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戚在林 刘仕琪）近日，在

武警安徽总队滁州支队针对一场实战化演

练中展开的检讨式总结中，一些在演练中暴

露出的问题先后被摆上了会议桌。支队长

高亦全告诉笔者：战斗力生成没有捷径，任

何作风不实、急于求成的做法在实战面前都

会“露原形”，上了战场终究要吃亏。

11 月初，该支队拉到陌生地域展开了

一场跨区域处置突发事件演练。结果狡猾

的不法分子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逃之夭夭，

特战队员们只得空手而归，为红方争取战场

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利。

“直属中队特勤排是前段时间机关重点

帮扶的对象，在上次考核中也表现不错，为

何这次演练让人大跌眼镜？”带着这个疑问，

支队长高亦全决定要深挖问题寻个究竟。

经过调查，他们发现，为了完成机关工作组

开出的“良方”，特勤排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

是重点研训考核中必考的内容，对一些较

偏、较难、较险的课目则一笔带过，以至于在

实战化演练中面对复杂条件和陌生环境便

手足无措。

该支队党委“一班人”一致认为：急火

易煮“夹生饭”，战斗力生成不能一蹴而就，

要 让 基 层“ 唱 主 角 ”，机 关 不 能“ 越 俎 代

庖”，搞“大包大揽”。随后，他们以此为

戒，将机关帮带基层中指导思想不端正、作

风不实、急于求成的做法罗列出来，并召集

机关部门一一对号入座，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查摆，进一步端正机关指导作风。同时，

他们结合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际，坚

持按照《遂行任务能力检验评估实施办法》

要求从严从难施训，狠抓基层分队对形势

任务、作战编成、处置手段的课目研究，坚

持从不同训练课目、任务种类、训练环境的

实战出发，设置了几十余种预想情况，定期

把部队投放到陌生地域和恶劣环境中展开

处置突发事件演练，加强防渗透、防袭击、

防爆炸等课目训练，强化官兵在实战背景

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在机关部门研

究与基层官兵实践结合中，他们先后探索

总结出 10 余种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形、

不同条件下的新战法，有效提高了部队战

斗力。

武警安徽总队滁州支队

战斗力生成不走捷径

深冬时节，新疆军区某团千人百车穿冰谷、越山坡，

在阿里高原展开实战化演兵。车队头车的驾驶员是一

名叫李岩的上等兵，他说：“我曾经执行过青藏高原甘孜

灾区运送任务，高原行车我有经验……”

该师今年首上高原，一个上等兵怎么会曾经执行过

高原任务？李岩看出了笔者的疑惑，他解释道：“为了自

己的英雄梦，这已是我第二次穿起军装。”

2010 年，李岩熬不住家人轮番劝说，叛逆少年走进

军营，成为成都军区某旅的一名汽车兵。“父母都做生

意，条件不错，哪吃过这个苦。”当兵之初，李岩抱定“两

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想法，天天扯日历，倒计时回家。

新兵下班后，因为驾驶技术出众，他被选进机关，成

了一名小车司机。每次看到其他战友操枪弄炮，李岩总

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机关兵当起来没感觉。”

2012 年 10 月，四川甘孜地区发生地震，李岩主动请

缨，请领了向灾区运送建筑材料的长途机动任务。海拔

4500米，氧气吃不饱；72道回头弯，道道没有回头路……

每每想起当年 3天 2夜连续驾驶，和战友一起共渡险关，

李岩总是觉得无比自豪。“英雄梦”像一颗种子埋进了李

岩的心田。

种子刚要发芽，却迎来了暴风雨。刚下高原，李

岩就收到了父亲右臂粉碎性骨折的消息，孱弱的母亲

长年卧病在床，一人难以支撑家业，家中急需照料。

李岩含着泪撕碎了自己的留队申请书，脱下军装回到

了家乡。

2014 年 6 月，家乡武装部放映的一则边疆军人精忠

报国的征兵宣传片强烈拨动了他的心弦，心中的“英雄

梦”又一次破土发芽，李岩当即辞退了某国营企业工作，

报名参军，主动申请到最边远、最艰苦的边疆参军入

伍。来到了新疆独山子，由于“摸爬滚打处处争先，吹拉

弹唱样样能来”，李岩不仅成了新战友们的榜样，更是他

们的知心哥哥。新战士张祥因体能基础弱，惧怕训练，

心中打起了退堂鼓。李岩主动当起他的心理导师，每天

陪他一起训练，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导他，帮助他坚

定从军信念。

由于在新兵连表现突出，下连前夕，机关又一次向

他伸出了橄榄枝，想要安排他去公务班锻炼。“当兵就要

扎在战位上，做一个能上战场的兵。”面对可以调进“公

务班”的机会，他一连写下了 5 封下连申请书，毅然表达

了希望去基层连队摸爬滚打的心愿。终于，他如愿来到

了该团的红军连队“英雄白马连”，成为了该红军连第

4675 名士兵，并在同年兵中第一个担任了副班长。此次

执行高原使命课题任务，李岩由于表现突出，在西藏阿

里的边防线上火线入党，面对界碑，他庄严地诵读了入

党誓词，在离天最近的地方铭刻下了一名士兵党员的赤

胆忠心。

“如果再选择一次，我依然会穿起军装；如果部队需要，我会一直穿着军装！”今年老兵退

伍晚会，李岩把自己的真实经历改编成了一则名为《不要忘记梦想》的小品，结尾时，他奋力

喊出了自己的心声，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如今的他，已经决定留队套改士官，在火热的

军营演绎自己的“英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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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战卫勤分队实施跨区整建制基地化训练，

尚未离开“家门”，考核便已经开始；撤收归建多

日，考核却仍未结束。刚刚参加完“卫勤力量—

2015A”训练的北京军区第 261 医院野战医疗队，

对这种训练模式津津乐道、喜不胜收。

创造该训练模式的正是第三军医大学全军卫

勤综合训练基地。

问题倒逼，传解决之道更
注重授之以渔

作为全军首个和唯一正式挂牌的全军综合卫

勤训练基地，第三军医大学党委感到崇高的历史

使命。

基地党委决定对受训分队先考后训，直击它

们的短板和痛处，把潜藏着的问题逼出来。受训

分队拉动命令一宣布，“家门”还没出考核即已开

始，从战备转换到远程输送，从进驻展开到保障运

行，组训人员跟踪却不指导，而是拿受训分队自己

的方案考，用基地的千分制标准量，评出受训分队

的“原形”和“老底”。

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军区第 180 医院野

战医疗队查出各类问题 244 项，济南军区第 150

医院野战医疗队的问题清单长达 283 项，其他

受训分队亦是如此。在桌面推演和分组研讨

中，为找到更贴近实战的解决方案，不仅队员

们针锋相对、唇枪舌战，专家教授也频频被质

疑和逼问。

有趣的是，在专业项目考核上，如果分队自身

主动梳理出的问题数量小于或等于评估人员新补

充的问题数量，得分为 0。基地主任张东旭认为：

“培养他们自身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务求实战，改教风转训风
胸中自有狼烟

基地党委开出的药方是：精训！办法是：分

解、细化、量化。组训团队审视全军、放眼世界，编

制出我军第一部《野战医疗所（队）整建制基地化

训练千分制检验评估标准》，考核项目达十几个、

考核标准上百项，累计分值达 635分。

尤为巧妙的是，单项评估标准采用灵活的

5 分制赋值方式，有些项目对不规范、不完善操

作采取逐次扣 1 分/人（次、项），更多项目则不

设标准答案，不搞规定动作，给受训人员自主

发挥空间，根据保障打赢的优劣程度给予相应

分值。

基地政委张晓东说：“受训分队一入驻基地，

我们就向他们专题阐释演练规则，专门强调‘贴近

实战，求真务实’。”

于是，装载输送不因大雨倾盆而暂停，按图

行进不因迷失深山而提醒，受训分队入驻基地

一律自住帐篷、自开伙食，一切按照实战的情形

自我运行、自我保障。基地非但不会提供帮助，

还随时设置医疗区暴恐袭击、药库发生爆炸、医

疗设备损坏等各种意外情况，考验受训分队应

急反应能力。

指挥真协同、信息真流动、药材真消耗、装备

真运行、作业真耗时，无创操作必须做、有创操作

必须说、检查检验出结果，这些都逐渐成为所有受

训队员的自觉行为。

红蓝对抗，专业化蓝军磨
砺卫勤精兵

在伤员集中点，展现在受训分队面前的是满

地伤员。有的哀嚎不断，有的奄奄一息，有的神情

亢奋；炸伤、烧伤、枪伤……伤类复杂；断肢、骨折、

肠外露……伤型特殊。而扮演这一切的，是基地

组建的专业化蓝军队伍。

借鉴外军训练方法，基地还购置智能野战创

伤综合模拟人充当蓝军，它们具有呼吸、脉搏、抽

搐、神经反射等“生理反应”。受训人员可以真刀

真枪地进行止血、包扎、通气、心肺复苏等急救操

作，克服了扮演伤员无法进行手术的“禁区”。

不仅如此，对抗还延伸到受训分队身上。基

地组织同时受训的两支野战卫勤分队互相抽组

10 名队员，模拟伤员充当“蓝军”进行对抗演练。

经过前期训练，队员们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对常

见的问题已经烂熟于心，对可能存在的问题也暗

藏于心，扮演起伤病情更具针对性和迷惑性，胜负

难分、赛点频现。

锻造保障打赢的卫勤劲旅
记第三军医大学全军卫勤综合训练基地

□ 张远军 胡红升 李燕燕

深冬，首都寒风凛冽。装甲兵工程学院教练团车

场，四级军士长李良彬正在紧张地调试装备，寒冷的天

气没有“熄灭”他的训练热情。

16 岁那年，他怀着绿色的梦想参军入伍。初尝兵

味的新鲜感还没过去，紧张忙碌的新训生活便开始

了。站军姿、齐步走，洗漱限时、站着吃饭，五公里、单

双杠……

“坚持！坚持！”艰苦的条件没有打倒李良彬，反而

激发了斗志，他在阵痛中不断攀升。

新训结束后，李良彬被分配到训练队学习坦克驾

驶。初见坦克，面对四五十吨的庞然大物他手足无措。

第一天的驾驶糊里糊涂，“开不明白，我决不罢休！”他的

倔劲一下子就上来了。别人挂一遍挡，他就利用休息时

间多挂几遍；理论记不住就硬背，十几套卷子一做就到

深夜……最终，他以专业成绩第一名的好成绩通过了坦

克驾驶二级考核。

此后，他更加勤奋，苦练技艺，狠心钻研驾驶、射击、

通讯技术，并凭借着精湛的本领和过硬的作风走上了助

教的岗位。

一年冬天，李良彬作为助教跟车指导学员驾驶。由于

学员操作失误，一个急刹车让来不及反应的他猛地“扑”向

前，膝盖撞到了厚厚的装甲上。为了不影响学员训练，他

强忍伤痛继续为学员传授技艺。一周后，疼痛难忍的他才

在战友的搀扶下来到医院，检查发现左腿髌骨骨裂。

“你不要这条腿了？”面对医生的责怪，李良彬陪着

笑脸虚心接受批评。仅过了 5天，他就“瞒着”大家将石

膏拆下，拖着未痊愈的左腿深入训练一线，全连官兵纷

纷向他竖起大拇指。

13 年来，李良彬铆在助教这一平凡岗位，严格以实

车驾驶保教规范为标准，认真做好讲解示范、实车操作、

训练答疑、总结讲评等各环节，并根据学员特点灵活施

教，累计带出 30余个全优车组。

血性班长的血性故事
□ 张硕显 任翼鹏 陈 超

“大家装备操作技术不在话下，但作战计划的拟订

以及演习时一些基本的作战指挥能力欠缺。”“实战可

不像演习那样一次只发射几枚导弹，如果技术保障连

的效能在平时得不到重视和历练，误把技保连当公差

连，在战场上是要打败仗的！”近日，在解放军防空兵学

院《地空导弹作战装备测试与维护》课堂上，教员李毓

辉话音沉重，和学员们聊起了战场。

像这样课堂论战、以战教学的现象在该院已经十

分常见。自“火力-2015 山丹”跨区基地化训练演习结

束后，该院广泛开展总结交流活动，通过视频重播、复

盘宣讲、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总结演练过程，并将演

练成果逐渐转换成实战化教学具体举措。课堂教学

中，教员采取理论灌输和技能培训交融、装备操作和战

术指挥结合、课堂教学和战场环境匹配等方法，将跨区

演练中的鲜活事例、训法战法编进教案、引入课堂，不

断拉近课堂与实战的距离。

以战为镜，课堂与实战的差距一目了然，为战教

战，教学的方向越来越明了。在《地空导弹测试原理》

课上，张茜萍教员巧妙设计课堂内容，依据战例描述

“战场是什么样子”，结合演练阐述“演习是什么样子”，

还和学生们共同探讨“我们应该怎么办”。课堂弥漫

“硝烟味儿”，让学员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一次次实战

氛围的熏陶。

贯穿实战话题、紧贴实战背景的教学课堂，使学员

们实战的意识愈发浓烈，学好专业知识、储备打仗技能

的动力十足。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借阅信息化条件下防

空兵经典战例相关书籍，学习战争、讨论打仗、研练战

技成为了课上课下喜闻乐见的话题。

让课堂弥漫“硝烟味”
□ 朱维禄 黄 允

兰州军区某部彝族战士莫色有几，入伍7年先后3次荣立三等功，
身兼有线、侦察两个专业冠军头衔。当初那个不会讲汉语的新兵已经
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兵王，在强军征程中用“许三多”式的坚持，演绎了
一部精彩的“士兵突击”。 倪亚兵 陈果摄影报道

彝族兵王

观察通过观察通过

讲解要领讲解要领 特种射击特种射击 运筹帷幄运筹帷幄

科技日报郑州12月 14日电 （翟晓伟）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

十四次会议 14 日在郑州开幕。武警河南总队直属支队特勤中队参

加执勤维稳。特战队员、反恐特种车辆及反恐装备等各种反恐力量

箭在弦上，随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据负责人介绍，他们精心挑选实战经验丰富、思想素质过硬的人

员担负此次任务，其中既有武警部队“中级反恐特殊人才”，又有实战

经验丰富的班长骨干。他们还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精心制定

处置方案，反复深入实地组织演练，既练协同攻击和实弹爆破等战术

动作，又练武力突击、反劫持、反劫机、反爆炸等组织指挥。同时还投

入高精度狙击步枪、弓弩、软管窥镜、手枪拐角射击系统等大量高精

尖反恐装备，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确保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安全圆满召开，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只要出现任何暴恐事件苗头，我们都将重拳出击，绝不手

软。”曾获第十七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候选人的特勤中队中队

长胡晓语气坚定，虎气十足。

安保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

河南武警特战队员箭在弦上

科技日报讯（段纯刚）前不久，第二炮兵某部机关一份 20多页、

百余项需求并附以采购申领计划的“需求清单”，意外败给了另一份

仅 4 页、深接地气的精细保障方案。精心拟制的一份“保障大餐”遭

遇白眼，对接战场需求精细保障大受欢迎，此事引发该部机关服务保

障理念大转变。深纠原因，是因为第一份方案是坐在办公室里要需

求，而第二份却是机关干部打起背包深入驻训场调研得来的。

“战场保障实打实，要求机关基层必须无缝对接、形成合力，才能

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该部领导这样感慨。随后，两级装备机关干部

纷纷走出办公室，走向训演场，一场以复杂地形条件和恶劣气候环境

为背景的实兵实装对抗演练在该部全面展开。机关基层合力，着着

实实打了一场场漂亮的“硬仗”：数十份实战化装备保障训练方（预）

案经过实战化检验日臻完善；个别单位简训、漏训、避训等“捡好吃的

往碗里夹”“穿新鞋走老路”等训风不实问题逐一得到纠治。

第二炮兵某部

对接战场需求提高保障效益

科技日报讯 （王彦格 赵晓迪）指挥员通过一体化指挥平台，镇

定自若发送指令；数名参谋人员根据“敌情”标绘电子态势图，精干的

指挥机构高效运转，整个“中军帐”内紧张有序。这是武警青海总队

海东支队积极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提升干部训练质量增强部队战

斗力的一组镜头，部队遂行任务能力明显提高。

这个支队着眼任务特点，制订了《干部训练考核标准及实施细

则》，变“一锤定音”为累计积分，严格落实干部“日训、周考、月评”制

度。在实战训练、实兵演练、远程拉动等重大任务中对干部进行跟踪

考核，实现逐项达标，有效提升了干部技能体能训练质量。他们坚持

“以任务为牵引、以实战为背景”的训管方针，组织不同背景条件下的

网上实战演练，将干部业务能力纳入训练计划、纳入考核评估，鼓励

干部钻研信息化、掌握新技能。同时利用战备拉动、机动演练等时

机，结合一体化指挥平台、“红蓝”模拟对抗等途径，全面磨砺干部实

战能力。目前，干部体能技能合格率均达到 99%，实现了“人员任意

抽、课目随意点、成绩均优良”的目标。

武警青海总队海东支队

提升干部训练质量增强战斗力

科技日报讯（曹四春）近日，第二炮兵某旅在老兵退伍之后的第

二天，旋即进入高度“战备”状态，各作战要素紧扣使命任务量身打造

训练计划，依案紧锣密鼓地展开实战化课目强化训练演练，持续拉长

能力素质“短板”。

训练没有“冬歇期”。该旅党委“一班人”利用年终总结评比之机

超前谋划，深入基层连队对照战斗力标准查短板、听兵声、摸实情。

采取“统一计划、分片组织、阶段控制、异地同步、灵活施训、积少成

多”的组训办法，由各作战单元立足自身实际上报补差训练计划需

求，作训机关认真进行问题梳理归类和可用训练资源，区分层次、分

系统类别制定《个人军事训练目标责任书》，并细化每个专业岗位设

置贴近实战的训练环境，逐人逐项进行等级达标考核过关，使参训人

员始终绷紧时刻准备打仗这根弦。

据该旅旅长陈在望介绍，该旅还将在人才培养力度、军事训练监

察，以及战场、阵地和作战保障建设上加大研究投入，突出抓好快速

反应、紧急出动、社会化后装保障以及军民联合舆情监控等数十个课

目的训练，深化拓展作战问题研究和军事斗争准备，加大核心军事能

力储备。

第二炮兵某旅

瞄准实战化课目补齐“短板”

科技日报讯（李华时）近日，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组成专家医疗

队专程前往阿坝、甘孜等藏区部队，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地区为

800 多名官兵进行体检，并将一批价值 5 万元的药物送到官兵手中，

同时为官兵们讲解了高原病相关知识。

该院院长何鹏飞介绍说，该院专家医疗队此次重点对官兵从传

染病、心肺功能、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了检查。对在检查中发现体格

较弱及有高原病史的官兵，专家建议及时进行调换，以此保证每名执

勤官兵的身体健康。这次巡诊活动，医疗队行程 1000多公里，翻越 6

座海拔 5000多米的雪山。此外，专家们还为执勤官兵讲解防病治病

的医疗知识、在遇到高原突发病时的救治方法。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

专家深入高原为官兵体检

科技日报讯（黄丽瑶）近期以来，武警兵团指挥部第六支队多次

以开展讲座、法制宣讲课等形式，对不同批次退役的战士提醒多学习

法律知识，尤其从事网上贸易务必谨慎，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该支队通过组织战士们学习相关法律，增强大家守法意识。同

时通过一些退役士兵经商过程中受骗的实例提示战士们，在当下电

子商务快速便捷的时代，既要充分利用其优势，也一定要有防骗意

识，千万不能存有侥幸心理。该支队还提醒即将返乡立志创业的战

士们，网络世界一旦受骗应及时报警，切不可冲动行事，关键时刻，要

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武警兵团指挥部六支队

提醒退伍官兵网上创业需谨慎

■■有图好好看有图好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