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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对抗刚止，地面又起硝烟。隆
冬季节，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
现场，飞行员正在对刚刚完成的训练情
况进行评估。
“新大纲强调飞行员自主能力培

养，但‘自主飞’不是‘自由行’，飞行员
既要自主完成训练评估，强化打仗能
力，也要自觉参与质量结果的严格把
控，从末端把好关口。”据该旅领导介
绍，施行新大纲，不仅极大调动了飞行
员的主观能动性，还进一步带动他们深
化学习研究，实现能力素质适应未来作
战需求，确保解开“束缚”后飞得更高。

取大纲上线，兜安全底线

1月 8日，该旅跨昼夜飞行现场，一
番紧贴实战的空战对抗、突防突击训练
过后，飞行员忙着评估战斗进程。

高难课目训练，又鼓励自主飞行，
会不会有安全风险？
“取大纲上线，先要兜住安全底

线。”刚刚结束空战对抗课目的年轻飞
行员侯晓坤和夏龙辉介绍说，“训练前，
我们就对安全风险进行了充分预想预
测，着重进行了武器使用、基本战术及
特情处置等模拟训练，考核过关后才能
上飞机。”

课目难度强度增大，对风险防范
要求更高。“旅里把模拟训练作为兜住
飞行安全底线的重要一环，利用模拟
训练提高特情处置能力与心理素质。”
模拟机室主任陈凯介绍说，“新年度开

训以来，飞行员飞模拟机的积极性大
幅提升。”

模拟机室里，刚刚结束空中对抗训
练的飞行员王昆正在进行总结。一旁
的模拟机室技师楚玉峰说道：“每次模
拟飞行结束后，对存在的问题不足，飞
行员都会现场查明原因，明确改进方
法，确保训练效益。”

自主性增强，“含战量”升高

引擎轰鸣，硝烟四起。1月 5日，该
旅训练空域中，一场场紧贴实战的空战
对抗、突防突击训练正在打响。而在计
划表上，训练课目后面比往常多了一个
标示。
“添加标示是因为这些训练课目都

设置了一定的战术背景，目的就是为了
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进一步增强自
主飞行的‘含战量’。”正在翻看新大纲
资料的作训科参谋王俊轩介绍道。

自主性增强，“含战量”升高，不仅
体现在飞行训练现场，也彰显在日常学
习研究中。飞行预先准备中，飞行员吴
宜巍正与其他飞行骨干对某导弹训练
课目进行研究，他说：“机关帮助每名飞
行员制订了紧贴实战的个人年度课题
研练计划，就是要将自主飞行能力培养
与自主作战能力锤炼进行对接。”

计划表上，旅机关和飞行大队结合
人员技战术水平以及部队遂行任务需
要，列出远近程对地与对海突防突击等
研究课题，每个研究课题由一名飞行骨
干牵头负责，数名飞行员和地面骨干参
与其中，激发了学习对手、研究对手、战
胜对手的积极性。

为提高训练的“含战量”，他们围绕

团队担负的实弹打靶、远海战巡、联合
演习等主要作战任务，为所有战术课题
训练设置了战术背景，并自建蓝军常态
化展开针对性对抗性训练，飞行员自主
作战能力不断提升。

立起铁规矩，落实到末端

采访中，恰逢该旅组织跨昼夜飞
行训练，飞行二大队副大队长罗胜科
正在参加突防突击课目练习。相对于
其他飞行员，他不仅要完成好自身的
飞行训练，还要加强对大队训练工作
的监控管理。
“在更为自主的训练氛围中，训练

监控更为重要，必须落实到末端，进一
步加大训练监察力度。”罗胜科翻开大
队建立的训练监控表以及人员技术档
案介绍道，他们建立起包括空战、突击、
骨干训练，以及间断、时间、进度等要素
的一整套训练监控表格，对飞行训练实
施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确保按新大纲要
求训实训全。
“相比以往，这些监控表格不仅项

目增多，填写也更加细致。”罗胜科说，
作为飞行骨干，他们积极适应自主飞行
带来的新特点，通过落实监管机制、严
格训练标准、严肃训练作风，切实把训
练的着力点放在提高训练效益、提升训
练资源与战斗力的输出比上。

尽管刚刚已经实施了相同的课目，
但飞行员侯晓坤结束训练后，还是再次
实施评估，并填写了相应表格，“这样做
看起来有些繁琐，但大纲对评估时间有
了硬性要求，严格落实评估项目、内容，
不仅能提高训练效益，还能加快练就能
打胜仗的‘硬翅膀’。”

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严格按照新大纲施训—

法治引领，练就能打胜仗“硬翅膀”
■于颖楠 曾 科 蔡志强

“现在单位账上有钱了，花钱却不

‘方便’了。”全军持续深入开展整风肃

纪以来，不少官兵都有这样的感受。

花钱不再任性，这是风气向上向好

的显著标志。从扎紧“钱袋子”入手，通

过越来越严格规范的财务管理，斩断

“四风”的资金链，可谓抓住了不正之风

的要害。

从近几年查处、通报的案例看，纠

治“四风”不彻底的单位，往往在经费分

配、管理、使用上存在问题。一些单位

热衷于办会议、搞活动，打着干工作的

旗号，要钱名正言顺，花钱理直气壮；有

的不计成本讲排场、造声势，认为只要

没把钱揣进自己腰包，就不算违规违

纪；有的喜欢“前任建，后任变”，另起炉

灶、反复“烧钱”；有的假公济私，把私人

消费纳入公务消费范畴……凡此种种，

都是因为经费管理上存在漏洞，为“四

风”留下了方便之门。

对于军队花钱办事，习主席特别强

调要有章法，加强具体制度建设，严格

财经纪律，严格监督检查，严格全过程

管控，确保有限的经费用在该用的地

方、用出效益来。要从源头上根治“四

风”，就必须严格依法对经费进行管理

监督，管住用好国家拨给的每一分钱，

给“四风”来个釜底抽薪。

要让官兵心里有一本“明白账”，就

必须健全完善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

系。需要统一规范的，建立完善制度规

定；能够精确标准的，就不要只作原则

要求；属于特殊情况的，专门作出严格

限制。在完善和落实现有法规制度基

础上，针对财经违规违纪易发多发领域

和钱物转化关键环节，进一步织密法规

之网，才能充分发挥法治在经费管理中

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不要把自己看作‘财神’，而要当

好防止‘四风’反弹的‘门神’。”某部党

委对财务人员提出的要求，道出了严格

经费管理的重要性。要截断不良风气

的资金链，就必须强化预算约束，拧紧

“水龙头”，从源头上管住花钱任性的

手；严格执行标准，打好“铁算盘”，让超

标准、超范围、无计划、无预算花的钱入

不了账；加强监督问责，拉起“绊马索”，

严肃查处违法违纪的人和事，真正让铁

规发力、让禁令生威。

“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

广”，老百姓却毫无怨言；秦始皇营建宫

室，挥霍无度，朝野上下则怨声载道。

如果财力物力用得没有章法，甚至用在

了与战斗力建设无关的事情上，不仅会

助长奢靡之风、形式主义，还会严重损

害部队战斗力。陈毅元帅曾说过，动用

经费的时候，要有一点手发抖的感觉，

想一想花的是谁的钱，这钱花得该不

该、值不值。惟其如此，才能让有限的

经费发挥应有作用和最大价值。

（作者单位：61672部队）

釜底抽薪纠治“四风”
■王 慧 单华旭

法 治 进 行 时

一线探访

一纸“禁酒令”，三军皆肃然。

中央军委颁发《关于严禁违规宴请喝酒问题的规定》

以来，各部队从严纠治违规饮酒问题，请客吃饭、迎来送往

减少了，练兵打仗、纯洁交往踏实了，绿色军营更多了发展

底气、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

“禁酒令”虽然初见成效，但关键在于用制度管、靠常

态抓。春节期间既是“四风”和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期，也是

“禁酒令”落地生根、巩固强化的重要阶段。各级要以壮士

断腕的勇气，保持坚决执行禁令的高压态势，持续加大执

纪监督和问责力度，既根除违规宴请、酗酒劝酒等陈规陋

习，又坚持从制度上扎紧笼子、堵塞漏洞，确保违规喝酒现

象在部队彻底绝迹。

军营话“法”

2月3日，空军某雷达站严格按照《装备检查维护规定》，组织官兵精心维护某型雷达装备，确保装备时刻保

持良好状态。 张恒平摄

2月上旬，第

80集团军完善训

练监察机制，健全

《军事训练监察工

作实施办法》，选派

多个训练监察组深

入基层检查军事训

练计划落实情况。

图为某连扫雷破障

班正在进行掩体构

筑训练，班里挖的

掩体左侧胸墙比大

纲规定的矮了1厘

米，训练监察组实

地测量后，当即予

以纠正。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仇成梁摄

举报电话 24 小时受理线索、网上
曝光台全维度曝光、纪委随时随地突击
检查……2月 9日，第 79集团军某旅对
所属部队近期落实“禁酒令”情况展开
总结讲评，从各级检查反馈的结果看，
未发现一起违规饮酒问题。

令严方可肃军威，命重始足整纲
纪。“禁酒令”下发后，该旅深入剖析饮
酒的利害关系，从严格落实规章制度入
手，着力营造餐桌上的清风正气、军营
里的朗朗乾坤，确保官兵以良好状态投
身强军实践。

走访先沟通 军地情谊浓

防“蚁穴”婉拒慰问酒

辽南腹地，寒风瑟瑟。春节前夕，
与该旅共建 30 余年的某高校一行六
人，不远千里风尘仆仆赶来慰问。回想
起慰问经历的一波三折，他们不禁感
慨：部队禁酒抓得真是又严又实！

恰逢新春伊始，该高校学生工作处
周处长原本想带些家乡的土特产和美
酒，犒劳一下刚刚千里移防部署到位的
官兵们。

没想到，临行前一天，该旅保卫科干
事魏巍打电话协调相关事宜时，得知慰
问品里有酒，立即婉言谢绝：“部队实行
‘禁酒令’，酒既没用处，也没地方放。”

“酒都已经准备好了，您就别推辞
了……”见周处长言辞恳切，魏干事有些
动摇，但转念一想上级禁酒规定，态度一
下子坚决起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上级有严格规定，这酒绝对不能收！”

话已至此，周处长只好连夜将酒退
掉，重新准备了锦旗等新春慰问品。

第二天一大早，周处长等人乘高铁
赶赴该旅驻地。一进营区招待所，只见
大厅墙壁上赫然挂着红底黄字的“禁酒
令”，“严禁接受地方慰问赠酒……”等
规定异常醒目。
“不愧是部队，执纪真如铁！”面对

周处长的由衷赞叹，该旅领导笑着回应

道：“如同开车不喝酒一样，‘工作不喝
酒’也成为一种共识。谁喝谁被亮红
牌，一点都不能含糊！”
“军学融合共育人，惟宏隆德恩情

重。”来到会议室，该高校领导郑重地将
锦旗和感谢信交到旅领导手中。会谈
清茶一杯，在芬芳茗香中，军地情谊愈
发浓厚。

辨清利与弊 齐心谋打赢

酒气散才能锐气生

“禁酒从我开始，战场我当先锋！”2
月 7日，该旅领导讲授一堂题为“落实
‘禁酒令’，强军当先锋”的教育课后，官
兵们展开大讨论，坦陈禁酒之初的模糊
认识。

禁酒之难，难在哪？官兵给出了众
多答案。

酒文化根深蒂固。“出征前饮壮行
酒，凯旋后饮庆功酒，酒文化源远流
长。”某营教导员常宏介绍，“无酒不成
席”等长期形成的积弊也具有一定惯
性，根治很难一蹴而就。

受社会环境影响。“受‘酒风见作
风’等观点的侵蚀，一些官兵对‘当兵
的能喝酒’感到沾沾自喜。”四级军士
长吕伟谈到，“事实上，军人为胜战而
生，‘当兵的能打仗’才是我们应有的
褒奖。”

功利之心在作怪。“有的官兵把喝
酒看成是疏通关系、谋求私利的途径，
不经意间破坏党性原则、滋生腐败土
壤。”通信技师陈道军深有感触地说，
“刹住‘吃喝风’、管住‘跑要风’，就应该
从革除酒杯里的陋习开始。”

违规喝酒的教训有不少。某部演
习时，一台装甲车突发故障，厂家派来
工程师和官兵们连夜抢修。成功排除
故障后，营里负责抢修工作的干部以酒
送别工程师，被上级抓个正着，相关责
任人因此挨了处分。
“严格禁酒是钻研打赢的需要，也

是聚焦强军目标的需要。”陈道军感慨
道，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需要军人时
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便反应敏捷、逻
辑清晰地精确操纵现代化武器装备，一
丝一毫的偏差、一分一秒的疏忽、一星
半点的失误，都可能让一个单位乃至一
支军队付出沉痛代价。

织密制度网 从严正纲纪

“禁酒令”掀起“四季风”

“禁酒”要想“禁久”，需要持续深入
引导、持之以恒落实。

记者在该旅采访时发现，营区随处
可见统一制作的“禁酒令”标志，旅、营
各级分别开通禁酒举报电话，营造出官
兵互相提醒监督的良好氛围。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车场值班室配
备了酒精测试仪，对相关人员进行检
查。旅安全检查小组将“禁酒令”落实
情况列为重点检查内容，每天采取不定
单位、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等方式，加大
对重点部位、重点人员的检查力度，一
旦发现违规饮酒现象，一律严惩不贷。

他们发挥家属委员会作用落实
“禁酒令”，通过微信平台向家属传达
上级“禁酒令”精神。对此，参谋李成
磊深有感触：“以前回家还总和亲友畅
饮几杯，现在亲友一来，我家属就会拿
出手机里的‘禁酒令’给大家看，说工
作日部队不让喝酒了，可不能让成磊
犯错误啊！”
“迷迷糊糊难练精兵，醉醉醺醺贻

误战机。”采访中，侦察科陈参谋欣喜直
言，“‘禁酒令’的出台，让我们不用再为
顾及情面而犯愁喝不喝酒了，少了推杯
换盏应酬的烦恼，大家有更多时间和精
力投入到研究备战打仗中。”

厉行“禁酒令”，让官兵在军营内外
时时处处受到制约监督，更不断助推扫
四风、除酒风、正党风、促政风，成为荡
漾军营、永不停歇的“四季风”。

范庆贺摄影 梁 晨制图

第79集团军某旅编密制度笼子从严纠治违规饮酒问题——

令严方可肃军威
■范庆贺 宋志强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