陈晨的情况后，训练骨干、二级上士李

振宇主动向连队党支部提出申请，跟战

友一起与陈晨组成“三互”小组。

生活中，李振宇通过关心关爱让陈

晨感受到集体温暖，并讲述连队战史和

先辈荣誉激励他从挫折中奋起；训练中，

李振宇结合陈晨实际情况为他科学制订

补训计划，细心讲解重难点课目训练要

领……经过一段时间强化训练，陈晨的

训练成绩提升明显。前不久，该师举行

岗位大练兵比武，陈晨取得 3000 米跑第

三名的好成绩。

唱响战友之歌，汇聚精武合力。互

助活动开展以来，该师官兵在思想上互

相鞭策、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

心、学习上互相帮助，互敬互爱、团结奋

进的氛围愈发浓厚。今年以来，该师多

名官兵因完成任务出色受到上级表彰，

百余人在本职岗位上取得好成绩。

南疆军区某师引导官兵在关爱互助中成长共进—

同 心 唱 响 战 友 之 歌
■谭非凡 邹渝建 本报特约通讯员 董云杰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

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

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主席在庆祝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实现中国梦是一场

历史接力赛，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

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奋斗带来收获和喜悦，也需要承受

疲惫和劳累。作家冰心曾说：“成功的

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

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

牺牲的血雨。”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进

步是这样，一个人的成长也是如此。不

论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的劝勉，还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香自苦寒来”的喻示；不论是“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的自信，还是“努力到无能为

力，拼搏到感动自己”的自励，都传递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价值理念。

网络热词“躺平”的出现，映射出“眼

前的苟且”与“诗意的远方”在个人头脑

中的短暂交锋。时代大潮中，没有人能

够真正“躺平”。任何时候，只要“躺”下，

就断无“赢”的机会。新时代是奋斗者的

时代。身处奔腾的时代，风华正茂的青

春，惟有奋斗正当时。

“躺平”，是惰怠的借口、无能的掩

饰，是消极颓废者的自画像、不思进取者

的代名词。然而，我们身边确实存在一

些不在状态的“躺平者”，他们有的不愿

为，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有的不真

为，不喊号子不拉纤，卷起袖子一边看；

有的不敢为，宁可不干事，但求不出事。

试想，如果人人都这样，只想成功却不愿

奋斗，只想收获却不去耕耘，我们的事业

怎能取得进步？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社会

主义的宏伟大厦离不开一砖一瓦的苦干实

干，强军事业的美好蓝图离不开一招一式

的奋斗作为。从“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

饥志越坚”的坚毅，到“打得一拳开，免得百

拳来”的无畏；从“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

身献子孙”的誓言，到“团结起来，振兴中

华”的呼唤；从“你若生死相托，我必全力以

赴”的承诺，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表

白……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

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

进。正如习主席所强调：“我们通过奋斗，

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

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担当奋斗，离不开各级的关心与厚

爱。各级党组织应健全激励和保护机

制，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和考评导向，为

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让辛苦的干

部不“心苦”，引导广大官兵敢干事、愿干

事、真干事、干成事，促使那些“躺平者”

从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跑起来”，争

当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向阳而生者，难至迟暮；自强不息

者，永远青春。

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新时代的青年手

上。肩负时代重任的广大官兵，既面临着

人生无数出彩的机会，也需要闯过一个个

“娄山关”“腊子口”。我们每个人都应向着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鼓足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的精气神，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全力跑出新时代奋斗强军的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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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滚滚，烟尘弥漫。4月下旬，第

74集团军某旅受领驻训任务后，按计划

向目标地域开进。机动途中，一场红蓝

对抗演练同步展开：导调组全程临机设

置特情，装备撤收、摩托化行军、铁路运

输、重装投送等多个课目有序展开……

演 练 进 行 多 时 ，蓝 方 逐 渐 心 生

疑 窦 ——一路未见红方行踪！

“无法捕捉到对方编队行踪！”蓝方

指挥所内，参谋人员心急如焚。按照计

划，他们准备在某点位对红方梯队实施

精确打击。结果，不但预案没派上用场，

连红方的机动路线都没有摸清。

原来，红方途经此地前，早已计算

出蓝方卫星过顶时间，并通过沿途侦察

摸清了蓝方兵力部署情况，继而对人

员、车辆和专业分队实施了精密伪装。

当蓝方卫星过顶时，整个红方梯队早已

化整为零，隐藏于丛林沟壑之间。

一路未见对手，战斗却未停歇！

铁路装载时，红方预设的“值班炮”

严阵以待，电抗、通信要素值班人员紧

盯屏幕，各专业力量遥相呼应密织安全

防护网；机动途中，他们派出的潜伏小

队分布在多个关键路口，负责对空侦察

与地面掩护；疾驰山林中，不同专业力

量多路编队、合成编组、分次开进，悄然

向目标地域集结……辗转千里，红方牢

牢把握着战场主动权。

“一路行军，总是先蓝方一步，这得

益于我们未雨绸缪。”红方指挥员介绍，

机动前，他们对行军路线进行精密筹划

和全方位侦察，与各兵种力量实现信息

实时交互，并全程布控了由警卫、侦察、

防空等力量组成的警戒小组，在梯队隐

蔽机动的同时保证快速高效出动，取得

了“牵着对手鼻子走”的作战效果。

据了解，此次演练中，该旅摒弃以往

“大建制、长纵深”机动模式，将传统隐蔽

手段和现代军事技术相结合做好机动保

障，强化行军途中的信息搜集、提取和分

析，以有效应对对手侦察和监视。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战场变得愈

发透明，被对手发现任何蛛丝马迹都

可能遭到毁灭性打击。”该旅作训科参

谋王维说，只有平时注重提升部队隐

蔽机动能力，练就过硬“隐身术”，才能

在战时让对手的情报侦察和预警探测

系统失去效用，从而牢牢掌控战场主

动权。

第74集团军某旅注重锤炼部队隐蔽机动能力—

千里机动，一路未见红方行踪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李珏宏 刘毅舟

刘伯承元帅曾说：“机动是趋利避

害的行动。”战争实践表明，机动是贯穿

所有作战行动的链条，是通往胜利和成

功的大门。有效且隐秘的机动，才能为

下一阶段的胜利奠定基础。

高效的机动方式，能为部队争取战

场主动权创造有利条件。信息化条件下

作战，战场视角更加多维立体，作战空间

更加广阔，侦察手段更加多样，这对部队

隐蔽机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换句话

说，现代战争中善“藏”和能“打”同样重

要。尤其在大规模远程机动中，只有凭

借高超的隐蔽能力规避对手的情报侦察

和预警探测，让对手变得“眼瞎”“耳聋”，

才能在作战中处于主导地位。

战争之变催生能力之变。面向未

来战场，我们只有适应作战需要，锤炼

多维复杂条件下的隐蔽机动能力，以最

适当的方法、最高的精度和最快的速度

展开机动，才能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实现“形敌之妙，入于无形”。

战争之变催生能力之变
■贺海知

短 评

本报讯 申卫红、记 者李建文报

道：“教研室在接受上级教学督导的基

础 上 ，还 要 履 行 同 级 之 间 相 互 督 导 职

责，实现对教学质量的全面监控……”

初夏时节，空军某后勤训练基地机场驱

鸟与伪装教研室主任张海涛，以督导员

身份深入课堂开展督导。该基地通过

建立机关纵向到底与教研室横向到边

的教学督导模式，有效促进了训练质量

提升。

“与部队院校相比，训练机构的教

员实践能力较强，但教学理论水平相对

偏弱。”该基地训练处领导介绍，围绕提

升教员理论水平，他们走访了多家部队

院校和地方同类型教学机构，并结合实

际情况成立由基地领导、机关职能部门

和教研室高级讲师组成的教学考评委

员会，以及由教研室主任和骨干教员组

成的教学督导组，构建“两级”教学督导

考评模式，完善和优化军事训练质量监

督评价体系。

教学考评委员会主要对教学工作

进行研究部署、服务指导和督导检查，

不定时、不定点深入一线随机查课，对

教 员 授 课 情 况 进 行 评 分 并 作 出 点 评 ；

教学督导组成员轮流采取“推门听课”

“ 示 范 授 课 ”等 方 式 ，横 向 对 各 专 业 的

教员授课、学兵听课、教学保障等情况

进 行 督 导 ，并 按 教 学 阶 段 向 教 学 考 评

委 员 会 进 行 工 作 汇 报 ，围 绕 如 何 进 一

步优化“两级”教学督导考评模式提出

意见建议。

“ 与 以 前 单 一 的 机 关 检 查 督 导 相

比，‘两级’教学督导更有利于发现和解

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该基地教研室

高级讲师尹祖德说，“两级”督导使教学

评价更为公平公正、科学合理，有效激

发了教员授课热情，助推教学质量水涨

船高。

空军某后勤训练基地

“两级”教学督导
提 升 训 练 质 效

五
月
九
日
，海
军
某
登
陆
舰
大
队
开
展
多
课
目
训
练
。
李
新
凯
摄

4月 29日，武警六盘水支队组织特

战队员，围绕越障、攀登、多枪械射击等

课目展开训练，提升实战能力。图为特

战队员进行越障训练。 齐 盟摄

靓丽青春
拼搏逐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