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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未来几年

我军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把握强国强军时代要求作出的重大决

策，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十分紧

要的一步。现在，距离实现这一目标只有短

短几年时间，迫切需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和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知重负重、

知难克难、知险化险。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党的意志、

人民的期盼，是人民军队必须扛起的时代重

任，必须交出的历史答卷。我军是执行党的政

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人民的子弟兵，从来都

是言而有信、重信守诺的。从革命战争年代为

“建立一个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到边防斗

争一线“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再到抗击疫情

“逆行出征、誓死不退”，无数行动证明，人民军

队 始 终 是 党 和 人 民 完 全 可 以 依 赖 的 英 雄 军

队。当前，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了吃劲

奋斗的攻坚期、加油加压的冲刺期。全军官兵

只有强化到点交卷的使命担当，把精神状态激

发出来，把奋进力量凝聚起来，才能聚力打好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时间催促人、任务压着人、对手不等人。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是时间到、任务

了的软指标，而是到点交卷的硬杠杠、如期复

命的硬任务，完不成是要负政治和历史责任

的。我们在攻坚，对手也在发展。如期实现既

定目标，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

干出来的。相同时间内，只有跑赢对手，才能

在赛道上占得先机、抢得胜算。“力微责任重，

百虑加一身。”我们必须发扬革命加拼命精神，

一切往前赶、争取提前量，如期实现既定目标。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

知。”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还

有很多“堵点”需要打通、很多“痛点”需要破

解、很多“难点”需要攻克。时间紧、任务重、难

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马克思曾说：“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

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如期实现既定目标，

是关系我军建设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

足珍贵。我们必须向难攻坚，撸起袖子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接力棒，交到我们这代人手中，这既是如山责任，更是无上荣耀。每名官兵

只有跑好自己这一棒，才能为后面的接力者开好头、打好基础。我们应紧盯科

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棒接着一棒跑，把如期实现既

定目标的硬杠杠、硬任务，转化为明确的时间表、施工图，把时间倒计时转化为

能力倒计时。应善于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强新本领，不断增强素质、提

升能力、扩容本领，争当强军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开拓者、奉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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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梁铎、杜禹昊报 道 ：“ 全

体注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日前，第

78 集 团 军 某 旅 专 业 训 练 场 内 ，一 场 多

课目训练火热展开。面对多个课目连

贯展开的考验，官兵井然有序、默契配

合 ，圆 满 完 成 训 练 任 务 。 这 是 该 旅 整

合 教 学 资 源 ，探 索 创 新 组 训 模 式 取 得

的有益成果。

“要实现训练质效的突破，必须对教

学资源实施全面整合、深度优化。”该旅

领导介绍，新的训练周期展开以来，他们

改变以往组训单一化的训练模式，统筹

整合现有各类教学资源，紧紧围绕实战

化要求，对类型相关、相近的课目进行深

度融合式训练。同时，区分不同训练领

域，按照“基础领域集中训、新兴领域专

人训、重点领域强化训、关联领域协同

训”的方式分类组织，创新组训模式，提

升训练质效。

“ 操 作 手 迅 速 展 开 信 号 干 扰 ，各

战 位 紧 密 配 合 实 施 电 子 防 护 ”“ 无 人

机 抵 近 侦 察 ，注 意 隐 蔽 ”…… 训 练 场

上 ，某 连 官 兵 针 对 复 杂 电 磁 环 境 下 的

难 点 课 目 展 开 专 项 攻 坚 ；另 一 个 连 队

在 完 成 车 辆 操 作 考 核 后 ，迅 速 转 移 至

模 拟 作 战 区 域 ，与 其 他 单 位 展 开 互 为

条 件 的 战 术 对 抗 训 练 。“ 采 用 新 模 式

组 训 后 ，官 兵 训 练 成 效 明 显 提 升 。”现

场指挥员说。

该旅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继续

统筹现有教学资源，精心构设实战化训

练场景，着眼实战需求提升组训水平，最

大限度拓展组训模式创新的受益面，助

推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第78集团军某旅多措并举提升训练质效

整合教学资源 创新组训模式

本报讯 刘鸿钦报道：日前，第 74

集团军某旅某营两名政治教员参加集团

军“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取得优异

成绩。“旅里探索推行分类分级教育模

式，政治教员备课施教更具针对性、实效

性，教育效果显著提升。”谈及这一成绩，

该营政治教员李威深有感触地说。

“只有精准对接官兵需求，教育才能

取得最大实效。”该旅领导介绍，他们摒

弃传统“一刀切”的教育模式，探索创新

“分类分级构建教育模型”的教学方法，

通过科学划分层级、精准设置内容，为不

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官兵量身定制“教育

套餐”，摆脱“齐步走”的教育困境。

实践中，该旅注重差异化设置思想

政 治 教 育 内 容 ，综 合 考 虑 官 兵 思 想 基

础、知识水平、年龄结构、成长经历及当

前任务特点等因素，灵活开展分层教育，

帮助官兵获得与自己需求精准匹配的

“精神食粮”。

为确保开展教育“精准滴灌”，该旅

探索构建丰富的教育模型、完备的教案

体系，参照军事训练大纲模式，对基础教

育 课 目 设 置 、内 容 要 点 等 进 行 细 化 规

范。此外，他们按照“分工精细化、内容

专业化”的思路，遴选政治教员精干力量

集中备课，建立共享精品教案库，形成

“旅抓教育资源共享、营抓备课示教示

范”的教育机制，实现教员力量、教材教

案等资源利用最大化，提升了基层政治

教员备课授课质效。

“ 因 人 而 异 、量 体 裁 衣 ，使 教 育 更

加 贴 近 实 际 、贴 近 官 兵 。”该 旅 一 名 政

治 教 员 感 慨 地 说 。 近 期 ，这 名 政 治 教

员 带 领 官 兵 参 加 上 级 组 织 的 大 项 任

务，面对任务进度受阻、官兵士气受挫

的 情 况 ，他 随 机 以 先 辈 大 项 任 务 面 前

敢 于 冲 锋 、敢 于 牺 牲 的 英 雄 事 迹 为 依

托 开 展 战 斗 动 员 ，有 效 激 发 了 官 兵 血

性胆气和战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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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狂风呼啸，黄沙漫天。大风裹挟着

砂石，打在衣服上沙沙作响。

虽是三伏时节，记者走在探访新疆

军区某红军团高原驻训场哨位的路上，

却丝毫没有三伏天里“温度最高、湿度

最大”的感觉。看着哨位背后的雪山，

一股寒意扑面而来。

来到哨位，正赶上岗哨交接。准备

接哨的领班员并不急于上哨，而是带着

两名战士将周围的电路、安防设施、通

信设备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安

全隐患后才开始交接。

“一切正常，可以接哨！”交接完成，

3 名 哨 兵 面 向 不 同 方 位 ，进 入 执 勤 状

态，军姿挺拔、目光如炬，警惕地注视着

周围的一切。

刚刚下哨的哨兵们，紧绷着的弦终

于松了下来。领班员、下士马明超在新

兵下连后就被分配到警卫排，如今已坚

守哨位 4 年，另外两名哨兵都是入伍时

间不长的新兵。马明超带着记者，围绕

哨楼转了一圈。

哨楼是目测面积不足 10 平方米的

板房。为便于观察，官兵对板房上半部

分进行了开窗改造，整体采用半地下式

的建造方式，覆盖荒漠色伪装网与周围

环境融为一体。马明超告诉记者，高原

大风天气多，半地下式的建造方式能够

防止哨楼被风卷走，给哨兵提供一个安

全的执勤环境。走进哨楼，除电话、对

讲机等通信器材外，还有电热水器、制

氧机等生活用品。

哨楼对面，一条国道近在眼前。马

明超介绍，这条国道连接着西部地区多

个县市。遇到路过车辆抛锚或人员遇

险等突发情况，哨兵都要第一时间报告

情况、协助处置。

前期，该团千里机动执行高原驻训

任务。抵达任务地域后，团里第一时间

在营区大门、弹药库等多个重点部位设

立哨位。与其他哨位相比，大门哨位无

论标准化建设还是执勤要求都更加严

格，哨兵不仅要时刻保持警惕、处置特

情，还要负责人员和车辆出入登记报

告、交通导调……紧张繁重的任务背

后，哨兵们有着别样的付出与坚守。

“ 班 长 ，刚 出 去 这 几 辆 车 是 干 啥

的？”说话间，几辆装备车鱼贯驶出营

门，副哨闫玮轩好奇地问道。作为入伍

不久的新兵，闫玮轩对团里的许多新装

备还不够熟悉。车队通过后，马明超详

细地介绍起每种车辆的性能特点、任务

属性，闫玮轩听得连连点头。

马明超告诉记者，一到下午，这里

常会起风，有时还会出现雨雪等恶劣天

气。果然，不一会儿，气温已降至 0℃

左右。尽管穿着棉衣，记者仍感觉冷风

直往身体里钻。马明超告诉记者，在高

原，夏天的温暖可谓弥足珍贵。即便是

夏天，夜间上哨时，哨兵身上仍得裹上

厚厚的羊皮大衣。

“高原站哨既辛苦又寂寞，但这么

重要的岗位，总得有人坚守。”交流中，

马明超给记者讲起自己这几年来的成

长和变化。

新兵下连时，马明超和两名战友分

到了同一个班。没过多久，两名战友分

别走上了文书和驾驶员岗位，马明超却

开始了坚守哨位的日子。因性格内向，

不太愿意与人交流，马明超一度感到非

常枯燥。

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副班长

陆爱弟看出了马明超的苦闷，多次与他

谈心交流。渐渐地，马明超了解到，陆

爱弟以前学的是炮兵专业，部队改革调

整后被调整到警卫排。连队大项任务

重的时候，人员调配紧张，陆爱弟每天

有一半的时间在站岗。

“既然那么累，为啥不换个岗位？”

看着陆爱弟一脸平静的表情，马明超有

些好奇地问。陆爱弟的回答只有简单

的 3 个字：舍不得。

原来，陆爱弟刚到警卫排时，团大

门住宿区甚至连一个像样的洗漱池都

没有。那段时间，官兵们边站岗边建

设，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善了各类生

活设施，还添置了健身器材、台球桌等

文体用品。

“每个岗位背后，都有不同程度的

牺牲奉献。”陆爱弟的成长故事，让马明

超深受触动。再次站哨执勤，看着身边

的战友，他懂得了什么叫“牺牲奉献”、

什么叫“脚踏实地”。从那时起，他每天

想得最多的不再是“怎么看”，而是琢磨

“怎么干”。

一次执勤点位拉动考核，马明超所

在小组因处置流程不规范，最终评分垫

底。考核结束后，他一有时间就召集小

组成员学习应急预案，观看教学视频，

练习实装操作，很快便熟练掌握了多种

特情处置方法。义务兵服役期满时，他

向连队郑重递交了留队申请书，选择像

陆爱弟那样继续在哨位上发光发热。

在很多官兵看来，警卫专业“技术

含量低”，站哨不过是“熬时间”。但一

次站哨时发生的事，改变了马明超的想

法。那天，马明超站哨时注意到，大门

外不远处，一名路政工人踉踉跄跄，走

路姿势有些奇怪，连忙派副哨前去查

看。副哨走近后，这名路政工人因突发

疾病已瘫倒在路边。经过齐心协力的

救治，官兵成功将这名路政工人从死神

手里拉了回来。从那以后，每次经过哨

位，这名路政工人总会冲哨兵挥手致

意。哨兵们看到这一幕，都感觉心里暖

暖的。

该团领导介绍，每逢新兵下连、干

部调整等时机，他们都会结合团队红色

历史组织专题教育，帮助新战友系好

“第一粒扣子”。一次重大任务展开前，

团里组织“雪域讲堂”活动，马明超登上

讲台分享哨位上的种种经历，激励新战

友立足岗位、建功军营：“岗位无大小，

分工各不同。能在小小哨位上为练兵

备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军旅

人生既精彩又有意义。”

采访结束，马明超准备前往训练场

参加专业训练。他告诉记者，对警卫专

业官兵而言，除了坚守“无声战位”，还

必须练就演训一线冲锋陷阵的过硬本

领，以昂扬的状态守护边关安全。

马明超的身影渐行渐远，在他的前

方，远处雪山上镌刻的“弘扬喀喇昆仑

精神”8 个大字格外清晰。一茬茬官兵

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筑牢钢铁边

关，守护着祖国的大好河山。

上图：哨兵正在执勤。

崔浩浩摄

雪山哨位：我守营盘护边关
——探访新疆军区某红军团高原驻训场哨位

■何 斌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通讯员 高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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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海军某支队组织训练。

王成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