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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扎、固定、转移伤员进入安全区……

7 月上旬，北京卫戍区某部卫生员张毓晓

在营里组织的群众性练兵比武中，取得第

一名的好成绩。“只要努力拼搏，每个人都

能赢得荣光。”谈及赛场夺冠的经历，张毓

晓深有感触地说。

前不久，张毓晓作为基层战士代表，

参加了该部举办的“光荣在岗十年以上”

颁奖仪式。获奖军士岗位建功的强军故

事，让他深受触动。

那 天 ，32 名 身 披“ 光 荣 在 岗 十 年 以

上”绶带的军士，在主席台上整齐列队。

他们当中，有驾驶员、修理工，也有炊事班

长、通信尖兵……虽然岗位不尽相同，但

他们都十年如一日，铆在自己的岗位上默

默奉献、建功军营。

十年军旅，十年坚守。活动中，获奖

军士们先后登台，领取刻有自己名字的专

属奖章，分享自己建功军营的故事。

“没想到作为一名后勤保障人员，还

能有机会登台领奖……”受表彰的该部某

营炊事班班长米振国感慨万千。

义务兵时期，米振国训练成绩突出，

多次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摘金夺银，后因

编制体制调整和岗位需要，被任命为炊事

班班长。

岗位虽变，初心不改。担任炊事班班

长 13 年来，米振国带领炊事班，多次出色

完成上级赋予的保障任务。他说，无论身

处什么岗位，都是在为部队战斗力服务。

“普通岗位也能出彩！”听完大家的发

言，张毓晓感触颇深。入伍之初，张毓晓

一度认为只有训练成绩突出才能立功受

奖。刚担任卫生员时，他觉得保障岗位立

功受奖机会少，工作热情有所消退。

这场颁奖仪式，让张毓晓的内心重新

燃起斗志。此后，他白天积极参加卫生员

培训，晚上加班加点学习专业知识。身边

战友都说，张毓晓“像是换了一个人”。

“那些努力拼搏、默默付出的人，应当

成为官兵学习的榜样。”该部领导介绍，近

年来，他们注重增强官兵荣誉感，立起坚

守岗位奉献出彩的鲜明导向，举办“光荣

在岗十年以上”颁奖仪式，就是要引导官

兵向身边榜样学习，激发他们练兵备战、

建功军营的强大动力。

坚守平凡岗位，收获强军荣光。在该

部，像米振国一样十几年如一日坚守岗

位、无私奉献的官兵还有很多：“巩固模范

班”班长张培鸿带兵育人，为连队带出一

大批训练尖子；某营运输连军士、驾驶员

王浩鼎，安全行车 10 年无事故；某营修理

连军士张杰担任修理工 12 年来，牵头组

建“学雷锋服务小分队”，长期坚持为官兵

提供维修服务……

“平凡的岗位，见证了他们不凡的坚

守。”前不久，该部某连指导员李彦祺以此次颁奖仪式为主题展开授课，引导官

兵崇尚荣誉、立足岗位干好本职工作。“老班长们像老黄牛一样坚守岗位、奉献

军营，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学习，我希望像他们那样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

的业绩……”授课结束后，该连大学生士兵李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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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主席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

时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

基、安全之要。随着我国发展壮大，突

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刻不容缓，必

须坚持问题导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踔厉奋发、奋起直追，加快实现科技

自立自强。贯彻科技强军战略，要求我

们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把我军发展

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拿不

来、讨不来，军事关键核心技术更是如

此 ，依 靠 别 人 、依 附 别 人 就 会 受 制 于

人。习主席多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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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一再告诉我们，核心关

键技术必须立足自主创新、自立自强，

如果满足于把人家现成的东西拿来用，

自己不掌握核心技术，总有一天是要被

“卡脖子”的。如果自己的命脉掌握在

别人手里，那是很危险的。

钱学森曾告诫我们，国防科技创

新 决 不 能 满 足 于“ 追 尾 巴 ”“ 照 镜

子 ”。 习惯于“追尾巴”就容易一步赶

不上、步步赶不上；一味“照镜子”就如

同照葫芦画瓢，就不可能闯出一条新

路好路来。军队科技工作者应树立敢

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

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

有上下功夫。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

力，不断提高科技认知力、创新力、运

用力，盯住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

术 发 展 ，超 前 预 置 布 局 ，强 化 军 事 应

用，锻造“大国重器”，不断提高科技创

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基础

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

术问题的总机关。对于不少“卡脖子”

技术问题，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其根源在于基础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

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尤其在国防和

军队建设领域，有些基础研究、关键技

术一旦取得突破，其影响将是颠覆性

的，甚至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战争形态和

作战方式。各级应积极培育有利于基

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坚决摒弃急功

近利、急于求成的不良倾向，建立健全

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让科研人员

能够潜心研究而无后顾之忧。

“卡脖子”技术问题往往涉及多个

领域，背景成因复杂，解决起来不可能

一蹴而就。但是，解决“卡脖子”难题

越及时、越彻底，就越能改变自身的不

利处境，变被动为主动。惟撑篙不已

方能逆水行舟，惟奋斗不止方能突出

重围。我们必须胸怀“国之大者”，发

扬只争朝夕精神，既要坚定“日日行，

不怕千万里”的信念，又要付出时不我

待、分秒必争的努力，集中优势力量攻

坚克难，瞄准薄弱环节协同攻关，努力

在一些战略必争领域加快形成独特优

势，尽早实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

转变。

（作者单位：武警广东总队）

突破“卡脖子”难题刻不容缓
■郭鹏飞

强军论坛

本报讯 刘洋报道：“有了兄弟单位

分享的一手数据，我们心里更有底了！”

日前，中部战区空军某旅围绕多项训练

课题，组织基层单位开展线上交流活动，

某营雷达技师丁明领高兴地说，兄弟单

位提供的数据和经验，帮他解了课题攻

关的“燃眉之急”。该旅通过线上交流促

进经验共享，有效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该旅训练科科长王鹏飞介绍，过去，

受驻防分散、装备差异、疫情防控等因素

影响，各基层单位之间业务交流相对较

少。为发挥训练资源最大效益，帮助各

基层单位少走弯路、共同提高，该旅机关

通过内网搭建线上交流平台，紧盯备战

打仗中的重难点问题设置交流议题，常

态组织线上交流活动。参加者既有各营

指挥班组，也有各专业领域技术骨干。

活动中，大家共研课题、共享经验、共析

教训，深刻查找和剖析存疑问题，营造

“领导带头研、机关深入研、全员参与研”

的浓厚氛围，为创新开展训练工作提供

更多“金点子”。

笔者翻阅该旅研讨课题清单看到，

每个课题既有责任单位主攻，也有兄弟

单位协助。各营之间互享经验、同解难

题，共同提升训练质效。前不久，该旅某

营执行演训任务后，第一时间将课题成

果带到线上交流，大家剖析问题一针见

血，总结教训不遮不掩，实现了一方实

践、多方受益。

中部战区空军某旅

线 上 交 流
促进经验共享

本报讯 冯华华报道：6 月下旬，苏

南某地炮声隆隆，第 72 集团军某旅一场

进攻战斗演练激烈展开。正当步战车向

目标点位发起冲锋时，一名驾驶员意外

“阵亡”。紧要关头，同一车组的车长陈

私迅速替补上阵，顺利完成任务。

陈私告诉笔者，危急关头顶得上去，

得益于旅队瞄准战场需求，大力培养一专

多能、一岗双责复合型人才的务实举措。

在去年组织的一场对抗演练中，该旅一名

坦克炮手被判“阵亡”，顶岗操作的新炮手

因经验不足频频失误，导致演练失利。

“一专多能是一兵多用的基础，人才

培养要向多能、全面方向拓展。”该旅领

导介绍，他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训

练思路，要求官兵在练精、练熟本专业技

能基础上，熟练掌握其他岗位操作技能，

确保平时能互通、战时能互补。

为此，他们采取送学培训、换岗锻炼、

交叉任职等方式，让官兵经历多个岗位、

多个专业锤炼；制订《一专多能训练实施

细则》，择优选取专业骨干人才，建立涵盖

多个关键岗位的“专业人才储备库”；充分

发挥技术尖子的“酵母”作用，采取以老带

新、以教带训、穿插互训等方式，对重点岗

位专业人员进行技术升级，打造一支高素

质、复合型的技术人才队伍。

平时多练一手，战时得心应手。据

了解，今年以来，该旅结合各类演训任

务，紧盯战场开展一专多能训练，培养储

备了百余名技术能手，部队整体战斗力

明显提升。

第72集团军某旅

瞄 准 战 场
强化一专多能

7月 8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空地协同演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曦摄

6 月 30 日上午，一名地方群众来到

解放军广州资金集中收付管理中心，将

一面锦旗送到该中心领导手中。该中

心干部闫跃龙休假期间救助受伤群众

的事迹，至此才被官兵知晓。

6月 14日晚 8时许，天空下着雨、路

面湿滑，正在老家休假的闫跃龙外出途

中，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砰”的一声重

响。回头一看，闫跃龙发现一位骑自行

车的老人摔倒在地。老人用手支撑着身

体想要站起来，但试了几次也没成功。

来不及多想，闫跃龙立即跑步上前，

一边给老人打伞遮雨，一边详细询问伤

情。“我左腿疼得厉害，站不起来。”老人

痛苦地说。闫跃龙仔细查看老人的伤势

后，利用在部队所学救护知识，对老人受

伤部位进行妥善处置，随后背起老人乘

车赶往附近的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路上，老人询问闫跃龙的名字，他

只答道：“我是一名军人。”将老人送至

医院，做完检查并联系其家人后，闫跃

龙便悄然离开了。据当时接诊的医生

张清华回忆，老人左股骨头断裂，情况

比较危险，幸亏现场处置得当、送诊及

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老人伤愈出院后，反复叮嘱女儿，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救命恩人。后经多

方打听，他们终于得知闫跃龙的名字和

工作单位。

“闫跃龙做好事不留名，是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生动体

现。”该中心领导介绍，他们在日常教育

中注重用身边人、身边事引导官兵继承

优良传统、厚植人民情怀。

“群众有难，军人就该挺身而出。”

谈及救人初衷，闫跃龙说。

“群众有难，军人就该挺身而出”
■高 超 孙东方

仲夏的喀喇昆仑高原，依旧寒风阵

阵，但新疆军区某团一级上士陈俊的心

里，却涌动着一股暖流。

陈俊告诉记者，他的爱人随军后，

很长一段时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成了

困扰夫妻俩的烦心事。

前不久，新疆军区邀请驻地多家企

事业单位走进军营，开展拥军专场招聘

会。招聘会上，一个教师岗位吸引了陈

俊爱人的注意。毕业于师范院校的她，

毫不犹豫地递交了个人简历。此后，经

过该团机关与校方沟通协调，陈俊爱人

如愿以偿。

该团领导告诉记者，通过这场招聘

会，不少随军家属成功入职驻地企事业

单位，困扰官兵的家属就业难题得到有

效解决。

“官兵后顾无忧，才能心无旁骛备

战打仗。”该团领导介绍，为扎实做好高

原驻训期间为兵服务工作，他们还成立

“家政服务队”，确保后方营区随军家属

急事有人帮、难事有人管。

记者了解到，该团给每名家属发放

了精心制作的“爱心服务卡”，上面印有

生活指南、服务热线等内容。留守家属

遇到生活难题，只要拨打服务电话，便

可享受到“家政服务队”提供的水电维

修、就医送诊等暖心服务。

一 次 次 交 心 谈 心 、一 件 件 暖 心 实

事，让该团官兵真切感受到了机关为兵

服务的热情。该团运输连班长徐健敏

赴高原驻训后，爱人便只身一人在家照

顾父母和孩子。近期，徐健敏的爱人身

体不适，年迈的父母行动不便，家中生

活面临不少实际困难。该团政治工作

处干事艾力亚尔了解情况后，当即拨通

“家政服务队”电话，协调工作人员及时

上门，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得知此事，徐健敏感激地说：“感谢

组织的关怀，我一定刻苦训练、精武强

能，用优异成绩回报组织厚爱。”

“后方”无牵挂，“前方”干劲足。一

天的训练结束后，该团九连连长陈建利

收到爱人发来的视频。爱人告诉他，家

属楼最近正在翻修老旧设施，工程完工

后，生活将变得更加便利。官兵们纷纷

表示，家人生活无忧，大家练兵备战动

力更足了。

新疆军区某团高原驻训期间积极为官兵排忧解难—

“后方”无牵挂 “前方”干劲足
■王文卿 高 群 本报记者 夏云龙

7月 3日，第 77集团军某旅组织实弹

射击训练。 郭 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