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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廖晓彬、高旭尧报道：
“就是死，也要和敌人血拼到底！”7月
上旬，东部战区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的
一顶帐篷内，参战老兵陈书利声情并茂
地讲述战斗故事。该旅领导介绍，他们
邀请参战老兵走进驻训地讲述战斗故
事，提升野外驻训期间主题教育质效。

野外驻训展开后，如何搞好主题教
育、服务练兵备战，成为一个现实课
题。了解到驻训地附近有不少参战老

兵，该旅党委决定，结合正在开展的
“读红色书籍、看红色影视、讲红色故
事、唱红色歌曲、做红色传人”活动，
邀请参战老兵走进驻训场，讲述战斗故
事、呈现历史记忆，引导官兵读懂参战
老兵舍生忘死的铁血豪情，让红色基因
融入官兵血脉，内化为精神信仰，外化
为练兵动力。
“被敌人重重包围，我们虽然只有

7个人 3杆枪，但毫不畏惧！”“战斗时

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消
灭敌人！”……参战老兵深情讲述的故
事，将信念信仰的红色种子播进官兵
心田。

聆听烽火故事，激发精武豪情。课
后，该旅组织了“极限 PK 赛”，在攀
登课目比拼中，女子特战队排长佘小雪
一举夺魁。她说：“聆听前辈们的战斗
故事，进一步增强了我精武强能的紧迫
感，练兵备战一刻也不能懈怠！”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利用执行任务地域红色资源

驻训场上，参战老兵忆烽火

本报讯 李训报道：夏日，冀中
某地，一场野外基地化卫勤演练如火
如荼展开。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
心野战医疗所快速机动至预定地域，
卸载物资、搭设帐篷、展开床位……
不到 40分钟，一座座医疗帐篷拔地而
起，分类后送组立刻对“伤员”检伤
分类，重伤救治组、手术组、收容处
置组等各医疗组迅速救治“伤员”。

野战条件下的医疗救援面临伤员
多、时间紧、情况复杂等多重考验，用
好战场急救的“白金 10分钟”“黄金 1
小时”尤为关键。笔者在演练现场看
到，大批“伤员”同时到达，医疗所重
伤救治组医护人员借助止血绷带、某新
型止血材料为“伤员”包扎止血，使用

骨髓输液器为“伤员”输液补液，采用
创新野战输血技术为“伤员”输血……
该野战医疗所所长董成表示，由医学中
心研发的弹射式单兵一次性骨髄输液
器、某新型止血材料等 10余项科研成
果在演练中得到有效检验，创面愈合、
野战输血等战救领域的技术理念得到充
分运用，为缩短战伤救治时间发挥了重
要作用。

近年来，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
心党委聚焦战场需求，打造创 （烧）
伤、急救和危重症救治 3大方向的学科
优势，实现集现场急救、专科治疗、愈
后康复、功能重建为一体的全流程战创
伤救治链条，催生出一批紧贴实战、便
捷高效的战场救治科研成果。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野战医疗所组织卫勤演练

运用科研创新成果提升战救效率

古樟葱茏，青松肃穆。7月上旬，第
75 集团军某旅官兵来到驻地烈士陵园
缅怀先烈，进行一堂特殊的主题教育课。
“作为革命军人，只有两肩扛起国之

担当，双腿才能迈过艰难险阻。”谈起将
革命传统教育课堂设在烈士陵园的初
衷，该旅领导告诉记者，“大力宣讲历史
荣誉、优良传统、英模人物，就是要教育
官兵不忘来时路、不丢传家宝，深刻理解
传承的意义和担当的重量。”

一块块庄严的墓碑上，镌刻着一张
张稚嫩的面庞；寥寥数十字的碑文下，一
个个年轻的生命在此长眠。

官兵手持菊花，默默走向烈士墓。在

孙成兴烈士的墓前，下士崔成东驻足默
哀。“孙成兴，在一次剿匪战斗中壮烈牺
牲，年仅 22岁……”凝视着碑文，崔成东
弯腰将菊花敬献在墓前：“孙成兴烈士，您
牺牲时，年龄跟我现在一样……”烈士的
英雄事迹，让崔成东肃然起敬。

英雄不负天下托，壮歌慷慨谁能
忘。半个世纪前，该旅前身部队曾在这
里驻防 18年，数名革命烈士就安葬在这
座烈士陵园。如今，该旅又移防回到这
里，每逢重大纪念日、新兵入营、新排长
下连等时机，他们都会组织官兵到烈士
陵园缅怀革命先烈，重温英雄故事。

郑法云烈士的墓前，二营教导员向威

为官兵深情讲述英雄的壮举。1953年 10
月 12日，该旅二营原排长郑法云在执行
任务途中遭遇山体塌方，为挽救战友献出
了生命。郑法云的母亲在整理儿子的遗
物时，发现一封尚未寄出的家书：“妈妈，
由于我要出去执行任务，不能经常给您写
信。虽然任务会有危险，但我为能守卫祖
国而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郑法云烈士用生命诠释了大忠就

是大孝。我也要像英烈一样，做一个敢
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新时代革命军
人。”听完英雄故事，排长陈博眼中泪光
盈盈……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活动进入尾声，一面鲜红的
党旗前，一营教导员贺翔带领 80名新
党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阳光透过树
梢洒下，坚定和刚毅写满一张张青春的
脸庞。

烈士墓前，英雄精神植心田
——第75集团军某旅运用英模故事深化主题教育见闻

■杜 涛 李云峰 本报记者 楚沄浩

本报讯 石成涛、张振报道：“我们
驻守在渤海革命老区，对于不屈不挠、艰
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
精神’，一定要传承发扬好。”近日，在武
警山东总队滨州支队主题教育课堂上，
战士小李一边认真听，一边随手写下感
悟。翻开他的笔记本，不仅有授课提纲
摘抄，更有走心的体会，有的页面还粘贴
着剪报。

此次支队下决心改进教育笔记模
式，源于不久前该支队的一场座谈会。
会上，不少基层官兵吐露心声：“上教育
课要求一字不落抄提纲，往往课上完了
笔记还没抄完，每次迎检还要加班加点
补笔记。”该支队随后通过调研发现，有
的基层单位采取检查笔记本“厚度”的
方式衡量教育效果，久而久之，有战士
抱怨：“笔记笔记，成了‘逼着你记’。”为

此，该支队创新“3＋1”政治教育笔记模
式，官兵的教育笔记在摘录理论要点的
基础上，规范为摘抄课堂内容的“正
文”、记录听课体会的“课堂闻思”、抒发
意见建议的“直抒兵声”，同时鼓励官兵
将报刊上的好文章好段落，以剪报形式
贴进笔记本。

笔者在一次教育课上看到，官兵在
笔记本“正文”部分简要记录课堂内容，
将听课所思所悟和个人体会写在了“课
堂闻思”部分。课后，他们将与本堂教育
课内容相关的报纸好文章好段落剪贴到
笔记本上，并在页尾“直抒兵声”部分给
指导员写上几句“悄悄话”。一名战士表
示，中队指导员每周定期批阅回复，笔记
本成了战士乐于抒发心声的“客户端”。
“教育笔记就是战士的‘思想日记’，

增强教育实效，要让官兵‘走笔’更‘走

心’。”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还通过跟班
听课、机关抽检等方式，用现场评估取代
翻看备课教案、检查教育笔记的老套路，
强化教育实效。

本报讯 刘玉柱、王泽宇报道：台
上，中队指导员曹耀元运用短视频、课件
等多种手段授课；台下，中队官兵时而凝
神聆听、时而择精记录……武警包头支
队某中队近日一堂政治教育课气氛热烈
活跃，课后官兵都说受益匪浅。“以前，官
兵在课堂上端坐静听，课后再补笔记；如
今，官兵在课堂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
情况随机记笔记，这是支队下大力纠治
笔记本上的形式主义带来的变化。”谈起
教育课堂氛围的新气象，曹耀元感慨道。

前不久，该支队领导在一次调研中
了解到，为保持“良好”课堂秩序，同时刻
意追求教育笔记的内容工整、格式统一，

部分中队在教育课后统一下发授课提纲
要求官兵补记。
“教育笔记体现的是官兵对教育内

容的理解和体会，把听课与记笔记剥离
开来是形式主义的体现，难以达到教育
效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支队领导在
随后的教育准备会上强调随堂记笔记的
重要性，并作出要求：教育笔记必须随堂
记录，各中队不允许组织官兵集体补笔
记；机关相关股室在下基层检查政治教
育开展时打破固有思维，不以笔记是否
工整为唯一评判标准。
“以往的教育笔记更像是为迎检准备

的，现在随堂记录才是自己真正主动学。”
一堂教育课结束后，上等兵王文强告诉笔
者，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知识点，还有一
些没记在笔记本上的内容，他已在课堂上
理解掌握。

减轻“笔记本上的负担”
●武警滨州支队让官兵在课堂“走笔”更“走心”

●武警包头支队让官兵变“补笔记”为“随堂记”

6月28日，西北戈壁大漠，空降

兵某旅组织所属防空分队进行某型

便携式导弹实弹射击考核，锤炼部

队精准打击能力。

杨洁林摄

关注基层减负 激励担当作为

军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指出：“全程贯穿问题导向，查找党委

班子和领导干部问题，把解决问题落实到各

方面全过程。”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找准问题、

找对问题。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需

要领导干部像“挑鱼刺”那样找问题。

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你不去主动查、

认真找，问题也不会自动跳出来。就像吃

鱼，鱼刺藏在其中，不挑出来就会卡住喉

咙。发现问题也一样，浮在表面的问题好找

到，隐藏深处的问题难发现。只有像“挑鱼

刺”那样把问题一个个找出来，才有利于解

决问题，有利于战斗力提升，有利于改革效

能的释放。

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采

取4项重点措施，其中“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都和查找问题有关。这也充分表明，像“挑

鱼刺”那样查找问题，对于这次主题教育具

有重要意义。领导干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全面深刻检视问题，真正了解兵情、掌握实

情，搞清楚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方能拿出破

解难题的实招硬招，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

成效。

有官兵可能会说，近几年来，通过纠“四

风”、正作风，通过几次党内集中教育，很多

问题都被查找出来了。有的问题还专门列

出清单，再查找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殊不

知，“拔足再濯，已非前水”。矛盾是发展变

化的，老问题解决了，还会有新问题出现。

特别是随着深化改革、转型建设、练兵备战的

深入推进，必然会产生很多思想、观念、能力、

作风、机制上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发现不了，

就会严重阻碍新体制运行，影响部队全面建

设和官兵成长进步。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

机，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对照党章党规，对照官

兵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一根鱼

刺”都不放过，才能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

像
﹃
挑
鱼
刺
﹄
那
样
找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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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查找问题决不能大而化之，任意

为之。就像“挑鱼刺”，大的刺挑出来，

小的刺挑不出来，同样会埋下隐患。

像“挑鱼刺”那样查找问题，就是要坚

持眼睛向里、刀口向内，防止避重就

轻、避实就虚；防止以上级指出的问题

代替自身查找的问题、以班子问题代

替个人问题、以他人问题代替自身问

题、以工作业务问题代替思想政治问

题、以旧问题代替新问题；防止把问题

“甩锅”到基层和下级。

发现问题是前提，解决问题是关

键。问题清单列出一串串，整改销号

清单不见增长，也是不负责任的表

现。要想让官兵叫好，就要向问题叫

板，真正把问题解决到位。这就需要

领导干部在查找问题的过程中，把

“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

改，能够当下改的，明确时限要求，按

期整改到位；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盯住

不放，通过不断深化认识、增加自觉，

明确阶段目标，持续整改。只有这样，

才能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赢得广

大官兵的信任信赖，凝聚起同心共筑

强军梦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7135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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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组织山地反劫持战斗演练，锤炼官兵快速出动和处置突发情况能力。

彭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