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警福建莆田市边防支队
投入千万元为基层办实事

本报讯 （林建明）3月20日，武警福建

莆田市边防支队党委做出决定，筹资1212万

元重点为基层办十件实事，集中力量解决制

约基层建设的突出困难和“瓶颈”问题，保障

中心任务圆满完成。此举是该支队改进工

作作风，加强自身建设，以更大力度倾斜基

层、服务基层、保障基层的一项重要举措。

这十件实事经机关、基层反复调研论

证后，由支队党委研究确定，包括加强执法

执勤装备配备、加强机动部队建设、开展争

创“让基层满意机关科室”活动、加强民警

公安业务培训、加大官兵关爱力度、活跃警

营文化氛围、推进基层营房建设、保障官兵

身心健康、改善官兵办公生活条件、筹建十

八列岛派出所等，涵盖了部队业务工作、政

治工作、后勤建设等方面内容，件件都和改

善基层官兵工作、生活条件息息相关。

此外，该支队党委要求承办部门要认

真研究具体措施，对工作落实中出现的具

体问题，要及时报告，想方设法解决。同

时，还将在支队主页专门公布十件实事项

目内容、督办常委、责任单位等，接受基层

官兵监督，确保支队党委确立的“民心工

程”真正成为造福基层官兵的“放心工程”。

武警西藏森林总队新战士
申请到艰苦地区建功立业

本报讯 （李君懿 冀琳）新兵下连之际，

武警西藏森林总队 210余名新兵纷纷递交申

请书，主动要求分配到偏远艰苦中队，在基层

一线为建设生态西藏做贡献。这是该总队采

取多种方式开展正确对待工作分工专题教育

收到的可喜效果。

总队通过组织新兵认真学习十八大报

告，扎实开展安心边疆、安心部队、安心基层

和岗位无贵贱、工作有分工集中教育，深入开

展怎样对待组织分工大讨论，引导新战士强

化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大

局意识。广大新战士纷纷表示，要坚决服从

组织分配，主动到艰苦偏远的环境中摔打磨

练，让青春在建设生态中国、大美西藏的实践

中绽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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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军事部与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合办

江苏南通边检站自主
研发虚拟船舶检查系统

本报讯（崔恒宽 丁煊极）为优化船体检

查培训工作，日前，江苏公安边防总队南通边

防检查站深挖内部潜力、依托外部资源，历时

6个月，自主研发了虚拟船舶检查系统。

这套系统由人体动作分析单元、智能评

分单元、摇杆控制单元、甲板模式单元、生活区

模式单元、机舱模式单元等组成。依托智能化

培训模块，通过三维图像全方位，立体展示船

舶甲板区域，生活区域以及机舱区域，模拟不

同类型船舶的船体检查实情。系统的驾驶台、

楼梯通道、房间设置、船舱内的装饰等各种设

备均按照真实船舶等比例模拟，实现教、学、练

有效结合，方便官兵在最短时间内掌握船体检

查动作要领，全面提高官兵的实际操作能力。

武警河南安阳市支队
寓教于乐育官兵战斗精神

本报讯 （李向辉）战旗猎猎，杀声震天，

来自武警河南安阳市支队的 100 多名新兵，

在野外徒步行军期间组织的不同课目训练考

核中，没有一名战士叫苦叫累、受伤掉队。正

在组织训练的参谋长王建贞告诉笔者，这是

该支队注重发挥驻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多，

时时处处设课堂，将培育战斗精神融入党团

日活动和营区环境建设中的结果。

为了让战斗精神进入新战士思想和工

作，每逢周末，该支队都会举办“读战斗小说、

讲战斗故事、唱战斗歌曲、看战斗电影”活动；

经常组织新战士在烈士陵园举行授衔仪式；

形势战备教育，请老战斗英模到支队作报告；

党团日活动时，组织大家到林州红旗渠徒步

行军，体验当年林县人民战天斗日修天河的

艰苦岁月。如今，走进各中队营区，一股股浓

烈的战斗气息扑面而来，时时感染和激励着

官兵昂扬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战斗意志。

新疆阿勒泰森警支队
牧区巡诊送温暖

本报讯（贾晓明）连日来，武警新疆阿勒

泰森林支队官兵自发组建“学雷锋小分队”，

深入到农牧区进行义务巡诊，为农牧民群众

进行身体检查，送医送药。

巡诊期间，该支队共为农牧区配发常备

药品 365 种，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123 次，

受益群众达 2400 余人，受到农牧区老百姓高

度赞誉。此次活动，进一步密切了警政警民

关系，增强了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和支持保卫

生态工作的积极性。

武警陕西铜川市支队
科学制定菜谱倡导“光盘”

本报讯 （徐兵 卫西宏）连日来，武警陕

西铜川市支队严格落实“六菜一汤两主食”的

标准，科学调剂伙食，注重膳食平衡，深受官

兵好评。该支队政委许宁打趣地说：“现在大

家都变成了‘光盘族’啦！”

据了解，该支队教育引导官兵树立节约

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他们从提高菜

肴质量入手，利用“司务长之家”培训之际，对

司务长和炊事班长进行炊事技能培训，广泛

征求官兵对伙食的意见和建议，注重搞好伙

食调剂，科学制定食谱，倡导了“光盘”光荣的

节约风尚。

内蒙古呼伦贝尔森警支队
奋力抢救受灾群众

本报讯（杜俊奇 王艳清）由于气温回升

较快，冰雪融化水流成河，地势较低的内蒙古

呼伦贝尔三河镇遭到严重威胁。近日，根据

驻地防汛指挥部命令，武警呼伦贝尔森林支

队额尔古纳大队迅速出动 60 名官兵紧急赶

赴三河镇抢险救灾。

受灾现场，到处是汪洋一片。大队教导

员邱万军迅速将官兵分成 6 个小组，一个小

组负责警戒，其它小组负责转移受灾群众和

排水工作。经过近 3 个小时的奋战，官兵共

转移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用具 800 余件，挽救

损失 5 万余元，解救牲畜 315 余头（只），险情

也得到有效排除。

武警湖北恩施州支队
考核迎检取消“打前站”

本报讯（赵小云 许安虎）近日，在上级

突击检查通报中，武警湖北总队恩施州支队

基层受检单位得到上级高度评价，支队直属

大队三中队管理工作经验做法得到推广。

这是该支队端正工作指导思想，改进工作作

风，注重经常打基层收到的良好效益。

据了解，支队决定今后迎检一律不再

“打前站”，要树立“依靠基层抓基层”的工

作导向。他们专门成立了抓基层办公室，

对基层全面建设每月突击检查一次，每季

度覆盖检查一次，对检查出来的短板和弱

项，会同基层支部共同研究解决措施，并实

施电话跟踪问效，避免了基层建设容易出

现反弹的怪圈，有效推进了基层全面建设

整体水平的提升。

武警江苏扬州市支队
基层“小能人”重返训练场

本报讯 （王思奇）3 月下旬，武警江苏

总队扬州市支队 13 名被机关长期借调的

“电脑专家”“技术能手”等“小能人”全部返

回所在中队，走上了热火朝天的春季大练

兵训练场。这是他们坚持依法从严治警，

强化法规意识，从严格落实编制入手提高

部队战斗力带来的可喜现象。

支队明确规定，部门一般不得从基层

借调人员，确因工作需要借调的，必须报支

队主官和值班首长审批，并明确规定借调

期限，督促按时返回，对于随意借调的单位

和部门，坚决予以通报批评。同时，他们组

织机关干部原原本本学习条令条例和规章

制度，从强化机关干部能力素质入手，提高

机关干部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从源头上

杜绝随意从基层借调人员的现象。

武警广东湛江市边防支队
强化支部书记队伍建设

本报讯（劳永乐）近日，武警广东湛江

市边防支队根据新年度工作情况，科学设

定了支部书记工作目标，并与本单位所属

的 47 个党支部签订《支部书记目标责任

书》，将支部书记的学习、工作、训练等完成

情况进行细化量化，年终进行考核。

据了解，这个支队打破固有的练兵模

式，树立在工作中锻炼、在岗位上学习的意

识，编发了《七项组织生活制度模范标准及

考核细则》，定期开展岗位练兵、检查验收，以

达到每名党务工作者逐项演练、逐人过关的

目标。这个支队还将机关党支部与基层党

支部、先进党支部与后进党支部结成帮扶对

子，定期邀请班子成员列席支部会议，引导

双方班子成员熟练掌握组织生活的每个环

节，在相互交流中达到了共同提高的目标。

武警广东阳江市边防支队
紧急营救故障船艇

本报讯 (赵雷）近日，武警广东阳江东

平海域，一艘快艇因突发故障丧失航行功

能，随海浪漂泊近 5 个小时后进入大镬岛

附近暗礁较多的危险海域，幸遇边防官兵

及时赶到，快艇和艇上男子才转危为安。

当天 14 时许，广东阳江市边防支队

44701 艇接一湛江籍男子报警急需救援。

该艇迅速启动海上救援预案，组织救援小

组驾驶摩托艇前往救援，并与艇上男子时

刻保持联系。凭借着对管辖海域的了解，

边防官兵迅速判断出快艇当前的位置应该

在大镬岛附近海域。大镬岛附近海域暗礁

较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快艇随时有可能

触礁进水沉没。15 时许，经仔细搜索，终

于在大镬岛南 3海里处发现遇险船只。经

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成功靠近故障

快艇，并将艇上男子安全转移到边防艇上。

协助公安民警先后成功处置警情85000

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500多名，调解各类

纠纷 27900多起，救助群众 10000多人……

武警宁夏总队银川市支队三中队官兵担负

“两警联勤”城市武装巡逻勤务5年多来，在

回乡大地谱写了一曲曲新时期雷锋之歌，被

驻地群众誉为“天天学雷锋的好战士”。

用过硬军事本领打击犯罪

2010 年 2 月 13 日下午，110 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某酒店聚集两帮不法分子准备

“火并”。上士陈立满带 3名士官立即随民

警赶到现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门口

放哨的 4 名“马仔”放倒后破门而入，大喝

一声：“都别动，双手抱头蹲下！”突然，陈立

满看到一名男子猛地掏出一把手枪企图行

凶，他一甩棍将对方手枪击落，紧接着一记

侧踹将其踹飞，这名男子“哼”地一声瘫倒

在地。其他人见武警战士如此神勇，都乖

乖束手就擒。

为配合民警有效打击犯罪，中队官兵

苦练军事技能，个个都有一招制敌的过硬

本领。

2012 年 5 月的一个深夜，某公园数十

人聚众斗殴。下士魏潇翔、肖超与两名民

警赶到后，发现现场已经失控。

“住手！”下士魏潇翔大吼一声冲进人

群，一名小头目打红了眼，挥起一把匕首向

他砍来，他用警棍奋力向上一格，紧接着一

记“卷腕夺刀”将男子撂翻在地，使劲一折

腕，对方发出杀猪般的一声惨叫，全场顿时

安静下来。见“老大”都被制服，其他人也

都放下了凶器，此次“战斗”被列为以少制

多的经典案例。

截至今年 3 月，官兵们先后有效处置

各类治安警情 24059 起，“两抢一盗”案件

3275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2540人。

用有效处置手段化解纠纷

2012 年 7 月，因老板拖欠工钱，200 多

名农民工将某批发市场封堵断电，如不及

时恢复正常秩序,将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下士苏金福带上等兵王文兴与民警赶

到现场后，立刻被情绪激动的农民工包围，

有的甚至要掀翻警车、殴打民警。关键时

刻，苏金福找到工头说：“如果发生流血事件，

你们不仅要不到钱，还会犯法！”工头这才喝

令农民工们平静下来。随后，官兵们找到并

说服老板支付了工款，最终平息了事态。

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有人常问

官兵们怕不怕，他们总幽默地回答：“习惯

就不怕了！”

近年来，中队官兵始终坚持依法执勤、

文明执勤，成功处置各类纠纷 27900 多起，

全部实现零投诉。

用无私奉献精神救助群众

2009 年 3 月 6 日，一位冰钓老人掉入

冰窟，性命危在旦夕。下士杨志泰赶到现

场，绑好救生绳就向湖中央走去，眼看要够

到老人，冰面猛然裂开，他一下掉入水中！

忍着刺骨的冰冷，杨志泰用左手牢牢勾住

老人的脖子往回游，并用右拳使劲砸冰，硬

是砸出了一条 10 米多长的“生命通道”。

最终，老人脱险，他却冻得浑身发抖、说不

出话来，右手也被冰块划得血肉模糊，至今

仍有两条深深的疤痕。

中队官兵始终把驻地当故乡、把群众

当亲人，竭尽全力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

的人。

2012 年 5 月 16 日下午，某高校图书馆

六楼顶，一名男生因失恋准备自杀。中士

赵振权一边对男生劝导，一边向他靠近。

谁知学生父母赶到后，父亲对儿子破口大

骂，男生情绪一激动，转身便跳了下去。千

钧一发之际，赵振权飞身一跃扑倒在楼板

上，一把揪住了男生后衣领，男生双腿凌空

挂在外墙上，两手挥舞着。直到民警赶到

把男生拉上来后，赵振权的手仍死死地抓

着他，半天都掰不下来。

近年来，中队官兵先后救助群众 10000

多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中队被

自治区、银川市表彰为“学雷锋先进集体”

“感动绿色军营、感动第二故乡”先进集体。

回乡大地谱写雷锋之歌
武警宁夏银川市支队一大队三中队官兵弘扬雷锋精神记事

□ 罗汉东 雷铁飞 王 锐

从一个不会说汉语的朝鲜族山里娃，

成长为如今会讲三种外语的北京林业大学

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博士后导师，先后多

次被评为武警部队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森

林防火先进个人，一次荣立二等功，4 次

荣立三等功……中国森林灭火学科创建

人、第十五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武

警警种学院森林灭火教研室主任朴金波教

授创造了一个奇迹！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震惊中外的“5·
6”大火，刚从加拿大学习国外先进灭火技能

归来的朴金波临危受命，担任空中副总指

挥，在整个灭火作战中，他沉着冷静，机智

勇敢。每天 8 小时的飞行，弄得他头晕恶

心，但一登机指挥，他就格外精神，20 多天

的战斗一结束，他竟瘦了 20多斤。在那场

大火中，他一共指挥森林灭火部队机降

1000余次，无一差错，为扑灭这场罕见的大

火，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荣立了三等功。

1990 年，朴金波从武警黑龙江森林总

队大兴安岭支队呼玛大队长，被选调到黑

龙江省森林警察学校负责组建森林灭火学

科教研室。当他准备走上讲台，一展身手

之时，才发现困难比想象要严重得多。当

时连一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只能靠临时

七拼八凑的讲义来应付。没有教材，教书

育人无疑成了一句空话。于是，他决心编

写一套系统规范的专业课教材。如今，他

已经组织编写教材 76部，翻译教材 10万余

字，其中《森林灭火组织指挥》被评为“全军

百门优质课”，列入国家“2110”工程。

面对火魔，不是光有一腔热血就能打

胜仗了，关键要有最先进的扑火工具。经

过无数次的论证和实战检验，他又陆续研

制出 40 余项革新成果分别获国家、军队、

武警部队科技成果奖，有 13项填补国际国

内空白，

该院院长李保全、政委沈德富自豪地

说：“40 年来，朴金波指挥 200 多场森林大

火扑救官兵无一伤亡，挽救群众生命千余

人，保护国家和群众的财产上亿元，当选为

中国首届‘十大绿色卫士’。而他也先后为

森林部队培养了 8000 余名初级灭火指挥

员，其中 100 多人被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

评为‘优秀指挥员’，800 多人立功受奖。

他本人多次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军育

才金奖’，成为中国森林消防专业委员会专

家委员和武警部队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灭火教授朴金波
□ 张跃林

驻守在中原腹地的武警河南总队郑州市

支队，有这样一群身手敏捷、技巧精湛的官兵，

他们能高墙攀登、飞车擒敌、百步穿杨，而他们

高超的技艺都来自于一个“冷面教官”的传授。

这名“冷面教官”就是赵国平，武警河

南总队郑州市支队司令部作训科长，在各

种特战训练中，他既当教官又是学员，与战

士们一起摸爬滚打；抢险任务中，他奋不顾

身勇往直前，为了人民利益可以舍弃自己

生命；日常工作中，他立足本职大胆创新，

带动支队军事训练成绩稳步提升……

从一名特战队员到特战队长，赵国平

以坚韧的意志和顽强的拼搏，完成了一个

合格武警特战军官的转变。

2002年，入特战队之初，他带头坚持强

化训练：上午，300个手掌俯卧撑、300个拳头

俯卧撑、100次蛙跳、300次仰卧起坐、抓绳上

100 次、小腿绑沙袋踢腿 500 次、马步推砖

800次；下午，战术、障碍、精度射击训练，每

次训练完以后，手酸得拿不起筷子，脚疼得

迈不动步子，夜里睡觉只敢保持一个姿式。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参加总队特战

比武，赵国平荣获战术示教作业个人第一

名。在他的带领下，支队特战分队在参加

总队比武中连续 6次摘得桂冠。

“只要干部带好了头，战士训练起来就会

更有激情！”这是他每次训练时坚持的一个信

念。在参加总队素有“魔鬼周”之称的优秀年

轻干部集训中，已30有余的他，挑战身体和心

理极限，负重60多公斤，行程400多公里。

14 年军旅生涯的学习和实践中，赵国

平觉得作为一名作训科长、军事指挥员、特

战军官，抓好军事训练是自己义不容辞的

责任，在不断提高自身军事素质的同时，他

在反恐基础训练和部队军事训练教学上认

真摸索和总结经验，提高了特战分队的反

恐和处突能力，为基层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四会教练员和训练骨干。

这些年，他连续 5 年担任支队新训战

术、擒敌和射击等重难点课目的教学任务，

先后担任了总队预选标兵教练员培训教案

编写和现场教学指导任务、河南省“卫士—

2003”反恐演习反劫持课目武警特勤分队

指挥员角色、国家反恐办来郑调研期间的

反恐课目演示任务、郑州市公安局“卫士—

09”演习武警反劫持课目内容设计和队员

训练任务，多次受到省市各级领导和总队

首长的高度赞扬。

特战先锋赵国平
□ 刘 强 汤 玲

湖南望城，雷锋故里，驻守着武警湖南

望城县中队。毛泽东同志发出“向雷锋同

志学习”号召 50 年来，雷锋精神就在这里

生根发芽，闪耀光芒，该中队也被当地群众

誉为“雷锋故乡的活雷锋”。

忠诚基因铸牢官兵信念

大学生排长陈斌的思想疙瘩是在雷锋

中队这个育人熔炉里解开的。2010 年，陈

斌入伍到部队，各方面表现优秀，可就是迟

迟不交入党申请书。问及原因，他总是回

答：“入不入党我照样干好工作，绝不会丢

领导的脸。”

经过深思熟虑，支队特意安排他到望

城县中队淬火。到中队第一天，陈斌就在

时任指导员肖叶飞的带领下，参观中队“学

雷锋展览馆”，读中队官兵续写的《雷锋日

记》。同一天，中队组织学雷锋讨论，官兵

你一言我一语交流学雷锋心得，一句句发

自肺腑的话语震撼了陈斌的心灵。讨论结

束，他独自跑到“学雷锋展览馆”补课。雷

锋同志朴实的语言让他明白了什么是一名

共产主义战士最宝贵的品质，那就是——

听党的话，对党忠诚。

陈斌变了，第二天，他主动向连队申请

入党，在入党申请书上，他深情地写道：“学

历是铜牌，能力是银牌，人格是金牌，忠诚

才是王牌！”

“雷锋精神是中队的传家宝。”中队所在

支队政委张力强说。50年来，中队先后涌现

出180名“学雷锋标兵”和“先进个人”，88人

成长为支队“训练标兵”和“技术能手”。

真诚奉献提升社会温度

“雷锋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

作为雷锋家乡的武警战士，无论世道怎么

变化，我们应当坚守雷锋精神阵地。”面对

社会上的“雷锋过时论”，支部一班人在讨

论学雷锋的议题上，观点鲜明，思想统一。

去年 12 月的一天，司务长黎列勇骑电

动车外出买菜，看见一个老汉被摩托车撞

倒昏迷在地，肇事司机迅速逃跑。面对路

上行人的视而不见，小黎立即上前抢救老

人。一位年轻人告诫小黎：“老人很有可能

是‘碰瓷’的，别让人讹上了！”小黎想都没

想就抱起老人，将老人送到医院。

同样的“两难境地”，在岳阳籍退伍战

士张喜阳身上体现得更明显。一次，小张

在洞庭边看到渔民向溺水者家属求助打捞

漫天要价，便注册成立了志愿者救捞队。

一些渔民觉得小张故意断了他们的财路，

亲朋好友也认为他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

很晦气。面对困惑，小张想到了中队。在

电话中，中队领导给予他学雷锋善举的高

度肯定，并派战友专门去看望协调，使他有

了主心骨。几年下来，他解救了 21名落水

者生命，被群众称为“洞庭湖上保护神”。

多年来，中队官兵为地方政府和人民

群众做好事 8100 余件。中队也先后被评

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全军

学雷锋标兵集体”和“学雷锋模范中队”。

占领高地引领道德风尚

前年 3 月 5 日，望城中学组织学生到

“雷锋中队”参观学习，一件件雷锋生前的

实物，一张张中队官兵学雷锋的历史照片，

让大多数师生受到了教育，可也有少部分

同学心不在焉。一名初三学生甚至认为，

学雷锋固然是高尚，但没有“追星”有意思，

没有追赶潮流刺激。

这件事情引起了党支部“一班人”的反

思：时代在不断进步发展，学雷锋如果不能

创新发展，学雷锋活动就会与人们真正学

习的目标渐行渐远。

中队党支部及时调整思路，引导官兵

一方面理直气壮学雷锋做好事，另一方面

拓宽思路、与时俱进，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参

与公益事业、科技助民上。村民张大明因

对豆制品制作技术不熟，赔了不少钱。中

队派出精通技术的战士主动登门施教，手

把手地传授豆制品制作工艺。仅仅两个月

时间，张大明就掌握了各种豆制品的制作

技术，成了远近闻名的“豆腐大王”。

据不完全统计，中队近年来先后给附

近村民捐赠科技书籍 1600多册，帮助近 40

个贫困户走上了致富道路。感激之余，村

民们自发在村口竖起了一块“吃水不忘挖

井人，致富不忘子弟兵”的石碑。

雷锋故乡的活雷锋
武警湖南望城县中队 50年坚持学雷锋纪实

□ 徐宏新 熊 伟

“孩子们来了，真好！”老兵冯四菇一边吃着武警福建三明市泰宁森林大队士官班长陈
伟喂到嘴里的牛奶花生，一边开心地说。近日，该大队官兵又出现在这个养老院，这是开
展学雷锋月活动以来大队官兵服务人民的一个缩影。 邓东峰摄影报道

孩子们来了孩子们来了，，真好真好

本报讯（贺军荣 杨磊 杨晓荣）近日，

根据新兵训练总体安排，武警陕西省总队

第一支队 300 多名新兵第一次迈出营门负

重行军，第一次在贴近实战的条件下接受

人生历练。

徒步野营拉练，既是一次意志、体能、

作风的锤炼，更是对部队战斗能力、综合保

障能力和新兵教育训练质量的一次全面检

验。40 分钟摩托化行军结束后，运兵车队

停在了迤逦的骊山脚下。随着对讲机里传

来野营拉练总指挥、副支队长兼新训大队

大队长董海峰的一声令下，新训大队全体

官兵迅速下车，列成行军纵队，沿崎岖的山

路开始了 33 公里的徒步行军。10 多公里

的上坡路，时不时的奔袭和急行军，加上穿

插进行的通过染毒区、驱散阻挠行军的“不

法分子”和破除道路障碍物等实地演练课

目，让新战士们很快达到了体能极限。不

少新战士脚底打起了水泡，体力出现透支

迹象，但他们仍然咬紧牙关，跟紧队伍，没

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夕

阳的照耀下，他们高唱着军歌，昂首阔步向

拉练的终点迈去。

“这次拉练，对我们这些新兵而言，是

蜕变之旅。它使我认识到，要想高质量地

完成执勤、处突任务，不但个人要有过硬的

军事素质，战友之间的团结协作也很关

键。”新兵袁威威对此深有感触。

武警陕西省总队一支队新训大队

新 兵 野 营 拉 练 忙
★★有图好好看有图好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