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81-0001/（ J） 邮发代号 1-26

中国军网 http: //www.81.cn 第 号 解放军报社出版2024年 3月 29日 星期五

甲辰年二月二十 今日12版

24185

3月 28日，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这是习近平等领导

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本报记者 范显海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康、特约通讯

员梁佳伟报道：“1935 年，我团前身部队

粉碎了敌人围剿，战后被西北军委前敌

指挥部授予‘少年英雄红一团’荣誉称

号 ……”仲春时节，天山北麓仍寒气逼

人，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战旗广场却气氛

热烈，一场“学团史铸忠诚、讲战史建新

功”教育活动火热展开。

战 旗 广 场 上 ，18 面 荣 誉 战 旗 迎 风

猎猎，在阳光映照下熠熠生辉。战士王

芳娜结合学习团史心得，动情讲述团队

接 续 奋 斗 90 多 年 的 光 辉 历 程 ，现 场 官

兵的思绪被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

代，大家仿佛听到令敌胆寒的冲锋号，

看到先辈们前赴后继的身影……某连

下 士 梁 辉 听 后 心 潮 澎 湃 ：“ 血 染 的 战

史、厚重的荣誉，让我对先烈不怕牺牲

的 战 斗 精 神 更 加 敬 佩 ，练 好 手 中 武 器

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

近年来，该团深挖红军部队特有红

色资源，着力打造“红军铁骑”特色教育

品牌，利用新兵下连、新干部任职、大项

任务动员等时机，通过组织官兵向战旗

宣誓，开展听红军故事、唱红色歌曲等活

动，激励官兵不忘初心、赓续血脉，精武

强能、矢志打赢。

该团政治工作处领导告诉记者，为

让官兵更加了解历史、铭记历史，他们全

面梳理团史实物、文字、影音等，重新布

局营区政治文化环境，建设以 18 面荣誉

战旗为核心的战旗广场，让大家在营区

就能接受红色精神熏陶。

一面战旗就是一段光辉战史。在

“刺刀见红英雄班”战旗前，某连指导员

向官兵讲述战旗背后的故事：“1949 年 8

月，在沈家岭战斗中，我连五班战士在弹

药用尽的情况下，用大刀、枪托与敌人搏

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最终把红旗插

上山头……”

列兵杨鑫康一度对信息化装备操

作存有畏难情绪。听了革命先辈的战

斗故事，他来到战旗前立下誓言：“我要

向革命先辈学习，苦练战斗本领，争当

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续写战旗

新荣光！”

一面面熠熠生辉的荣誉战旗，一个

个催人奋进的英雄故事，激励新时代红

军传人勇担使命、建功战位。连日来，该

团官兵驾驶多种新型装备挺进天山腹

地，练驾驶、练射击、练协同，掀起新一轮

练兵热潮。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注重发掘用好厚重团史

荣誉战旗激发胜战力量

习主席指出：“中国以自强不息的

精神奋力攀登，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

创造。”奋进新征程，每名官兵都要弘

扬 自 强 不 息 精 神 ，努 力 向 上 、永 不 懈

怠，不断把新时代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自强不息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

格，也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实践证

明，唯有开拓创新、奋力攀登，坚持干好自

己的事情，才能走开发展创新的步伐，赢

得迈向一流的主动。当前，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到了吃劲奋斗的攻坚期。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更加需要我

们大力弘扬自强不息精神，拿出破解难

题的实招硬招，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必成。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是轻

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依

靠自强不息、顽强奋斗。广大官兵只

有 锚 定 奋 斗 目 标 ，自 立 自 强 、踔 厉 奋

发 ，全 面 加 强 练 兵 备 战 ，提 高 打 赢 能

力，才能不断创造新业绩。

自强不息 奋力攀登
■周忠廷

本报北京 3月 28 日电 记者侯大

伟、李建文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

仪式 28 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下午 5 时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

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

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

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

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中央

军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仁华、国防大学

校长肖天亮。

晋 升 上 将 军 衔 的 2 位 军 官 精 神 抖

擞来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们颁发

命 令 状 ，表 示 祝 贺 。 佩 戴 了 上 将 军 衔

肩章的 2 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

仪 式 的 全 体 同 志 敬 礼 ，全 场 响 起 热 烈

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

衔的军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苗华、张升民，

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

的军官表示祝贺

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 （李晓

明、孙好鹏）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

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应急管

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青团中

央、全国少工委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开展“铸魂·2024·清明祭英烈”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的通知》，部署开展以缅怀先

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重点的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

通知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5 周年，以“铸魂·2024·清明祭英

烈 ”为 主 题 开 展 宣 传 教 育 活 动 意 义 重

大 。 活 动 将 从 3 月 下 旬 持 续 至 5 月 中

旬，线上开通网上祭扫平台，通过设置

互动话题、组织“致敬英烈”全网主题宣

传活动、征集“身边的英烈故事”音视频

作品等形式，深入营造崇尚英雄、缅怀

先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线下，将

重点组织开展群众性纪念缅怀活动和

“致敬英烈·关爱烈属”专项行动，与党

日活动、团队日活动、“红领巾讲解员”

实践、青少年思政课等紧密结合，重温

英烈事迹，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走访慰

问烈属家庭，解决实际困难，积极回应

广大烈属关切。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崇尚英雄、关爱

烈属的指示精神，坚持把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将宣传教育活动

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与高质量发展结

合起来，用好各类媒体和渠道资源，创新

传播方式，精心设计内容，策划推出一批

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产品和活动，切实

提升主题宣传教育实效。

据悉，此次活动覆盖面广、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充分体现了英烈精神的时

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展现了烈士褒扬工

作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凝心聚力、培根铸魂的重要作用。日

前，“铸魂·2024·清明祭英烈”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网上平台已在退役军人事务部

官网、中华英烈网开通上线，为各界群众

在线祭扫英烈、瞻仰烈士纪念设施提供

便利。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等10部门联合部署

开展“铸魂·2024·清明祭英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思峰、记者李

建文报道：北国春日，中部战区空军地

导某旅组织训练考核过程中，首次探索

实行“考核任务卡”组考模式。某营战

勤班拿到兵器“故障卡”后，3 名骨干又

按照“战损卡”退出战斗，由班组成员接

替排除故障。班长何智杰坦言，这种模

式随机组合、临机性强，很多场景平时

预想不到。

“战场复杂多变，战机稍纵即逝，官

兵必须练就过硬制胜招法。”该旅领导

介绍，以往他们主要采取依案考核方

式，考核内容相对固定、考核方案提前

下发，容易出现专考专练、突击强训等

情况。今年初，他们借鉴基地化演训模

式，针对防空作战情况突然、对抗激烈

等特点，制作背景、对抗、机动、战损、特

情、故障等 6 类“考核任务卡”，通过随

机组合，模拟复杂战场环境和战场态

势，从难从严组织训练考核，锤炼提升

部队打赢能力。

为确保考核贴近实战，该旅深入调

研官兵训练中遇到的重难点问题，并邀

请院校专家、一线骨干参与制订“考核任

务卡”，规范评分细则。记者发现，“考核

任务卡”对背景条件、完成时限、人员物

资等，都有明确要求。官兵抽取“考核任

务卡”后，从自主作战筹划到作战行动实

施，按作战流程参加全要素全流程考

核。考核以任务卡形式，将机动转移、战

斗准备、伪装防护等训练课目嵌入其中。

“考核任务卡”组考模式，能全面检

验官兵专业技能水平、班组应急处置能

力，让考核更加贴近实战。考核中，上

等兵张健中临时替补为主战号手，结果

两处故障定位判断失误。这让他看清

了自身差距：“只有平时练过硬，关键时

刻才能顶得上。”某连刚排除一起兵器

故障、完成兵器架设，又临时受领机动

任务，被考核组指出伪装防护意识不强

等问题。该连连长复盘时说：“我们只

有做好各类情况预想和处置预案，先敌

一步、快敌一招，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未

来战场立于不败之地。”

“指挥棒”直指实战需求，立起实战

实训“风向标”。该旅某营营长告诉记

者，通过“考核任务卡”模式组考，他们

进一步摸清了训练短板和差距不足，制

订训练计划也更有针对性。前不久，该

旅携手兄弟单位开展对抗训练，官兵动

中联、扰中通、抗中打的全程作战能力

进一步提升。

空军地导某旅探索改进组考模式

官兵抽取“考核任务卡”

本报讯 记者张东盼、通讯员李兴

超报道：前不久，第 78 集团军某旅一场

对抗训练如火如荼展开。一级上士高

君晓带领侦察小组成功渗透，引导火力

精准打击蓝方炮兵阵地。出人意料的

是，这名老兵从炮兵分队转岗任侦察分

队班长的时间并不长。

“平时一专多能，战时才能一兵多

用。我们坚持开展一专多能训练，鼓励

官兵在练好专业的基础上，自主选择其

他专业进行训练。”该旅领导表示。随

后，他向记者说起了一段经历。

去年该旅组织的一次实兵对抗训

练中，某连向“敌”阵地发起冲击，特级

驾驶员、二级上士李志强驾驶的步战车

被判“战损”，班长和副班长“负伤”退出

战斗。连长命令李志强带领其他乘员

下车战斗。没想到，李志强对步兵班战

术指挥不够熟练，导致全班作战行动接

连受阻。

这次对抗训练暴露出的问题，引起

该旅党委高度重视。他们深刻认识到，

战场瞬息万变，战斗员必须练强一专多

能本领，出现紧急情况时才能相互补

位、有效协同。为此，他们围绕加强一

专多能训练，推出一系列举措：打破分

队建制壁垒，由原来官兵自选“第二专

业”，改为连队根据体系作战需求指定

专业学习；要求军官和教练员通过 2 种

以上专业备课示教和实装操作素质认

证；组织军士进行专业技能考核评定，

对具备换岗任职能力的人员，组织跨

专业、跨建制交叉任职；建立选送优秀

士兵交流机制，推荐骨干参加综合性专

业培训，推进重点岗位专业人员技能升

级；邀请院校专家、厂家技术人员指导

装备操作训练……

一批“战场多面手”走上新岗位，

训练场上气象一新。步战车车长、一

级上士张磊转岗为某型自行火箭炮炮

长后，很快能熟练开设发射阵地、装定

射击诸元；二级上士马明本是一名防

空导弹技师，前不久交流任职军士参

谋，进步明显……

记者了解到，该旅已多次组织军士

骨干进行一专多能训练相关考核验收，

其中数十人通过考核评定，走上新岗

位。据了解，如今该旅六成以上官兵熟

练掌握 2 种以上专业技能，有的还通过

相关课目等级考核评定。

第78集团军某旅强化一专多能训练

培养更多“战场多面手”

※ ※

3月中旬，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

飞行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欢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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