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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海涛、张政报道：早春

时 节 ，北 部 战 区 空 军 航 空 兵 某 旅 机 务

大 队 组 织 群 众 性 岗 位 练 兵 比 武 ，放 单

不满半年的一中队机械技师王健出现

在参赛名单上。该旅鼓励年轻官兵登

台打擂，在比武内容设置上增加“含战

量 ”，强 化 官 兵 实 战 意 识 ，锤 炼 随 时 能

战本领。

笔者了解到，这次比武，像王健这样

的年轻官兵并不少见。该旅按照岗位工

作时间划分层次，让各专业、各年龄段的

官兵都有机会一展身手。同时，他们将

部分比武指标向年轻官兵倾斜，为他们

上场比武创造条件。

“让更多年轻官兵上台一较高下，主

要是为了强化随时准备打仗的意识。”该

旅领导介绍，在制订比武方案时，该旅党

委统一认识：比武必须坚持实战标准，检

验官兵随时能战的能力。为此，他们改

变过去选派训练尖子参加比武的做法，

临机抽取选手参赛。

比武当天，来自多个单位的 68 名选

手，围绕故障检查、机组快速出动、战伤

抢修等 5 大类 20 余项课目展开角逐。为

了提高比武“含战量”，该旅临机设置故

障、随机抽取课目，增加比武难度。虽然

这给不少首次参赛的官兵带来不小挑

战，但他们“看摸听嗅”运用娴熟，“校测

探判”毫不含糊，以优异表现赢得考核组

好评。

经过激烈角逐，5 名年轻官兵荣登

龙虎榜。获得故障检查项目第 3 名的王

健欣喜地说：“相对于成绩，更重要的是

对自身职责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一

定勤学苦练、精武强能，时刻做好战斗

准备。”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

临机抽考锻造机务精兵

身着 21 式作训服，胸戴红花，身披

绶带……3 月 19 日，在河南省焦作市武

陟县人武部役前教育训练基地，去年

大学毕业的祝千姿和在校大学生祝奥

姐弟俩，格外引人注目。

这一幕，是姐弟俩多年的梦想。

2016 年 6 月，焦作籍“人民英雄”申

亮亮牺牲在维和岗位上。英雄魂归故

里，家乡百姓十里相迎，泪湿衣襟。“好男

儿应该当兵，男子汉沙场建功。”当时正

在读初三的祝奥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

“花木兰替父从军，王亚平遨游太

空……我觉得女孩子也应该到军营去

磨炼。”在役前教育训练基地，祝千姿

从日记本里拿出一张照片说，“表哥付

煜琛是驻西藏阿里某部的一名中士，

这是表哥第一次穿军装时拍的照片。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们姐弟俩从军

的愿望就更加强烈。”

早在 2019 年，祝千姿就在大学报

名应征，但因支教错过了体检。那一

年，祝奥也报名应征，却因体重超标未

能如愿。

“我们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姐弟

俩对焦作这片红色热土涌现的“人民英

雄”申亮亮、海军烈士鲁朋飞等人的事迹

耳熟能详，都把“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作

为自己的座右铭。填报入伍志愿时，姐

弟俩相约写下：“我们自愿到边疆、到艰

苦的地方奉献青春、报效祖国。”

父母也支持姐弟俩的选择。父亲

祝启斌告诉记者：“孩子能为祖国站岗、

为人民放哨，我们为他们感到光荣。”

“这是红色基因的传承，祝愿姐弟

俩 早 日 建 功 军 营 。”焦 作 军 分 区 领 导

说，上半年征兵工作中，焦作市适龄青

年参军入伍意愿强烈，大学毕业生征

集比例创历年新高。

湖南省益阳市新
兵张雨—

先烈后代志从军
■李 波 肖 腾

近日，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 74 名

预定新兵来到丰堆仑革命旧址，接受

红色教育。为新兵讲解历史的，不是

旧址纪念馆讲解员，而是预定新兵中

的一员——张雨。他的高祖父张华庭

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就悬挂在旧址纪

念馆的大厅里。

近百年前，张华庭放下锄头投身

革命大潮，成为湖南益阳第一批共产

党员。1927 年“马日事变”后，张华庭

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每次来丰堆仑革命旧址参观，我

都为大家讲高祖父的故事。”张雨说，他

从小就听家人讲高祖父的事迹，随着年

龄增长，他也越来越理解高祖父的选

择。考上大学后，张雨选择继承先辈遗

志，成为家里第 7个参军入伍的人。

心中深扎参军报国的信念，在役

前教育训练中，张雨勤奋刻苦，积极完

成各项训练任务。役前教育训练结束

后 ，张 雨 收 到 梦 寐 以 求 的 入 伍 通 知

书。他将前往北部战区陆军某部，开

启军旅人生新征程。

“高祖父那一辈先烈，用生命和热血

换来了新中国。保卫好、建设好祖国，是

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在丰堆仑革命旧

址，张雨的肺腑之言获得战友阵阵掌声。

“ 以 前 我 总 觉 得 ，英 雄 离 自 己 很

远。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只不过，他

们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融为一

体。”资阳区预定新兵王宇城表示，到

部队后，他会以先辈为榜样，把青春挥

洒在强军征途上。

离开旧址纪念馆前，张雨向高祖

父的革命烈士证明敬了一个标准的军

礼：“高祖父，我要去当兵了，我一定会

像您一样，苦练本领、报效祖国！”

山东省淄博市新
兵韩凯鑫—

一家三代五个兵
■任安刚 孙章敏

“韩本文的小孙子韩凯鑫也当兵

了，是火箭军。”这几天，这条消息在山

东 省 淄 博 市 高 青 县 花 沟 镇 唐 口 村 传

开，抗美援朝老兵韩本文“一家三代五

个兵”成为村民热议的话题。

说起抗美援朝的经历，韩本文记忆

犹新。当年，韩本文报名参军，成为一

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他和战友们坐

了几天几夜火车抵达朝鲜江东郡。在

艰 苦 的 环 境 中 ，他 英 勇 作 战 ，守 卫 和

平。1959年 3月，韩本文光荣退伍。

岁月流转，家风传承。1981 年 11

月，韩本文的大儿子入伍到北海舰队，

成为一名海军战士，从军 5 年 3 次受到

嘉奖。他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因身体原

因无缘军营，但哥俩约定：“等儿子长

大了，让他们当兵去。”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受韩本文的影响和熏陶，他的 3 个孙子

从小就会唱这首歌，也最喜欢听爷爷

讲 抗 美 援 朝 的 故 事 。 大 孙 子 韩 凯 旋

2013 年 9 月入伍，从军 5 年 4 次受嘉奖

并光荣入党。二孙子韩通 2021 年 3 月

入伍，同年年底被评为优秀士兵。小

孙子韩凯鑫 2021 年 8 月也报名应征，

但因体重超标未能如愿。

跑 5 公里，做俯卧撑……韩凯鑫坚

持每天锻炼身体。今年上半年应征报

名，韩凯鑫体检政考“双合格”，并在役

前教育训练中取得优秀成绩。

新兵起运前，高青县人武部组织

新兵和家长互送视频寄语活动。在拍

摄“我对家长说”视频时，韩凯鑫坚定

地说道：“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争取成

为一名优秀军人，为爷爷争光，为家乡

争光！”爷爷韩本文则在“家长寄语”视

频中勉励孙子：“盼你早日建功军营，

为我们三代人续写新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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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焦作市新兵
祝奥和祝千姿—

姐弟同怀英雄梦
■辛振乾 雒根生 本报特

约记者 李光辉

本报讯 刘殿如报道：“作为战略支

援部队这一新质作战力量的主体医疗单

位，科研创新必须向战斗力建设聚焦。”

近日，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特殊

环境下遂行任务时防护医学研究取得阶

段性成果。该中心领导介绍，他们按照

人才对接战场、科研倾斜战场、立项瞄准

战场的思路，开展科研创新。近年来，该

中 心 6 项 科 研 成 果 荣 获 军 队 科 技 进 步

奖，建功战场救治领域。

该中心组建后，职能定位由医疗为

主转变为医疗、科研、训练并重。面对转

型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他们着眼战略支

援部队新质作战力量建设需求，构建平

台支撑、医研一体、特色鲜明的科研体

系；加大特色科研政策支持力度，设立科

研专项基金；增加卫勤保障、自然灾害救

护领域课题数量，集中力量攻关战场保

障难题。近年来，他们新组建 6 个学科

中心、1 个卫勤训练模拟应急救治中心，

近 7 成新技术新业务服务练兵备战。

“科研聚焦战斗力建设，科研人员

必须懂得战场需要什么。我们坚持在

演训任务中锤炼科研人员向战为战的

卫勤能力。”他们筹建备战卫勤训练中

心，开展战场救治演练、应急卫勤拉练；

选派专家参与进场驻训、出海跟训、跨

区演训，安排近百名年轻医疗骨干参与

重大任务。去年，该中心卫勤小分队随

部队机动上千公里赴高原演训。期间，

他们探索完善高原野战环境下口腔疾

病防治方法。

据了解，该中心先后有 70 余人入选

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获国家

和军队表彰奖励。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

科研创新紧盯战场救治

初春时节，南部战区海军开展远海联合训练，提升实战能力。

陈润楚摄

强军论坛

正 青 春 当 兵 去

图①：祝奥（左）和祝千姿合影。 雒根生摄

图②：张雨向高祖父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敬礼。 肖 腾摄

图③：韩凯鑫参加队列训练。 孙章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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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号角响，青春启新程。

最是一年春好处，大江南北、菁菁校园里的适龄青

年们，心中响起同一个声音：正青春，当兵去！从军报

国的热潮，在中华大地涌动。

融融的春光里，一颗颗梦想的种子破土发芽。穿

上笔挺的军装，怀抱军旅梦的新兵们，带着亲人的期

望，出发前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将以浓浓的家

国情怀，在军营书写动人的青春篇章。

据报道，南部战区近年来高度重视

联合文化培育，鲜明提出以“服从统一指

挥、尊崇联合至上、主动团结协作、勇于

自我牺牲”为内涵的联合文化价值理念，

着力打造富有战区特色、支撑打赢制胜

的战区联合文化，推动战区部队从“形

联”向“神联”转变跨越。

习主席深刻指出：“一个没有精神力

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

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联合文化既

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对军队文化重塑的必

然要求，又广泛渗透于联合作战体制编

制、力量结构、行为准则和模式之中。作

为滋养和提升联合作战能力的重要“软

实力”，联合文化就像看不见的手，有力

推动着联合作战体系从“形联”步入“神

联”，从“芯联芯”步入“心连心”。各部队

只有自觉用联合文化浸润官兵，才能让

联合意识融入血脉、联合思维成为习惯、

联合行为牢固确立，才能熔铸共同价值

追求、编织共同精神纽带、催生共同使命

担当，为联合作战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

文化支撑。

“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必须联万心

而作一心。”军种身份，代表一名军人的

实力归属和职业特性。从一定意义上

讲，没有军种身份之分，没有军种优势

的发挥，也就没有联合作战。但过分强

调 军 种 身 份 ，就 会 产 生 壁 垒 、影 响 联

合。培育联合文化，应首先破除观念壁

垒，自觉克服军种配属的意识 、各自为

战的习惯、单打独斗的思维，不争“你多

我 少 ”，不 抢“ 主 攻 助 攻 ”，增 强 联 合 意

识 、强化联合自觉，自觉做到一切为了

联合、一切服从联合。

联合制度机制是联合文化的重要体

现 ，也 是 联 合 作 战 顺 利 进 行 的 重 要 保

证。这次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对军事力

量运用政策制度进行全新设计，出台了

一系列关于联合作战指挥、联合作战行

动、联合作战保障等方面的战略举措，使

“联”的要求真正上升为“法”的规定，立起“法”的权威，强化“法”的刚性约束，推

动联合从“人治”向“法治”根本转变。

“战争的精华，不是在胜利，而是在于文化命运的展开。”联合文化的培育、

联合意识的强化、联合行为的塑造、联合习惯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

坚持思想教育、实践砥砺、制度规范等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各单位应善于把联

合文化培育融入联演联训、值班备勤、应急处突等任务，使官兵在军事实践中提

高联合素养、锤炼全局观念，在日积月累中凝聚“联”的共识、深化“联”的实践。

应充分发挥环境氛围的无形渗透作用，积极营造“联”的文化环境，让官兵时时

受教育、处处受熏陶，不断强化联合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作者单位：69218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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