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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时节，西子湖畔，武警浙江总
队杭州支队正在召开党委会。会上，
该支队党委常委每人收到一份特殊礼
物——本人入党志愿书复印件。
“入党志愿书记录了每名党员的入

党初衷，是提醒大家牢记初心的最好礼
物。”该支队领导介绍，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他们注重发挥党委带头作用，组
织支队党委常委重温入党志愿书内容，
引导广大党员以入党志愿书为镜，永葆
政治本色，奋力干事创业。
“我带着亲人嘱托和美好愿望来

到部队，如果能光荣加入党组织，我将
严格要求自己……”读着自己的入党
志愿书，该支队党委副书记上官恒辉
脑海中，浮现出当年入党时的一幕幕
场景。他感慨地说：“作为一名有着 29
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们这一代人见证

了国家和军队的建设发展，无论身处
哪个岗位，都不能忘了自己的初心。”

时刻铭记初心，方能行稳致远。“当
时我坐着三轮车，从新兵中队赶回中队
参加支部党员大会，第一次在全体党员
面前大声朗读入党志愿书，激动得双手
颤抖”“党员大会结束后，我兴奋地给家
里报喜，父亲严肃地告诫我，入党后，肩
上 责 任 更 重 了 ，要 更 加 努 力 地 工
作”……该支队党委常委们回忆起各自
入党经历，点滴细节间，既饱含了大家
入党时的激动喜悦，更映照着对党忠
诚、建功军营的初心使命。
“入党志愿书是党员的身份证

明。战争年代，由于没有专人管理档
案，先辈们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保管入
党志愿书。许多党员在衣服的胸口处
缝上一块布，把志愿书贴身放在里
面。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蹚水过河，

入党志愿书从未离身……”会议现场，
该支队党委书记周光贤结合自己的入
党志愿书，为大家讲述革命战争时期
党员的故事。

据介绍，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该支队在专题动员部署的基础上，广
泛组织“学党史、讲党史、用党史”活动
和读红色书籍、诵红色家书等系列配
合活动，并在强军网开辟专栏，供官兵
学习交流；开展“百名家长进军营”活
动，邀请官兵家属讲述家乡红色历史；
组成“红肩章”宣讲队，深入一线巡回
宣讲党史军史，引导官兵在学思践悟
中强化使命担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义务……”党委会临近尾声，该支队全
体党委常委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
誓言在会议室久久回荡。

武警杭州支队创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入党志愿书”映照初心使命
■王成滨 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 祥

“战斗英雄刘光祥，参战前被确定为
入党积极分子。战斗中，为掩护受伤战
友，他倒在敌人的炮火下……战后，刘光
祥同志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冬青凝绿，松柏滴翠。清明前夕，
武警云南总队麻栗坡中队指导员梁军
助，走进驻地烈士陵园，利用总队“云
上政工”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为总队官
兵在线直播授课，讲述“英雄卫生员”
刘光祥的英雄事迹。

视频另一端，楚雄支队上等兵杨
旭升眼噙泪水，认真倾听。他在随后
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要向刘
光祥烈士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云南是一片红色热土，党史学习

教育资源十分丰富。”该总队领导介绍，
他们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创新组织
“红色云南网上行”活动，鼓励所属支队

用好驻地红色资源，组织官兵就近前往
战斗遗址、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等红
色场馆参观见学。同时，他们利用总队
“云上政工”平台在线直播，不同单位官
兵可在线同步学党史、同频受教育，实
现资源融合共享。

昆明市寻甸县柯渡镇丹桂村，是
闻名遐迩的红军村。近日，迪庆支队
组织官兵走进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
重温那段“居丹桂运筹帷幄，渡金沙用
兵如神”的光辉历史。

参观期间，上等兵韦忠义面对镜
头，兴致勃勃地当起“党史小主播”：
“战友们请看，这是红军曾经坐过的渡
船。当年，红军就是依靠这样的木船，
从皎平渡口渡过金沙江天险，成功摆
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为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大智慧点

赞”“向红军顽强过硬的战斗作风致
敬”……直播中，该总队官兵纷纷以弹
幕形式参与讨论。后台数据显示，这
次直播共收到点赞、评论近万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滇西抗日
战争纪念碑……楚雄支队上士蔡明星
的笔记本里，标注了不少地名，这些都
是他通过直播“到访”过的红色场馆。
谈及“参观”感受，蔡明星说：“通过战友
们的直播镜头，我身临其境去了不少红
色场馆，学了很多红色历史。这样的活
动，既有意思也有意义！”

近日，该总队组织部分党员前往中
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参
观见学，并开展线上党日活动。大家高
举右拳，通过“云端”同步宣誓：“继承先
辈遗志，苦练打赢本领……”誓言铮铮，
官兵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

武警云南总队融合共享驻地教育资源—

“网上红色行”砥砺强军斗志
■范 宁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文涛 马艺训

本报讯 杨季鑫、特约记者岳小琳
报道：警戒无人机升空、发射单元进入
战位……高原初春，野外驻训场上，一
场战斗发射演练正在进行。与以往不
同，火箭军某基地近百名将校军官现场
观摩，并在随后的复盘中集体“解剖麻
雀”、共研战法训法。这是该基地结合
部队实战化演练，组织军事训练推进会
的一个场景。

“深入演训一线摸清底数、找准问
题、定实对策，军事训练推进会才更
能有的放矢、务实高效。”该基地领导
介绍，他们以基地部队驻训演练为契
机，将推进会从营区室内搬到硝烟弥
漫的演训场，组织基地、旅团、营三级
指挥员，围绕指挥所常态规范运行、
作战单元集成装备运用等课题进行深
研细究。

此次推进会上，该基地多个业务处
室围绕重大演训任务，进行复盘检讨；
多个旅团级单位结合担负使命任务，进
行新课目展示；应邀参加的友邻部队领
导，围绕演练过程中的协同作战、有效
联调等方面，开展专题授课辅导，内容
具体、针对性强。
“去年的一次任务中，我们发现某

型导弹发射指挥流程过于冗杂。经研

究论证，可从以下方面进行优化……”
新课目展示环节，该基地某旅参谋长钱
德福开门见山，精准剖析问题，提出具
体举措。

找准靶标好发力。该基地领导介
绍，为做好“下篇文章”，他们将进一
步梳理总结推进会成果，对发现的倾
向性问题进行集体研究，分类拉单列
表，逐个挂账销号，在补齐弱项短板
中加速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火箭军某基地加速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三级指挥员演训一线研战谋战 本报讯 韩冬、特约通讯员段宴兵
报道：近日，海军航空兵某部一次训练
中，某型特种机通信侦察任务长涂兴仁
面对“敌”情，指挥各战位人员与友机密
切协同，刷新了该部判明空中目标信号
的最短用时纪录。

近年来，使命任务拓展、训练模式转
型、武器装备升级，对该部军事人才队伍
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去年 3月，包括涂
兴仁在内的多名战勤人员开始转岗训
练，如果按以往训练模式，需要更长时间
完成跨专业转型。如今，他们能快速适
应新岗位，军事职业教育平台这所“网上
军校”功不可没。

为补齐专业短板，该部除邀请经验

丰富的训练尖子教学外，还组织转岗人
员在军事职业教育平台选修多门专业课
程。上尉王爽说，平台上的优质课程，
将晦涩难懂的专业理论知识讲得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据了解，军事职业教育平台运行之
初，少数官兵学习热情不高、学用结合不
紧。为此，该部改进学习管理模式，配套
升级相关软硬件设施，细化岗位训练内容
清单，丰富完善战例战法库等学习资源。
“军事职业教育平台方便官兵随时

学习，能力生成周期明显缩短。”该部领
导介绍，深化军事职业教育以来，他们先
后培养空勤教官和专业骨干数十人，取
得30余项成果。

海军航空兵某部军事职业教育成果喜人

“网上军校”缩短能力生成周期

本报讯 周旭亮、记者陈典宏报道：“真没
想到，在驻训地还能吃到家乡的‘锅包肉’，为
旅队保障工作点赞！”3月下旬，正在高原驻训
的陆军某旅中士杨旭训练归来，吃到家乡美
食，幸福感满满。据悉，该旅牢固树立为兵服
务理念，把温暖送到官兵心坎上，持续激发部
队练兵备战动力。
“高原驻训，海拔高，服务标准要更高；

氧气少，解难帮困不能少。”该旅宣传科科长
陈社教介绍，面对驻训伊始没手机信号、缺
文化器材等难题，旅党委采取问卷调查、座
谈交流、实地调研等方式，及时了解官兵思
想和现实困难，专门召开党委常委会，区分
生活质量、生命健康、现实期盼、稳固后方等
4个方面，研究制订优化伙食供应、抓好全员
体检、打通通信链路等 18条实在管用的为兵
服务暖心举措。
“能在训练间隙看到女儿的视频，幸福来

得太突然！”四级军士长李志顺的女儿前不久
出生，该旅开展的“每周一播”亲情视频传输活
动，让他与女儿“见了面”。据了解，针对驻训
地通信困难等实际，该旅依托强军网，定期组
织亲情视频传输活动，在通信盲区搭建起亲情
“基站”。

为保障官兵更好在高原地区健康工作生
活，该旅通过建设制氧方舱、采购氧气罐等方
式，有效解决氧气供应难题。他们还依据相
关政策规定，积极协调军地多方力量，推动解
决多名军属就业、20 多名军娃入学等问题，
倾力解除官兵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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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南部战区海军舰艇编队在某海域组织战时综合补给演练。 李 维摄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莫道春光难揽取，浮云过后艳阳

天。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武汉

三镇浴火重生，荆楚大地生机勃发。

2021年4月8日，距离去年武汉市解除

离汉通道管控正好一年。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过

去的一年，我国在世界上率先控制住疫

情蔓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

经济正增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

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

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

的一大步，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

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封闭一座城，守护一国人。当病

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汹汹，党中央和

习主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揽

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

之事，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在这场惊心动魄的

抗疫大战中，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

无疑是危急关头最重要的决策，是决

定战局的制胜一招。全国人民都“为

热干面加油”！“武汉必胜、湖北必胜、

中国必胜”的强音响彻中华大地。武

汉人民、湖北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不

畏艰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

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为

阻断疫情蔓延、为全国抗疫争取了战

略主动，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

晴川汉阳九衢黯，将士策马驱疫

魔。去年除夕，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军

队医务人员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

闻令而动、逆行出征。那风雨兼程、急如

星火的脚步，在荆楚大地上敲击出一个

个振奋人心的音符。那一份份摁满红手

印的请战书、那一声声铿锵有力的战斗

动员、那一张张勒痕深深的“最美面孔”，

永远留在人民心中。在80多个日夜的

奋战中，4000余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在疫情防控

战场上发起一次次冲锋，全力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正如习主席

赞誉的那样：“军队医务人员牢记我军宗

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为党

旗、军旗增添了光彩。”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

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的伟大抗疫精神。这是中国精神的生动

诠释，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

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进一

步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

历史前行的每一步，都需要精神

的滋养；风雨无阻的每一程，都是对意

志的磨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

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

不倒、挺立潮头。李大钊曾说：“有时

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

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当前，我们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船

到中流、人到半山”的艰险，都更加需

要发扬伟大抗疫精神，鼓起迈进新征

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精神力

量的支撑；一支军队的强大，离不开精

神力量的熔铸。强军兴军的征程不可

能一帆风顺、一马平川。前进道路上

依然有看得见的雄关漫道和看不见的

“雪山草地”。全军官兵应大力弘扬伟

大抗疫精神，奋起打赢之志，担当强军

之责，砥砺胜战之能，切实担负起党和

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伟大抗疫精神激发强军伟力
■张方军

强军论坛

3月下旬，空军航空兵某师开展

远程机动训练。 余红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