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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导弹昂首，雷达飞旋。初夏时节，新疆
军区某防空旅训练场上，两辆导弹发射车高
高耸立，官兵运用新战法对同一批次目标进
行模拟射击。
“强电磁干扰等复杂环境下，新战法能

更好发挥新装备作战效能。”该旅三营营
长赵宏斌介绍说，某型新装备列装后，营
里首次实弹射击就使用了该战法。
“那是一次颇为艰难的选择！”提及

新战法的首次使用，赵宏斌至今仍感慨
不已——

那次演练，他们研究完善射击预案时
发现，想定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对手不仅狡
猾，而且配备了多种通信干扰设备和反导
弹装备。
“战场”环境突变，如果采用常规打法，

导弹很可能会被干扰或拦截，吃败仗是大概
率事件。怎么办？这时，有人大胆提出一种
新战法。

对此，官兵看法不一：有的说，新战法
可提高命中率，值得一试；有的认为，新装
备列装后首次实弹射击就用新战法，风险
高，须谨慎；还有的说，新战法突破训练常
规，万一搞砸了，有可能被扣上“盲目蛮干”
的帽子。
“对决”在即，三营党委面临艰难抉择。
经过反复斟酌研究，他们最终下定决

心：使用新战法，一切为打赢！
“×号目标，发射！”演练场上，赵宏斌

果断下令，导弹应声而出，像长了眼睛一样
直奔目标。最终，三营打出 6发 6中的“满
堂彩”。
“为什么三营首次新装备实弹射击，就

敢于创新战法？”复盘总结会上，该旅党委对
三营提出表扬，并就此展开讨论。
“只要对标实战要求、符合操作规程，

就要大胆试、勇敢闯。”该旅党委一班人形
成共识，并向官兵作出公开承诺：训练无
禁区，放开手脚试，风险党委担。同时，旅
党委机关从自身做起，带头解放思想，并
进一步完善实战化训练容错纠错机制。

以此为契机，该旅结合历次演练背景和
红蓝双方作战手段进行复盘，针对战法运用、电子攻防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围绕
无人机、巡航导弹、直升机等目标打击方法，梳理总结出 10余项研究成果。前不
久，他们又将几项新战法训法纳入训练内容，官兵们摩拳擦掌，准备在今年的演训
场上一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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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磊、特约通讯员梁晨报
道：“优秀率 96%，满环 10人。”前不久，
陆军某师步兵团靶场上枪声刚落，此次
阶段性军事训练随机抽考的各项数据就
被录入该师军事训练管理系统。

该师所属部队点多线长，担负大项
任务多。师领导介绍，他们紧盯使命任
务，及时采集单个人员训练成绩、部队实
弹消耗等数据，建立起作战、训练、人才
数据为一体的“综合训练数据库”，并以
数据库为依托，探索训练规律、创新训练
模式、突破训练瓶颈。

训练有数据，练兵效率高。高原
驻训时，该师所属某团奔赴不同海拔、

不同气候环境地域，全面进行作战效
能检验，科学修订作战数据，切实掌握
团属武器装备技战术性能底数，并展
开针对性专业训练。一次，上级抽考
该团榴炮二连。考核时突遇扬沙天
气，官兵参考“综合训练数据库”中影
响射击的相关数据，合理选择弹种装
填，及时调整火炮诸元，最终打出“满
堂彩”。

据了解，该师还梳理分析往年装备
管理动态数据，针对火炮、坦克、枪械等
10余种装备使用率高的情况，开展常态
化、针对性巡修检修，在提升部队训练质
效的同时，也保障装备完好率。

陆军某师

依托数据提升训练质效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黎晓晖、通讯员
黎振华报道：“击毙‘歹徒’3名，成功解
救‘人质’。”近日，在武警广东总队江门
支队第二季度“魔鬼周”训练中，A小队 6
名特战队员从实地侦察到定下决心、从
武力突击到成功处置，分工明确，配合默
契，快速完成“人质”解救任务。令人意
外的是，这些特战队员竟是在一起训练
不足2周的新搭档。
“如今，特战小队成员间经过短时间

磨合，就能形成实战能力。”该支队领导
介绍说，今年以来，他们改变以往特战小

队长期固定搭配模式，根据队员理论素
养、战术动作等特点“按需搭配”，帮助他
们在磨合中练强协同作战本领，进一步
增强特战小队作战能力。

该支队通过筛查特战队员训练指
标、考评档案，确定多个“搭档组合”，不
断优化特战编组。特战队员在与不同搭
档的携手训练中探讨难点、互换角色、双
向讲评，既扬长避短，又取长补短，默契
度明显提高。此次“魔鬼周”训练中，临
机导调的 4个特战小队均能快速反应、
密切协同，高效完成任务。

武警广东总队江门支队

聚焦实战优化特战编组

备战没有成法，更不能有禁区。

一切练兵备战工作都要立起战斗力标

准，实战需要的、战场管用的，就是训

练要大力倡导、推进的。

谋战要敢于破除禁区、消除盲

区，学会“摸着石头过河”。当然，

这需要广大官兵敢为人先、大胆探

索，更需要各级组织容错纠错、勇

于担当。

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

部队改革调整后，装备升级换代不断

加速，很多训练都没有成熟的经验做

法供参考借鉴。唯有紧绷实战这根

弦，在无限贴近战场的训练中大胆探

索、苦练本领，我们才能掌握未来战争

的制胜之道。

谋战要敢于“摸着石头过河”
■王天益

短 评

本报讯 雷卓立报道：近日，西藏
军区某旅数名机关干部结束了在某哨
所的蹲点调研。至此，该旅为期 2 个
多月的“踏遍哨所路”帮建基层活动落
下帷幕，旅机关干部累计行程千余公
里，对所属全部基层哨所进行指导帮
带，有效提升了小散远点位全面建设
水平。

该旅领导介绍，调整改革后，旅
所属单位驻地分散，各哨所点位距旅
机关较远。过去，一些机关干部在帮
建基层过程中，对“老先进”和“身边
单位”关注较多，而对小散远点位重
视不够，“机关帮先进、先进更先进”
“单位越偏远、建设越薄弱”等现象不
同程度存在。

“小散远点位建设水平滞后，表面
看是基层自主抓建能力欠缺，根子上
却是党委机关工作作风不实。”该旅党
委对照学习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
纲要》，深入剖析这一问题，决定开展
“踏遍哨所路”帮建基层活动，组织党
委机关干部分批次前往基层点位蹲点
调研，逐一“解剖麻雀”、形成问题清

单、拿出解决办法。
某无名哨所官兵训练成绩相对靠

后，旅作训科参谋田生辉蹲点调研发
现，该哨所缺乏训练骨干，导致组训方
法单一等问题比较突出。为此，田生辉
铆在训练场，手把手传帮带，利用蹲点
时间为哨所培养出数名训练骨干。在
最近的一次考核中，该哨所官兵各课目

成绩均达到合格以上水平。
抓“先”也帮“后”，固强更补弱。经

过一段时间指导帮建，该旅小散远点位
全面建设水平明显提高。为进一步巩
固成效，他们决定将“踏遍哨所路”帮建
基层活动作为常态化制度加以落实，在
抓长久、抓反复中不断夯实小散远点位
全面建设基础。

西藏军区某旅加强对小散远点位指导帮建力度

“踏遍哨所路”固强更补弱

本报讯 刘坤、王亚飞报道：近日，
西部战区某信息通信团在强军网公布
“双争”活动阶段成绩，此前全面建设相
对滞后的某营三连排名上升，成功摘掉
后进“帽子”。该连指导员李明飞高兴地
说：“得益于团机关‘一连施一案’的精准
帮建，连队才能取得这么大的进步。”

据介绍，该团所属基层单位部署分
散、建制类型不同、专业任务各异，虽然
机关前期也采取了一些帮建措施，但由
于针对性不强，效果不尽如人意。为解
决这一问题，该团党委在学习贯彻新修
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过程中，严格
落实“党委机关应当结合实际搞好基层
建设分类指导”要求，深入基层开展课

题式调研，对各营连全面建设逐个把
脉，并制订出台《加强基层建设“一连施
一案”对策清单》，为精准帮建基层找准
“靶标”。

笔者翻阅对策清单时看到，该团对
“基层有什么困难”“帮建基层需要解决
哪些问题、创造什么条件、达到什么效

果”等，逐一进行梳理明确。今年初，该
团某营二连配发新装备，由于既无教员
又无经验，训练难以迅速开展。得知这
一情况后，团领导和该连党支部成员共
同研究，提出“协调外单位专业骨干来队
业务指导”等 10余条具体对策，推动新
装备尽快形成战斗力。如今，二连官兵

已普遍熟练掌握该型装备操作技能。
措施越到位，帮建越精准。据了

解，该团推出“一连施一案”帮建措施
以来，累计破解基层建设矛盾问题 20
余个。在近期的一次问卷调查中，该
团官兵对机关指导服务基层满意度明
显提高。

西部战区某信息通信团坚持分类指导抓建基层

“一连施一案”帮建更精准

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说传统、话使命、畅谈人生道理……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领导干部上讲台

日益成为常态。领导干部上讲台，不

仅是改进工作作风、践行群众路线的

应有之义，也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途径。

领导干部上讲台是我党我军的优

良传统。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多次到

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三天一小讲，五天

一大讲”，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都

是在抗大讲演的基础上形成的。周恩

来、董必武、刘伯承、徐向前、罗瑞卿等

同志，也经常走上讲台授课。长征途

中，朱德同志随红四方面军南下，面对

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的野心，他坚持为

部队讲课，大大提高了战士的思想觉

悟，为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陕甘发挥了

重要作用。

登高声自远。领导干部实践经验

相对丰富、政治素养相对深厚，掌握的

实际情况和教育素材较多。无论是理

论问题，还是现实思想问题，领导干部

都更有能力通过深入浅出、有的放矢的

教育，为官兵答疑解惑。当年，贺龙同

志用一碗小米、一双布鞋和一个盛着小

鱼的水碗，给党员干部讲授关于密切党

群关系的教育课。领导干部上讲台传

道授业解惑，肩负教育官兵、培养官兵、

塑造官兵的重任。将领导干部上讲台

落到实处、形成常态、抓出成效，不但是

思想政治教育所需，而且多方受益、意

义深远。

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

言。讲课不同于讲话，教育不同于命

令。领导干部带头上讲台，首先要转

变观念、改变话风，少些强加于人，多

些循循善诱；少些照本宣科，多些通俗

表达。有人总结说，领导干部讲课，可

以有气势，但不能很强势；可以有激

情，但不能追求煽情；可以很庄重，但

不能过于板正。如果板着面孔讲、照

着文稿念或是绕着问题走，肯定是“言

者谆谆，听者藐藐”。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

博见。领导干部要讲好思想政治教育

课，必须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

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带

头真信真学真实践党的创新理论，诠释

信仰之理、传递信仰之火、深扎信仰之

根。坚持用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染

人、用真实打动人，坚持把网上与网下、

课上与课下结合起来，提高教育水平，

丰富教育载体，自觉做到因事而化、因

时而进、因势而新。俗话说，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领导干部应当坚持言

传与身教相统一、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

相统一，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

后一个样，用自身良好形象为思想政治

教育立信立威。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审计署）

领导干部要带头上讲台
■王梦义

仲夏时节，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组织舰艇

多科目考核，全方位检验官兵协同作战能力。

上图：蹈海踏浪。

右图：装填炮弹。

武欢庆、本报特约记者薛成清摄影报道

砺兵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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