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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巫岱玥、特约记者彭小明

报道：“瞄准目标，实施干扰！”近日，西部

战区某保障大队参加上级组织的演训任

务，电子对抗群按照高级工程师曾文龙

与战友陈杨提出的建议，打了一个漂亮

仗。“曾文龙擅长理论研究，陈杨操作能

力突出，把他俩放在同一编组中密切配

合，发挥作用更明显。”带队遂行任务的

该大队领导说，这是他们围绕人才培养

与使用采取系列措施的一个缩影。

“在联战联训实践中，单位研究型人

才和指控型人才逐步成长起来，在各自

岗位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大队领导介绍

说，他们在工作中发现，精通业务的研究

型人才往往辅助决策能力不足，而不少

擅长筹划部署的指控型人才对一些关键

技 术 了 解 不 深 ，制 约 了 单 位 战 斗 力 建

设。为此，他们在调研的基础上，探索完

善人员任务编组模式，按照专业交叉、新

老结合、强弱互补的原则，将技术人才、

主力参谋、骨干军士等力量整合组成攻

关小组，引导他们在任务中各展所长、互

促共进，最大程度凝聚形成作战合力。

同时，该大队还组织不同岗位人员开

展结对互助活动，通过帮学习、帮业务、帮

解难，进一步强能力、促默契。实践中，他

们完善帮带培养机制，通过尖子带骨干、

骨干带组员等方式，实现人才代际传承和

能力整体提升；指定专人结合小组成员情

况规划成长路径，围绕学习培训、能力进

阶等制订针对性培养方案；坚持谈心交心

听取官兵心声，积极帮助解决现实困难，

确保大家将主要精力聚焦在岗位任务中。

“业务参谋郑旭与组员集智研究，成

功破解某型装备信号分析难题，相关成果

在全军比赛中荣获二等奖。”该大队领导

说，他们按照平时互帮互促、战时优势互

补的思路，先后组建多个专业攻关小组，

取得相关领域研究成果数十项，有的小组

全员被西部战区纳入“专业骨干人才池”，

有的组员被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实现

任务完成与人才培养双丰收。

西部战区某保障大队完善人才任务编组模式

结对互助强能 整合力量攻关

大 暑 时 节 ，烈 日 当 空 ，热 浪 蒸 腾 。

街头，偶尔有孩子举着冰棒跑过，滴落

地面的水滴很快蒸发殆尽。

天安门广场，首都的中心、祖国的

心脏。时值正午，记者来到武警北京总

队执勤第一支队天安门金水桥执勤点

位，支队战士黄雨晨正在哨位执勤。他

军姿挺拔，目光炯炯，警惕地观察着四

周，不时用电台报告岗哨情况。

官兵告诉记者，从支队营区到天安

门广场最近的岗哨约 200 米。暑热高

温，别看只有短短 200 米，军容严整的上

哨官兵走到哨位浑身就会被汗水浸透。

若是下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能否

带来一丝清凉？

“皮肤与雨衣间蒸腾的湿热，比烈日

暴晒还难受。”支队干部对记者说，碰上

雷雨天气，官兵不得不在军装之外套上

连帽雨衣。雨衣密不透气，体感更加闷

热潮湿。

烈日炙烤，雷雨交加……无论遇到

什 么 样 的 情 况 ，支 队 官 兵 始 终 挺 立 哨

位。因为在他们心中，哨位神圣，职责

如山！

16 时 05 分，记者在某备勤点位见到

了几名刚刚下哨的官兵。他们值守的哨

位，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心区，被大家称为

“红旗第一哨”。

“在我们心中，‘红旗第一哨’特别神

圣。站在这里，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高

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支队战士王阳说，

站立在国旗前的哨位上，他和战友精神

不敢有丝毫懈怠，身体不能有丝毫放松，

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新时代革命军人形

象，守护的是祖国的尊严。

在祖国心脏站哨，支队官兵也收获

别样感悟。哨兵李智超告诉记者，小时

候总觉得老师口中的“繁荣富强”“走向

复兴”，与自己距离太远。如今，自己走

上哨位执勤，懂得了正是因为无数普通

人的辛勤努力、拼搏奋斗，才有了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

那年，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新时

代部分》主题展览开展之前，前出备勤的

李智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运送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天眼”射电望远镜、“海斗”水

下机器人等科技成果模型。李智超说，

那是自己第一次对“富强”二字有了具

体而形象的认识。

“站在神圣的天安门哨位上，我们

不 仅 代 表 中 国 军 人 ，更 代 表 着 祖 国 。”

哨兵景艳军说，前几天，一位母亲带着

儿子来天安门广场参观。在妈妈的鼓

励 下 ，小 男 孩 走 到 景 艳 军 面 前 。 有 些

害 羞 的 他 想 敬 个 少 先 队 队 礼 ，几 度 举

起 手 又 放 下 ，最 后 扭 捏 地 躲 到 了 妈 妈

身后。

“儿子，勇敢一些。”这位母亲和孩子

的对话深深地触动了景艳军。一瞬间，

光荣感、使命感、自豪感一齐涌上心头，

他的背挺得更直了。

威武挺 拔 的 军 姿 、步 调 一 致 的 队

伍 、风 雨 无 阻 的 身 影 …… 游 客 用 镜 头

记 录 的 每 一 个 画 面 ，都 聚 焦 同 一 个 主

题 —— 中 国 军 人 形 象 。 常年在“聚光

灯”下站哨的武警官兵，不知感动了多少

人的心，令多少双眼睛热泪满盈……

“雨天让岗伞、晴天让阴凉，官兵把

‘为人民站岗、为祖国奉献’牢牢铭刻在

心里。”班长高腾，是大家心目中的“知

心大哥”。此时的他，正提着一只盛满

酸梅汤和冰块的水壶，为烈日下执勤的

战友斟满水杯并递送到手。随后，他又

为一名大汗淋漓的游客倒了一杯。

“站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国家繁荣

富强、民族走向复兴的时代脉动。”说到

“为祖国站岗”，高腾打开了话匣子。从

军 13 载，他执行过“9·3”胜利日大阅兵、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建党 100 周年

庆祝活动等安保任务。他说，一想到自

己能有幸见证天安门广场上这些重要

时刻，付出再多苦累都值得。

“我们守护的地方区位特殊，及时

有效处置各类突发情况，是大家担负的

又一重大职责。”回忆往年酷暑中大项

任务执勤的情景，高腾告诉记者，即使

暑气湿热、蚊虫叮咬，他们始终保持饱

满精神状态，高度警惕地铆在哨位上，

“任务紧急时，我们从执勤岗位轮换下

来，在一旁的小树下稍作休息，紧接着

再次上哨。”

平分天四序，最苦是炎蒸。该支队

官兵无惧热浪、百炼成钢，为着“24 小时

86400 秒，无一秒空哨”的目标，始终守

纪如铁、默默奉献，把铮铮誓言镌刻在

天安门广场上。

“为祖国首都站岗，无上光荣。在

我们支队，每名同志不论职务高低、兵

龄长短，讲政治、顾大局的意识根深蒂

固，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已深

深扎根在大家心中。”该支队领导说，盛

世繁华景象中的每一天，都离不开无数

官兵坚守岗位、忠诚守护。

采访结束，已是夕阳西下。落日余

晖中，官兵一张张被阳光晒得发红的脸

庞上，依然目光灼灼。对于他们来说，

守护在神圣的天安门哨位，百倍警惕、

忠于职守就是爱国强军、献身国防的最

好注解。

上图：该支队哨兵正在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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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的精心救治，我已完全康复，并投入

到工作中。”“八一”前夕，某部战士李海给中部战区

总医院重症医学科打来电话，向科室医护人员致

谢。当天，他所在部队干部也向此前提供帮助的军

地相关单位表达了谢意。

今年 4 月 10 日下午，李海参加体能训练时突

然晕倒，该部医生初步诊断为急性心梗。病情紧

急 ！ 李 海 所 在 部 队 当 即 将 他 送 往 距 离 驻 地 最 近

的一家医院。

救护车抵达医院后，医护人员迅速将李海转运

至急救室。初步判断情况后，现场医生一边采取措

施帮他维持生命体征，一边向友邻军地医院求援。

10 多分钟后，当地一家医院医生携带救治设备赶

到，参与到紧急救治中。与此同时，联勤保障部队

某医院和中部战区总医院的专家陆续从外地赶来。

维 持 呼 吸 、监 测 有 创 动 脉 血 压 、采 集 临 床 检

验 样 本 ……夜已深，军地医疗专家一边合力实施

紧急抢救，一边结合患者情况会商救治方案。经

过一天一夜抢救，李海各项生命体征趋于平稳，但

仍处于昏迷状态。专家组研究决定将他转至中部

战区总医院开展后续救治。

病人抵达后，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带领团

队，逐项检查评估其脑部、心脏等器官情况，并展开

救治。此后，他们多次结合救治情况和病情进展优

化调整救治方案，最终李海转危为安。出院后的他

在医生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调养，状态恢复良好。

“今后，我一定铆定岗位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

回报各级的关心和厚爱！”谈起自己的这段经历与

感受，李海眼含热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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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家曾说：“只要你认真观察，总

可以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这句

话对夺取战场胜利也颇有启发借鉴：尽

管战场局势波诡云谲、扑朔迷离，但广

大官兵只要时刻紧盯作战对手的一举

一动，总能发现一般人不易觉察的蛛丝

马迹，从而沉着应战、赢得主动。

苏德战争期间，有一次，苏联布良

斯克方面军司令波波夫到前沿了解部

队防御情况。当他问到对面敌人是什

么部队时，一名士兵报告说，对面的德

军最近换防了。这个判断引起了波波

夫的注意，他问士兵何以断定。士兵

回答：以前的德国鬼子直着身子走路，

按规定时间向指定地域射击，早上 7 点

和中午 1 点休息，可能是吃饭。而现在

的鬼子，打枪猫着腰，行动时不是跑就

是爬，老是躲避我们，早饭和午饭也改

了时间……波波夫立即命令人员进行

侦察，果真是敌人换了防。

用 兵 之 要 ，必 先 察 敌 情 ；常 胜 之

家，必先悉敌情。“知彼”的优势，往往

是交战双方竭力争取的优势。每名军

人、每件装备所能到达的地方，就是情

报信息触角延伸的地域，就是敌对双

方侦察对抗的焦点区域。在异常激烈

的角逐中，每名官兵既是己方信息的

承 载 者 ，也 是 敌 方 获 取 信 息 的“ 贡 献

者”；既是手持兵器的战斗员，也是搜

集战场信息的情报员。历史上许多战

场获胜方之所以赢得胜利，在某种程

度 上 都 源 自 于 对 情 报 信 息 的 及 时 掌

握，归功于一线官兵的慧眼。前苏联

一名海军军官夜间值勤时发现许多海

鸥争抢浮上来的鱼，敏锐意识到敌潜

艇前来偷袭；面对横冲直撞的坦克，二

战 北 非 战 场 上 的 法 国 指 挥 官 冷 静 观

察，根据其弱点用 88 毫米高射炮平射

敌人坦克，果然使对手损失惨重。这

些都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战场一

线永远都是最好的情报来源地。广大

官兵立足战位、放眼战局，拿起“望远

镜”、用好“显微镜”，努力把战场情况

尽收眼底，就能寻找到制胜因子，有效

掌控战场胜负的天平。

也许有人说，现代信息技术的迅

猛发展与运用，已使战场无死角、全透

明，不需要一线官兵劳心费神地去观

察搜集信息。然而事实证明，再聪明

的对手也有弱点，再先进的技术也有

盲区。官兵走上战场，积极主动地观

察敌情、收集情报，不仅能够弥补高技

术专业侦察装备存在的不足，而且在

炮火硝烟中侦察获取的第一手信息，

远比装备传送的数据更生动直观、更

有价值。在现代战场“发现即摧毁”的

态势下，一线官兵如果一味坐等上级

的敌情通报，就可能错失有利战机；如

果缺乏足够的信息搜集和分析运用能

力，就会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

知而乱的困境。

英国军事家富勒曾经说过，“要时

刻观察细枝末节，看透敌人的灵魂，采

取敌人意想不到的行动”。观察是认

知的起点，情报是胜利的源头。现代

战 争 ，没 有 情 报 就 打 不 了 仗 ，情 报 不

真、不快、不细就打不了胜仗。每名官

兵都应把主动感知战场、深入洞察敌

情作为一种使命、一种责任，有意识地

提升情报素养，培养灵敏的知觉、机警

的嗅觉，培育见微知著、洞幽察微的判

断力、审视力，并通过联合训练熟悉掌

握各种侦察手段性能，练好练强体系

侦察技能，练就一双能够穿透战火硝

烟、洞悉敌人举动的火眼金睛，勤于观

察、善于分析，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不忽视任何一个苗头，做到料敌于先、

制敌于早。

练就战场“知彼”的慧眼
■张西成

盛夏，海军某支队组织舰机协同训练。图为直升机起降训练瞬间。 马天傲摄

7月 24日，第 83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喷火考核。 季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