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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姜自恬、特约记者海洋
报道：“现命你部在‘敌’前沿阵地紧急
建立浮桥渡场……”仲夏时节，第 79集
团军某旅一场渡河演练拉开帷幕，不
同兵种专业官兵快速集结，模块化编
组后向目标地域开进。

演练中，舟车机动路线遭遇“弹坑
路”，指挥组派出道路抢修力量，紧急
建造渡河场地进出路。作业时，一台
挖掘机的传动轴出现“疲劳断裂”，编
组内的工程机械修理车火速驰援，用
车载机具制作相同部件进行更换，快
速恢复了机械作业能力。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向上
级请求支援，现在编组中配备了多专
业力量，处置突发情况能力得到很大
提升。”现场指挥员、舟桥二营营长鞠
传奇告诉记者，部队专业种类多、技
术要求高，过去执行任务多采取“建
制营连+保障要素”的方式，这种模式
虽易于编成、方便指挥，但专业覆盖
面窄，执行任务中一旦遇到突发情
况，容易因缺少专业应对力量而贻误
战机。

为此，他们针对所担负的使命任
务，合理调配不同专业人员、物资和装

备，划分出指挥控制、工程侦察、交通
抢险、装备保障等一批保障模块，并对
不同保障模块的建设目标、能力标准
进行规范，实施精准组训。他们还根
据不同任务类型定期抽组人员开展协
同训练，让各保障模块相互磨合、各专
业彼此熟悉，确保不同专业可以临机
调配、随时组合，遂行多样化工程保障
任务。

模块化编组实现了工程保障力量
专业齐全、出动精确。前不久，上级对
该旅即将执行维和任务的工兵分队进
行考核，课目优秀率达到80%以上。

第79集团军某旅着眼任务需求优化力量编组

一批保障模块实现随机组合

本报讯 朱明鹤、徐嘉宁报道：近
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为在小专
业同台比武竞技中取得干部组全能前
3名、战士组全能前 5名的官兵记功，
并对 93名在单项课目比赛中取得名次
的官兵进行表彰。

据该旅领导介绍，前期他们组织
官兵集中学习军事训练大纲，要求教
练员和官兵熟练掌握训练时间、训练
内容、考核标准等内容；按专业编写千

余份教案，区分专业科学组训，全面夯
实部队训练基础。
“平时官兵练什么，比武就比什

么！”议战议训会上，该旅党委一班人形
成共识：让各专业官兵在比武中都有展
示的机会，进而全面激发官兵的精武热
情。为此，他们带领相关科室，先后 3
次研究制订比武方案，修改完善比武细
则；通过分层次抽签与单位推荐相结合
的方式确定比武人员名单，并将侦察、

通信、驾驶、卫生等多个小专业纳入比
武竞技；采取共同课目同台竞技、专业
课目权重计分的方式，评判官兵综合能
力。据了解，此次比武是该旅组建以来
覆盖专业最全的一次。

为使比武竞技更贴近实战，该旅
将多个野外比武课目设置在陌生地
域，300余名官兵围绕 34个课目 7昼夜
连贯实施，有效检验了官兵复杂条件
下技战术水平。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全面夯实训练基础

多个小专业纳入比武竞技

本报讯 罗国金、郭灵报道：7月 4
日，来自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的危重患者
小郑，经解放军总医院普通外科医学部
实施急救手术后转危为安。这是该部高
效救治患者的一个缩影。

3日凌晨，小郑因腹痛被紧急送往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急诊科抢
救。此前，小郑做过根治性全胃切除

等 4 次手术，且伴有急性腹膜炎症状，
生命体征不稳。普通外科医学部值班
医生在精准判断病情后，迅速制订手
术方案。

时间就是生命。4日凌晨 3点，在第
一医学中心麻醉手术中心、急诊科通力
协作下，普通外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郗
洪庆带领 3位医生，为小郑实施三级防

护下急诊剖腹探查手术。手术顺利完成
后，患者转入监护室继续治疗。

据普通外科医学部主任陈凛介
绍，该医学部自今年 6月底挂牌运行以
来，始终牢记姓军为兵宗旨，以精湛医
术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固防线。截至目
前，该部先后完成 15 例三级防护下急
诊手术。

解放军总医院普通外科医学部

凌晨展开危重患者急救手术

7月13日，第71集团军某旅在陌生地域展开野战装备抢修演练，锤炼修理分队实战抢修硬功。

本报特约通讯员 靖 周摄

7月上旬，第77集团军某旅与空军某部开展联合对抗训练，官兵在高原

复杂环境中摔打锤炼，提升应对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得到检验。 蒋振梁摄
高原砺剑

7月上旬，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卫生连
结合上半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组织官
兵评选“让你印象最深的一堂课”，评选
结果却让该连指导员邹庆明颇感意外。
“新兵下连前，王班长讲‘下连第一

天的艰难一日’，打消了我的畏难情绪”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连队播放《多
难兴邦》视频，震撼人心”“训练场上，连
长讲‘人生如 400 米障碍跑’，情真意
切”……大家评选出的好课各有特色，
但共同特点是主题紧扣官兵需求，内容
新鲜及时。令人意外的是，此前连队自
认为精心筹备、课件精美、内容丰富的
几堂“精品课”竟榜上无名。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战士小李
的话引起了邹庆明的反思：近期，新媒
体上涌现出很多在抗击疫情、高原练
兵、抗洪抢险中英勇战斗的模范军人形
象和事迹，正能量满满，战士们也颇受
激励鼓舞，但这些热点话题在“精品课”
里一次都没有出现。邹庆明进一步深
入战士中交流，大家普遍反映，当前思
想政治教育课照本宣科少了、妙语连珠
多了，单向宣讲少了、交流互动多了，但
不足之处是引用的事例还是陈年“面
孔”，与战士心目中的精品课还差一个
“新”字。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
关。成长于网络时代的青年官兵身上
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刷视频、看直播、爱
分享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和方
式，他们对新鲜事、网络事、身边事更有
兴趣。一堂课若跟不上时代，讲得再精
彩也讲不到战士的心坎上。”教育准备
会上，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戎腾把邹庆
明撰写的体会报告拿出来分享，与会人
员深受触动。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该旅决定以学

新思想、讲新内容、用新形式为原则，探索
创新教育模式，鼓励各级不拘泥于空间约
束，走出教室开展现地教育；不受制于现
有方法手段，教育课堂主动吸纳信息化、
多元化的时代元素；不生搬硬套，组合搭
配推陈出新，力争将一堂教育课调制出多
种“口味”，满足不同官兵需求。

前不久，特战八连指导员刘兴亮针
对伞降训练中主副手配合不默契的倾向
性问题进行授课引导。在叠伞课目中，
他借助便携式摄像机，模仿网络社交软

件采取第一视角的拍摄手法，并适时穿
插观点、循循善诱，通过现场实时展示主
副手的工作流程和认真态度，悄然消除
了官兵隔阂，增强了连队凝聚力。

如今，像刘兴亮这样讲授的“一堂
好课”在该旅越来越多。有的利用网络
社交平台与官兵父母连线，在亲情交流
中激发官兵斗志；有的利用现有条件，
模拟再现案例情景开展警示教育……
教育更加走心，官兵自觉对照岗位要求
补齐短板，掀起了新一轮练兵热潮。

“让你印象最深的一堂课”评选结果令人意外，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借此反思如何提高
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

“精品课”为啥榜上无名
■赵焱溶 谢志豪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治工作过不了

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

在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大众传媒

对各项工作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因此，

必须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信息社会的发

展趋势，充分认识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也

是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的

重要时代背景、时代特征。

转发热播视频、模仿社交软件搞教

育、与官兵父母网上连线……大众传媒

的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方法手段

所带来的变化，可以说是全方位、革命

性的。官兵接受教育资讯的载体更加

多元，形式更加丰富，速度更加快捷，需

求更加迫切。

时代呼唤具备“媒介素养”的教育

者。不论是军事干部还是政治工作干

部，都应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勇敢追随

乃至引领时代发展的脚步。同时，要加

强学习传播理论、丰富传播实践，积极

吸纳鲜活的时代元素，研究运用大众传

媒理念、手段、技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

形式方法的变革创新，从而增强教育的

时代性和感召力。

教育者应具备“媒介素养”
■张磊峰

短 评

本报讯 杨柳、特约通讯员张
淦报道：仲夏深夜，北部战区海军某
岸导团紧急出动，展开夜间导弹发
射演练。突击群刚刚抵达野外阵
地，一组下达的发射车方位数据却
将演练计划打乱。
“接收方位信息！”阵地上，驾

驶员孙飞看到数据时一下子愣住
了。以往，接收方位信息后参照
数据，很快就能完成发射车方位
调整。可这次接收到的数据格外
陌生，让他有些手足无措。他急
忙 向 指 挥 员 上 报“ 数 据 下 达 错
误”情况，请示重新下达数据。
出乎意料的是，指挥员立刻驳回
请示：“数据准确无误，快速调整
射向！”

这究竟咋回事？该团领导道
破玄机：过去由于官兵经常在这
个阵地进行发射训练，固定的发
射方位让官兵养成了“这个阵地
就用这组数据”的思维定式。惯
用数据虽然让官兵越练越熟，却
制约了官兵因势而变的能力。此
次演练他们弃用惯用数据，改变
熟悉的地域环境和课目设置，通
过增加演练难度，倒逼发射分队
官兵临机应对全新方位、应急快
速发射的实用招法。

重新调整射向后，发射流程紧
张进行，可最终还是比预定的攻击
时间晚了一步。导调组判定：发射
时机延误！败绩令人警醒，该团领
导因势利导，组织官兵展开复盘，
在反思检讨的同时，提出快速调整
射向、优化出动流程等多条改进意
见建议。随后的演练中，该团连续
拉动多个突击群进行考核检验，官
兵应对多种作战环境的能力得到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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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

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战场上的敌我双方都会挖空心思

找对方的“软肋”、打对手的“七

寸”，攻击其薄弱之处。我们学习

扬长避短的战争艺术，同样不可

忘了补齐自身作战体系中的短板

弱项。

“弛一机，万事隳”，有一个“软

指头”就难以攥成“硬拳头”。我们

抓深抓实练兵备战工作，既要看到

“准备好的方面”，更要洞察“没准

备好的地方”，真正把实战要求作

为战斗力建设的准绳，在训练中自

觉查短、主动补弱。那些看不出与

对手差距、看不到自己“软肋”、看

不清明天战争的人，必将在残酷的

战场上咽下苦果。

警惕自己的“软肋”

短 评 ■魏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