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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第 72 集团军某旅下发关

于组织专业骨干集训的通知。面对难

得的机会，该旅某连官兵踊跃报名。

该连李连长告诉记者，就在数月

前，不少官兵还对参加上级组织的集训

“退避三舍”。

当时，集团军计划组织炮兵专业骨

干集训，该连分配到两个名额。晚点名

后，李连长把各班班长和专业骨干留下

来，传达通知精神，摸排报名意向。

令他没想到的是，通知传达完毕，

班长骨干们却沉默不语。

“参加上级集训，多好的学习提高

机会，大家为啥不愿报名？”带着这个疑

问，李连长决定逐一找班长骨干谈心交

流，弄清反常现象背后的原因。

第二天训练间隙，李连长见缝插

针，找到班长杨海科聊起此事。面对连

长的询问，杨海科犹豫再三，还是道出

了自己的顾虑：“我其实挺想参加这次

集训的，但一想到上次参加集训时发生

的事，就打退堂鼓了。”

年初，该旅组织一次思想理论骨干

集训，杨海科作为连队思想骨干报名参

加。没想到，集训还没结束，“后院”就

起了火——班里一名战士违反管理规

定差点受到处分，杨海科作为班长承担

连带管理责任。

杨海科说，离队参加集训前，他向

副班长口头交接了日常管理工作，对班

里思想行为存在“风险点”人员的管理

问题，也进行了提醒。但因平时学习训

练紧张，加之副班长管理经验不足，结

果导致问题发生。

此事发生后，不少班长骨干因担心

出现类似情况，甚至连休假、住院心里

都不踏实。

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李连长

对班长骨干不愿报名参加集训的原因

有了一些了解：

“学习机会虽难得，但集训考核成

绩要进行大排名，万一拿不到名次，自

己丢脸事小，给单位拖后腿事大。”

“即将面临进退走留的选择，如果

参加完集训没能留队，对单位和个人来

讲都是一种损失。”

“班里的专业骨干本来就少，选派

人员参加集训有些捉襟见肘。”

……

随着谈心交流越来越深入，班长

骨干们的种种现实考虑，犹如投向湖

面的一颗颗石子，在李连长心中荡起

层层涟漪。

集训“遇冷”的原因摸清找准了，如

何对症下药解决难题？

不久后连队召开的按纲建连形势

分析会上，李连长将问题一一抛出，引

起支委委员的热烈讨论。经过一场“头

脑风暴”，他们最终研究决定，在连队建

立责任交接制度，制订清晰的责任交接

清单，对班长骨干因集训、休假等原因

离队时需交接的日常工作和管理事项

进行细化，明确责任划分和期限；完善

奖惩激励机制，杜绝失职渎职、推诿扯

皮等现象；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确保交

接双方对工作进度、人员情况始终做到

心里有数。

一系列务实举措的推出，给连队日

常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动力。但连队

党支部一班人分析感到，要彻底拆除官

兵之间的“心墙”，单靠连队自身力量是

不够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需要旅机关

统筹解决。

此后不久，该旅机关干部丁学平到

基层蹲点调研，李连长趁机向其反映了

自己对解决集训“遇冷”问题的思考。

了解完前因后果，丁学平对其他连队的

情况也进行了调查研究，形成专题调研

报告提交旅机关。

这份来自基层一线的调研报告，

引 起 该 旅 党 委 的 重 视 。 经 过 深 入 研

究，他们将该连探索形成的责任交接

制度在全旅范围内推广，并将接任者

在 代 理 工 作 期 间 的 表 现 和 成 绩 纳 入

每月骨干讲评，作为表彰奖励的一项

依据。

为彻底打通各种“梗阻”，该旅对本

级组织的集训考核排名方式做了调整

优化，还专门设立“进步奖”对成绩提升

明显者予以奖励，引导官兵“横向比找

差距、纵向比看进步”。此外，他们要求

各营连推荐官兵参加集训时，紧密结合

官兵个人诉求、能力特长和成长规划，

避免为完成集训指标导致“学的用不

上，用的学不到”，确保人尽其才、才尽

其用。

“集训既针对战场急需，又考虑官

兵急盼，成为帮助官兵成长成才、推动

部队全面建设的有力抓手。”该旅领导

告诉记者，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他们

不仅着力增强专业骨干集训的针对性、

实效性，还鼓励参训意愿强烈但没能如

愿的官兵，与专业素质过硬的班长骨干

结成“帮扶对子”，采取针对性措施补差

强能，在摔打磨砺中增强本领。

思想“减负”，热情“升温”。面对即

将开始的专业骨干集训，炮班班长金泽

虎第一个报名，希望通过参加集训尽快

补齐能力短板。连队经过综合权衡，决

定选派发展潜力较大的炮长刘璐参加

此次集训，金泽虎则与一名专业素质过

硬的老炮长结成“帮扶对子”，为下一次

参加集训打牢基础。

离队之前，刘璐将需要交接的工作

内容作了系统梳理。他说：“工作交接

清晰明了，有利于接任的同志快速进入

状态，我也能心无旁骛地投入集训，全

力以赴提升能力素质。”

第72集团军某旅多措并举助力官兵提升专业技能—

专业骨干集训又“火”了
■韩 帅 杨茂生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专业骨干集训作为帮助官兵快速

掌握专业知识、锤炼过硬专业技能的

一种有效手段，对官兵成长进步和部

队战斗力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

因为如此，各级各部队普遍重视开展

各类专业骨干集训，通过集中学习、训

练、考核，缩短人才培养周期，培养过

硬人才队伍。

然 而 ，面 对 宝 贵 的 集 训 机 会 ，部

分 基 层 部 队 由 于 专 业 骨 干 力 量 不

足 ，官 兵 思 想 顾 虑 过 多 ，出 现“ 好 事

变 难 事 ”的 现 象 。 第 72 集 团 军 某 旅

从 一 个 基 层 连 队 出 现 的 集 训“ 遇 冷 ”

情 况 入 手 ，举 一 反 三 查 找 问 题 ，鞭 辟

入 里 剖 析 原 因 ，多 措 并 举 制 订 对 策 ，

解 除 基 层 后 顾 之 忧 ，助 力 官 兵 轻 装

上 阵 ，是 破 解 类 似 难 题 的 一 种 有 益

探索。

负 重 难 以 致 远 ，轻 装 方 能 疾 行 。

能不能把好事办好，既反映各级服务

基 层 、服 务 官 兵 的 根 本 态 度 ，也 考 验

各 级 机 关 和 领 导 干 部 查 摆 问 题 的 能

力、解决问题的决心。面对备战打仗

使命任务，各级应切实增强时不我待

的 紧 迫 感 、舍 我 其 谁 的 责 任 感 ，想 方

设法为基层官兵成长铺路搭桥，着力

解决影响战斗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帮

助官兵锤炼打仗本领，助力部队提升

打赢能力，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轻装方能疾行
■方立波

短 评

常学常新、常学常悟，才能常学常得。

前不久，习主席在甘肃考察时强调，推进党

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党员、干部

自觉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积极担

当、放手干事，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指示，就要在常态

化推进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上下功夫，让学

纪知纪明纪守纪成为必修课常修课。

党纪学习教育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

及里、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过程，是一项

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

役。“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

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党纪学习教育要想取

得应有效果，既要集中发力、形成声势，又

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党员的纪律意识、

规矩意识和遵规守纪的自觉性，并不能自

然形成，仅靠几次集中学习教育是远远不

够的。必须通过持续的思想引导、严格的

党 性 锻 炼 、深 入 的 学 习 领 悟 才 能 逐 渐 达

成。可以说，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

效化，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员纪律意识具有重要

意义。

坚持经常性纪律教育与集中性纪律教

育相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经常

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经

常性教育，重在通过长期性、常态化的纪律

教育，引导党员增强纪律意识、纪律观念、

纪律自觉，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

工作生活的习惯；集中性教育，重在通过阶

段性、专题性的纪律教育，督促党员强化纪

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两

者尽管有所区别和侧重，但目标和导向一

致，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方可相得益彰、达

到最佳效果。

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政贵有恒，

治须有常。各级应采取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上纪律党课、学典型通报、看警示

教育片等多种方式，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

原原本本学习党的纪律规定，把纪律教育融入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监督。结合民

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组织党员进行对照检查，确保每名同志都能真正把自己摆

进去，认真检视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情况，接受民主评议和群众监督。

坚持制度化推进、长效化落实。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是党员干部约束

言行的遵循标准。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一方面，应通过建章立制，

及时提炼和固化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另一方面，应创新体制机

制，制订一系列实在管用的制度办法，以法治的权威性约束力，推动形成立纪必

教、有纪必学、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制度机制，为加快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质效

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作者单位：32147部队）

推
进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常
态
化
长
效
化

■
徐
泽
龙

耿
香
港

日前，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军港码

头，随着战斗警报骤然响起，一场跨昼夜

训练考核拉开战幕。

茫茫大海上，导弹快艇编队犁波踏

浪。“某机舱起火，损害管制部署。”考核

现场，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某艇损管队

员快速穿戴好防火服，携带灭火器材赶

赴起火机舱。浓烟滚滚，损管队员沉着

应对，精准处置扑灭火焰。

与此同时，另一艘导弹快艇刚抵达

任务海域，便接到“舰艇遇袭，舱室破损

进水”的特情通报。损管队员迅速携带

器材，前往进水舱室进行堵漏排水。

一系列特情处置完毕，导弹快艇编

队运用多种战术进行伪装隐蔽。经过数

小时隐蔽航渡，编队抵达另一任务海域，

已是凌晨时分。

此时，海面风高浪急。“发现‘敌’舰

活动，做好战斗准备！”面对考核组临机

设置的“敌情”，某导弹快艇立即拉响战

斗警报，官兵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面对复杂海况，该艇副艇长指挥舰

艇快速隐蔽接“敌”。突然，导弹指挥仪

兵报告：“舰艇横摇幅度过大，不具备导

弹发射条件。”

见状，该艇副艇长经过综合研判，果

断改变机动战术，并命令操舵兵把定航

向航速。待满足导弹发射条件后，官兵

抓住时机锁定“敌”舰，导弹指挥仪兵果

断按下发射按钮，模拟发射导弹。

“发现‘敌’无人机一架，做好对空抗

击准备！”另一艘导弹快艇内，空情警报

传来，各作战部位密切协同，全方位侦搜

“敌”机方位及运动要素。片刻，“敌”无

人机被牢牢锁定。随着一声令下，舰炮

喷吐火舌，成功命中目标……

海天之间，晨曦初现，导弹快艇编队

再次转入隐蔽航渡。“跨昼夜训练考核对

艇员体能基础、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都

是极大的考验，我们坚持打仗需要什么

就考什么，在真打实抗中锤炼官兵过硬

作战本领。”考核组组长介绍，此次考核

全程采取“背靠背”方式，随机设置多种

复杂特情，着重检验指挥员决策指挥能

力、官兵应急处置能力。

历经多轮“厮杀”，编队杀出重围，顺

利完成训练考核任务。“导弹快艇速度

快、机动性强，是近海突击的尖刀力量。”

编队指挥员介绍，完成弹药装载后，他们

又将奔赴另一海域，执行新的任务。

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组织跨昼夜训练考核—

“海上尖刀”凌厉出击
■许富强

上图：日前，新疆军区某团组织

实弹射击考核。 黄进财摄

下图：近日，空军航空兵某旅

开展飞行训练。 张 越摄

9 月底，第三届“先知·兵圣”人机对

抗挑战赛总决赛在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

院如火如荼进行。赛场内，参赛选手同

台竞技、激烈比拼；赛场外，来自联勤保

障部队第 980 医院某派驻门诊部的医护

人员全程守护、精心保障。

全军组织的某重大任务，连续 3个多

月数千人次医疗保障“零差错”；国防大

学首次组织某演训任务，红蓝双方展开

昼夜连贯对抗，医护人员靠前保障……

这温暖官兵的一幕幕背后，是该门诊部

交出的一张为兵服务“贴心答卷”。

该门诊部主任张志辉介绍，作为一

线派驻机构的门诊部，医护人员不足、医

疗设备有限，但只要捧出一颗为兵服务

的真心，就能为守护官兵健康贡献力量。

今年 4 月，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组织的教学成果评审会上，一名外请教

授 突 发 晕 厥 。 接 到 急 救 电 话 不 到 3 分

钟，该门诊部值班医生、护士便赶到现场

展开急救。将患者转送至上级医院途

中，正在外地出差的张志辉多方协调，大

大缩短了后续救治时间。

危急时刻，该门诊部医护人员高效抢

救，充分展现出高超精湛的医术和向战为

军的担当。事后，一位医疗专家感慨地

说，他们为挽救生命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一案例的背后，是该门诊部数十

年如一日的坚守和追求。早在 6 年前的

一次重大赛事中，该门诊部医生就曾成

功抢救过一名心脏骤停的军校教员。

“向战而行、为兵服务，是我们一以

贯之的理念。”该门诊部一名医生说，一

次次成功抢救急重症患者，得益于门诊

部常态化组织急救训练，扎扎实实提升

医护人员救治能力。部队调整改革前，

他们就结合遂行重大演训活动保障任

务，探索优化紧急救治训练模式，形成一

套科学的遂行重大任务医疗保障方案。

单位调整改革后，随着国防大学联

合作战学院人才培养和大项任务压茬推

进，对医疗保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面对任务的变化，该门诊部以教学训练

卫勤保障为中心，不断优化完善各类急

救方案和遂行保障预案，圆满完成一系

列大项任务的医疗保障工作。

一次，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组织

学员赴北部战区某部开展现地教学，一

名学员突发急腹症。该门诊部医生杨亚

娟迅速展开现场处置，并协助将其紧急

送往北部战区总医院，使学员得到及时

救治。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领导告诉记

者，作为体系保障医疗机构，该门诊部始

终把官兵放在心上，倾心守护官兵健康，

赢得大家的好评。

“派驻全军专司联合作战人才培养

的院校，我们必须始终以冲锋的姿态，当

好官兵健康的守护者、贴心人。”张志辉

告诉记者。

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某派驻门诊部倾心守护官兵健康——

书写为兵服务的“贴心答卷”
■段 冉 韩 丽 本报记者 罗金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