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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雪域高原上，新疆军区某团

卫生连一场夜间战场救护考核正在紧

张进行。

夜幕下，野战救护所开设、战伤自

救互救、批量伤员分类处置、转移后送

等课目依次展开，现场忙而不乱、有条

不紊。

“ 高 原 驻 训 ， 就 是 为 对 接 实

战 。” 连 长 张 小 龙 介 绍 ， 为 进 一 步

提 高 官 兵 战 场 救 治 能 力 ， 连 队 紧

紧 围 绕 止 血 、 通 气 、 生 命 支 持 、

特 殊 伤 情 处 置 等 自 救 互 救 技 能 ， 以

及 常 用 高 原 病 急 救 技 术 等 展 开 强 化

训 练 ， 同 时 结 合 高 原 野 外 驻 训 实

际 ， 进 行 常 态 化 推 演 、 实 战 化 检

验 ， 提 高 官 兵 的 综 合 素 质 和 应 急

应 战 能 力 。

说话间，考核组给出想定：一名战

士右大腿被炮弹炸伤，失血过多，急需

止血包扎固定后紧急后送。

作 为 连 队 专 业 技 能 数 一 数 二 的

训 练 尖 子 ，医 疗 救 护 员 李 东 府 迅 速

对“ 伤 员 ”右 大 腿 用 旋 压 式 止 血 带

进 行 止 血 ，而 后 对 伤 口 进 行 无 菌 包

扎 ，为 伤 员 建 立 静 脉 通 道 ，注 射 急

救 药 。

在 给“ 伤 员 ”包 扎 伤 口 过 程 中 ，

作 为 相 识 多 年 的 同 年 战 友 ，“ 伤

员 ” 十 分 配 合 地 抬 起 右 腿 ， 并 下 意

识 用 手 帮 忙 固 定 卷 式 夹 板 …… 最

终 ，李 东 府 以 最 快 速 度 完 成 此 次 战

伤 急 救 。

“李东府，卫生救护考核成绩不合

格！”看到这个细节的考核员，判定成

绩时毫不犹豫地说，“真打起仗来，伤

病员还能这样配合吗？这是打仗意识

树得不牢的表现。”

考核员的一席话，让李东府深受

触动：“此次考核，如果不是老战友配

合，我不可能这么快就完成一系列抢

救动作，战场没有彩排，实战没有‘演

员’，要想战场打胜仗，平时训练就必

须来真的、训实的 ，容不得半点弄虚

作假。”

“一名合格的医疗救护员，不仅

需要具备高超的战场救护本领，更要

始终绷紧打仗这根弦。”该团勤务保

障营营长欧阳波介绍，他们前不久对

卫生连进行全程连贯考核，平时练习

中使用的三角巾全部换成了新型救护

器材，提高了一线救护人员的高原战

伤救治能力，为遂行使命任务打下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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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观涛，此次驻训，你留守，负责文

书工作。”当第 73 集团军某旅榴炮二连

指导员陈鹏宣布留守人员名单时，上等

兵洪观涛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怎么会让我留守？”洪观涛有些想

不通。当兵两年，他多次跟随旅队野外

驻训，一次大项任务都没落下。这次听

说要去野外驻训，他早已是斗志满满，突

然得知自己留守，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天晚上，洪观涛一脸心事地找到

陈鹏说：“指导员，我能不能不留守？”

“怎么了？”

“我想跟着大部队去野外驻训，不想

留在营区。”

“为什么？”

在 陈 鹏 再 三 询 问 下 ，洪 观 涛 终 于

说 出 了 实 情 。 以 往 野 外 驻 训 ，连 队 往

往 会 安 排 伤 病 号 、重 点 人 或 者 是 待 休

假人员留守，时间一长，这些官兵很容

易 被 贴 上“ 表 现 不 好 ，不 求 上 进 ”的 标

签 。 了 解 完 实 情 后 ，陈 鹏 首 先 帮 洪 观

涛端正认识偏差，教育他在营区留守同

样大有可为。随后，陈鹏也开始认真反

思，留守工作为何会给一些官兵留下不

好的印象。他利用晚点名时间进行了

一次随机教育，明确留守与野外驻训都

是 连 队 工 作 的 重 要 内 容 ，纠 正 部 分 官

兵的错误认识。

在他的教育和引导下，连队官兵对

留守工作的认识有了明显改变。部队出

发前，洪观涛再次叩开指导员房门，表示

一定认真工作，把各项任务完成好。

战士为啥不愿留守
■喻润东 林蒋杰

“张超驾驶舰载战斗机模拟着舰

时，突发电传故障，危急关头，他果断处

置，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初夏时

节，在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机务一

中队的“机库讲坛”上，官兵们纷纷走上

讲台畅谈体会，现场氛围十分热烈。

“作为一名机械师，岗位虽小，责任

重大，我必须尽心尽责，像爱护生命一

样维护好战鹰……”战士小陈听得津津

有味，以前参与教育课不太积极的他主

动登台分享感悟。官兵们随声点赞说，

这样的教育很合“口味”。

“为了搞好这次教育，我们分专业、

分层次准备了三套教案。”中队指导员

马志辉向笔者介绍，机务官兵专业差

异、年龄跨度都很大，个人学习习惯、思

想认知水平和理解消化能力不尽相同，

“一套教案用到底”往往会导致出现学

习教育不深入、不均衡、不精准等现象。

聊到去年的一堂教育课，马志辉

至今仍感到尴尬。当他声情并茂地讲

述着自己精心准备的教案时，可一看

台下，心头却是一凉——有的同志打

起了哈欠，还有的同志在交头接耳、窃

窃私语。

岗位多、专业细、点位散，教育究竟

怎么搞？这个问题引起了支队领导的

高度关注，他们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研

后制订了针对性的办法：区分留守官

兵、地勤人员、空中机械师 3 类人员，从

他们的实际需求和岗位差异出发，分类

进行思想调查、分层实施教育授课、分

组开展配合活动，提高教育的针对性、

实效性。

与此同时，他们深入剖析任务规律，

精心筹划教育内容，从机务大队遴选出

一批优秀教员、理论骨干、专业尖子，按

照“受众分层、内容分类、课程分餐”的思

路精研授课内容，确保不同的授课教案

内容丰富、案例鲜活、针对性强。

新模式带来了新变化。教育课结

束后，机械师陈嘉说：“以前上课‘一锅

煮’，有的‘吃不饱’，有的‘消化’不了。

现在有了适合自己‘口味’的专属课堂，

大家热情明显提升了。”

教 育 精 准 发 力 ，催 生 精 武 动 力 。

笔者在飞行外场看到，马志辉针对部

分空中机械师疲劳厌训的苗头，利用

飞行间隙及时组织针对性教育，有效

激发了他们的训练热情。

武警某支队机务一中队解决教育“一锅煮”问题出实招——

一次教育三套教案，官兵都说合“口味”
■何朝楠 陈彦辰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曦

近期，中央军委印发的《关于构建

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

意见》明确，要注重差异化设置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区分不同人员和岗位需

求搞教育，防止上下一般粗、一锅煮。

部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个别基

层单位仍存在新老一堂课、咸淡一锅煮

等现象，导致教育始终挠不到痒处、戳

不到痛处、点不到穴位。

不同岗位的官兵，岗位职责不尽相

同，现实困惑也不尽相同；不同年龄的

官兵，人生阅历存在差异，思想水平也

存在差异。在组织教育时，如果不分对

象、不讲方法，结果必然是“知音少，弦

断无人听”。

教育不能搞“大水漫灌”、笼而统

之、大而化之，而是需要“精准滴灌”。

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奔着现实问题

和活思想去，紧贴官兵需求、加强分类

指导，才能让精心调制的“养分”精准

“滴入”官兵脑海，在潜移默化中筑牢

官兵思想根基。

教育需要“精准滴灌”
■介文涛

“70 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上，

我 们 从 未 害 怕 过 ，脑 子 里 只 有 一 个

念头，就是打败对手！”初夏时节，新

疆 军 区 某 团 高 原 驻 训 场 文 化 帐 篷

内，五营一连官兵们整齐列坐，通过

视频连线聆听抗美援朝老前辈樊树

甲上党课。

该团政治工作处主任曹斌介绍，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他们在学习

经典战例和战斗英雄故事的基础上，

采取视频连线、邀请回访等方式，邀请

参战老兵回单位授课、座谈、讲述团队

辉煌战史，让官兵近距离与英模对话，

学习英雄事迹，感悟英雄情怀，激发强

军动力。

为此，他们在每个驻训点位加装

视频系统，经过脱密处理后，远程连

线参战老英雄、老前辈，听他们上党

课。这次给官兵们授课的樊树甲老

英 雄 ，曾 跟 随 部 队 奔 赴 抗 美 援 朝 战

场，其所在的五营一连参加大小战斗

百 余 次 ，共 击 落 敌 机 30 架 ，击 伤 27

架，全连荣立集体二等功，三班被志

愿军总部授予“十颗红星炮班”荣誉

称号。

“ 没 有 人 是 天 生 的 强 者 ，狭 路

相 逢 勇 者 胜 。”听 完 樊 树 甲 的 党

课 ，“ 十 颗 红 星 炮 班 ”上 等 兵 张 泽

文 深 感 惭 愧 。 由 于 体 型 偏 胖 ，军

事 素 质 一 直 靠 后 的 他 曾 一 度 想

退 伍 。 课 后 ，他 说 ：“ 我 要 以 樊 树

甲 为 榜 样 ，以 实 际 行 动 践 行 初 心

使 命 。”

从 艰 苦 卓 绝 的 战 斗 故 事 里 汲 取

红 色 营 养 ，在 火 热 的 强 军 实 践 中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 高 原 驻 训 展 开 后 ，该

团官兵顶着风寒登雪山、蹚冰河、打

实 弹 ，在 雪 域 高 原 上 掀 起 了 练 兵 备

战热潮。

新疆军区某团

老前辈视频连线上党课
■本报特约记者 李 康 通讯员 李战锋 邹珺宇

“ 数 十 年 前 ， 遵 照 党 中 央 的 指

示 ， 我 部 官 兵 组 成 先 遣 营 ， 从 沿

海 地 区 出 发 跋 涉 千 里 ， 进 军 陌 生

地 域 ， 克 服 不 良 环 境 执 行 战 斗 任

务 ， 对 空 作 战 23 次 ， 击 毁 敌 机 29

架 、 击 伤 28 架 ……” 前 不 久 ， 在

北 部 战 区 海 军 航 空 兵 某 旅 导 弹 阵

地，80 多岁高龄的革命前辈吴明勋

情不自禁地挽起袖子，露出了铜钱

般 大 小 的 伤 疤 ， 慷 慨 激 昂 地 讲 述

着 当 年 他 参 加 作 战 的 情 景 ， 台 下

掌声经久不息。

该 部 是 海 军 最 早 成 立 的 高 炮 部

队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是一

支对空作战的“尖刀”部队。组建

以来，一茬茬官兵南征北战、默默

奉献，涌现出一批批先进典型和一

个个感人故事。

“革命前辈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枪

林 弹 雨 ， 他 们 勇 往 直 前 的 铁 血 精

神、不计名利的牺牲精神，是我们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该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李涛向笔者介绍，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着眼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充分挖掘驻

地红色资源，邀请老英雄、老前辈担

任红色故事讲解员，现身说法与官兵

分享战斗故事，引导官兵谈体会讲感

悟，自觉传承红色薪火，激发干事创

业的热情。

上一代人的励志故事，就是下一

代人的力量源泉。去年，刚刚从云南

大学毕业的女兵邵英华来到军营，却

未能如愿分配到水面舰艇部队，梦想

与现实的落差，让她的心里一度打起

了“退堂鼓”。聆听老前辈讲述的英

勇战斗故事后，她重燃斗志，工作训

练热情明显提高。

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

老英雄现身说法讲故事
■单 涛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 喆

5 月中旬，第 77 集团军某旅

通信营二连创新教育形式，借鉴

在年轻人中流行的“盲盒”游戏

开展教育。图为中士成绍东从

“盲盒”中抽出一本军地通用的

通信教材，分享教材背后的强军

故事。

冯 轶摄

记者探营

营连日志

“老许一出手，川湘粤桂全都有；老

许一发力，鲜香味美冒热气。”提起许显

虎，战友们无不竖起大拇指点赞：老许的

“味道”，叫人忘不掉！

老许其实不老，今年只有 23 岁，是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三营炊事班班

长。该营官兵来自五湖四海，众口难调，

要得到大家的夸奖绝非易事。这几年，

在许显虎的精心管理下，食堂菜品花样

翻新，或“网红制作”，或“家乡味道”，保

准有一道能抓住官兵的胃。

“来部队之前，我从没做过饭……”

2017 年，刚满 19 岁的许显虎选择参军入

伍，也成了全村第一个走进海军部队的

战士，下连后却被分到了炊事班，当时有

些失落。

面对现实，从不服输的他并没有自

暴自弃，很快调整了心态——行行出状

元，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最好。他从切

菜、淘米开始，慢慢地学习钻研厨艺。听

说扬州名菜“文思豆腐”最考验刀功，许

显虎就每天练习切豆腐丝，常常切到手

指。几年下来，他切的豆腐丝细若发丝

却又韧劲十足。

三营官兵都知道，在做饭这件事上许

显虎格外较真，不做到自己满意绝不罢

休。“里脊肉均匀切薄片，干辣椒和花椒炸

至棕红色，豆瓣酱要翻炒出红油，火候适

度掌握，才能做出一道汤红油亮、麻辣鲜

香的水煮肉片。”采访中，记者恰巧碰到他

边做菜边向上等兵徐海超传授技艺。

平时掌勺尽心尽力，任务保障更是毫

不含糊。去年底，团里执行某项演习任

务，官兵体力消耗大，对营养的需求也更

高，为了让战友们吃上热乎饭菜，确保任

务顺利进行，许显虎一刻也不敢懈怠，带

领炊事员加班加点。演习结束，官兵们纷

纷为许显虎请功。

一 段 时 间 ，老 许 发 现 有 些 官 兵 嘴

馋，每周外出总是打牙祭。但有的街边

小店不卫生，食品安全无法保证。“为什

么不把这些‘特色菜’搬上军营饭桌？”

说干就干，许显虎带着炊事班开始研究

新菜谱和特色菜。每次外出，许显虎总

喜欢到书店逛逛，有好的厨艺书籍都会

买回来，还网购了不少美食宝典，为了

做好各地特色美食，他更是托了不少战

友到处学艺。

“真没想到，在单位还能吃到这么正

宗的油泼面！真是足不出营就能‘南北通

吃’，感谢老许！”刚刚结束飞行任务的陕

西籍机务人员彭程从外场保障归来，就品

尝到了“家乡的味道”，顿时幸福感爆棚。

三尺灶台奏响强军梦想。入伍几年

来，许显虎多次被上级表彰，连团领导都

知道了他的大名。该团团长专门向前来

采访的记者大力推荐，希望能好好宣传

许显虎的事迹。

一句话颁奖辞：灶台是他的战位，锅

碗瓢盆是他的“武器”。他用自己烹制的

美味，让官兵感受到家的温暖。

老 许 的“ 味 道 ”
■文 鹏 覃家坤 本报特约记者 高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