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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皖东密林，第 71集团军
某旅一场对抗演练悄然打响。
“侦察一组编 4 人，执行××区

域敌后侦察、战场监视和要点夺控任
务……”侦察组指挥员、连长向前下达
的战斗命令，引起笔者注意：侦察小组
通常是7人，这次怎么减少了3人？
“战场瞬息万变，这种编组方式，

练的就是部队减员情况下处置能力。”
面对疑问，向前讲述了去年参加对抗
演习的一次经历——

某侦察小组临机接到命令，需要
同时对两个目标点实施引导打击。
小组长王明立即将人员兵分两路执
行任务。由于小组唯一一名目标引
导员分身乏术，其中一个目标点位置

判定失误，导致小组未能完成任务。
“战场上同时执行多项任务，以

及遭遇战斗减员的情况在所难免。
一旦原有战斗编组被打破，还能完
成任务吗？”该旅党委反思后达成共
识：战时减员后要做到高效补位，平
时就要培养更多一专多能人才。为
此，他们根据实战需要，区分指挥
员、专业骨干等岗位，制订战时补位
方案，明确不同岗位人员必备的多
样化技能；遴选各专业训练尖子担
任教练员，通过组织专业交叉训练、
专业强化补差训练、补位协同训练
等，提升官兵多专业技能素质和战
场协同能力。

演练场上，4 人侦察小组受领任

务后，狙击手王春鹏担任临时指挥
员，带领组员精心制订战斗计划，明
确任务分工；机枪手谭建鹏除担负
对空警戒和火力掩护任务外，还担
负通信联络任务……“瘦身”后的侦
察小组，尽管每人需完成的战斗任
务增加了，但大家都是多面手，小组
更加灵活机动、便于隐蔽。
“占领阵地，按计划展开侦察……”

在王春鹏指挥下，侦察小组密切协同，
顺利完成任务。

人数减少，仍高效完成任务，新的
战斗编组和训练模式引发官兵思考。
连日来，该旅利用野外驻训时机进一步
强化情报处置、无人机操作等小特专业
训练，考核优良率明显提升。

第71集团军某旅强化一专多能训练—

侦察小组人数减少
■张 南 庞中秀 本报特约通讯员 高骏峰

阳春三月，第 72 集团军某旅训
练场上，一场群众性练兵比武正在
展开。
“前方凹凸路！减速、降挡……”

某装步连车长刘波话音刚落，驾驶员
刘景坤迅速制动，战车在剧烈颠簸中
通过凹凸路。
“弯道出口就连着凹凸路，驾驶

课目比武难度一年比一年大！”走下
训练场，刘景坤一边擦拭额头上的汗
珠，一边说。

同一课目比武，为何难度设置递
增？“军事比武是检验部队训练成效
的重要手段。比武场连着战场，只有
平时主动加码、从难从严，战时才能
把握主动、游刃有余。”面对记者的
疑惑，该旅作训参谋吴有华谈起那一

年演习“走麦城”的经历：当时雨夜
行军，野外沟坎相连、路况复杂，加
上驾驶员视线不佳、经验不足，导致
战车机动速度大受影响。

新装备陆续列装，对官兵军事技
能提出新要求，比武课目设置却还是
“原地踏步”；驾驶员场地驾驶能力强，
实际道路驾驶能力偏弱……该旅党委
迅速组织复盘反思，查摆出脱离实际、
偏离实战等方面存在的多个问题。随
后，他们对标战场，逐步提升比武难
度，将多种不同障碍、通路进行组合设
置，不断锤炼驾驶员驾驶技能和应急
应变能力。
“未来战场复杂多变。提升比武

难度，就是立起鲜明为战导向，仗怎
么打，题就怎么设。”该旅领导介绍，

除驾驶课目外，战术计算、作战标图
等课目比武难度也明显加大。以往，
这些指挥技能比武多为书面作业。
如今，干部骨干要在行进中的指挥车
上，利用新型指挥信息系统现场作
业，难度大增。

比武场上，两次比武夺冠的步枪
特级射手、四级军士长张冰，向记者展
示了一张弹孔散乱稀疏的靶纸。“这次
射击比武，靶标距离不固定、射击位置
临机选，射击前还要完成奔袭、越障等
内容，更加贴近实战。”他说，“虽然成
绩不理想，但我找到了补齐能力短板
的发力点。”

据悉，比武难度递增后，该旅通过
中、高级专业等级评定的官兵逐年增
多，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升。

第72集团军某旅立起鲜明为战导向—

比武课目难度递增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通讯员 陆栋钰 史逸睿

本报讯 李政权、特约记者刘一波
报道：4月初，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季度工
作会议暨首长办公会如期召开。参会
人员发现，与以往相比，这次摆在会议
桌上的文件材料只有几页纸。
“用简明表格代替文字材料，是中

心党委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的具体举
措之一。”负责会务工作的该中心战勤
部办公室参谋田展华告诉记者。

据介绍，过去开季度工作会议，机
关各部门都要结合各自分工落实情
况，准备文件材料。各类材料放在会

议桌上，常常有厚厚一摞，其中“穿靴
戴帽”的内容占据不少篇幅，有些还存
在交叉重复。
“反‘四风’、治‘五多’，必须驰而

不息、久久为功。”针对会议文件材料
偏多等问题，该中心党委一班人认识
到，必须以高效务实举措大力纠治。
为此，他们梳理各部门业务开展情
况，将各类必须汇总的情况“干货”，
制成军事训练考核表等 6份表格。所
属单位全面建设成绩数据、各项工作
落实情况统计和下季度工作具体目

标等内容，均在对应表格中直观呈
现，一目了然。

文件材料“瘦身”，折射文风会风
改进。除文件材料大幅减少，此次会
议还处处务求实效：合并召开首长办
公会和季度工作会，先审议题、后讲评
工作，提高议事决策效能；会议发言每
人限时 5分钟，只讲“干货”……“党委
机关聚力改进文风会风，让我们有更
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大家干事的劲
头更足了！”谈及改变，一名机关干部
欣喜地说。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着力改进文风会风

一摞材料“瘦身”成 6 份表格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两栖装备复杂海况下海上驾驶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谢权鑫摄

本报讯 蔺芳帅、陈泽欣报道：“少数
官兵在大项任务中因能力不足存在畏难情
绪，干部骨干必须靠上去，持续做好一人一
事思想工作……”4月上旬，北京卫戍区某
团政工活动日上，二营新任指导员南建鹏
结合连队实际，与战友分享带兵心得。“团
里推行政治干部全程培养模式，加速政治
干部能力生成，让我工作起来心中更有谱，
迅速进入角色。”南建鹏说。
“政治干部必须保持时时在线、随时发

力的状态。”该团领导介绍，调整改革以来，
部队编制、组织结构等新变化对基层政治
干部能力提出新要求，为此，他们探索形成
一套课上临机答题、课下结对帮带的全程
培养模式。

该团利用每周政工活动日时机，在课
上设置情景处置和实案操作环节，随机抽
取题目、现场抽点答题；课下，针对政治干
部在课上暴露的问题不足，采取共性问题
集中会诊、个别问题“一对一”帮带方式，确
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他们制订常
态化监督检查机制，组织政治干部日常考
评，倒逼政治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主动找短
板、补弱项；定期组织政治干部理论轮训和
优质课评选，遴选优秀参训人员参加上级
“三会一好”教练员比武，全面淬炼政治干
部能力素质。

前不久，该团一场比武考核结束后，六
连新任指导员李彦祺结合比武尖子事迹，
适时开展随机教育。官兵纷纷表示，要向
比武尖兵学习，自觉精武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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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跃鹏、特约通讯员侯崇
慧报道：“我在‘红色密码我最爱’小程序
中答题得了满分”“这次党史知识竞赛，
我得了第二名”……近日，武警甘肃总队
武威支队古浪中队官兵在训练间隙积极
交流党史学习情况。上士陈爱冬说，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他和战友通过系
统深入学习党史，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该支队机关前期调研发现，少数青

年官兵存在对党史了解不系统、认知不
深入等情况。为此，他们紧贴新时代官
兵思想特点，广泛开展“学党史、守初心、
担使命”专题教育，除组织集中授课、自
主学习外，鼓励官兵上台讲述身边党员
风采和感人瞬间；组织官兵参观军史长
廊，引导大家厚植忠诚之根、当好红色传
人、履行职责使命。

该支队在抓好线下学习教育的同

时，注重运用网络新媒体技术深化学习
效果。他们通过网上参观3D史馆、在线
聆听专家讲座、云端观看红色影视等方
式，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时代性、吸引力
和实效性。古浪中队指导员马双棚说，
打通线上线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更好
入脑入心。

教育持续升温，练兵热情高涨。前
不久，一场红蓝对抗演练在祁连山下打
响，该支队坚持从实战出发，把对手设
强、把情况设险、把困难设足，从难从严
砥砺部队。面对险情危局，官兵始终斗
志昂扬，出色完成任务。

武警甘肃总队武威支队多措并举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打通线上线下 推动入脑入心

4月上旬，武警广东总队某执勤支队组织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官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廖 键摄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学习

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党史学

习教育要坚持“脱虚向实”，往深里做、

往细里做、往实里做，着力提高学习成

果的“转化率”，力求学有所思、学有所

悟、学有所得。

“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

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

问题结合起来”。开展任何一项工作，

首先看态度，关键看行动，最终看效

果。学习的目的在于学以致用、指导

实践，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推动

工作。有没有达到为基层办实事、解

难题的实际效果，有没有提高备战打

仗、科学发展的能力水平，是检验党史

学习教育质量成效的标准。要善于发

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学以致用、学用

相长，既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绩，

又用工作实绩检验学习成效，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一

项明确要求。党史的生命力来自实践

又指导实践，在传承中不断丰富、发

展，给人以前行的动力、奋进的信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史学

习教育既要看认识成果，更要看实践

成果。质胜于华，行胜于言，学习成果

要转化为强军兴军的决心意志和生动

实践，学习成效要转化为发扬优良传

统、强固军魂意识、矢志精武强能的思

想共识和实际行动。没有转化，“看过

就算翻篇”“感动一下就忘”，学党史就

是空谈；转化不好，学一套、做一套，知

行就不能合一，教育就失去了意义。

好不好，看实效；行不行，看执

行。党史中蕴含着丰厚的精神营养、

宝贵的经验启示、深刻的发展规律，亟

待我们从中汲取智慧、激发动力、凝聚

力量。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要紧密

结合战备执勤、演训活动、抢险救灾等

重大任务行动，将党史中蕴含的工作

方法、成功经验、优良作风，运用到政

治教育、练兵备战、部队管理、后装保

障等实际工作中，坚持学思用贯通、知

信行统一，切实增强官兵学史爱党、学

史爱国、学史爱军的自觉性、主动性和

积极性，努力锤炼实干作风、提高打赢

本领、争创一流业绩。

“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是党

史学习教育的具体要求，也是提高“转

化率”的重要抓手。官兵最欢迎动真

格、使硬招，最反感说一套、做一套。事

情办得实不实，效果转化好不好，官兵

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要聚焦基层

反映强烈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

“马上就办”的作风、“办就办好”的决

心，立说立行、雷厉风行，切实以解决

“急难盼愁”的实效，激发官兵开拓进

取、建功军营、矢志强军的热情和干劲。

（作者单位：92330部队）

提高党史学习教育“转化率”
■张书义

强军论坛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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