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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第 74 集 团 军 医 院 一 场 实 战

化 卫 勤 训 练 ，在 某 陌 生 地 域 打 响 。 接

到 指 令 ，一 支 野 战 医 疗 小 分 队 迅 速 前

出，利用该院自主研发的“伤员流转定

位系统”，高效完成“伤员”搜索和救治

任务。

“在此次训练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伤

员流转定位系统’，是官兵在日常训练中

摸索出来的创新成果。”该院领导介绍，

战场搜救时，医护人员需要在野战医疗

队各帐篷之间快速往返。为进一步提高

伤员分类处置和后送速度，他们研发出

适用于野战条件下的“伤员流转定位系

统”，可在复杂环境中快速定位流转伤

员，使卫勤指挥调配变得可视化、直观

化，大幅提升野战医疗队响应速度和救

治效率。

该 院 卫 勤 处 领 导 介 绍 ，他 们 在 卫

勤 保 障 实 践 中 发 现 ，一 些 小 革 新 小 发

明 ，在 提 升 卫 勤 官 兵 战 场 救 护 能 力 方

面 能 起 到 重 要 作 用 。 近 年 来 ，他 们 积

极 营 造 为 兵 服 务 、向 战 而 研 的 浓 厚 氛

围，引导医护人员聚焦服务备战打仗，

紧贴实战需求开展野战卫勤小革新小

发 明 活 动 ，取 得 30 多 项 实 用 性 较 强 的

革新成果。

实践中，他们着眼野战医疗队任务

实际，为医护人员提供科研平台，鼓励他

们大胆革新、勇于创新，并将革新成果与

评功评奖、职称评审等挂钩，有效激发了

大家的创新热情。

在该院党委鼓励支持下，一支主要

由野战医疗队队员组成的创新团队崭露

头角。每次组织实战化训练，他们都分

散嵌入各任务小组，近距离查找制约卫

勤保障能力提升的堵点、难点；训练结束

后，他们展开集智攻关，探索解决问题的

方法路子。

战场救护时，将伤员从传统担架转

运到临时病床，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造

成“二次伤害”。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该院护士长张宇带领团队成员持续攻

关，设计出一种“过床毯”。经训练实践

检验发现，其不仅能提高伤员转运效率，

还可减少伤员痛苦。如今，这一成果已

被集团军推广使用。

“革新无大小，实用是个宝。”该院领

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加强革新课

题研究，不断提升卫勤保障“含战量”，更

好地服务部队战斗力建设。

第74集团军医院开展野战卫勤小革新小发明活动——

30余项革新成果进入训练场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罗 弦

2023 年 底 举 行 的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

的政策取向，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

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在政策储备上打

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在政策效果评

价上注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着力提

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学会准确把握政策取向，对部队建设

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启示。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军

事政策制度调节军事关系、规范军事实

践、保障军事发展，对国防和军队建设

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基础性意义。我

党我军历来高度重视军事政策制度的

实施、储备和效果评价，在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总是根据形势发展

变化、党的历史使命、人民军队担负的

职责任务，根据建军治军特点规律和实

践要求，不断调整和完善军事政策制

度，为人民军队永葆性质和宗旨、提高

打赢能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

重要保障。今天，我们推进强国强军事

业，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同

样要求把政策制度建设摆在战略位置，

学会准确把握政策取向。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军事

政策制度涉及军事实践活动的各个领

域、各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

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政策出台

实施时，应注意统筹兼顾，强化协同联

动、放大组合效应。无论是宏观政策、

配套政策还是具体政策，都要充分考虑

是否有利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确保

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努力使各项政策

在协调均衡中有机耦合、互促共进，形

成 整 体 效 能 ，实 现“1 + 1>2”的 综 合

效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政策

储备上，要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

掌握主动权。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

动态运行的过程，面对波谲云诡的国

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

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做好政策储

备显得尤为重要。应突出改革急需、

备战急用、官兵急盼，加强政策设计和

预研，充实政策工具箱，提前做好应对

准备。对于可预料的形势变化，要充

实完善政策方案。由于各领域各单位

情况千差万别，在做政策设计和储备

时，应留出一定的冗余度，给基层留有

适度的操作空间和回旋余地。

习主席指出，党中央制定的政策

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

是笑，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

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

要完善的就要完善。对我军来说，在

政策效果的评价上，归根到底要看是

否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政策不在

于多，文件不在于长，而贵在管用有

效 。 做 好 政 策 制 度 落 实 的“ 下 篇 文

章”，该调整的及时调整，该清理的果

断清理，该叫停的坚决叫停。政策的

生命力在于执行。各级应加强政策解

读，做好政策宣传引导相关工作，确保

各项政策见行见效、落地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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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一场

跨昼夜战斗射击考核。接到临机导调指

令，指挥员沉着研判，指挥炮手瞄准锁

定。随着一声令下，炮弹呼啸而出，精准

命中目标。

“深入挖掘武器装备极限性能”“下大

力提升快速反应能力”……训练结束后，

一场以“我为打赢献一计”为主题的研讨

交流随即展开。指挥员紧贴实战需求，引

导官兵畅所欲言，查找制约战斗力生成的

瓶颈问题，集思广益探寻解题之策。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要想在

未来战场上克敌制胜，必须紧贴实战锤

炼过硬本领。”该旅领导介绍，第二批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他们牢牢把握“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突

出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官兵聚焦

备战打仗主责主业，聚力破解制约部队

战斗力建设的难点问题，推动主题教育

落地见效。

夜色如墨，会议室里，该旅一名党委

常委对照学习笔记，带领机关干部对前期

问题整改情况“过筛子”。在主题教育中，

加紧破解备战打仗重难点问题，提高部队

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是该旅党委关注思

考的重点问题。这段时间，该旅党委一班

人利用挂钩帮带、蹲连住班等时机，分头

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一线调研，通过问

计官兵、“解剖麻雀”，探寻解决问题的思

路办法。

推动学习成果向战转化。前不久，

该旅防空营组织的对空抗击训练结束

后，炮班班长刘庆带领班组成员就地展

开复盘研讨，深入查摆问题，研究改进措

施。“以往，复盘反思往往是骨干讲、大家

听；如今，我们要求所有人员都参与研

讨，为战斗力提升贡献智慧力量。”刘庆

介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旅里加大了对

重难点课目的训练和攻关力度，积极协

调院校、厂家等，围绕打仗急需、备战急

用的重大课题开展专题研究，探索总结

战法训法成果，助推部队战斗力提升。

陆军某旅紧盯战斗力建设深化主题教育—

推动学习成果向战转化
■高 鹏 肖雨轩

麦克风、架子鼓、电吉他……严冬

时节，室外寒风凛冽，中部战区空军某

旅某营活动室内暖意融融，营里成立的

“飞鸣”乐队成员正热火朝天地排练节

目。台下，一名身穿迷彩服的下士跟随

音乐节拍，有节奏地挥动着两根鼓棒。

记者走到下士身旁，与他攀谈起

来。下士名叫潭胜林，是“飞鸣”乐队创

始成员、鼓手。这场节目，潭胜林成了

替补，取代他的是新人杨子昊。记者顺

着他手指方向望去，台上，一名上等兵

正打着架子鼓，自信的脸庞洋溢着青春

的活力。

“刚开始只是想帮他戒掉网瘾，让

他更好更快地融入集体，没想到捡了个

‘宝’。”说起杨子昊，潭胜林一脸自豪地

说，“他现在不仅成了乐队主力，还收获

了不少‘粉丝’！”

很难想象，台上这个充满活力的阳

光大男孩，刚下连时沉默寡言、不爱交

往。该营干部杨杰说，那时的杨子昊，

一到休息时间就拿起手机，沉浸在游戏

世界中，与战友交流不多。

“战友虽在同一个‘生活圈’，却不

在同一个‘朋友圈’。这是一种特有的

时代现象。”在与杨杰的交流中，记者感

到，随着我军官兵分训、义务兵“一年两

征两退”等制度的推行，以及送学培训、

换岗轮训等因素相互作用，建立稳固感

情的场景趋于碎片化，一些官兵更喜欢

在以年龄、地域等划分出来的“小圈圈”

中扎堆，寻求理解认同。

平时玩不到一块，战时如何能做到

“全营一杆枪”？该营党委深刻认识到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深入调研和

讨论后，决定以“飞鸣”为主题，推出系

列文化活动，先后组建“飞鸣”书吧、“飞

鸣”乐队、“飞鸣”影音工作室等文化活

动小组，作为融洽内部关系的桥梁和纽

带。如今，一个以“飞鸣”为品牌的群众

性文化矩阵，成为全营培育强军文化、

密切内部关系的新平台。

杨子昊的一举一动，被杨杰看在眼

里。杨杰查阅新兵档案发现，杨子昊擅

长架子鼓，经过一番筛选，安排了“飞

鸣”乐队成员、同样热爱音乐的兄弟连

队战士潭胜林与他结成互助对子。

受领任务后，潭胜林第一时间邀请

杨子昊参加乐队活动。没想到，杨子昊

一出手就是专业水准。大伙一了解才

知道，小杨入伍前曾组过乐队。本来想

带杨子昊“玩”的潭胜林，从那以后拜杨

子昊为师，让他带自己“玩”。

“新时代的官兵，都有两把‘刷子’，

就说他们这个乐队，那可是藏龙卧虎！”

杨杰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般介绍，“贝

斯手史夏森，入伍前学的专业是艺术设

计，多次为营里提供优秀的设计方案；

吉他手刘津，也是篮球队主力；键盘手

张健超，多次在各级组织的晚会上担任

主持人……”

让杨杰颇感自豪的是，如今，“飞

鸣”文化矩阵像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吸

引着全营官兵。仅“飞鸣”乐队就有 40

多人先后加入，成为正式队员。在强军

文化平台上，新时代的年轻官兵活力迸

发，尽情施展才艺。

“文化沙龙”“军营音乐节”“角逐金

话筒”……一大批时尚新潮的文化活动

让记者眼花缭乱，真切感受到军营文化

生活的丰富多彩。这些活动，都是在营

连两级党组织的支持下，由“飞鸣”文化

矩阵筹划推出的。

“飞鸣”文化矩阵打破了官兵之间

的情感壁垒，成为该营鼓舞军心士气、

促进团结友爱的新磁场。在这个新平

台上，官兵之间、新老兵之间的沟通和

交流更加紧密。越来越多官兵自觉放

下手机，把时间精力从指尖上的“小圈

子”转移到“战友圈”，有力增进了彼此

感情。

乐队排练结束，杨子昊满身大汗地

坐在架子鼓后面，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芒。谈及过往，他沉思片刻后说出一番

掏心窝子的话：“刚下连时，我发现有的

老兵年龄大，不敢接近。和我一起下连

的新兵人数不多，大家接下来还要各奔

东西，参加各类集训，没有办法深入交

流，所以不如到游戏中找网友交流。自

从加入乐队后，我才发现，老兵们其实

挺容易接触的。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

好，现在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

正是“共同爱好”这个纽带，让潭

胜林与杨子昊的互助对子结得更加紧

密。业余时间，杨子昊教潭胜林乐理

知识；开展教育训练，潭胜林是杨子昊

的老师。通过“飞鸣”乐队这个平台，

杨子昊在军营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性格变得越来越开朗，工作也越来越

出色。

从“玩到一块”到“融到一起”，官

兵 团 结 一 心 激 发 练 兵 备 战 的 强 大 动

力。近年来，该营多次圆满完成重大

任务，先后被上级评为军事训练一级

单位、基层建设先进单位以及“四铁”

先进单位。

中部战区空军某旅某营密切内部关系—

打造凝心聚力的文化矩阵
■本报记者 张科进 刘 敏

密切官兵关系，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和制胜优势。近年来，受社会环境、成长

经历、兵员结构等因素影响，有的官兵热

衷于“小圈子”，有的遇到困难问题不找组

织找老乡、不找战友找网友，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凝聚力、向心力。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心理学上有

一个“吸引力法则”，如果你关注什么，

就会发现身边更多地存在什么。简而

言之，就是人会倾向于和自身有着相同

兴趣爱好的人相处。在人与人交往中，

我们很难避免“圈子”的存在，但“小圈

子”对官兵关系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

中部战区空军某旅某营通过“飞鸣”文

化矩阵，打造出一个以共同兴趣爱好凝

聚广大官兵的平台，把大家团结在“战

友圈”中共同奋斗，铸就“全营一杆枪”

的钢铁集体，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善用“吸引力法则”
■张科进

记者感言

上图：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

组织飞行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姜 涛摄

下图：日前，新疆军区某团侦察分队

开展实战化训练。

唐 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