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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门遭遇‘不明身份人员’袭

击，请求快速支援！”

秋意渐浓，第81集团军某旅“大王

庄战斗模范连”执勤点位突发“特情”，

该连应急分队火速赶往现场处置。

不承想，来者不善，狠招频出，应

急分队官兵不敢大意，按照预案紧张

应对。笔者定睛一看发现，这帮“不

明身份人员”是武警承德支队某中队

官兵。这一次，他们专门扮演“蓝军”

给“大王庄战斗模范连”当“磨刀石”。

“通过他们设置的特情，我们完

善了多项战备方案。”复盘会上，“大

王庄战斗模范连”刘连长告诉笔者，

连队应急处突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兄

弟单位鼎力支持与配合。

一个是陆军的基层连队，一个是

武警部队的基层中队，他们的关系为

何如此密切？

原来，根据上级工作安排，“大王

庄战斗模范连”被派往某基地执行任

务，平时只能依托基地训练场组织训

练。而驻扎在基地附近的武警承德

支队某中队也经常到这里训练。起

初，两个单位互不干扰，各练各的。

一次体能训练，该连班长刘世龙

组织大家跑步热身，不料被身后的武

警官兵赶超，操场上顿时火药味十

足。刘世龙原本计划带队慢跑 10 分

钟，可在这场无声的较量中，居然越

跑越快、越跑越久。

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器械训练

场。一天，该连上等兵吴文韬在拉单

杠时与一名武警战友“遭遇”了。军

人的好胜心一上来，谁也拦不住。为

了不被对方看低，平时最多能拉 15

个的他，咬着牙硬是拉了 18 个，刷新

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看着眼前的一幕，刘连长内心窃

喜：“两个单位的战士谁也不服谁，既

然大家经常在同一块场地训练，何不

多切磋交流？”

刘连长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在

动散条件下，自主抓建是关键，但长

时间对标自身，官兵的工作训练标准

容易下降，而利用现有条件与友邻单

位开展良性竞争，有利于双方共同进

步，甚至实现新的突破。连务会上，

他的想法得到干部骨干一致认可。

刘连长与该中队取得联系，双方

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在轻武器使用、

军事体育等共同基础课目中开展联

合组训和互为条件训练，实现优势共

享、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于是，便出

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在此过程中，随着两个单位的接

触越来越频繁，官兵之间也产生了不

一样的“化学反应”。

该连下士李长春和该中队中士

杨洪文是各自单位 400 米障碍课目

的第一名。一次障碍训练，李长春快

速冲向矮墙，两腿蹬地，轻松越过。

一旁观看的杨洪文却当场指出，他在

翻越矮墙前发力过猛，容易影响后续

节奏。李长春虚心接受，并请杨洪文

示范，效果确实不一样。李长春照此

训练，一段时间过后，该课目成绩提

升了 5 秒。而杨洪文也通过学习李

长春传授的技巧，过低桩网的速度较

以往更快了。

如今，在基地训练场上，经常可

见两个单位合练的场景：精通地图使

用课目的该连二级上士邢金彪，给武

警的战友当起了教练员；该中队下士

李鑫手枪射击功夫了得，把自己的射

击诀窍向陆军的战友倾囊相授……

训练质效的提高，让两个单位尝

到了甜头，他们在更多更广领域建立

共建机制。

“我连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前身

是鄂豫边区桐柏山红军游击队……”

一个教育日，该连赵指导员邀请该中

队官兵参观荣誉室，大家对“大王庄战

斗模范连”的辉煌战绩和获得的荣誉

心生敬佩。课堂上，中队骨干主动讲

起自己建功岗位的励志故事，该连战

士听了不禁竖起大拇指。

一 次 ，该 中 队 组 织 森 林 防 火 演

练，该连依托自身实际，积极参与配

合，与之建立联合应急机制，为今后

执行类似任务积累了不少经验。

从训练场上互帮互促，到全面建

设携手同行，如今，这两个单位共建

日益深入，成果接连涌现。“没想到，

一次偶然的相遇竟会结成如此缘分，

双方相得益彰、互相成就。”刘连长感

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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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战场上的生死考验，您靠什么

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晴朗秋日，陆军某

部“大渡河连”教育课堂上，一场两代军

人之间的对话如约展开。

台上，历经生死考验的 3 位连队老

英雄，精神矍铄，说话充满激情。

时任排长邓泽怀，首先讲述他带领

全排完成某次主攻任务的战斗历程。“那

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没有一人怕死

退缩，也没有人叫苦叫累……”扣人心弦

的细节、可歌可泣的壮举，将台下官兵带

到了枪林弹雨的战场。

“每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都是一次

精神洗礼；每一次英雄故事的重温，都是

一种血脉传承。”该部领导介绍，参战老

兵现身说法讲述战斗经历，更能激发官

兵的血性胆气。每逢重大活动和纪念

日，他们会邀请老英雄重返军营，讲历史

讲党课讲传统，教育引导官兵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流血牺牲，您

是如何做到无所畏惧、奋勇冲锋的？”面

对官兵的现场提问，老班长李萌的回答

铿锵有力：“我们当然知道战争的残酷，

但为了祖国和人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

外，这是军人最起码的觉悟……”

在那场战斗中，部队进攻受阻，李萌

灵活运用战术，指挥全班摧毁了敌人碉堡，

自己多处负伤，身体里至今残留着弹片。

轮到二等功臣、连队时任指导员黄乃

发讲述时，他的声音突然高亢起来，列举

了当年战友的英雄壮举：卫生员吕志经四

进四出前沿阵地，身体受伤坚持救治后送

战友，直至倒在血泊中；副班长王成富带

领尖刀班直插敌人心脏，被炮弹炸伤，他

强忍剧痛，从担架上翻下来继续战斗……

“当年，英雄的年纪比我还小，就已

饱经战火考验。我们要接过前辈的枪，

立足战位练强本领，扛起保家卫国的使

命。”二级上士滕永柳话语里充满对老兵

的敬佩。过去 3年，他带领班组连续参加

上级比武考核，均被评为“神炮班”，展现

出新时代“大渡河连”官兵的风采。

沿着英雄足迹跑出强军加速度。今

年 5月，上等兵张伟豪代表单位参加上级

无人机专业比武，荣获个人成绩第一，并

获评“金牌操作手”。近日，他再次报名

参赛，向自己发起新的挑战。“作为英雄

连队传人，不能躺在舒适区里裹足不前，

要始终以冲锋的姿态练强战斗本领、练

硬战斗作风，为荣誉战旗续写荣光，让革

命前辈安心放心！”

连日来，在参战老兵精神感召下，该

部官兵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奋勇争先，

围绕多个重难点课目探索攻关、专攻精

练，不断锤炼打赢硬功，练兵备战热情持

续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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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在第 11 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各部队举行祭奠英烈活动，缅怀千千万万

为国牺牲的烈士、浴血奋战的英雄。

历史记忆历久弥新，英烈精神传承永续。英雄从未远去，对英烈最好的纪念，就是

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誉、精武强能，攻坚克难、勇往直前。

强军事业是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在缅怀英烈

中坚定理想信念，在赓续传承中砥砺强军本领，让我们沿着英烈的足迹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创造新的更大成绩。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最深的铭记。

图①：第 76集团军某旅邱少云生前所在连官兵缅怀邱少云烈士。

朱艳凯摄

图②：北部战区空军某旅战士在展区前学习了解胡泰松烈士的事迹。

张凯丽摄

缅怀英烈 奋勇向前

近日，西部战区陆军某旅防化分队在高原复杂地域开展训练，锤炼官兵

战斗技能。图为一名战士正在进行喷火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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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它，个人战备物资不用塞进驾

驶室了……”前不久，第 73 集团军某旅

组织某型火炮战备规范演示，下士冯义

敏对一款车载储物箱的讲解，引来众多

官兵围观点赞。

这是冯义敏的又一项革新成果。以

往，该旅火力分队出动时，个人战备物资

经常堆放在空间狭小的驾驶室里，不仅

影响装备操作，还存在行车安全隐患。

冯义敏设计制作的储物箱加装在车后

侧，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得到装备生产

厂家认可。

在该旅，像冯义敏这样的基层“创

客”还有不少。旅领导介绍，近年来，为

鼓励官兵自主革新创造，充分挖掘武器

装备效能，他们广泛开展“军营创客”活

动，为基层官兵搭建创新舞台。冯义敏

作为第一批“创客”，在一次次破解难题

中脱颖而出。

那年，冯义敏所在连队列装某型火

炮。实弹射击训练中，官兵发现，火炮容易

出现细微的密位偏差，影响射击精度。经

过排查，冯义敏发现问题症结在于火炮联

轴器结构不稳定，便决定自己动手解决。

几天后，他将自己写好的一份联轴器

改造计划书上交旅机关。经过多方研商，

旅党委认为冯义敏的改造项目符合装备

管理规定，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很快批准

了该方案，并成立专项技术攻关小组。

然而，由于场地资源有限、缺乏仪器

教材，联轴器改造推进缓慢，迟迟不见成

效，个别小组成员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经过调研，旅领导得知，这是基层

“创客”团队经常遇到的困境。为此，旅

党委研究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设立

“创客工作室”，添置办公电脑、研究仪

器、专业书籍，协调院校专家、装备厂家

技术人员前来指导。为打消官兵“怕出

错”的思想顾虑，他们健全容错纠错机

制，鼓励“创客”们放开手脚、大胆创新。

“我们深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

大。”冯义敏说，那段时间，为填补知识盲

区，他和小组成员自学机械原理，反复修

改原始模型、研究装备构造、核对调校数

据，经过数次试验，终于大功告成。

在随后组织的实弹射击考核中，安

装改造后的联轴器的火炮，射击精度大

幅提升。后来，这项革新成果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被上级大范围推广使用。

这极大鼓舞了冯义敏，他将目光投向

该旅定期发布的革新解难需求清单，锁定

了新的攻关方向。火炮滑转式人机座椅、

风扇防护网罩、增强式伪装防护网……几

年下来，通过“揭榜”“打榜”，出自冯义敏

之手的革新发明成果不断增多。

“基层官兵的智慧是无穷的，就看怎

么发掘出来、利用起来。”该旅领导说，下

一步，他们将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和保障

机制，吸引更多官兵贡献“金点子”、结出

“创新果”。

一名下士的“创客”之路
■王杨恒欹 本报记者 李 倩 特约记者 廖晓彬

营连日志

6基 层 传 真２０２４年９月３０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刘伟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