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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凌寒羽、张聪报道：6 月

中旬，海军参谋部某保障大队参加上级

组织的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参

演人员根据战场态势随机应变，圆满完

成战场环境构设、作战要素评估、突发

情况处置等课题研练，检验和锤炼了部

队信息支援保障硬功。

“相邻点位遭‘敌’袭击，立即派出

兵力支援！”演练刚开始，特情突至。指

挥员沉着应对，有条不紊下达指令、调

配兵力：“政治工作组，上报‘伤亡’人

数；后装保障组，协同保障……”各小组

官兵闻令而动、迅速前出。指挥大厅

内，目标信息从战场源源不断实时回

传，显示在大屏幕上。

“通信车遭强电磁干扰，与指挥所联

系中断！”新的特情接踵而至，该大队某

通信站官兵迅速赶赴指定地域。建立紧

急通信网络，频谱解调、迅速改频……很

快，官兵们成功恢复通信网络。

“只有把演练环境设真、情况设难，

才能有效锤炼指挥员的战场指挥能力

和官兵的应急应战能力。”该大队领导

介绍，他们坚持把训练当实战、让想定

带硝烟，按照“实案实训、实情实练”的

原则，紧贴实战要求展开指挥、作战等

相关课目演练任务。

一路真打实抗，一路硝烟不断。该

大队官兵灵活处置各类特情，为其他参

演部队提供了坚实的信息支援保障。

海军参谋部某大队组织实战化综合演练

严训实训锤炼保障硬功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刘强报道：夜间

复杂条件下自动步枪快速射击、监墙哨兵

执勤应用射击……6月底，赣北某演训场，

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组织多个重难点

课目训练，锤炼官兵应急处突能力。

“平时专攻精练，战时才能克敌制

胜。”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在前期训练

督导和综合考评中发现，一些单位重基

础课目、轻险难课目，存在训练基础技

能多、研究战术战法少的现象。

为此，该支队紧贴任务实际，从难

从严组织重难点课目训练，按照“先基

础后险难、先单一后连贯、先单兵后联

合”的流程，将特战、执勤、通信等不同

专业的重难点课目，融入实战专攻精

练；完善训练督导机制，抽调业务骨干

担任督导员、教练员，采取集中强化训

练和上门检查指导相结合的方式，逐人

逐项验收销账；广泛采集各单位重难点

课目训练数据，建立动态数据分析表，

利用议战议训会、演训复盘讨论会等时

机，分析研究训练情况，改进完善训练

计划。

“伤员搬运速度快，却未根据战场

环境做好防护”“特战小分队过分依赖

通信指挥车信号传输”……笔者翻阅该

支队演训记录发现，战场救护、卫星通

联等重难点课目全部嵌入实兵对抗演

练，多个不符合实战要求的问题得到有

效纠治。

聚焦险难专攻精练，紧贴实战砥砺

尖兵。前不久，该支队特战中队与船艇

大队联合组织水上反恐处突演练，水上

射击、船艇战术队形变换、水面围捕等

重难点课目轮番展开，多套战术战法得

到有效检验。

武警九江支队

聚焦险难实施专攻精练

6月 22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开展

纵向补给训练。 蔡盛秋摄

本报讯 孙萌报道：6 月下旬，战略

支援部队某团思想骨干、一级上士杜光，

发现原本乐观开朗的战士小张情绪变化

明显，便主动找他谈心交流。经过一番

交流，小张说出实情：母亲突发重病住

院，他想请假回家探望，又担心影响近期

演训任务。得知情况后，杜光立即向连

队干部报告。很快，经过连队批准，小张

踏上了返乡的列车。

“像杜光这样的思想骨干，在我们团

还有很多。”该团领导介绍，由于部队驻地

分散、小散远单位多、人员集中难，如何做

好官兵思想工作，是摆在各级面前的一道

难题。为此，他们注重选准建强思想骨干

队伍，多措并举提升经常性思想工作质效。

该团通过官兵推荐、组织考核等方

式，在全团范围内遴选思想作风过硬、能

力素质全面、带头作用明显的优秀官兵

担任思想骨干，确保每个独立点位至少

有一名思想骨干。同时，他们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思想骨干进行集

中培训，广泛开展难题会诊、案例剖析等

活动，不断提升思想骨干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该团某独立台站驻地偏远、环境艰

苦，列兵小李刚到台站工作时，感到难以

适应，一度陷入苦闷。该台站思想骨干、

一级上士贾树强发现这一情况后，主动

与小李交心谈心，给他分享台站先进典

型的强军故事，引导他认清肩负的职责

使命，找准努力方向。在贾树强的关心

帮助下，小李工作热情明显提高。

思想骨干充分发挥作用，有效激发了

官兵精武强能的热情动力。近期，该团担

负多项重大通信保障任务，各点位官兵齐

心协力、密切配合，确保了通信畅通。

战略支援部队某团

选 准 建 强
思想骨干队伍

“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

此桥！”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 85 周

年。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继

1931 年 制 造 侵 略 我 国 东 北 的“ 九 一

八”事变之后，又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

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妄图吞并全中国。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表抗战宣言：“全

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

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

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共

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

帜下，我国亿万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

难，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创造了

“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惊天动地的伟业”。以卢沟桥抗战为

标志，中国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由此开

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侵略

的战场。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警钟必须

长鸣，警示必须牢记。日本军国主义

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

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

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惨绝

人寰的灾难。“不尊重历史的人，注定

要重犯历史的错误。”我们强调牢记历

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

鉴、面向未来，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

生命换来的胜利，决不允许军国主义

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抗日战争

既是一场物质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

精神意志的比拼。正如一位作家所

说：“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

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

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

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抗日

战争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中华儿女

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

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

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继续发扬

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

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知重

负重，团结奋进，努力赢得更加伟大的

胜利和荣光。

卢沟桥事变给我们的另一个血与

火的警示是，落后就要挨打，军强才能

国安。当今世界，实力政治、丛林法则

依然大行其道，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

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和平必

须以强大实力为后盾，能打赢才能有

力遏制战争、确保和平。我们珍视和

平，但不乞求和平；我们反对战争，但

不惧怕战争。爱国歌曲《我的祖国》里

那句带有极强警示性的歌词——“朋

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

它的有猎枪”，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

意义。对付那些肆意挑衅的“豺狼”，

不能用美酒相敬，只能以猎枪相迎。

和平来之不易，和平需要捍卫。

人民军队惟有枕戈待旦，时刻准备为

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为人民而战，

才能让那些形形色色的挑衅者和觊觎

者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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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雪域高原依然寒意未

消。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第

76 集 团 军 某 合 成 旅 炮 兵 营 官 兵 闻 令

而动，驾驶火炮战车迅速向演练地域

进发。

“两门火炮遭‘敌’袭击，一门身管

变形，一门底盘受损……”战斗刚刚打

响，临机导调的特情，让正在机动的官

兵有些措手不及。

两门火炮都已“严重受损”，如果现

场抢修，配件缺、耗时长……距离预定

射击时间越来越近，还能不能按时参加

战斗？这个现实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

现地评估后，该营修理连一级上士

张小培大胆提出：两门“受损”火炮，一

门能打不能跑、一门能跑不能打，何不

将其“合二为一”，“拼”成一门火炮，重

新投入战斗？

说干就干，张小培带领抢修小组火

速展开工作，拆卸、吊装、组合……不一

会儿，一门火炮“满血复活”，咆哮着驶

向预定地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这门

“复活”的火炮，成功命中了要害目标。

“设置这一特情，本意是想检验一

下官兵的抢修能力和维修水平。没想

到他们随机应变，给战局带来了意想不

到的转机。”演练结束，导调组给予修理

连高度评价。

在随后召开的复盘总结会上，该旅

党委因势利导，让官兵更新思想认识：

战时抢修与平时维修大不相同，平时维

修注重工艺流程、操作标准、修理质量，

而在战时抢修中，快速恢复战斗力、提

高参战率才是关键。

“我们抢修要‘抢’出战斗力。”该旅

领导介绍，受此启发，他们发动全旅官

兵展开针对性研究探索，强化部队野战

条 件 下 装 备 快 速 抢 修 的 应 急 应 战 能

力。在野战抢修训练中，他们将装备损

伤等级细化调整为“完好、可战斗、次战

斗、可机动、损毁”5 种评估标准；明确

装备各部件恢复到相应状态所需的人

力和时间，明晰“毁伤到什么程度、值不

值得立即抢修、能修复到什么程度、需

要多长时间”等判断标准；对应装备毁

伤情况，规范快速破拆、拆拼修理、重构

修理等应急抢修流程方法，进一步增强

训练针对性和战场适用性。

紧急出动反应迅速、装备抢修争分

夺秒、火力打击精准无误……连日来，

野外驻训场上，该旅官兵充分利用高原

复杂环境条件，利用多种方式，对 10 余

类主战装备进行逐一检验，部队应急反

应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战场抢修的一段经历引人深思—

军情如火，如何“抢”出战斗力
■马 振 吴 震

“维修”和“抢修”，仅一字之差，却

有天壤之别。兵贵神速，战场上分秒必

争，时间对一场战斗的影响，有时甚至

是决定性的。第 76 集团军某旅炮兵营

战场抢修小组面对配件缺、时间紧的极

端条件，随机应变、灵活处置，将“严重

受损”的两门火炮拆装重组，用最短时

间让战损装备重新投入战斗，发挥出现

场装备的最大作战效能。

争取时间就是争取主动，提高效

率就是增加胜算。当前，一些部队在

维修训练中存在“慢工出细活”的惯性

思维，淡化了时间要素在战斗中的重

要性。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在战时

火速抢修确保装备再次投入战斗，才

是打胜仗的关键，决不能让低效率忙

碌浪费时间、贻误战机。各级必须破

除固有模式、更新思维理念，大力推进

战训耦合，引导官兵树牢“练为战、修

为战”思想，练就精准、高效、可靠的本

领，为顶得上、打得赢提供强大支撑。

从“维修”到“抢修”的跨越
■田 峰

短 评

6月下旬，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实战化训练。 崔保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