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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班长对

我的悉心帮带，我要为他点赞！”5月下旬，

第 72集团军某旅二连组织“官兵互赞会”，

因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的下士刘培伦走上

讲台，分享班长杨梦飞帮助他建功军营、实

现梦想的经历。

记者在现场看到，战士们围坐在草地

上，笑声、掌声不绝于耳，阳光、和谐的氛围

感染着每一名官兵。杨梦飞告诉记者，刘培

伦的巨大转变，得益于集团军深入开展的

“五个起来”活动。

近年来，“00 后”战士逐渐成为部队主

体，他们网龄比兵龄长，喜欢遨游网络世

界，却经常忽视身边人、身边事。前期，该

集团军组织官兵恳谈会，不少基层干部谈

到，单位业余文化活动单调、组织频率低，

官兵业余时间纷纷化身“低头一族”，“一人

一机一世界”现象比较普遍，其负面影响值

得关注。

“开展积极向上的群众性文体活动，

不仅能丰富官兵生活、缓解训练压力，还

能营造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助推部队战

斗力提升。”该集团军政治工作部领导告

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在所属部队广泛

开展以“学起来——兴起学习风尚、强化

思想武装；动起来——掀起运动热潮、锻

炼强健体魄；玩起来——创新文娱方式、

丰富文化生活；乐起来——推广特色活

动、提升幸福指数；强起来——锤炼坚强

意志、助力备战打赢”为主要内容的“五个

起来”活动，培养官兵健康向上的兴趣爱

好，丰富大家业余文化生活，提升部队凝

聚力、战斗力。

“再来一个！”在某合成旅四营组织的

战地文艺晚会上，官兵自主创作的歌曲、

小品等文艺节目深受欢迎，现场掌声、欢

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该营教导员刘国席

说，这样的文化活动，让走下训练场的官

兵得到充分放松。

上等兵谷叶明性格内向，不喜欢参加集

体活动，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刷手机”。

指导员林枫察觉这一情况后，安排性格开朗

的中士周会刚与他结为帮扶对子。在周会

刚的鼓励帮助下，谷叶明渐渐变得开朗活

泼，通过参加连里组织的小评比、小竞赛等

文体活动，逐步找到自信。前不久，谷叶明

报名参加机关组织的“创客”大赛，多幅书画

作品受到官兵好评。

为浓厚学习氛围，该集团军深入开展

“床头一本书”阅读活动，引导官兵养成读书

学习的良好习惯；结合“无手机日”等时机组

织读书交流，让官兵轮流登台分享心得体

会。过去喜欢上网的上等兵郭慧勇通过参

加读书活动，逐渐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不仅

学到了许多党史军史知识，还登上“士兵讲

堂”为战友分享战斗故事。

该集团军还着眼锤炼官兵意志品质，结

合野外驻训等时机，抽组心理服务小分队开

展“心理服务进班排”活动，帮助官兵缓解训

练压力、调整心理状态；常态化组织“信任背摔”等心理行为训练，帮助官兵练强心理

素质……

不做“低头族”，彰显“青春范”。通过参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官兵逐渐

发掘出自己的特长、找到生活的乐趣，学习训练劲头更足。走进该集团军各部

队训练场，官兵练兵备战热情高涨。在前不久组织的创破纪录比武中，一大批

训练尖子、精武标兵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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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田文博、韩帅涛报道：近

日，战略支援部队某部一场实兵对抗演

练紧张进行。战斗减员后，副操作手、

中士孟德帅临危受命，兼任主操作手，

采用灵活战术对“敌”实施信号干扰，圆

满完成任务。

“孟德帅在演练中大显身手，得益于

我们探索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该部领

导介绍，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新型武器装

备列装部队，他们大力推动军士队伍从

技术型向科技型、复合型转变。该部以

野外实战化演练为契机，深入开展以“技

术骨干上讲堂、战法深研谋打赢、红蓝演

练砺硬功”为主题的“砺剑讲堂”专题研学

活动，让理论对接实战、课堂对接战场，升

级官兵“打仗头脑”，促进技术骨干拔节成

长，在重大演训任务中挑大梁、担重任。

“目标通常会超低空飞行通过搜索

盲区，迅速突入防空阵地……”一场对

抗演练刚结束，阵地“砺剑讲堂”随即展

开，三级军士长何斌斌结合演训实际，

与官兵分享心得体会，赢得阵阵掌声。

在前期组织的一场对抗演练中，战士史

航宇利用在研学活动中掌握的新技能，

帮助陷入困境的“蓝军”挽回败局。演

练结束后，战友向他请教，史航宇拿出

自己的训练笔记说：“这一处置手段，我

在‘砺剑讲堂’上听老班长讲过。”

专题研学活动开展以来，该部涌现

出一批“知战、谋战、善战”的军事人才。

在近期组织的一系列实战化演练中，他

们协力开展多项战术战法研究，破解多

个训练难题，部队训练质效明显提升。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

专 题 研 学 升 级“ 打 仗 头 脑 ”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胡铮报道：如

何围绕训练精细化、组训高效化，探索

创新战法训法？日前，喀什军分区聚焦

补齐短板，组织各级指挥员开展战训法

集中培训，集智研究解决一批重难点问

题，锤炼指挥员“战场思维”。

据 了 解 ，该 军 分 区 所 属 部 队 类 型

多 样 、点 位 分 散 ，担 负 着 千 余 公 里 边

境线的守防任务。近年来，随着一系

列信息化装备陆续列装，部队逐步向

信息化步兵转型，但该军分区通过实

兵 演 练 、实 战 化 考 核 发 现 ，有 的 指 挥

员存在指挥谋略不足、组训能力偏弱

等问题，导致信息化装备未能发挥最

大效能，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部队战斗

力提升。

“装 备 变 了、要 素 变 了 ，指 挥 员 的

‘战场思维’也必须因时而变、因势而

变。”该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集中组织

指挥员战训法集训，就是要推动换装更

“换脑”。此次集训聚焦规范组训施教、

新型作战力量运用、遂行多样化军事任

务等重难点内容，覆盖班、排、连、营、

团、师 6 个层次，按照“理论学习、授课

辅导、战例研究、研讨交流、成果转化”

等步骤组织实施，着力锤炼指挥员的

“战场思维”和决策能力。

专题集训对接未来战场，成果转化

交由实战检验。战斗编组密切协同、新

型武器精准实射……日前，该军分区组

织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协同演练，所属

某边防团装甲分队一批新战法在炮火

硝烟中得到有效检验。

喀什军分区

集 中 培 训 锤 炼“ 战 场 思 维 ”

对于一支军队来讲，没有和平时

期，只有打仗和准备打仗两种状态。战

争胜负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决定胜

负的力量却是在日复一日的备战中形

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胜战优势是准

备出来的。

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是我军一

贯坚持的重要军事指导原则，正如毛泽东

同志所说：“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

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之把

握”。作战不但要有准备，更要有把握，

有准备而无取胜把握，不能称其为“有

准备”；有准备又有取胜把握，才是真正

的“有准备”。

“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

习，不可以当敌。”准备打仗是十年磨一

剑，战场比拼是一朝试锋芒。平时准备

得越扎实、越周密，战时的胜算就越大，

甚至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位军

事理论家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

虚假的战备，将发现自己一开始就被别

人毫不留情地抛在后面。现代战争已

进入“发现即摧毁”的“秒杀”时代，战争

爆发更加突然，战争节奏急剧加快，能

否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

准备，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是不确定性

的王国”。到了真正的战场，任何一支军

队都不可能时时处处顺风顺水，指挥中

断、攻击受挫、补给不足等困难皆有可能

出现。即使一开始处于优势的一方，也

随时可能面临突如其来的困境。正如

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

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

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

下来。”在军事斗争准备上，我们应增强

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自觉“把工作

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准备应付最

坏的情况”，宁可备大备强、不可备而不

足，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

针对性实效性，为赢得战争做好充分准

备、创造有利条件。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

后求胜。”我们应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

变、对手之变，把军事斗争准备的指针

始终对准“下一场战争”，加速发展慑敌

制敌的王牌、底牌，全面锤炼顶用、堪用

的精锐力量，抓紧建强联合作战的体系

支撑，大力创新高敌一筹的策略战法，

不断积累胜战优势、掌握战略主动。善

于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把困

难和挑战想得充分一些，把应对预案做

得扎实一些，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的高度戒备状态。

（作者单位：69240部队）

胜战优势是准备出来的
■项士锋

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侯驰

报道：机动保障力量建设存在哪些短

板、未来支援作战有多少手段……5 月

底，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保障大队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学习讨论，该大队

领导围绕核心战斗力建设，提出一系列

“制胜之问”，让中心组成员有了更多紧

迫感、压力感。

“ 理 论 学 习 只 有 注 重 学 用 转 化 ，

才能确保学有所悟、用有所成。”该大

队 党 委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紧 盯“ 备 战 急

需、打仗急用”开展学习研究，建立完

善 服 务 保 障 模 式 。 他 们 注 重 学 以 致

用 、学 用 转 化 ，通 过 划 分 专 题 集 体 研

学 、聚 焦 问 题 调 研 深 学 ，组 织 党 委 成

员 结 合 工 作 实 践 狠 抓 业 务 学 习 和 本

领域重难点问题研究，并定期将学习

成果下发基层，将学习力转化为实打

实的保障力。

为提升服务保障质效，该大队领导

带领业务骨干深入相关保障单位，了解

保障需求、查找难点堵点，梳理出保障

力量使用不当、不能有效对接保障对象

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现场观

摩、跟班实保等方式，及时修订保障方

案，改进保障机制，构建“需求-保障-

评估-反馈”闭合链路，为实现高质量

联合保障打下坚实基础。

好学风带来好作风，学习力提升保

障力。今年以来，该大队出台一系列精

准、高效的保障措施，充分释放联勤保

障效能，受到保障单位欢迎。

郑州联保中心某大队注重学用转化提升保障能力

学有所悟 用有所成

5 月 下 旬 ，第 81 集 团 军 某 旅

组织实弹射击考核。

薛 伟摄

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5月中旬，陆军某旅联合某陆航旅开展实战化演练。 林佳裕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汉宝报道：5

月底，北部战区空军航空机务技术攻关

室负责人、技术专家李森，带队前往空军

航空兵某旅，深入调研某型战机维护使

用情况、采集保障数据，为指挥员精准决

策提供技术支撑。

“近年来，多种新型战机大批量集中

换装，部队实战化训练强度不断提升，给

航空机务保障带来新的挑战。”北部战区

空军保障部外场保障处领导介绍，他们

紧盯战训保障需求，大力推进人才队伍

建设，组建航空机务技术攻关室，选准、

用好、训强科技骨干人才。该技术攻关

室组建后，对上协调领导机关，对下开展

业务指导，对外对接相关部门，助推航空

机务保障质效提升。

该技术攻关室领导告诉记者，首批

入选的 10 名技术骨干均为长期从事一

线机务保障工作的业务尖子，多数是空

军高层次人才或空军作战部队技术骨

干，业务领域涵盖多种机型，具备较强的

科研创新能力。

据介绍，技术骨干们每季度组织一

次赴机务部队调研活动，参加飞行保障

和定检维修作业，收集梳理机务保障难

点瓶颈问题，紧贴作战保障任务确定科

研课题，展开技术攻关；每半年组织一次

到生产厂家、科研院所调研见学活动，深

入研讨装备故障机理，学习装备维修理

论和技术发展前沿知识。

该技术攻关室领导介绍，他们依托

空军航空兵某师实体化运行，担负课题

研究、技术咨询、前出保障、业务指导和

人才带教等职能，采取现场带教和远程

带教两种方式，按照一名高级工程师带

两名技术骨干的培养模式，为部队培育

出一大批年轻科技人才。

北部战区空军

紧盯战训保障
培育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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