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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人装合一，把装备性能发挥到
极致。”6月上旬，刚从陆军“铁甲奇兵-
2019”比武竞赛载誉归来的第 75集团军
某合成旅坦克车长黄汇，在训练场上为
官兵讲授比武心得时，忍不住轻轻抚摸
身边默默无言的“老伙计”。

黄汇曾经嫌弃过这个“老伙计”，因
为它的型号确实有些老。回忆自己的车
组被抽中参加陆军比武的那一刻，黄汇
直言“当时没多少信心”：其他单位参赛
的装备，均为新型坦克，射击稳定性高，
机动能力强，而自己使用的则是某旧型

坦克。
在不少人看来，他们参加比武就是

“陪跑”。有的对手甚至说：“上了赛场，
怎么也比他们那辆‘老爷车’强！”

面对强大对手，到底有没有搏一搏
的实力？“装备靠人操作，只要敢于亮剑，
鹿死谁手很难说！”面对压力，黄汇给队
友加油打气。

比赛那天，“坦克三项”课目对驾驶
员、四级军士长曾祥中而言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赛道路窄、弯多，再加上他们抽
到最后一个上场，经过前面数十辆坦克
碾压，赛道变得坑坑洼洼，稍不留意就会
冲出赛道，直接被淘汰。

装备落后，只能尽力一搏。通过直
角转弯时，别的车组都使用低速挡制动
转向平稳通过，而曾祥中则结合驾驶经
验，大胆使用高速挡快速通过。在经过
3个机动路段中的 5个障碍时，他都凭借
过硬技术完美通过，全程“零罚时”。

坦克射击不仅求快，更要求准。比
赛中，车长黄汇不仅要负责通信指挥，还
得精准把控时间。射击路段中，前两个
目标都被二炮手刘海彬命中，但一炮手
刘亚龙锁定第 3个目标时发生意外，因
视野受限没能搜索到目标。

从搜索目标到击发只有 30秒，规定
时间内如果无法命中，目标就会自动消
失。此时仅剩下不到 20秒，黄汇迅速为
刘亚龙指示目标，并根据弹着点引导刘
亚龙修正射击诸元。在大家协同配合
下，他们成功命中第3个目标。

久功磨利剑，一朝试锋芒。经过
全组成员共同努力，他们将装备性能
发挥到极致，出人意料地夺得坦克车
组第一名。
“没想到这样的老旧装备，在你们手

里竟然如此有活力！”赛后，不少兄弟单
位纷纷称赞。

夺冠的那一刻，教练员王震热泪盈
眶。他感慨地说：“这个车组或许不是最
优秀的，但他们是最努力、最勤奋的。为
提高驾驶水平，驾驶员一遍遍地练习变
向过障，反复揣摩驾驶细节；为提高射击
精度，他们在各种地形、不同距离随机设
置目标，根据弹着点反复进行射击修正
训练……”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曾祥中

告诉记者，练到最后，他们手掌上全是血
泡，经常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但没有人叫
苦，没有人言痛。他们遮掩着伤疤，却不
断刷新着训练纪录。
“比夺冠更珍贵的是，我们增添了用

现有装备打胜仗的信心！”5月 28日，该
旅隆重举行庆祝仪式，欢迎夺冠勇士凯
旋。黄汇和战友们没有骄傲自满，他们
放下背包又走进训练场，积极为全旅官
兵传经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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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建兵、赵洪涛报道：
仲夏时节，北部战区空军参谋部组织
首长机关考核。曾多次在考核中夺
魁的作训参谋梁鑫遭遇新情况：考核
刚刚展开，指挥所便遭到“敌”打击，
被迫在空袭、电磁干扰等情况下展开
野外行军指挥。期间，他多次调整指
挥方案、临机处置特情。对于这场着
力提升首长机关战场生存能力的考
核，梁鑫感慨不已：“走出中军帐的考

核更像上战场！”
“把考核场设在中军帐外，就是要

立足真打实备锤炼官兵实战本领。”考
核负责人说，这次考核，他们打破惯
例，采取课目重组、设置背景、全程导
调、连贯作业的方法，把战场上可能出
现的情况贯穿考核各个阶段，全面锤
炼参谋人员实战能力。

考核现场，硝烟弥漫。参考队员
刚刚避过头顶“敌”机，又接到遭“敌”

生化袭击的情况通报……百余公里的
摩托化行军和 10多公里的徒步行军途
中，平时演练坐镇中军帐的首长机关
人员接连遭遇10多场“战斗”。

考核结束后，北部战区空军参谋
部立即召开总结会，详细梳理总结首
长机关在快速反应、野战生存和综合
保障等方面暴露的问题，并针对性地
制订补差训练方案，切实提高首长机
关实战能力。

北部战区空军参谋部锤炼参谋人员实战能力

对抗演练嵌入首长机关考核

本报讯 姜祖伦报道：5 月 29 日
上午，一场以某部山地反恐演练为素
材的战例教学在武警指挥学院开讲。
台上教员刚介绍完案例，台下学员便
竞相发言，以指挥员身份陈述战法并
进行排兵布阵。每一阶段激烈讨论
后，教员便深入剖析，引导大家辨析事
件诱因、掌握处置原则。一堂课下来，
学员们受益匪浅。

学员的短板弱项就是教学的主攻
方向。学院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学员
平时军事业务学习碎片化，指挥经验
相对欠缺。为此，今年学院积极进行

教学改革，坚持理论牵引与战法研究
相结合，把战例教学引入课堂，引导教
员与学员双向互动。他们结合现实战
例，组织学员围绕理解上级意图、判断
战场形势、临机组织指挥等内容进行
研讨，培养学员临机处置和把控全局
的能力。
“23名恐怖分子在 4个地域制造 6

起暴恐事件后，分 5路向边境、高原、
山区、内地和海岛逃窜，暴徒手中有
自制土枪、管制刀具和雷管……”教
员布置战例背景后，学员们围拢到沙
盘前研究周边地形和环境，迅速定下

处置决心。曾到索马里执行过大使
馆警卫任务、被评为第十八届“中国
武警十大忠诚卫士”的临沂支队副参
谋长赵永飞深有感触地说：“战例拓
展思维，争论启发智慧，战例教学拉
近了课堂与战场的距离，提升了大家
的指挥素养。”

据该院领导介绍，他们从国内外
经典军事专著和新近发生的反恐行动
中收集战例，并对各种战例进行优化
组合，把背景复杂的战例搬到课堂上，
以危局奇局倒逼学员练指挥练谋略，
全面提高学员指挥素养。

武警指挥学院着力拉近课堂与战场距离

战例教学提升学员指挥素养

本报讯 潘诚、王正旭报道：“T型
靠泊虽然比其他靠泊方式难度高，但
更能满足超限装备装卸载要求。”5月
下旬，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讲武堂”
上，工程师王普向年轻的军代表们传
授T型靠泊的操作和指挥要领。

过去只有技术骨干才掌握的“特
殊技能”，如今已成为每名官兵的“必
修课”，这是该调度中心牢固树立战斗
力标准的一个缩影。“调度中心是对接
部队、连接地方的枢纽，在战时具有先
行一步、全程使用、最后收场的特点，
是打赢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该调

度中心领导说，中心自去年成立后，按
照打仗标准从难从严施训，战略投送
能力稳步提升。

大事怎么抓、标准怎么定，都先用
打仗“标尺”量一量，为调度输送工作
打好基础。今年，该调度中心启动战
场建设重点项目；论证如何构建综合
指控中心和各地区军代室分中心，实
现两级调度指挥一体联动；协调召集
铁路、港口、造船厂、航空公司等 20余
家军地单位，组织保障力量普查；组织
实战化演练，围绕战略投送等 20余个
重难点课目展开。

今年以来，该调度中心在战斗力
标准牵引下，将打仗意识贯穿到部队
建设全过程、各领域，助推部队实战化
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前不久，他们负
责某项重大演训运输保障任务，官兵
攻坚克难、履职尽责，高标准完成任
务，确保战场机动通路畅通无阻。

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从难从严施训

立足实战检验战略投送能力
本报讯 张俊睿、记者邵龙飞报

道：6 月上旬，某型装备设计任务在军
事科学院某部如火如荼地展开。该部
领导告诉记者，为高质量完成这项科
研重任，他们充分发挥政治工作服务
保障作用，有效激发了科技干部的工
作干劲。

这个单位承担大量科研装备的设
计研发、试验等任务，具有项目科技含
量高、时间跨度长、工程进度紧等特
点。为确保科研攻关工作质效，该部党
委坚持将政治工作贯穿科研试验任务
全程。他们注重讲清科研任务的政治
意义和战略地位，明确科技干部肩负的
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发挥典型的激励
带动作用，宣传科研工作中涌现出的

“突击手”，营造良好的激励氛围；出台
多项人才培养制度规定，为科技干部量
身定制成长路线图，并在调职晋衔、评
功评奖时优先考虑科研成绩突出的个
人。他们还在解决科技干部现实困难
上下功夫，先后走访慰问困难家庭 300
余户，提供法律援助 20余人次，解决官
兵实际问题 30余项。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该部党
委一班人积极投身科研试验第一线，带
头攻坚克难。去年以来，该部先后完成
10 余项重大科研课题，70 余项在研课
题稳步推进。今年年初，该部某单位被
表彰为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进
一步激发了广大官兵投身科研攻关的
动力。

军事科学院某部注重激发科技干部创新动力

政治工作贯穿科研任务全程

“送医送药有道，丹心一片为兵！”5
月下旬，海军军医大学收到一封来自某潜
艇支队的感谢信。前不久，该校派出由院
士带领的医疗队，沿着海防线为基层官兵
巡诊。活动开展以来，不断有感谢信从基
层一线寄来，为专家医疗队点赞。

官兵点赞的背后，是真情为兵的付
出。泌尿外科专家孙颖浩院士，刚刚与
北部战区海军医院签订帮带协议，就奔
赴某海防旅为官兵义诊；肿瘤生物学家
王红阳院士在不久前的一次任务中左腿
受伤，她拄着拐杖完成巡诊任务；消化内

科专家李兆申院士，携带自己刚研发的
便携式野战内镜，用最新的设备为兵服
务……
“真诚为兵服务，就要让一流专家服

务一线官兵！”筹划这次医疗服务活动时，
学校党委明确提出：各方向医疗队均由院
士带队，队员95%以上为副主任医师。

在东海方向巡诊时，医疗队接到海
军某勘测船的求救电话。该船一名干部
胸背部剧烈疼痛不止，疑似突发性“主动
脉夹层”，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医疗队专
家闻讯后，连夜出海奔赴勘测船展开急

救，在风浪颠簸中精心护理患者返航，并
在上岸后跟进到医院抢救，最终让患者
转危为安。

在某潜艇支队巡诊时，一名一级军
士长因腰椎间盘旧伤复发，疼得直不起
腰。医疗队的中医专家用“腕踝针”为他
治疗后，他的疼痛感逐步减轻，第二天就
返回战位。

半个月时间里，医疗队深入 20多个
点位，举办 23 场大型义诊，服务官兵
15000 余人次，为基层官兵送去了优质
的医疗服务。

海军军医大学组织专家医疗队为基层官兵送健康—

巡诊海疆，院士服务战士
■本报特约记者 王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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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军区某边防连的巡逻路全

长160余公里，需要穿过10多条激

流、翻越8座平均海拔4200米的雪

山。仲夏时节，巡逻官兵在晨曦中

踏上征程。 王添昊摄

本报讯 胡铮、张强报道：初夏时
节，南疆军区举行“十大昆仑卫士”颁奖
仪式，表彰 10名在不同岗位做出突出贡
献的先进个人。这是南疆军区发挥典型
示范引领作用、深化主题教育成效的实
际举措。

南疆军区部队驻守雪域高原，使命
艰巨、任务多样。在喀喇昆仑精神感召
激励下，一代代官兵扎根雪域高原、矢志
练兵备战。据介绍，1991 年以来，南疆
军区为激发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扎根高
原建功的热情，先后表彰 300多名官兵，
并授予他们“喀喇昆仑卫士”奖章。2015
年，军区决定每年评选 10名不同岗位官
兵的杰出代表，举行“十大昆仑卫士”颁
奖仪式，教育引导官兵学典型见行动，汇
聚强军兴军正能量。

此次受到表彰的 10名“昆仑卫士”，
既有扎根高原、忠诚戍边的边防官兵，又
有矢志强军、精武强能的作战部队官兵，
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取得了骄人成绩，为
广大官兵树起了标杆。活动中，南疆军
区特意邀请获奖官兵的家属登台为“昆
仑卫士”颁奖，激发官兵的荣誉感和归属
感，增强担当强军重任的使命意识。官
兵纷纷表示，要以“昆仑卫士”为榜样，在
强军征途书写属于自己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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