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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安庆支队执勤二大队二级上士龚

思平没想到，自己围绕一张“全家福”讲述背

后的故事，竟成就了一堂好课。

龚思平的父亲曾因生意亏损情绪陷入

低谷，家里仅靠母亲勉强维持生计。一次休

假回家，龚思平把获得的优秀士兵奖章郑重

地捧到父亲面前。看到沉甸甸的奖章，了解

到孩子在部队的表现，龚思平的父亲倍感欣

慰，很快振作起来。

不久，四处求职的父亲接到一家公司的

聘用通知。当天，他们一家三口高兴地拍了

一张“全家福”。

“咱父子俩一起奋斗！”龚思平休假结束

返回部队前，父亲拉着他的手说。这句话道

出了父亲的心声，也激励着龚思平走好军旅

路。他不但没有因家事分散精力，反而更加

刻苦努力、精武强能，多次在上级组织的比

武竞赛中取得佳绩。

了解到龚思平和父亲的故事后，教导员

鲍传杰决定组织一场以“晒出‘全家福’，共

话精武情”为主题的故事分享会，并安排龚

思平第一个登台。

听了龚思平的讲述，在场战友深受触

动，纷纷走上讲台分享家庭奋进故事。

“祖母佩戴上‘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专门跟我视频连线。那份自豪令人动容，我

从此下定决心练就过硬本领，争取早日戴上

军 功 章 ……”手 指 身 后 大 屏 幕 上 的“ 全 家

福”，四中队指导员王克分享了自己和祖母

的故事。

“妻子临产时，我因在外执行任务没能陪

在她身边，心里倍感愧疚。谁知，妻子却给我

发来短信息说‘你坚守岗位是职责，我照顾家

庭是本分’。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不能辜负家

人的理解与支持……”看着孩子满月时的家

庭合影，二级上士杨青幸福地聊着往事……

照片无言，激荡家国深情。一张张“全

家福”背后的故事，温暖而又有力量，触动着

现场的每一位官兵。

“每个人心中都蕴藏亲情的力量，这种

力量往往能引起共鸣。”鲍传杰介绍，近年

来，他所在支队探索构建亲情助教体系，用

军人家属、家庭、家乡的温情力量滋养兵心、

启迪成长。他们借节假日等时机，通过组织

官兵撰写家信、录制祝福视频、开展优秀军属事迹分享会、邀请军属网络连线等方

式，感召官兵扎根战位、精武强能，形成军营与家庭共教共育良好局面。

今年春节前，计划手术出院后休假探亲的下士徐航，听说战友家中突遭变故，毫

不犹豫暂缓休假、申请“顶岗”。该支队领导了解情况后，为他策划了一个惊喜：受邀

提前赶到中队的母亲，除夕那天特意做了家乡名菜，巡逻归来的徐航品尝“妈妈的味

道”时，看到母亲突然出现在眼前，惊喜得说不出话来……镜头记录下一张别样的

“全家福”，迅速走红网络。

“真情最能打动人。但真情不靠说，而是靠做，关键要有实招、见行动。”该支队

领导说，他们在构建亲情助教体系的同时，注重深化家队协作，帮助官兵解决面临的

实际困难。年初以来，他们组织“军人家庭大走访”“军嫂军娃探军营”等活动，定期

派出“暖心服务队”为军属开展巡诊送医等服务，并帮助解决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

方面现实困难，把真情关爱送到官兵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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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有人说，缺乏

温情的教育不会有好效果。什么是带着

温情的教育？或许是战士的一张“全家

福”，或许是祖母戴在胸前的一枚纪念

章，或许是妻子的一句宽慰……

“你若端着，我便无感。”当听到不接

地气、不走心、内容空泛的教育课时，年

轻官兵往往会产生抵触情绪或逆反心

理。对他们来说，“端着”的说教注定不

能撼动心灵、触及灵魂。

感情相通，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前提。只有用信任、欣赏、发展的眼

光看待官兵，用真实感人的事、真诚走心

的话温润心灵，同时在解难帮困、减压释

负上真解难、解真难，才能于静水流深中

感召官兵。

没 有 人 是 一 座 孤 岛 ，在 大 海 里 独

踞。身处军营的你我他，若都能释放大

爱、传递真情，必能焕发上下同欲、同生

共死的强大力量。

以 真 情 温 润 心 灵
■张磊峰

短 评

强军论坛

本报讯 张朋、刘煜报道：夏日，皖

东某地，第 72 集团军某旅一场实弹射击

训练正在进行。与此同时，身处“第二教

练地”的官兵借助无人机传回的视频，结

合人员操作、战车冲击、目标毁伤等进行

研讨交流。“通过视频回放，直观复盘训

练全程，哪里有问题、该怎么纠正，大家

心里跟明镜似的。”装步五连炮手谌小详

看完视频说。

前期，该旅在调研中了解到，平时的

教学训练普遍存在错误动作难再现、问

题 症 结 难 找 准 、纠 正 动 作 难 到 位 等 问

题。为此，他们把无人机运用与步兵战

术训练、步战车实弹射击教学等相结合，

运用无人机全程摄录演训过程，为后期

训练复盘提供一手资料。

笔者走进该旅教学训练现场看到，教

练员一边观看无人机回传的视频，一边为

官兵分析讲解步战车战术动作；步战车

内，摄像头不断采集各乘员指挥、驾驶、射

击等动作完成情况；目标所在区域上空，

无人机摄像镜头全程对准目标对象，采集

弹药毁伤目标程度等数据。

“‘视频再现’让我们对失误一目了

然，改进目标更加明确。”一轮打击完成

后，车组成员来到“第二教练地”，通过观

看视频回放认真查找不足。据介绍，下

一步，该旅将把无人机融合运用到班组

协同、侦察、破障等课目中，助力训练水

平提升。

第72集团军某旅借助无人装备提升组训水平

“视频再现”复盘训练全程
本报讯 黄凯楠、张照洋报道：“专

家教授线上讲解渡河战法演变，方法灵

活、语言生动，非常解渴。”陆军某工兵

旅官兵近日津津乐道一件事——依托

视 频 系 统 ，旅 队 各 级 指 挥 员 齐 聚“ 云

端”，在相对分散的各驻训点异地同步

开展战法训法集训。

“‘云端集训’不仅让点位分散人员

同步参训，还拓展了战术训练平台。”该

旅领导介绍，在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的前

提下，他们按照线上学、线下训、云端再

研讨的思路组织此次集训；针对训练内

容“含战量”下功夫，邀请一线指挥员、

各专业领域专家教授担任线上教员，结

合岗位实践和具体案例为官兵讲解战

术战法运用。

线上，从战例分析到作战对手研

究，从战场环境侦察到分队战术训练组

织，教员们的讲解有理有据、深入浅出；

线下，各点位负责人结合授课内容，组

织官兵对建制营全员全装拉动、营指挥

编组作业等进行规范，并穿插进行多个

分队战术课目训练。

“这样的集训摆脱了驻训条件限

制，为部队动态条件下开展训练提供了

借鉴。”交流训练成果时，舟桥营营长汤

春杰深有感触地说。据介绍，集训结束

后，该旅对多套战术训练教案、多类战

法训法进行补充完善，分队指挥员教

战、研战、训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陆军某工兵旅立足现有条件拓展训练平台

“云端集训”异地同步展开

在古代印度，白象被视为珍宝。有

一位国王赏赐给大臣一头白象，大臣受

宠若惊，便把白象迎回了家。殊不知，

供养白象耗资巨大，并且白象于这位大

臣而言毫无用处，终究他落得千金散

尽、倾家荡产的下场。后世将这种华而

不实、只观眼前不看长远的现象称之为

“白象效应”。这对我们做好装备工作

同样有着警示意义。

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基础。俗话

说，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武器装备并不

是科技含量越高越好，造价越昂贵越好，

作战管用顶用才是好装备。比如，作战

需求是武器装备建设发展的强力牵引，

如果对作战需求把握不准，所研制的武

器装备就可能丧失作用甚至变成“一堆

废铁”。美军先后中止了“科曼奇”直升

机、陆军“未来作战系统”等一些项目，就

是考虑了作战需求变化和技术实现可

能。再如，信息化战争比拼的是体系，单

个武器不管多么先进，如果融不进作战

体系，只能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意大利军事思想家杜黑曾说：“一个

想要制造一件好的战争工具的人，必须

首先问问自己下次战争将是什么样的。”

任何一支军队，如果对未来作战研究不

深入、不具体，对作战需求提得不具体、

不科学，很难研制出来管用顶用的武器

装备。从一定意义上讲，设计武器装备

就是在设计未来战争。我们应瞄准明天

的战场，针对不同的作战任务、作战对手

和战场环境，统筹安排武器装备研发及

列装的体系、规模、结构，确保研制的武

器装备适应战场和部队需求。

体系支撑是信息化战争的一个显

著特点，也是武器装备现代化的主要特

征。加强武器装备建设，须牢固确立体

系建设的思想，坚持把单个武器装备放

到体系的大盘子来衡量，以对作战体系

的贡献率为标准来决定发展什么、不发

展什么、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多少。

我们既要重视火力，更要重视信息力；

既要发展先进主战装备，又要配套建设

保障支援装备，补齐武器装备体系的短

板，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武器装备体系结

构，加快构建武器装备建设新发展格

局，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武器装备建设再

上新台阶。

好装备是练出来的。官兵只有经

常在贴近实战环境中使用武器装备，才

知道武器装备到底好不好用、管不管

用。伊拉克遭遇空袭时，伊军守着美式

防空导弹不会用，只能干瞪眼。我们应

转变武器装备保障理念，不能仅看装备

完好率，更要看任务完成率，引导官兵

全面学装、深入知装、规范管装、科学用

装，加强武器装备体系化、常态化运用，

推动新装备成建制成体系形成作战能

力和保障能力，努力锻造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武器装备建设须防“白象效应”
■边 远 门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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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平、尹明报道：“患者 96 岁，

异物窒息 28 分钟，转运途中心跳停止……”

6 月中旬，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门诊

部急诊科，接到一名高龄危重患者家属打

来的紧急就诊电话。患者转诊途中，该医

学中心急诊科专家通过电话指导基层保健

医生，对这位高龄危重患者实施胸外按压，

为后续抢救赢得宝贵时间。

患者转运到位后，该医学中心急诊科团

队立即联合心血管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分工协作，完成气管插管、去除呼吸道梗

阻等救治工作，开展高级生命支持，成功使

患者恢复自主心率、自主呼吸。

近年来，该医学中心突出军事保健与老

年医学特色，扭住急救、会诊、手术等关键

环节，提高老年危重症救治能力；借助 5G 智

慧医疗系统，打破数字壁垒，实现医疗保健

大数据互联共享；应用可视化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心电预警、车载高级生命支持、急性

卒 中 早 期 筛 查 和 远 程 超 声 机 器 人 等 新 技

术、新成果，围绕智慧卒中救治、可视化急

救指挥智能调度、心脏猝死和急性心肌梗

死实时预警与救治等，构建多个医疗救护

平台。

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院前急救网络快

速响应、院内急救资源快速调配，实现保健

专家远程指导、同步问诊，打造精准而高效

的急救体系；与相关部门和医疗单位合作

开展基层医护保健同质化培训，提升基层

医护人员急救专业化水平。

“去年以来，来院就诊人数大幅增加，

患者平均年龄达 84.5 岁，急诊患者抢救成功

率达 100%。”据该医学中心领导介绍，凭借

过硬的医疗技术水平，该医学中心多学科

团队携手合作，成功救治多位急危重症高

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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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相关部队立足于防大

汛、抗大险、救大灾，积极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前做好

相关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左图：近日，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组织冲锋舟操

作手集训。 李结义摄

下图：6月 7日，东营军分区组织应急分队开展水上

救援演练。 张起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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