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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定州舰开展主炮射击训练，锤炼官兵实战本领。 王光杰摄

强军论坛

练兵之要，先在练将。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

事训练会议上强调，要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

战争、研究打仗，懂作战、会指挥、善组训、真抓

训，练就过硬本领，带出过硬部队。这既是习主席

对各级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提出的严肃号令，也是

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的必然要求，树立

了练兵先练官、强军先强将的鲜明导向。

存亡之道，命在于将。指挥员是军队领导干

部的第一身份，备战打仗是军队领导干部的第一

要务。各级指挥员平时要练兵备战、战时要带兵

打仗，是核心的战斗力和战斗力的核心，是把训练

引向深入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领导

干部身上有千钧重担，身后有千军万马，能不能练

就过硬本领，不仅事关自身军事素养，而且事关战

场胜负、事关军队建设大局，容不得半点懈怠。

率军者披坚执锐，执戈者方能战不旋踵。指

挥员积极投身实战化训练，不仅能以身示范、树好

导向，而且能及时发现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有利

于把练兵备战抓得更实更细。一支部队的思想观

念、作战理念、指挥方法、战术运用，一定程度上取

决于指挥员这个关键。各级指挥员只有把打仗的

本领练过硬，争做训练的“明白人”、精武的“总教

头”，才能锻造出一支应战有胆、慑战有力、胜战有

底的威武之师胜利之师。

刘伯承元帅曾指出：军官的培养，是最艰巨

的战争准备。指挥员的能力素质、谋略水平不是

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长期学习培养、实践锤

炼。与“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不同，现代战争作战

理念和作战样式日新月异、高新武器迭代更新，

这对指挥员作战能力、指挥水平、组训方法、抓训

成效的要求更高。如果指挥员“两个能力不够”

“五个不会”的短板不解决，就有可能导致“一将

无能，累死三军”。

“但得辕门能拜将，边墙何用两三重。”各级

指挥员应在重大军事斗争实践和军事演训活动

中带头磨砺自己，带头提高战略素养、联合素养、

指挥素养、科技素养，当好真抓打仗的标杆和能打

胜仗的表率。坚持问题导向，破除和平积弊，深入

纠治训练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现训练作风

根本好转。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兢兢业业抓好军事训

练工作，改进训练指导和工作方式，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坚持战斗力

标准，强化战斗队思想，按照对战斗力的贡献率统筹各项建设，推动形成有利于

加强练兵备战的工作导向、用人导向、政策导向、舆论导向，激励官兵人人思打仗

之责、干打仗之事、强打仗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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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康、通讯员吴
涛报道：无人机高空侦察与打击、机器
人排爆……11月下旬，新疆军区某师邀
请 25 家军队院校和军工企业开展“科
技进军营”活动，通过高新技术授课交
流和科技产品实物展示，帮助官兵开拓
思维眼界、增强科技素养，深化对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理解。
“全会提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该师领导

介绍，为此，他们邀请专家教授来军营
授课，围绕国家高新技术发展成就，引
导官兵学懂弄通落实全会精神，进一步
坚定能打胜仗的信心和决心。

授课交流现场，该师官兵围绕
“高新技术的优势在哪里”“我国高新
技术发展靠的是什么”等话题展开讨
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活跃。
实物展示现场，一件件远程遥控设备
引起官兵浓厚兴趣，大家对无人机、

机器人等科技产品进行观摩体验。
许多官兵还主动了解相关专业领域
智能化应用信息。

通过参观一系列高新技术产品，该
师官兵对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信
心越来越足，贯彻全会精神的行动更加
坚定自觉。“我要以只争朝夕的劲头，积
极投身练兵备战，以实际行动为国防建
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该师某团作训参
谋冷枫麒说。

新疆军区某师围绕国家科技成就引导官兵学习全会精神

体验高新技术 增强科技素养

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郭豪
报道：“赴武汉一线抗疫的经历让我更
加认识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我们一
定能够战胜各种风险挑战。”12月初，在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第 907医院“理论夜
校”课堂上，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护士孙新然，同官兵分享“红区党员突
击队”的故事，激励大家坚决听党指挥，
立足岗位建功。连日来，该中心结合抗
疫斗争实践，组织相关活动，推动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

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党的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该中心领
导介绍，他们以抗疫实践为抓手，通过
举办抗疫斗争图片展、“抗疫精神大家
谈”讨论交流等活动，引导官兵结合自
身经历，更好领会全会精神。
“抗疫期间，联勤保障部队运投系

统共组织航空投送 30 架次、高铁动车
投送 17趟，确保人员快速投送……”东
部战区某调度中心抗疫故事会现场，
军代表毕强感慨地说，“‘十三五’期
间，我军联勤保障效能大幅提升。随

着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军事
运投事业必将紧跟时代列车更加蓬勃
地发展！”
“卫勤人员要以更精湛的专业技

能，为国家卫生健康体系建设添砖加
瓦”“作为军代表，要立足岗位为加快机
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贡献智
慧”……随着活动深入开展，该中心官
兵结合学习内容畅谈体会感悟。大家
表示，要将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岗位
上，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自己
的力量。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结合抗疫实践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生根

讲述身边故事 凝聚奋进力量

本报讯 王先锋、特约通讯员朱伊
丹报道：前不久，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某
汽车运输旅远程机动至某地域，组织涉
水区域和复杂路况驾驶训练，提高驾驶
员特情处置能力。

该部前期调研发现，少数单位野外
驻训时仅满足于时间训足、课目训全，存
在训练标准不高等问题。为此，该部区
分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人员，细化复杂环
境下后装全要素保障、多种路况汽车驾
驶、夜间故障排除等重难点课目，科学制
订训练方案，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有效提

升训练质效。
夜训场上，一阵急促哨音骤然响起，

警卫分队快速隐蔽机动至目标地域；指
挥所内，首长机关展开微光标图作业。
某大队利用驻训时机，开展实战背景下
输油管线遭“敌”破坏时支援保障演练，
突出检验部队机动支援、紧急抢修等应
急处置能力。

平时练扎实，战时底气足。据了解，
该部紧盯使命任务，将驻训场选择在高原
戈壁等复杂陌生地域，全力锻造反应快
速、全域机动、保障打赢的高原保障劲旅。

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

复杂环境锤炼全要素保障能力

本报讯 张寒萧报道：“比武意外
受伤后，我从伤愈下床到重返战位，每
一步都很艰难，但我从未放弃……”11
月下旬，一场“走近身边先进典型”教育
故事会，在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特
战三中队举行，特战尖兵张家润讲述了
自己与伤病抗争、顽强拼搏的故事，全
支队官兵通过视频连线同步观看，共同
接受教育。

该支队机关前期调研发现，部分单
位政治教员存在经验不足、理论功底偏
弱等问题，导致教育效果打了折扣。为
此，他们创新教育方式方法，打破建制单

位壁垒，统一调配教育资源，探索教育资
源共享模式。
“开门搞教育，激活课堂‘一池春

水’。”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通过互
请政治教员现场授课、遴选精品教案
等形式，帮助新教员提升施教能力；采
取视频连线远程教学、共享优质学习
资料等方式，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让
官兵能够跨单位、跨地域同步接受教

育；通过轮流授课与竞争上岗相结合
的方法，倒逼政治教员苦练内功，提升
授课水平。此外，他们还在支队局域
网上设置交流专区，及时为官兵答疑
解惑。

资源共享推动教育入脑入心。近
日，该支队卫生队医师林佳怡走上讲台，
动情讲述自己在一线抗疫的故事，赢得
官兵点赞。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着力创新教育方法

资源共享激活课堂“一池春水”

11月 20日早上，陆军某旅七连上士
李玉群匆匆吃过早饭，便往山下赶。当
天，他不仅要去数十公里外的镇上采购
驻训所需物资，还担负一项“特殊任务”：
帮连队20多位战友处理家事。

一段时间以来，该旅驻训地没有手
机信号，官兵和家人联络困难，带来不少
生活难题。

赶到镇上，李玉群抓紧时间采购完
物资，便匆忙赶往银行——他要帮 11名
战友往家里汇款。

掏出厚厚一摞银行卡，李玉群把上
等兵王艺坤的卡放在最上面。任务在
身，王艺坤无法照料不久前患病的父
亲，只好托李玉群将自己积攒的 3万元
汇回家。

汇完这笔款，李玉群郑重地在待办
事项统计表上打了个钩。他知道，战友
们把工资卡和密码交给自己，是完全的
信任，自己不能有任何疏忽。

紧接着，他拿出四级军士长李廷的
银行卡。李廷婚后在家乡买了房，每月
要还房贷，这事耽误不得。

给父母汇生活费、给孩子汇培训
费……在柜台前忙活近 1个小时，李玉
群才将战友们汇款的事办完。

走出银行，李玉群并没有松口气，因
为接下来才是他的任务难点——帮两名
战友化解家庭矛盾、给几名战友的妻子

或女友捎“悄悄话”。
他特意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掏出

手机，找到一名战友母亲的电话号码。
这名战友和妻子婚后聚少离多，一直没
要上小孩。时间一长，婆媳关系有点微
妙。这次驻训后，他和母亲、妻子联系更
少了。听说李玉群要下山采购，他请李
玉群以过来人的身份，帮忙给自己的母
亲和妻子做做思想工作。

接受战友重托后，李玉群提前在脑海
里“演练”了很多遍通话内容。他分别拨
通战友母亲和妻子的电话，一边安抚老人
家着急抱孙子的心情，一边宽慰军属的不
易，同时结合自己的体会谈军人的难处，
终于将婆媳俩说得笑出了声。

轻轻挂断电话，李玉群又拨通了中
士刘小冰未婚妻的电话。

因为执行这次驻训任务，刘小冰和
未婚妻原定的结婚计划搁浅了，两人商
定推迟婚期。如今，任务仍未结束，只能
再次推迟。刘小冰想让李玉群帮他给未
婚妻解释解释。

两推婚期，该咋解释？李玉群也犯
愁。果然，电话拨通，刘小冰的未婚妻听
说婚期得推到明年，一下就哭了起来，李
玉群顿时有些手足无措。他使出浑身解
数，好不容易才做通战友未婚妻和准岳
父母的思想工作。一看表，时间已经过
去40分钟。

连续“攻克”两个难题，李玉群如释
重负。剩下的任务就感觉轻松很多：联
系上士李文平等战友的妻子，要一些她
们和孩子的照片、视频。长期在外驻训，
战友们都很思念家中的妻儿。

最后一个任务是和上士陈晓天的女
友通视频电话。同年兵陈晓天想让李玉
群帮着捎一句话，告诉对象“我想你
了”。让李玉群没想到的是，等他红着脸

帮战友说出这句情话时，视频那端战友
的女友已经感动得热泪盈眶，并发来许
多照片和视频，请他帮忙带给山上的陈
晓天。

挂断最后一个电话，李玉群长长地
舒了一口气。看着手机相册里满满的
“收获”，李玉群心里美滋滋的，战友们看
到家人照片和视频时乐得合不拢嘴的模
样，仿佛就在眼前。

驻训官兵和家人联络困难，陆军某旅上士李玉群下山采购途中帮20多位战友处理家事——

“ 特 殊 任 务 ”见 真 情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王大亮

一个温馨的“特殊任务”，让我们看

到了和平时期军人的牺牲奉献，更感受

到了人民子弟兵相互信赖、情同手足的

战友情深。

战友是谁？是把最后的干粮让给你

吃的人，是战场上愿意为你挡子弹的

人。是风雪长征路上那位被冻死的红军

军需处长，是上甘岭坑道里不肯多吃一

口苹果的志愿军官兵，是把安全留给战

友、大喊一声“让我来”的杜富国们……

欲谋胜敌，先谋人和。生死相依的

战友情谊，是凝聚部队战斗力的坚固基

石。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敢打恶

仗、能打胜仗，靠的就是官兵一致、团结

友爱。这种患难与共的官兵情、生死相

依的战友爱，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精神力

量，打磨出无比锐利的精神刀锋。

爱与信任是一种澎湃的力量。这些

暖心故事让我们深深懂得：平时亲如兄

弟，战时生死相依。有了这样的战友深

情，伟大强军征程上就能越过沟沟坎坎，

闯过急流险滩。

平时亲如兄弟 战时生死相依

记者感言 ■刘建伟

五 中 全 会 精 神 在 基 层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