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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好男儿，当兵去！今年下半年征兵

工作从 8 月 15 日正式开始，征集对象以

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

生征集，优先批准理工类大学生和备战

打仗所需技能人才入伍。一大批高校学

子积极应征，期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一员，在军营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017 年 9 月 23 日，习主席给南开大

学 8 名新入伍大学生回信，肯定了他们

携笔从戎、报效国家的行为，勉励他们把

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

中，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回信充

分体现了习主席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高

度重视，对青年成长成才的亲切关怀，这

是党的领袖、我军统帅对青年学子参军

报国的热情褒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青年学子积极报名应征，把投身国防、报

效祖国作为青春选择和价值追求。据统

计，今年上半年入伍的新兵中，大学生占

比已超过 80%。

家国安危事，青年肩上责。女大学

生士兵袁远，历经高原艰苦环境锤炼，成

长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父母心疼她

训练太苦，她却自豪地说：“女儿可是给

国家干活的人。”青年学子投身军营，体

现的是保家卫国、牺牲奉献的担当，彰显

的是负重前行、甘洒热血的赤诚。选择

了军旅人生，就选择了与祖国并肩前行、

与军队共同成长。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泉源。”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打赢现代战争，需要从源头上提升兵员

质量。一大批学历较高、素质全面、适应

备战打仗需要的有志青年参军入伍，将

从根本上提高士兵队伍整体文化水平，

优化兵员素质结构，实现部队人才“需求

侧”与兵员“供给侧”的精准对接。

军营是有志青年重塑自我的梦想之

地，是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经过军营

大熔炉的淬炼，无数学士硕士成长为优

秀战士、小树苗成长为参天大树、“家中

娇子”成为“军中骄子”。代代传承的红

色基因、科学系统的教育训练、技术先进

的武器装备、团结友爱的人际环境……

这些都是军营被称为大学校、大熔炉的

原因所在。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从青年

学子到合格军人，必须经历一番摔打、挫

折和考验。无论身在高原哨卡还是海岛

礁盘，无论展翅长空还是挺进大洋，无论

征战练兵沙场还是投身救灾一线，要征

服通往梦想的“火焰山”，就离不开中流

击水的豪情、百折不挠的韧劲、舍我其谁

的担当。清华大学学生郭婧放弃保研机

会选择参军，经过刻苦训练，不断超越自

我，成为一名优秀的女子特战队员；北京

大学学生宋玺读大三时决定入伍，成为

海军陆战队侦察队队员，因表现突出赴

亚丁湾护航。对于军人来说，“清澈的

爱，只为中国”不仅是一句深情告白，更

要落实到枕戈待旦、千锤百炼的实际行

动上。

敢 有 携 笔 从 戎 志 ，青 春 无 悔 报 国

时。人生最自豪的事，莫过于“祖国召唤

时，我们正青春”！走进军营，投身军旅，

青春就会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愿更多

有志青年携笔从戎，在军营大熔炉里淬

炼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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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通讯员冯邓

亚报道：“发现‘敌’机一架，立即组织抗

击。”8 月中旬，第 75 集团军某旅模拟仿

真训练室内，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两

名列兵射手迅速完成射击准备。截获、

解锁、发射，“导弹”呼啸而出，成功命中

目标。

“两名新射手下连不到一年，已能

独立完成实弹射击任务。”该旅领导介

绍，以往受训练场地不足、施训手段单

一等因素影响，骨干培养周期较长，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战斗力提升。为使新

射手能够快速融入战位，该旅打造模拟

仿真训练室，利用模拟仿真训练系统为

训练赋能。

该旅领导介绍，这套模拟仿真训练

系统可构设全天候作战条件，实景模拟

仿真海岛、荒漠、雪地等多种逼真战场

环境，融入多型号直升机、战斗机、导弹

等敌情要素，全面锤炼射手全时域射击

能力。此外，该系统还能详细记录训练

情况，并利用红外感应等技术对射击效

果进行分析评估，为后续专攻精练提供

数据支撑。

记者在该模拟仿真训练室看到，新

射手周定坤在系统后台选择荒漠模式

后，屏幕上的战场环境随即转换。烈日

伴随风沙，为射手营造出逼真的战场环

境。周定坤高度警惕，迅速展开搜索。

突然，“敌”机紧贴山脊跃升而出，周定

坤迅速锁定目标，果断将其击落。

“模拟仿真训练系统为战斗力建设

按下‘快进键’，大幅缩短了骨干培养

周期。”该旅便携式地空导弹连连长陈

玮告诉记者，该系统投入使用以来，连

队实弹射击成绩显著提升。该旅领导

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将加快模拟仿

真训练系统在其他专业的普及运用，推

动战斗力建设提质增效。

第75集团军某旅打造模拟仿真训练室

骨干培养周期大幅 缩短

“感谢组织关爱，孩子的病情已明

显好转……”8 月上旬，火箭军某团一堂

教育课开始前，讲台大屏幕上播放了一

段暖心的视频。

视频的主人公，是该团勤务连一级

上士伍中江。去年，伍中江不满 3 岁的

孩子不幸患重病，医药费用高昂。得知

情况，该团党委经过研究，及时为他发

放困难补助，还派专人赶赴千里之外，

走访慰问其家人。

后来，该团机关经过多方协调，将

伍中江的孩子送往一家医疗技术过硬

的医院治疗。经过一段时间诊治，孩子

病情逐渐好转。休假在家的伍中江激

动地拍摄了这段视频，表达对组织的感

激之情。

“妥善解决好官兵的急难愁盼，才

能让大家心无旁骛练兵备战。”该团领

导介绍，随着部队演训任务日益增多，

官兵难以照顾家庭的情况较为普遍。

为此，该团党委主动作为，建立“一人一

策”解难帮困机制，针对官兵子女看病

就医、家属随军就业等实际困难，制订

一系列帮扶措施。

记者在该团机关看到，一份份反映

官兵困难需求的解难台账，分门别类摆

放在醒目位置，每份台账后面都附有详

细的解决方案，并明确了责任人和时间

节点。他们还采取专项检查、逐级监督

等方式，在局域网内实时公开进度，接

受官兵监督。

“雷营长，您爱人的随军申请已批

复……”前不久，在外执行任务的该团

某营营长雷军接到机关打来的电话。

得知执行任务出发前递交的家属随军

申请已批复，雷军感慨地说：“基层有所

需，机关有所为，让大家即使身处任务

一线，也能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厚爱，全

身心投入练兵备战。”

此外，针对个别官兵不愿吐露“难

言之隐”等情况，该团党委注重做好经

常性思想工作，要求营连干部骨干多与

官兵谈心交流，摸清所属人员思想底

数，因人施策帮助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该团工兵连战士小杨的母亲因病长

期住院，加之近期洪涝灾害造成农作物损

毁，家庭困难让他变得沉默寡言。连队指

导员发现小杨个人思想包袱较重后，多次

与其促膝谈心，小杨终于吐露心声。

连队将小杨的情况上报后，该团党

委很快为他发放了困难补助，解了家庭

的燃眉之急。远在家乡的母亲打来电

话，一再叮嘱小杨：“在部队一定要好好

干，不辜负组织的关怀和厚爱！”

官 兵 前 方 忙 备 战 ，党 委 后 方 解 难

题。去年以来，该团党委累计为官兵协

调解决各类难题 40 余项。

火箭军某团——

党委尽心解难 官兵安心备战
■任增荣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林

8月 15日，陆军某旅组织操舟训练。 宋凯琦摄

本报讯 高洋、汪天玄报 道 ：日

前，海军军医大学某训练基地组织了

一场实战化海上救护演练。与以往将

“伤员”后送至岸上医院救治不同，此

次演练采取“海上接诊，舰上手术”的

方式进行。官兵接收多名“伤员”后，

军医迅速查验“伤员”生命体征、判断

伤情，然后将其转移至舰上医疗室进

行救治。

近年来，该基地紧贴未来战场需

求，积极打造陆上、海上两个训练场，探

索动静结合、岸海一体的联演联训新模

式，着力提升实战条件下的卫勤保障能

力。此次演练，该基地医疗队首次依托

训练舰艇，在复杂海洋战场环境下，围

绕落水人员救护、批量伤员救治与后

送、海上展开手术等课题，探索提升实

战化救护能力。

演练中，他们针对不同战场态势和

各种伤情，采取多种海上医疗救护模

式，按照伤员救治流程和岗位能力清

单，逐个课题展开专攻精练。参演官兵

还利用高仿真设备模拟“伤员”，从一般

性临床救治课目到特殊海战课目，展开

高强度针对性训练。

笔者在演练现场看到，一名“重伤

员”被送进手术室后，手术组医护人员

根据其伤势迅速制订救治方案，有条不

紊展开手术。该基地医疗队队长杨德

君说：“在行进中的战舰上展开手术，难

度大、要求高。此次演练有效检验和提

升了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

也为我们探索提升战时卫勤保障能力

积累了经验。”

海军军医大学某基地组织实战化救护演练

海上接诊 舰上手术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陶磊报道：“中

高级军士原来在本衔级服役期满 4年后

‘非晋即退’。如今，只要未达到本衔级最

高服役年限，每年都有晋衔机会。只要爱

岗敬业、踏实肯干，中高级军士拥有比过

去更大的发展空间……”日前，第82集团

军某旅野外驻训任务间隙，二级军士长赵

龙与战友席地而坐，畅谈士兵制度改革带

来的新变化，引发大家强烈共鸣。

“士兵制度改革，事关战士切身利

益。引导官兵安心服役、岗位建功，必

须确保政策教育不落一人。”该旅领导

介绍，《军士暂行条例》《义务兵暂行条

例》及相关配套法规施行后，他们在“机

关把意义背景梳理一遍、主官把政策法

规解读一遍、骨干把原文原著领学一

遍”的基础上，组织高级军士集中培训

后，成立法规政策宣讲队，让他们深入

各点位为基层战士宣讲政策、答疑解

惑，帮助大家加深理解认识，激发建功

岗位的精武豪情。

“优化授衔定级、延长服役年限、增

加晋升机会、强化实干导向，新的士兵制

度打破按固定年限‘齐步走’模式，构建

能力主导、优中选优、公开公正的选人用

人机制……”在该旅电视台“尖兵直播

间”，经历过两次士官制度改革的一级军

士长李继生，结合自身经历为官兵解读

新的士兵制度，战友们听得津津有味。

政策宣讲鼓舞人心，强军使命催人

奋进。近日，该旅整建制进驻某野外驻

训场开展实战化演练，军士骨干们铆在

战位、冲在一线，圆满完成演练任务。

二级上士王浩然感慨地说：“新的士兵

制度施行后，大家对未来充满期待，练

兵备战动力更足。”

第82集团军某旅

政策宣讲，教育不落一人

本报讯 记者赖文湧、通讯员王摄

炜报道：8 月上旬，第 73 集团军某旅组

织思想教育课，正在野外驻训的该旅指

挥控制营一连官兵通过视频会议系统，

同步参与学习讨论。该旅领导介绍，他

们多措并举抓深抓实驻训官兵思想政

治教育，确保学习不少一课、教育不落

一人。

该旅营区多点分散，不少基层单位

正在野外驻训。因任务冲突、条件受限

等原因，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时间难

集中、进度难同步、效果难保证等问题，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质效。

为此，他们结合任务实际，为小散

远点位和野外驻训地建立专用通信线

路，搭建思想政治教育线上平台，通过

视频会议系统让官兵同步参加集中授

课。因条件限制无法使用视频会议系

统的单位，在落实保密要求基础上，利

用“学习强军”APP 的直播功能，以网课

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为确保教育

落地落实，他们建立完善考勤制度，要

求官兵保质保量完成教育要求的环节

和内容。

为进一步提升教育质效，该旅还积

极拓展教育阵地，常态组织“异地同步

观胜地”活动，与驻训地历史场馆、革命

纪念馆等建立联系，组织任务官兵因地

制宜开展参观见学；鼓励休假官兵通过

现场直播或录制视频等方式，为大家介

绍家乡红色景点、探寻红色印记，嵌入

教育课堂形成良性互动。

记者走进该旅某驻训点看到，电子

对抗一连官兵正利用“学习强军”APP

开展教育直播。直播间内，正在老家休

假的下士刘智走进广州起义纪念馆，为

大家详细讲解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

随着镜头不断切换，官兵仿佛回到了硝

烟弥漫的革命岁月，个个全神贯注，听

得津津有味。

第73集团军某旅

野外驻训，学习不少一课

8 月 15 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

实战化战术演训。 李 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