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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汛 救 灾 一 线 群 英 谱

本报讯 孙浩、特约通讯员刘振宁
报道：近日,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圆满完
成联勤保障部队赋予的全军野营操作
手培训任务。来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的 60余名野营操作手系统学习野营装
备基本知识、操作使用和维修保养技
能，集中钻研探讨现代条件下作战野
营保障制胜机理，提升野营装备使用
管理能力。

野营装备是军队装备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和练
兵备战的不断推进，一些科技含量高、

保障功能全、战术性能好的野营装备相
继配发部队，促进部队野营装备建设体
系化、配套化和信息化。然而，该中心
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单位因重视程度不
够、教学能力有限、管理经验不足等原
因，导致故障排除不及时、装备使用效
率低、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时有发生，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野营装备保障效能。
“有装不用，等于无装；用不够好，

等于浪费。”提高平时用管效益、增强战
时保障能力是此次培训重点。他们围
绕“会用、会管、会修”和信息化战争野

营保障基础理论、野营保障的现地组织
与实施等内容，科学制订培训计划，邀
请军队院校教授、生产厂家专家、部队
野营装备教学骨干进行授课辅导。同
时，他们突出净水车、自行电站等装备
学习训练，加强战时野营保障对策研
究，提高装备利用率，破解野战条件下
野营保障难题，为遂行战时保障任务打
下坚实基础。培训采取“学做结合、研
练结合、训考结合”方式进行，通过评选
优秀学员、向所在单位通报成绩等方
式，保证培训质效。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扎实开展野营操作手培训

研练并举破解野营保障难题

初秋时节，北部战区海军某防险救
生支队组织舰艇破浪出击，赴某海域开
展船副长岗位合格考核。
“战斗警报！”上午 9时许，该支队海

洋岛船响起急促的警铃声，各战位官兵
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与以往考核不同，此次舰艇航行全
程关闭卫星导航，只能依靠人工绘算相
关信息，这对指挥员的指挥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而此时，原本晴朗的天空逐
渐阴沉，海面雾气渐浓，考核难度进一
步增加。
“保持舰艇航速，加强观察瞭望。”

在海洋岛船驾驶室，接受考核的副船长
冯飞指挥若定，连续发布指挥口令。
“接上级通报，在我航行海区有

‘敌’兵力活动！”航行至某海区，随船考
核组临机设置“敌情”。

海洋岛船立即拉响战斗警报，组织官
兵使用技术器材配合目力观测，尽力避免
海上浓雾的影响，对海空目标进行不间断
观察，同时指挥其他战位做好防御准备。
不久，瞭望更报告：“左舷××度，距
离××链，发现鱼雷航迹！”冯飞迅速下令
规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考核组不断

增加难度，设置舰艇遇袭破损进水、柴
油发电机起火等险情。

随后，该船两支损管队闻令而动。
一队迅速集结，携带工具前往机舱堵漏
排水；另一队在最短时间内换上消防灭
火服，冲入浓烟滚滚的舱室进行灭火。
半个多小时后，损管队终于将舰艇遇袭
所受的损害降到了最低。

在 3个多小时的连续航行中，考核
人员面对频出的险情，沉着判断、冷静分
析，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和良好的心理
素质，相继完成狭水道航行、营救落水人
员、系离浮筒等多个课目考核。
“把考核当打仗，把训练当实战。”

该支队领导告诉笔者，在本次海上考核
中，他们坚持从严组训、从难施考，全程
采取“背靠背”方式练兵，并通过设置险
情危情，对参考人员指挥能力、官兵训
练作风、舰艇兵力配合协同等方面进行
全流程、全方位检验锤炼，进一步提升
部队防救能力。

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从难从严组织船副长岗位考核—

浓雾锁大海 险情砺硬功
■张弘赞

乌云低垂，雷声隆隆。夏日的一天
午后，江西省鄱阳县油墩街镇西河东联
圩，火箭军某基地官兵正在紧急铺设防
浪布。官兵中有一个纤弱的身影——为
抗洪官兵伴随保障的该基地医院文职人
员、外二科护士长王慧慧。此时的她，眼
窝凹陷，发丝略显凌乱，正紧急为一名列
兵进行医疗护理。

7月，洪水来势凶猛。西河东联圩
某处被洪水冲出 3个缺口，港湖村、晏
桥村等村庄周边河流水位上涨近 2
米。一座座村庄成了一个个“孤岛”，
群众面临看病就医难的问题。医疗队
得知这个情况，决定前往这些村庄为
群众送医巡诊。

一次，某村 77岁老人吴火娇不慎
摔断胳膊，家门口的路被洪水阻断，难
以出门就医。闻讯，王慧慧同骨科主
任叶添生、护士周琴组成医疗小分队，
背着巡诊箱前往医治。道路被淹，又
突遇阵雨，王慧慧等 3人在村干部带领
下，需要翻过一座山头、绕过被洪水阻
断的道路才能到达吴奶奶家。山路泥
泞湿滑，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一
路上，担忧老人病情的王慧慧因为着
急滑倒多次。

好不容易到了吴奶奶家，他们对
老人左上臂进行包扎固定，一遍遍教
老人进行患肢功能恢复锻炼的动作，
并留下了活血化瘀的药品。

那些日子，医疗队员们夜以继日奔
忙在抗洪一线，他们既拎药包也扛沙
包，与年轻战士组队装填沙袋。王慧慧
结束任务回到临时驻地，经常来不及休
息就忙着清查补充药品、为官兵填写健
康档案。

受领任务前，王慧慧正在家陪伴即
将中考的女儿。接到医院紧急集合的
通知，她没来得及向女儿解释便赶赴医
院，随医疗队驰援鄱阳湖抗洪一线。车
上，王慧慧向女儿致电道歉，原本约定
好陪女儿中考的她，只能爽约了。

每次紧急通知一到，王慧慧总是
没有二话、迅即出动。在她看来，自己
每耽误一秒钟，都是对等待救援群众
的辜负。

战洪魔，显仁心。在抗洪大堤上，
还有很多医疗队员同王慧慧一样，守
护着人民的生命健康……

洪水阻不断医者仁心
—记火箭军某基地医院文职人员、外二科护士长王慧慧

■程鹏宇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初秋，空降兵某旅融合多专业力量

组织实战背景下的空地一体演练，全面

检验部队空降作战能力。

上图：有序登机。

右图：重装空投。

方 超、王晨曦摄影报道

微 直 播

9月上旬，第75集团军某旅在大

漠戈壁组织实弹演练。

李 赟摄

“长征经过汝城县沙洲村时，3名
红军女战士借宿村民徐解秀家中，临走
时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送给了
乡亲。这生动展现了我党的为民情
怀……”9月中旬，记者走进武警湖南
总队株洲支队炎陵中队学习室，只见大
屏幕上，郴州支队汝城中队一名战士在
百公里外的“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
列馆，为炎陵中队官兵声情并茂地讲述
“半条被子”的故事。

“半年多来，通过战友们的现场观
摩讲述，我已经在网上‘打卡’了 14个
红色地标。”炎陵中队士官许存发说，虽
然湖南红色遗址众多，但受时间空间的
限制，官兵无法一一参观。如今，得益
于总队推出的“网上传统教育工程”，许
存发得偿所愿。
“山不过来，我们就过去！让红色

资源走出史馆、走近官兵，才能更好地
发挥育人作用。”据该总队宣传处处长
李斌介绍，在主题教育中，他们广泛开
展红色地标我来找、红色故事我来讲、
红色歌曲我来唱、红色节目我来演等活
动，以互联网和红色资源相融合的方
式，打造传承红色基因的线上课堂。

随着活动深入开展，该总队官兵以
驻地红色资源为素材，运用动漫、短视
频、表情包等网上流行元素，创作优质
作品，将越来越多的红色资源以崭新面
貌呈现在方寸屏幕上。
“抓我一个陈树湘算不上什么，全

国还有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
士，革命烈火必将越燃越旺……”在该
总队抖音号视频作品中，记者点开一条
题为《从“绝命后卫”到“断肠明志”——
铁血战将陈树湘》的视频。视频中，新

兵詹源海将陈树湘面临生死考验时的
英勇无畏、铁血担当演绎得惟妙惟肖，
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起初，我也觉得英雄遥不可及。”当

詹源海参与“红色节目我来演”活动，深
入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严峻形势后，陈
树湘的英雄形象在他心中一点一点清晰
起来。他说：“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
我也要像陈树湘那样，不怕流血牺牲，不
打折扣地坚决完成各项任务！”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该总队
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线上课堂让
一个个原本沉寂的“冷门”红色资源焕
发夺目的光芒。

坐落在邵阳城步南山大草原顶的
某防空哨所，曾是 20世纪 70年代闻名
的“高山红哨”。由于哨所裁撤，加之地
处偏远，近年来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该总队邀请 50年前在哨所服役的
老兵和部分现役官兵一同来到“高山红
哨”，并将活动过程录制成视频《50 年
后，应到 13人，实到 13人》。该视频在
网上一经推出便好评如潮，被众多媒体
转发，许多官兵和网友观后纷纷泪目。

近日，记者来到城步中队，据中队
指导员郭修辉介绍，驻地群众和企事业
单位、中小学校在网上了解到中队前身
就是“高山红哨”后，纷纷提出要来中队
参观见学。“这让我们对‘红哨传人’的
身份更为珍视。”

前不久，在该总队组织的第三季度
特战队员极限训练中，面对全副武装
10公里奔袭、密林搜捕战斗、陌生地域
追逃等多个险难课目的挑战，特战队员
们血性充盈、奋勇争先，一举刷新 10余
项团队和个人纪录。

﹃
冷
门
﹄
红
色
资
源
变
﹃
热
﹄
了

—

武
警
湖
南
总
队
利
用
网
络
提
升
主
题
教
育
质
效
见
闻

■
贺
韦
豪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杨

韬

前不久，习主席专程前往郴州市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在参

观“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时指

出：“要用好这样的红色资源，讲好红

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

“山不过来，我们就过去”。上网

浏览武警湖南总队打造的一个个线

上教育产品，既匠心独运，用技术手

段将红色资源搬到官兵眼前，又接地

气冒热气，以兵言兵语把红色故事讲

到官兵心坎上。这种人人可参与、沉

浸式体验的教育活动，真正加深了官

兵对红色历史的感悟，形成了生动活

泼的教育局面。

红色基因，既是历史结晶，又折射

时代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其本质是在

官兵脑子里搞建设。传承历史、接续未

来，要达到这两方面的效果，教育者就

要既理解透彻红色资源背后的深邃意

义，又深入研究青年官兵的时代需求，

在教育者“最想讲的”和官兵“最想听

的”之间找准契合点，从而释放最大正

能量，不断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
■张磊峰

短 评

本报讯 王丛报道：“这场讲座及
时扫除了我因体能训练成绩不佳产生的
烦躁焦虑情绪，我将以更加积极阳光的
心态参加训练。”9月中旬，信息工程
大学 2020 级新学员刘柯江参加心理健
康专题授课后，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新训
中。据了解，今年秋季开学后，该校及
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系列活动，帮助新
学员迈好军旅第一步。

前不久，该校领导调研新训工作
时发现，不少新学员缺乏集体生活
经 历 、 抗 挫 折 能 力 较 弱 ， 当 面 临

“体能关”“苦累关”“守纪关”等多
重考验时，容易出现思想压力大、
畏难情绪重等情况，不能较快融入
军校生活。

为此，该校及时开展新学员心理
健康教育系列活动，以心理健康专题
辅导讲座、心理疏导行为训练等方
式，引导新学员端正入伍动机、适应
军人角色、学习独立生活、构建和谐
关系。

学员张昱伟几乎各项训练成绩都名
列前茅，但不善于与人相处，遇到集体

活动总找借口躲避。这次心理健康讲座
让他认识到，团结协作是部队集体生活
的重要一课。回到新训大队，他一改往
日“独行侠”的做法，主动帮助身边同
学，还被推选为班长。
“学校组织的一系列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帮新学员们找到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和力量！”看到学员们斗志昂扬地投身
训练，新训大队教导员宋众十分欣慰。
据了解，该校还将根据训练进度对学员
进行分组疏导，把渗透式心理教育贯穿
新训全程。

信息工程大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系列活动

帮助新学员迈好军旅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