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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丁小猛、特约通讯员高骏峰报

道：日前，第 71 集团军某旅组织一场战术综

合演练，多名毕业不到一年的年轻排长在沙

盘推演、作战方案拟定、战斗指挥协同等作

战指挥环节表现出色。该旅领导欣喜地说，

新排长能够快速适应战位，在大项演训任务

中发挥骨干作用，得益于集团军精准对接岗

位需求、科学培养年轻军官的有力举措。

该集团军领导介绍，改革调整以来，他

们已连续 5 年集中组织新排长岗前培训，通

过不断优化升级“成长套餐”，帮助新排长加

快实现从理论到实践、从院校到部队、从学

员到军官的“三个转变”。

前几年集训，他们发现因部分内容设计

不够精细合理，导致个别新排长岗位任职后

出现专业指挥不顺畅、带兵方法不科学等问

题。此次集训，该集团军聚焦“战、训、建、

教、管、保”6 个方面，区分岗位任职急需的组

训指挥、按纲抓建、科学带兵等多种能力，定

期对新排长学习训练成果进行阶段性考核

评估，并对考核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精准查

找新排长岗位任职的短板弱项，针对性制订

训练方案和补差计划。

谈及新排长“成长套餐”的变化，已连续

3 年参与集训保障的某旅教练员井二威深有

感触：“往年我们也会对训练成绩进行登统

计，但今年通过建立训练数据库，为每名新

排长制订专属‘成长档案’，统计分析更加系

统化、个性化、精准化。”

笔者翻阅一名参训新排长的“成长档

案”，各项数据、图表一目了然，不仅详细绘

制出个人每次训练、每个课目的成绩曲线

图，还在成绩不佳、进步较慢的课目旁注明

情况原因，帮助新排长明确努力方向，有针

对性开展补差训练。

培养融合意识、树牢体系观念。该集团

军领导介绍，此次新排长集训，他们着重突出

多专业融合的指挥编组作业训练，通过理论

学习、战术研练、沙盘推演、实战化指挥演练

等，引导新排长在练强本专业指挥能力基础

上，学习掌握其他兵种专业的指挥模式、战术

战法、协同方式，提升体系作战能力。

炮兵专业新排长李震的指挥技能偏弱，

在集训指导组和教练员的悉心帮带下，他从

单炮指挥技能练起，循序渐进、加班加点进

行补差训练。同时，李震还与装甲专业新排

长王梓行、通信专业新排长李东奥结成“互

助小组”，共同分享学习经验、探讨跨兵种协

同指挥方式。在指挥编组作业考核中，李震

进步明显，取得优异成绩。

精准施训助力新排长“加钢淬火”。经

过集中培训和阶段性考核评估，各专业岗位

的新排长不断成长进步，在各自岗位上精武

强能。近期，该集团军区分专业组织单兵单

装考核，参考的新排长考核成绩均达到良好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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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握军事人才成
长规律，把握各类人才发展特点要求，创新管理理念和方式方法，加强专业
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作为军事人才队伍的中坚力量，年轻军官的能力
素质事关部队战斗力生成和长远建设。对年轻军官的培养，必须从“官之
初”便一以贯之、精准规划。第 71集团军不断探索培养年轻军官的新思
路、新方法、新举措，结合岗位实践与任务需求，为新排长成长进步找准发
力方向、补齐短板弱项，夯实干部队伍成长成才基础，取得良好效果。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也是科技的角

逐。增强官兵的打赢本领，提高官兵的

科技素养，必须提高其科技认知力、创

新力、运用力。

科技认知力，是对科学技术的性能

功效、价值作用及发展趋势的认识和把

握能力。从制胜机理看，新作战概念开

发、武器装备研制等，无不以科技为支

撑；战场准备、作战样式、战法运用，无

不以科技为轴心。军事家杜黑说过：

“胜利只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

人微笑，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才

去适应的人微笑。”科技认知力不高，对

制胜机理一知半解，就很可能看不懂对

手、看不懂战场、看不懂打仗。

军事领域是最需要创新精神的领

域。习主席指出：“真正的核心关键技

术是花钱买不来的，靠进口武器装备

是靠不住的，走引进仿制的路子是走

不远的。”我们只有尽快提高科技创新

力，加强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颠覆

性技术研究，把科技创新的引擎全速

发动起来，方能推动我军建设向质量

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迅速生成

和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所必需

的新型战斗力。

恩格斯曾说：“每个在战史上因采

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

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

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

新器材的第一人。”将科技优势转化为

能力优势、作战优势，离不开科技运用

力。如今，大量新式武器、装备列装部

队，为我们赢得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

质、技术基础。这就要求广大官兵不但

要把手中武器练精练强，而且要善于把

先进科技成果向作战、训练、管理、装备

等各领域转化运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

为战斗力的“最后一公里”。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提高官

兵的科技认知力、创新力、运用力刻不

容缓。广大官兵要加强现代科技特别

是军事科技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熟练

掌 握 新 装 备 、提 高 新 技 能 、探 索 新 战

法 ，立 足 岗 位 需 要 开 展 小 发 明 、小 革

新、小创造活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

军队建设和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要

高度关注颠覆性科技对未来战争规则

带来的影响，及时创新并构建新的训

练内容体系，积极开发智能化模拟仿

真、兵棋对抗、网络对抗演训系统，推

动军事训练手段向“科技+”“网络+”

转型升级，努力提升训练效益；要以作

战任务为牵引，以信息体系为平台，以

集成训练为抓手，持续将物联网、云计

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转化为战术应

用，创造出具有我军特色的训法战法，

为增强制胜本领、赢得未来战争提供

“硬核”技术支撑。

（作者单位：31629部队）

提高科技认知力创新力运用力
■陈 岩

本报讯 潘仲齐、盛子程报道：“不

签‘责任状’，我们也能很好地履职尽

责。”日前，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叫停了此

前制订的《在外人员管理责任书》《私家

车安全驾驶责任书》等 8 份法规依据不

足的“责任状”，受到广泛好评。

前不久，该旅领导在基层营连调研

时发现，一些机关科室为确保责任落实，

习惯让基层官兵签订责任书、承诺书、保

证书等各类“责任状”，官兵对此颇有微

词。大家感到，动辄签订“责任状”不仅

牵扯官兵精力，还容易干扰正常工作运

行。同时，机关科室把签订“责任状”视

为解决问题的“万能药”、推诿塞责的“挡

箭牌”，看似层层压实责任，实则是推卸

责任、作风不实的表现。

对照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等法规制度，该旅党委感到，脱离法

规制度签订所谓的“责任状”，不仅于法

无据，而且还会适得其反。随后，他们

对机关科室要求签订的各类“责任状”

进行全面梳理，依据法规制度逐条论证

核实，定人、定责、限时抓好整改落实。

最终，8 份缺乏法规依据、脱离基层实

际的“责任状”被叫停。

为让“土政策”“土规定”无处遁形，

该旅举一反三，对“法外立规”损害官兵

权益、阻碍战斗力提升的倾向性问题严

查细纠；组织开展“法规进班排”“学法

规、用法规、守法规”等群众性活动，营造

人人遵法纪、处处守规矩、事事依法办的

浓厚氛围，依法依规开展工作蔚然成风。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提升依法抓建水平

抓建基层杜绝“法外立规”
5 月上旬，北京卫戍区某部官兵视

频连线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共同开展一

堂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年轻官兵与

青年学子齐聚“云端”，重温光辉历史、共

话“五四精神”，在思想交流中赓续红色

血脉，汲取强国强军的智慧和力量。

“始建于 1916 年的北大红楼，留下

了无数革命先驱寻找救国道路的足迹。

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策源地和我们党在

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

活动一开始，北京大学学生代表朱容立

通过视频连线，带领官兵“云参观”北大

红楼，回顾党的光辉历史。

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红色文物，

随着朱容立的深情讲述，为该部官兵生

动展现出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壮丽画卷。

党在心枪在手，军旗永跟党旗走。

镜头切换到该部史馆，在“一级战斗英

雄”胡忠林雕像前，讲解员、该部排长王

雪莹动情讲述该部前身部队官兵浴血

冲锋的战斗故事：“宣泰攻坚战中，官兵

仅用 20 分钟，就强渡护城河、攀登城垣

率先突入城内……”北大学生们时而聆

听记录，时而停笔思索，感悟这支英雄

部队的战斗精神和血性担当。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

生动写照，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

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听完王雪莹的

讲解，北大学生周榕涵说出了青年学子

的心声。周榕涵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

兵，在火箭军某部服役期间，荣立三等

功。退伍返校后，周榕涵刻苦学习、表现

突出，曾担任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志愿

者。他说：“选择吃苦就选择了收获，选择

奉献就选择了高尚。无论是否身穿军

装，我都会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周榕涵的经历和感悟，引起该部官

兵和青年学子的共鸣。该部上等兵王政

迪难掩激动：“我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

共青团员。我要向革命先辈学习，苦练

过硬本领！”北大学子王天晓说：“今天的

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乃至生命

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高擎

理想信念火炬，传承革命先辈的红色基

因，努力成为担当重任的栋梁之材！”

“云端课堂”激扬青春之歌。年轻

官兵和青年学子身处视频两端，共同感

悟革命先辈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

爱国主义精神，在畅谈交流中明晰新时

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

春之国家……”活动尾声，大家齐声朗

诵 革 命 先 驱 李 大 钊 撰 写 的 文 章《青

春》。青年一代的铿锵誓言，久久回响。

北京卫戍区某部官兵视频连线北大学子—

“云端课堂”激扬青春之歌
■马小磊 张 振 陈泽欣

强军论坛

5月 2日，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开展战术协同训练。图为车队快速机动。

赵 理摄

4月底，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开展实战化

训练。图为吊放小艇。

钟宇杭摄

本报讯 王麒淞、张明岳报道：“70

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5 月初，第 78 集团

军某旅政治干部比武考核间隙，一堂短

短 10 分钟的教育课随即展开，授课主讲

人、该旅某连指导员程双泰的精彩讲述，

赢得官兵阵阵掌声。这是该旅探索“微

课+”教育模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

的一个缩影。

“原以为授课时间短，官兵听起来不

解渴，没想到反响这么好。”程双泰告诉

笔者，担任指导员之初，为给官兵上好教

育课，他加班加点搜集素材、制作课件，

但授课效果却并不理想。“教育课的吸引

力，不在时间长短，不在内容多少，关键

是要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一名老兵

道出心声。

此后不久，该连组织法治教育课，

一位知名律师受邀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为官兵讲解《民法典》知识，只用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通过鲜活案例深入浅出阐

释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条文，官

兵听得津津有味。受此启发，该旅机关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探索推开“微课+”

教育模式，从基层遴选一批理论功底扎

实、授课技能突出的官兵担任理论宣讲

员，引导他们从官兵身边人、身边事中

搜集素材，用兵言兵语讲好党的创新理

论，受到官兵欢迎。中士李荣博说：“微

课讲的都是冒热气、接地气的内容，让

我们感同身受、获益匪浅。”

处 处 是 课 堂 ，时 时 受 教 育 。 随 着

“微课+”教育模式不断完善，该旅思想

政 治 教 育 课 打 破 场 地 和 人 数 的 限 制 ，

开饭前后、行军途中、训练间隙均可开

设 教 育 课 堂 。 近 日 ，该 旅 某 连 组 织 官

兵 到“ 人 民 英 雄 ”申 亮 亮 纪 念 馆 参 观 ，

指 导 员 徐 建 友 就 地 展 开 微 课 宣 讲 ，大

家深受触动。

第78集团军某旅

“微课+”让官兵
爱 上 教 育 课

4要 闻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９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曾火伦 杨艳 李力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