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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23日电 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后
勤条例》，自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
针，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
建”的总原则，重塑军队后勤体系，理顺
后勤保障关系，健全后勤工作制度，为进
一步规范军队后勤工作、建设强大的现
代化后勤提供重要遵循，为有效履行新
时代军队使命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条例》分总则、后勤保障体制、军

事行动后勤保障、日常后勤保障、后勤
战备与训练、后勤建设、后勤管理、附
则，共 8章 40 条，是后勤领域的主干法
规。《条例》适应战争形态发展和使命任
务拓展，进一步理顺后勤融入联合作战
指挥体系的制度机制，规范新的后勤保
障指挥和保障关系，创新提出后勤保障
方式方法，规范保障行动组织实施，着

力提高后勤战备水平和保障打赢能
力。《条例》着眼推进后勤标准化集约化
社会化，对构建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
系、现代军事物流体系的建设内容、任
务分工、目标要求进行规范，调整完善
后勤保障、建设与管理等相关制度设
计，以制度创新固化改革成果，推动改
革成效向战斗力保障力转化。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军队后勤条例》

初冬时节，黄海之滨，第 72集团军
某旅一场实兵演练激战正酣，担负火力
打击任务的是远程火箭炮营。

战斗进入白热化，火力打击二队指
挥车通信电台突然杂音强烈，无法联
络。营指挥所迅速判定：“二队正遭蓝方
强电磁干扰！”

此时，营指挥终端已获取多个目标
信息，再不打，战机稍纵即逝。

营长金宗当机立断，切换指挥链路，
越过火力打击二队指挥车，直接与发射
车建立通联，发送指令。

转瞬间，数枚不同弹种的火箭弹从
同一台发射车呼啸而出。弹道划过长
空，多个不同性质的目标随即被击中。

精彩亮剑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潜

心钻研和刻苦训练。金宗说：“现在的火
力装备信息化程度高，配备弹种丰富、毁
伤效能多样，要让远程火箭炮战场显威，
必须适应战场角色的变化，不断推进训
练转型。”

为提升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新装备
刚配发，他们就划分训练阶段、设计训练
内容，加快战斗力生成。面对缺少经验
的难题，营党委一班人带领干部骨干先
学先练，训前集群策、训后攻难关，完成
6个革新项目，编发新装备简要性能手
册 6套，整理出 5万多字的《故障排除手
册》和《应急处置方法》，为科学组训提供
了支撑。

新装备列装后，官兵从战术层面
审视战场角色之变，主动推动训练转

型，围绕极限距离精确打击和融入联
合作战体系组织实弹训练，验证单平
台单弹种打击多个目标、多平台单弹
种打击同性质目标、多平台多弹种打
击不同目标等打法。为提升作战效
能，他们还主动与军兵种兄弟部队携
手，加快体系融合，实现信息共享、火
力互补。

前不久，该营接受上级临机组织的
实弹考核，他们通过优化操作流程，使火
力反应时间进一步缩短，10余枚火箭弹
均命中目标。

一次次精心淬炼，让全营官兵加速
推进新装备战斗力生成和训练转型的责
任感更加强烈：过去的火炮打的是战术
目标，讲求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如今
的远程火箭炮“眼睛”更亮、“拳头”更硬、
“胳膊”更长，专打对手作战体系的关键
节点，必须突破极限、苦练精准，不断提
升战斗力。

精 心 淬 炼 促 转 型
—第72集团军某旅远程火箭炮营提升火力打击能力纪实

■本报特约记者 吴 旭 童祖静 特约通讯员 黄保传

聚力推进实战化训练巡礼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胡锦涛
文选》第一至三卷蒙古文、藏文、维吾尔
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等七种
少数民族文版，已完成全部翻译工作，近
日在全国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
《胡锦涛文选》第一至三卷，2016年 9月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协
调下，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组织全国少
数民族文翻译队伍，历时四年，于 2020
年 12月完成七种少数民族文版《胡锦涛
文选》翻译工作。《胡锦涛文选》少数民
族文版出版发行，对于全国广大少数民
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重要理论成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胜利，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
《胡锦涛文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

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版，由民族出版社
出版发行。《胡锦涛文选》彝文、壮文版分
别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
出版发行。

《胡锦涛文选》民族文版出版发行

速读详见11版

本报北京12月23日电 记者罗
铮、张文文报道：近日，在系统梳理
2020年国际军事热点基础上，本报国
际新闻编辑室邀请军内外知名专家、
权威媒体人士，评选出 2020年度十大
国际军事新闻。

参与评选的专家和媒体人士普遍
认为，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世
界格局加速演变，国际军事形势复杂
动荡；美国奉行单边主义谋求全球霸

权，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严重冲击；热
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与非
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包括中国在
内的大多数国家坚持和平发展，成为
维护世界局势稳定的坚强力量。

2020年度十大国际军事新闻按

得票多少依次为：

1.中国发布首部维和专题型白

皮书；

2.中俄两军交往合作务实高效；

3.俄美军事博弈加剧；

4.美伊游走在战争边缘；

5.纳卡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

6.“世纪协议”难换中东和平；

7.美国与盟友间关系裂痕加深；

8.日本首支“太空作战队”成立；

9.阿政府与塔利班开启首次面对

面和谈；

10.印度强化军力部署搅动地区

安全局势。

本报评出2020年度十大国际军事新闻

阳光照耀在恰克马克河上，一片
祥和。

疾风掠过，河滩的枯草丛中，闪动
着一双锐利的眼睛。

河对岸，树林深处，鸟儿突然惊
飞。狙击手钟鹏飞迅速将瞄准镜投向
那里，快速搜索着“暴恐分子”的踪迹。

3个小时过去了。看似平静的等
待，其实每一分钟都暗藏杀机。终于，
目标在视线中出现了。
“砰！”一声枪响，河对岸目标被

“击中”。
目睹这一幕，负责特战一中队“魔

鬼周”训练的总教官、武警新疆总队某
机动支队副大队长刘志军，嘴角露出
满意的微笑。阳光下，他脸上的那道
伤疤，格外明显。

有人说，伤疤是军人的勋章——
一次战斗中，刘志军脸颊受伤，他忍着
剧痛，果断反击，制伏暴恐分子。战斗
结束，他的脸上缝了 5针。从那之后，
那道长长的伤疤，成了刘志军个人最
鲜明的标记。

2014年 4月，习主席视察该支队特
战一中队。听到刘志军的英勇事迹，
习主席说：“像这样的战斗英雄，一定
要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嘱托在心，责任在肩。6年多来，
为了在反恐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
用”，刘志军从优秀特战队员成长为优
秀特战指挥员。个人能力的升级，也
是他所在部队战斗力跃升的缩影。

刘志军所在的武警新疆总队某机
动支队，位于祖国西陲，战斗在反恐一
线。6年多来，支队官兵牢记习主席嘱
托，一次次出色完成反恐任务，用过硬
本领守护着一方和平与安宁。

作为尖刀上的刀尖，特战一中队
被武警部队授予“反恐先锋中队”荣誉
称号，被共青团中央表彰为“全国五四
红旗团支部”，被国家民委表彰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特战官兵并非天生就是“特殊材
料”制成的。在这些迷彩头盔、防弹衣
包裹下的，有的其实还是一张张稚嫩
的脸庞。入伍前，他们还是父母眼中
的孩子；入伍后，他们迅速成长为反恐
维稳的共和国卫士，成为群众眼中的
“安全依靠”。

“反恐先锋”的本领，从何而来？
“每一次以命相搏的胜利，都源自

于训练场上的千锤百炼。”刘志军说，
“越是任务艰巨，越能磨砺意志、锤炼
本领。每当想起习主席的嘱托和勉
励，我和战友们就感到动力十足、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

夜幕降临，戈壁沙漠腹地，“魔鬼
周”超极限训练展开。

星光下，一个个黑影在奋力奔
跑——每名特战队员负重 35公斤的装
备，挑战体力、耐力、意志极限。
“无限忍耐，只为绝杀一击。”这是

特战一中队官兵的训练格言。
为了锤炼“绝杀一击”的实战技

能，狙击手刘云龙在水泥地上练据枪，
一趴就是 3个小时，身上压 15公斤重
的沙袋，肩上压 2块砖头，枪管上放 3
个弹壳。仅这一个动作，他足足练了 3
个月。

我们常说，战斗也许在明天打响。
可对于在反恐维稳一线的刘云龙和战
友来说，战斗也许就在下一秒打响。

反恐战场，是生与死的较量。“宁
可血汗洒在训练场，也不能失利在反
恐战场上。”该中队始终坚持反常规

训练，队员有车不坐练奔袭，有桥不
过练泅渡，有路不走钻山沟，一招一
式向实战聚焦。他们还建立“排爆专
修室”，创新人装结合、快速排爆等战
法，多次在反恐一线的关键时刻化险
为夷。
“我们要按习主席的嘱托，做忠诚

于党和人民的好战士。”中士吴蛟永远
记得那一幕——

习主席亲临特战一中队视察，称
赞中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嘱托官兵
们牢记职责、再立新功。

入伍之初，吴蛟把“中国武警十大
忠诚卫士”刘志军当作心中的英雄，并
立志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梦想，需要不懈拼搏。训练中，
别人跑 5 公里，吴蛟自我加量，跑 10
公里；为保持据枪稳定，他把圆石子、
弹壳放在枪管上，做到半小时不动；
为提高射击速度，他苦练快速射击技
能，双手虎口、手指都磨出了血泡、成
了老茧……“战场上要想赢得胜利，
就要把自己变得更强更快！”吴蛟说。

一次反恐演练，吴蛟破窗突袭，成
功解救人质。
“血！”盯着吴蛟，身边的战友大声

惊呼。
原来，吴蛟在破窗突入时，手臂被

碎玻璃划破，鲜血直淌。
“疼吗？”有人问。
“疼！”吴蛟回答，“为了完成任务，

要豁得出！”
“不怕疼，不要命。”副大队长刘志

军对此点评，“没有这样的血性胆气，怎
能在反恐一线打赢？”

如今的吴蛟，已经成了战友眼中
的英雄——那年夏天，中队奉命抓捕
暴恐分子。灌木丛生的沟渠里，他小
心翼翼地搜索前进。藏匿其中的暴恐
分子突然窜出，持刀砍来。生死时刻，
吴蛟侧身躲避，白刃过肩，回手反击，
制伏暴恐分子。

军人的血性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
宝。特战一中队的队歌这样写道：迎着
子弹冲锋上一线，无畏生死勇上前……

歌声嘹亮，唱出官兵的心声。在
一中队，没有一名“特殊兵”：驾驶员、
炊事员、卫生员，人人都是战斗员。面
对反恐突击任务，面对人民的呼唤，他
们从未退缩。

那年春节前夕，在阖家团圆的时
刻，他们受命出征。

天寒地冻中，面对暴恐分子设置
的多处爆炸物，排爆手陈冰威和战友，

冒着风险紧急排爆。汗水在排爆服里
流淌，急促的呼吸让面罩笼上了白霜，
寒风在耳边呼啸……4个多小时过去
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给他们
留下深刻印象。
（下转第二版）

上图：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组织

官兵进行长途奔袭训练。

本报特约记者 王国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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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职责、再接再厉，坚决完成以执勤处突为中心的

各项任务，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

—习近平

一场场战斗惊心动魄，一次次守

护舍生忘死。武警新疆总队某机动支

队特战一中队不负习主席重托，牢记

职责，再接再厉，把官兵锻造成护佑人

民平安的“反恐先锋”。

和平年代，反恐战斗是真刀真枪、

你死我活的较量，不仅要有逢敌亮剑

的血性胆气，更要有一招制敌的过硬

本领。百炼成钢方能百战百胜。战场

上的每一次胜利，都源自训练场上的

千锤百炼。只有平时训练追求极致、

超越极限，才能练就一剑封喉的绝招、

一击制胜的高招，战时才能从容应对、

克敌制胜。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使命与

担当、忠诚与奉献，是军人永恒的价值

追求。心中装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

就能在反恐维稳的生死考验面前勇往

直前。广大官兵要以他们为榜样，怀

着人民军队的初心和使命，以坚定信

仰、顽强意志练就过硬本领，坚决捍卫

好、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百炼成钢方能百战百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