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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潜艇在某海域‘遇险’，迅速

前出救援！”秋日凌晨，随着一阵急促的

警报声响起，海军某支队洪泽湖船官兵

闻令而动，紧急赶赴目标海域，与某潜

艇部队协同展开一场实战化援潜救生

训练。

海面波涛汹涌，战船劈波斩浪。抵

达“遇险”潜艇最后应答点位，洪泽湖船

官兵迅速吊放声呐，通过系统生成的水

底图像，对目标进行精确定位。

“深海水文条件复杂多变，水流速

度快、能见度低，水下救援对接难度大、

作业风险高。”声呐班班长刘永振紧盯

显示屏，对上百个图像进行快速比对甄

别，在茫茫大海中展开拉网式搜索。突

然，屏幕上一个一闪而过的波点引起他

的注意。经过反复核查确认，刘永振成

功锁定“遇险”潜艇位置。

“动力定位部署！”接到指令，洪泽

湖船立即调整船位至“遇险”潜艇上方

海面。援潜部门官兵操纵智能探测装

备入水，对潜艇状态进行进一步勘察。

与此同时，救援分队官兵进入深潜救生

艇待命。

指 挥 中 心 内 ，各 战 位 官 兵 严 阵 以

待 、密 切 配 合 ，口 令 声 、键 盘 声 此 起 彼

伏；综合态势显示屏上，水文气象、潜艇

姿态等数据实时更新，海上作业环境要

素清晰明了。指挥人员紧张比对最新

情报数据，不断调整优化救援方案。

慢放起吊缆、收紧牵引缆……后甲

板上，官兵紧张有序完成一系列操作，

将深潜救生艇稳稳地吊放入水。

“水下对接，看似平静，实则凶险。”

该支队领导介绍，深潜救生艇是援潜救

生训练的核心装备，靠近潜艇时会引起

强烈的紊流，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碰撞。

浪花翻腾，深潜救生艇逐渐从海面

“消失”。下潜、再下潜……深潜救生艇

在操作员朱昱晟的沉稳操控下，逐渐靠

近水下目标。

“注意，航向偏离……”就在此时，

“偏航”警告突然传来，朱昱晟立即根据

指挥所指引，小心翼翼修正航向。该支

队一名参谋告诉记者：“受暗流和能见

度 影 响 ，深 潜 救 生 艇 在 深 海 中 极 易 偏

航，若不及时修正，很容易丢失目标，耽

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说 话 间 ，朱 昱 晟 已 驾 驶 深 潜 救 生

艇 抵 达 目 标 区 域 。 然 而 ，螺 旋 桨 激 起

的 水 流 搅 动 泥 沙 ，将 潜 艇 救 生 平 台 遮

掩。朱昱晟根据泥沙翻滚的规律性变

化，不断调整深潜救生艇姿态，瞅准时

机 果 断 开 启 喷 射 泵 ，吹 除 救 生 平 台 附

近的淤泥。

3 米、2 米、1 米 …… 深 潜 救 生 艇 不

断向潜艇救生平台靠近。随着一声轻

响 ，深 潜 救 生 艇 与“ 遇 险 ”潜 艇 成 功 对

接，一条“海底生命通道”就此打开。在

救援分队官兵的协助下，“遇险”艇员被

迅速有序转移。随后，深潜救生艇脱离

潜艇，返回母船，圆满完成救援任务。

“ 与 潜 艇 部 队 互 为 依 托 、协 同 训

练 ，有 助 于 我 们 找 差 距 、补 短 板 ，快 速

提升实战化救援能力。”该支队领导介

绍 ，此 次 训 练 ，他 们 紧 盯 战 场 需 求 ，构

设 复 杂 战 场 环 境 ，扎 实 锤 炼 极 限 条 件

下 应 急 救 援 能 力 ，提 升 了 全 天 候 立 体

救援保障水平。

海军某支队组织实战化援潜救生训练——

凌晨，海底救援紧急展开
■胡佳杰 郄 斌 本报记者 张东盼

秋日拂晓，随着一阵紧急集合哨音

响起，第 73 集团军某旅步兵分队迅速集

结，一场实弹战术综合训练拉开战幕。

请领武器、装载物资、编队登车……

一切准备就绪，官兵快速机动至预定地

域，随即展开警戒部署，指挥员召集班排

骨干研究行动计划、分配作战任务。

“出发！”随着一声令下，官兵开始武

装徒步行军，侦察小组迅速前出侦察。

“遭‘敌’炮火打击，立即变换战斗队形！”

行进途中，特情突至，官兵依令拉开行进

间距，快速通过“炮火覆盖区”。

“前方发现不明烟雾。”队形尚未收拢，

新的特情接踵而至。前有“毒雾”，后有“炮

火”，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中，冷静判明风

向后，快速穿戴防毒面具和防护服，依次通

过“染毒地带”，紧接着展开洗消作业。

“此次训练打破以往特情设置的常规

做法，多项考核内容同时展开，更加符合

实战化要求和战场瞬息万变的特点。”该

旅领导介绍，他们利用陌生地域和复杂地

形构设逼真战场环境，连贯组织战备行

动、战场机动、战斗实施、实弹检验等课目

考核，实打实锤炼官兵快速反应能力。

“迅速向我靠拢！”抵达预定地域后，

班长宋亚平根据地形特点果断调整战斗

编组，明确任务部署和人员分工，“一组

占领左前侧斜坡，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二组占领后方有利地形，准备前出实施

爆破。”在宋亚平的指挥引导下，班组成

员密切协作、高效配合，成功歼“敌”并开

辟通路。任务完成后，官兵来不及休息，

立即投入实弹检验课目训练……

训练结束，复盘研讨随即展开。官

兵围绕训练中暴露出的问题展开研讨交

流、总结经验教训。下一步，他们将针对

梳理出的短板弱项展开专攻精练，不断

提升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

第73集团军某旅从难从严组织实战化训练——

特情迭出砺精兵
■左文杰 邓宏洲

近日，陆军某旅开展编队飞行

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孙长义摄

备战打仗是军队的主责主业，领导备战打仗是

各级党委的第一要务。各级党委应扛起领导备战

打仗的政治责任，加快锻造打仗型党委班子、打仗

型领导干部，以党委领战力带动提升部队战斗力。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增强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抓备战

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

过程。党委领导备战打仗，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

作战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打赢未来战争的特有优势

和重要法宝，也是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

传统。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全局性、关联性、时效性

越来越强，对军事决策的科学性、指挥的精确性、行

动的迅捷性要求越来越高。可以说，越是信息化智

能化战争，越是一体化联合作战，越需要加强党委

对备战打仗的领导，越需要以党委谋略力、应变力、

科技力，带动提升部队战斗力。

强化领战意识。各级党委要扛起备战打仗

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引领性、导向性、示范性作

用，带头谋战研战务战备战，鲜明立起聚力备战

打仗的舆论导向、工作导向、用人导向、政策导

向，教育引导官兵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

意识，做好随时打仗的思想准备，激发官兵精武

强能、奋斗强军的内在动力。坚持战斗力这个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按照战斗力标准统筹战建备各

项工作，以临战的姿态、实战的标准抓备战强训

练。要坚决打假治虚，持续破除和平积弊，切实

纠治“五多”问题、消除“二八现象”，真正把工作

重心归正到备战打仗上来。

提高领战本领。围绕“问题怎么看、根子在哪

里、下步怎么干”，全面查摆纠治提升备战打仗能

力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找到克敌胜敌的

高招良策、向强制强的真招实策，解决和回答好我

军面临不经历实战又必须形成实战能力、在较短

时间形成体系作战能力的时代课题。针对“两个

能力不够”和“五个不会”等问题，领导干部应带头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把谋划打仗、指挥

打仗、带兵打仗的本领练过硬，团结带领官兵人人思打仗之责、干打仗之事、强打

仗之能。各级党委应着力提高战略谋划能力、真打实备能力、改革创新能力、科学

管理能力、狠抓落实能力。

落实领战制度。压紧压实党委领导备战打仗责任，细化实化党委领导备战

打仗的关键能力指标，把备战打仗责任层层传导下去、落到实处。深入探析现代

战争条件下党委领导作战特点规律，在健全完善加速平战换挡、高效指挥决策等

制度机制上下功夫，健全党委领战机制，完善议战议训制度，强化党委在指挥链、

建设链、管理链、保障链、监督链中的枢纽作用，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转化为制胜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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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当年血海翻，今朝独上老营

盘。荒台废址无人识，一抚伤痕一泫

然。”从兴国县城出发，记者跟随第 71

集团军某旅“党支部建设模范红三连”

重走长征路小组，一起登上老营盘山

顶，瞻仰陈毅元帅这首诗中提到的老营

盘战斗遗址。

“党支部建设模范红三连”诞生于黄

麻起义。红军长征途中，该连以“草地党

支部”享誉全军，形成了“铁心跟党走、一

步不掉队”的优良传统。长征出发 90周

年之际，该连以“跟党重走长征路”为主

题组织专题党日活动，走进兴国重温那

段红色岁月，引导官兵在学习先辈事迹

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兴国是第五次反‘围剿’西线主

战场。兴国模范师曾在这里凭险扼守

隘口，伤亡几乎过半，为反‘围剿’作出

了重大贡献。”老营盘战斗纪念碑前，

讲解员范颖为官兵深情讲述那场惨烈

的战斗。

面对敌人数倍于己的兵力和火力，

红军将士不惜一切代价顽强战斗，为中央

红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完成阻

击敌人的任务后，这支英勇的部队开始向

于都河进发，追赶战略转移的大部队。

站在老营盘山顶举目远眺，经过雨

水的洗刷，成片的毛竹和青松青翠欲

滴，默默守护着这片被红军烈士鲜血染

红的土地。

230000、 93000、 55000、 12038、

56……一组依次递减的数字，见证了兴

国为长征作出的非同寻常的牺牲与奉

献：中央苏区时期，总人口 23 万的兴国

县，有 9.3 万人参军参战，为革命献出生

命的烈士达 5 万余人，仅牺牲在长征路

上的兴国籍官兵就有 12038 人，几乎平

均 每 一 公 里 就 有 一 位 兴 国 籍 战 士 倒

下。这座被誉为“中华烈士第一县”的

小县城，走出了 56 位开国将军。

为支援红军突围转移，兴国在当时

80%的青壮年都已参军的情况下，一次

性扩红 5000 余人。1934 年 10 月，在经

历 5 次反“围剿”、人员伤亡巨大的情况

下，中央红军依旧聚集了 7 个师约 4.5

万人，从兴国县开始踏上万里长征路。

“是什么让红军在艰苦斗争中拦不

住、打不垮、拖不烂，一次次战胜险阻、

屹立不倒？”一路追寻，一路思索，站在

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第三展厅一座雕

像前，该连官兵驻足良久，在王指导员

的引导下静默沉思。

这座雕像刻画的是一名红军战士，

高举石头砸向手持长枪的敌人，脸上没

有一丝惧色。讲解员告诉官兵，这是原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江善忠

跳崖牺牲前的场景复原。

在大部队出发后，为了掩护伤病员

和其他战友，江善忠独自一人把敌人引向

山势险峻的芒槌石山峰，坚持战斗直至弹

尽援绝。敌人喊话要他投降，许诺只要说

出伤病员的去向，就给他自由。

面对敌人的劝降，江善忠大义凛然

地说：“要我出卖共产党，你们休想！”他

咬破手指在衣服上写下血书：“死到阴

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随后跳

下悬崖，壮烈牺牲，年仅 21 岁。

“2019 年 5 月，习主席在江西考察

工作时曾提到江善忠烈士生前留下的

这份血书，号召我们从红色基因中汲取

强大力量。”重温江善忠烈士的感人事

迹，该连官兵无不动容。

“一封血衣遗书，体现的是共产党

人为党甘愿赴汤蹈火的绝对忠诚。”站

在雕像前，今年 6 月刚入党的中士金方

羽告诉记者，长征途中，三连同样经历

了无数艰险磨难，但没有被任何困难压

垮，靠的也是铁心跟党走的绝对忠诚。

1935 年深秋，红军长征过草地时，

时任三连副连长、支部委员李玉胜将

28 名 与 大 部 队 失 散 的 伤 病 员 收 拢 起

来，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凭着对党的坚

定信仰，依靠党组织的强大力量，临时

党支部带领官兵携手战胜伤病、饥饿、

恶劣环境等困难，成功走出草地，回到

党的怀抱。

“在我们连，新兵下连上的第一课便

是学习‘草地党支部’铁心跟党走的故

事。踏访兴国这片红色热土，我更加懂

得，战争年代红军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有了

党的领导，红军就有了不怕牺牲、不怕困

难、压倒一切敌人的力量！”对指导员提

出的问题，金方羽心中答案愈发清晰。

“党旗所指，就是军旗所向。”近年

来，该连始终牢记习主席“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的

重要指示，转型重塑敢为人先，练兵备

战紧锣密鼓。面对人员重组、装备更

新、训练升级等现实难题，连队党支部

发扬“党员模范作用好”的优良传统，带

头学习领悟“体系支撑、精兵作战”等新

理念新思维，引导官兵争分夺秒转型

“换脑”，探索创新 10 多种训法战法，有

效提升了部队遂行任务能力。

“新时代踏上新的长征路，要求我们

更加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此次重走长征路，该连官兵探访了当地一

所小学，恰逢学校组织爱国主义教育课。

记者采访得知，为学生授课的是武警江西

总队赣州支队兴国中队官兵。

“我们常态组织官兵走进驻地中小

学校，为学生们讲述党史、军史故事，夯

实他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仰根基，把

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

的心田。”该中队中队长郭红磊告诉记

者，他们每月与驻地小学联合开展“共

升一次国旗、共讲一个故事、共学一首

红歌”活动，引导学生们从红色基因中

汲取奋进力量。

“红军长征后，曾担任江西省苏维

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同志，身上背着组

织交给的 13 根金条，千里乞讨、历尽艰

辛寻找党组织，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动

用党的经费，彰显了对党绝对忠诚、绝

对纯洁、绝对可靠的高尚品格……”课

堂上，郭红磊动情讲述红军长征中的感

人故事，台下学生深受触动。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

怀，党的光辉照万代……”授课接近尾

声，该中队官兵与学生们一起高唱红色

歌曲，嘹亮的歌声响彻校园。

青山依旧，斜阳几度。90 年前的

烽烟已经散尽，最坚固的石头上留下的

弹痕也渐渐风化，但“一心跟党走、永远

不掉队”的红色血脉仍在赓续传承。在

信仰之光的照耀下，忠诚之花在这片红

色热土上绚烂绽放，从未凋谢。

左上图：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兴国

中队官兵在兴国县将军园参观见学。

杨波涛摄

江西兴国是第五次反“围剿”西线主战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日前，
本报记者来到兴国，追寻“一心跟党走”的红色血脉——

“老营盘山”盛开忠诚之花
■本报记者 黄昆仑 危乔巧 马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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