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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心语：核生化应急救援任务

就像和“死神”过招，必须把每一招都练

到极致，才能克“毒”制胜！

——吕建民

深秋时节，京郊某训练场，警报骤
响、硝烟四起，北京卫戍区某防化团组织
的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核生化应急演练
如期进行。
“有了新装备不等于具备新能力，针

对性训练一刻也不能停。”走下训练场，脱
掉厚厚的防护服，该团三级军士长吕建民
言语中流露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精力都在训练场，一心只为打胜

仗。”在该团，提及吕建民，战友们无不竖
起大拇指：吕班长一身打仗的硬本事，都
是常年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的结果。

吕建民首次与“毒魔”打交道是在
2003年。当时，该团正在参加上级组织
的城市综合反恐演习，附近工地上一个
不明物体被挖破，有害气体不断外泄。
由于没有专业处置力量，地方应急部门
紧急向部队求援。
“让我去！”吕建民自告奋勇，向团领

导申领了任务。进入受染地域后，吕建
民小心谨慎、稳健操作，经过一个多小时
洗消，带领小组成功处置了险情。
“第一次与‘毒魔’掰手腕，心里也有

些害怕，但平时的训练很扎实，我有底
气。”吕建民说，核生化应急救援任务就
像和“死神”过招，必须把每一招都练到
极致，才能克“毒”制胜！

夜间识毒、洗消等课目危险系数高、
组织难度大，一直是制约训练水平提升
的瓶颈。“战争不会等到天亮再打响！”吕
建民带领攻关小组，摸索出“光滑石头逆
光观察、粗糙土壤直射观察、绿色植物综
合观察”夜间识毒要诀和“摸、近、防、记、
探、听、补”夜间洗消要领。经过实践检
验，这些要诀和要领在全团推广。

这些年，凭借一股“把招招都练到极
致”的劲头，吕建民逐步总结出“看水识
毒、观叶知毒、见色判毒”等技巧，对 5类
9种毒剂的特性了如指掌，摸索出不同
地域、照明、风向等条件下洗消不同装备
的方法，掌握了 6类百余种专业装备的
操作技能。

前些年，某民用化工品储存罐泄
漏。为防止有毒物质扩散，吕建民受命
赶赴救援一线，担负深入毒源核心区安
置检测器和实时监控任务。

就在距离罐区 30多米时，毒剂报警
器急促响起，有害化学品浓度严重超标，
再靠近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大家后退，我先上！”吕建民让战友

在上风方向监测，自己手持检测仪继续
向罐体靠近。3米、2米、1米……半个多
小时后，吕建民用单兵音视频系统将现
场影像和监测数据传回指挥部。在这些
影像和数据的支撑下，后续救援工作顺
利展开。

千日备战千日难，万次操作万次
险。执行应急救援任务过程中，吕建民
常年涉险却毫不惧险，在一次次排除险
情过程中，锤炼出英雄虎胆。

前不久，某新型洗消车列装该团，吕
建民整天待在车上，研究性能参数，摸索
训法战法。面对新装备，这位入伍 19年
的老兵又重新当起了“小学生”。
“摸不透装备的‘脾气秉性’，能打胜

仗就无从谈起。”入伍以来，吕建民苦练
基本功，探索新训法，多次出色完成泄漏
化学品处置、剧毒危险品押运等任务，被
表彰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第十五届
“全军学习成才先进个人”、陆军首届“四
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荣获全军士官
优秀人才奖二等奖 1次、三等奖 1次，荣
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 2次。

左上图：吕建民近影。 邓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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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10月下旬，海拔 4000 多米
的雪域高原。当一个紧急工程保障任务
下达后，第 77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张
勇又一次主动请缨，带着 2名骨干在刺
骨的冰河中施工一昼夜。

这是张勇今年野外驻训以来第12次
担当重任。从阳春三月开始，部队持续
驻训 7个多月，张勇和身边战友斗志不
减、士气如虹，这得益于“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的扎实开展。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

献的传统，不能在我们身上丢了。”从皑皑
白雪的高原到沙尘四起的大漠，该旅副旅
长田升平一直和官兵战斗在一起。他告
诉记者，在长达7个多月的高原驻训和施
工任务中，他们把主题教育课堂摆在演训
任务一线，用旅史中的战斗故事激励官兵
高标准完成各项急难险重任务。

前不久，某特战旅首次组织成建制
高原跳伞，伞降训练全程设置战术背景，

特战队员要完成低空跳伞、武装跳伞、携
装跳伞及夜间跳伞等高难课目。课目实
施全程伴随险情：高原含氧量只有平原
地区一半左右，风向变化不定，一不小心
就可能发生危险。
“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也有些

忐忑，但是经过两个月地面训练，我信心
十足。”特战女兵白雪高原首跳成功，她
和战友们在高原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得到检验。

担当强军重任不是一句空洞的口
号，而是眼前一个个沉甸甸的目标。实
弹射击后驾驶战鹰归航，被评为“高原机
长”的郜学强又和战友展开训练复盘。
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后，某旅根据形

势任务提出培养全域作战的“高原机
长”，原来飞运输机的郜学强主动报名改
飞武装直升机。

高原超低空隐蔽突防训练中，武装
直升机不仅要循着地形起伏飞行，还要
穿越雪山峡谷，才能抵达射击区域。训
练中，郜学强驾驶武装直升机准确锁定
并摧毁目标。随后，年轻机长们也顺利
完成射击任务。

今年以来，该集团军领导主动上高
原，全身心扑在练兵备战一线。在帐篷
课堂，他们先后登台授课，用朴实的语言
和行动激励官兵：“作为新时代革命军
人，练就胜战本领，提高打赢能力，是党
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雪域高原砥砺胜战虎气
——第77集团军结合野外驻训检验主题教育成效侧记

■金 涛 本报记者 郭丰宽 特约记者 彭小明

本报讯 鲁博、记者颜士强报道：
10月下旬，新疆军区某团炮兵营按训练
计划组织车炮场日。记者发现：整个上
午该营官兵专心致志维护装备，没有被
任何检查通知、公差派遣等事项干扰。
营长闪晓深有感触地说：“官兵能够心
无旁骛地投身练兵备战，是团里开展第
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带
来的可喜成果。”

谈起以往的烦恼，该营炮长刘贵伟
一脸苦涩：有些时候，上级布置的多项
检查任务交叉重叠，官兵不得不带着登
记统计本来到车炮场誊抄；还有些时
候，官兵人虽在车炮场，满脑子却都想
着机关会不会突击检查，各方面是不是

万无一失……
“无论是抓思想认识，还是抓整改

落实，关键还得抓到练兵备战这个‘落
脚点’上。”主题教育部署会上，部分官
兵反映的训练问题，成为该团党委一
班人抓整改落实的“靶标”。经过一番
商议，他们一致认为：影响部队战斗力
建设的问题要从严从速解决，必须以
纠改问题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落实。

为此，该团机关结合民主生活会、

理论学习等时机，深入查摆训练、教
育、保障等方面的多个问题，逐一制订
整改措施、确定整改期限。此外，他们
还在强军网开设主题教育整改监督专
栏，定期公示整改情况。

整改效果立竿见影，官兵参训热情
更高。近期，该团驻训地气温骤降，他们
抓住这一练兵时机，组织开展陌生地域
综合演练，人装参考率和配合熟练度均
高于往年，多项新战术得到充分检验。

新疆军区某团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落实

机关带头立起解难“实战靶标”

本报讯 田多、特约通讯员刘振
宁报道：“房间宽敞明亮，生活设施齐
备，室内有暖气热乎乎的……”11 月
初，笔者走进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
库新改造的家属临时来队用房，干部
张国有的妻子脸上满是笑容。该仓库
领导说，他们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注重解难题，增强
官兵幸福感获得感。

第二批主题教育同官兵的联系更
直接，面对的矛盾问题更复杂，官兵期
待解决的问题更具体。该仓库党委感

到，要让主题教育见到实效，必须向问
题叫板，切实做到知兵情、解兵忧、暖
兵心，用看得见的变化及时回应广大
官兵的关切期盼。

为找准问题，该仓库党委通过问
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开通意见箱等方
式，倾听官兵心声。“哨所官兵饮水不
便 ”“ 家 属 临 时 来 队 住 房 条 件 不
好”……一个个具体问题浮出水面。
“发现问题，更要解决问题，及时

抓好整改。”对此，该仓库党委召开专
题会议，并达成共识：能解决的立即解

决，暂时不能解决的，拉单列项制订时
间表、明确责任人，建立督办机制，及
时向官兵通报整改进展。与此同时，
他们还结合业务检查、蹲点帮建等时
机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确
保官兵反映的问题“见底归零”。

对老旧供暖管线进行维修或更换，
保障官兵温暖过冬；推行机关联合办
公，简化各项审批程序；推开社会化保
障服务，减轻基层压力……该仓库务实
的为兵服务举措，让官兵的幸福感获得
感节节攀升。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着力提升主题教育质效

党委督办确保问题“见底归零”

本报讯 记者李建文、特约记者王
志佳报道：10月底，在西北某训练基地
组织的一次演训中，扮演“组网”关键角
色的空军通信兵，以某新型系统为核心
构建网络信息体系，空军新一代指挥信
息系统建设成果得到进一步检验。

空军通信兵伴随人民空军成立而
组建，为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做
出了卓越贡献。抗美援朝战争中，空
军通信兵老一辈官兵顶着敌机狂轰滥
炸铺设电话线、开通指挥所、架起呼空
台，保障人民志愿军空中作战；1976年
唐山大地震，空军通信兵第一时间抵
达震区，震后 2小时便架起“生命”电
台，开辟对外联络通道，为救援赢得宝
贵的时间。空军通信兵组建 70年来，
先后涌现出“红色一号台”“红色信号
班”等先进集体。

空军通信兵在战斗中磨砺成长，
在建设中发展壮大。1949 年，空军首
个无线电网络建成，祖国上空第一次
激荡起空军通信兵的电波。上世纪 60
年代初，空军通信兵开始自主建设我
国半自动化防空指挥体系，空军信息
化建设由此起步。如今，经过不断创
新发展，集侦察预警、作战指挥、武器
控制、通信支撑于一体的新一代指挥

信息系统，牵引部队作战训练由以平
台为中心向以网络为中心转型跨越。

网络化指挥信息系统深度运用、
立体支撑，为部队战法训法创新提供
了广阔空间。空军地面防空兵部队依
托指挥信息系统打通信息链路，防空
反导能力不断增强；空军航空兵部队
依托体系信息支撑，奋飞航迹不断延
伸；“红剑”“蓝盾”“金头盔”“金飞镖”
等实战化训练运用指挥信息系统，推

动部队练兵备战走深走实。
空军的力量部署到哪里，信息通

信就支撑到哪里。如今，空军通信兵
已成为空军作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信
息支援保障力量。未来，空军通信兵
将瞄准体系作战和联合作战新需求，
完善系统功能，扩大建设规模，加快空
军特色网络信息体系创新发展。

上图：空军通信兵野外布设装备。

罗小亮摄

电波无形 制胜千里

空军通信兵以网络为中心加快构建体系支撑能力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臧朔阳、通讯
员孙长胜报道：“多亏机关开设的热线
电话，以前棘手的矛盾困难，现在得以
及时解决。”10月下旬，第 72集团军某
旅指挥通信连文书高翔拨打“为兵服
务”热线电话，提出连队需更换一台打
草机，第二天相关科室就将新购置的打
草机送至连队。这是该旅强化机关办事
效率，倾力为基层官兵排忧解难的一个
缩影。

该旅组建初期，机关任务多、压
力大，基层官兵反映机关存在办事效
率低等问题。为此，该旅党委在深入
调研、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开设“为
兵服务”热线电话，提高机关服务基
层质效。

服务热线开通后，该旅机关按照
“全时接听、全程跟踪”的标准认真搞
好服务保障工作。他们轮流派机关干部
负责接听电话、记录问题，并及时向相

关科室转达基层官兵反映的矛盾困难。
对于收集整理的问题，相关科室必须当
天回复，并限期拿出解决方案，解决问
题成效在每周旅交班会上讲评，进度慢
的科室将被问责。他们还定期深入基层
组织机关作风问卷调查，采取现场办
公、整改“回头看”等措施，倒逼机关
不断改进服务质量。
“有段时间，部分官兵反映伙食不

可口。我们通过热线电话向上级反映
后，机关随即派人下基层了解有关情
况，并邀请地方等级厨师为炊事员进行
专业培训。”在机关基层双向恳谈会
上，该旅支援保障营教导员张治家对机
关为基层服务的务实举措点赞。

官兵权益得到保障，训练质效随之
提升。日前，该旅在某地组织野外训
练，官兵克服复杂环境带来的不良影
响，在最近一次组织的军事训练考核中
优良率明显提升。

第72集团军某旅倾力为基层排忧解难

开设全天候“为兵服务”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