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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陆军某旅组织思想政治教

育课。“淬火成钢，铁心向党，人民军队

向前方……”该旅干部杨国梁从歌曲

《淬火成钢》背后的故事讲起，围绕“铸

牢忠诚之魂，献身强军事业”主题展开

授课，课堂气氛热烈。

“为更好发挥强军文化砺志铸魂

作用，我们把强军文化建设与思想政

治教育有机融合，探索出集政治性、思

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教育新路。”该

旅一名领导介绍，年轻官兵思想活、见

识广，只有不断创新教育方法、丰富平

台载体，做到把准思想脉搏、敲准教育

鼓点，才能达到铸魂育人、成风化人的

效果。

“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工 程 兵 逢 山 开

路、遇水架桥，是一支重要的保障力

量……”一次党团活动中，该旅某营将

课堂搬到红色场馆，红色讲解员赵瑜为

官兵深情讲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

刚下连时，性格内向的赵瑜一度

不适应集体生活。连队指导员发现这

一情况后，鼓励她报名参加旅队组织

的红色讲解员选拔。成功入选后，赵

瑜发挥文字功底扎实的优势，积极参

与解说词撰写等工作，不仅坚定了干

好工作的信心，还加深了对党史、军史

的认识和理解。

在该旅营区，道路两旁设置的军

营文化灯箱，营造出浓厚的强军文化

氛围。该旅机关干部蒙卓霖介绍，此

前筹划营区强军文化建设时，他们坚

持问计于兵，在广泛听取基层官兵意

见建议基础上，充分发挥官兵主体作

用，遴选一批具有文艺特长的官兵参

与创作和设计，既调动了大家的主动

性、积极性，又提升了军营文化建设

质效。

“积极推进强军文化建设，重在发

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作用。”该旅一

名领导说，他们把浓厚军营文化氛围融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让官兵时时受

教育、处处受熏陶。

午饭时间，该旅各营连食堂门前歌声嘹亮。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坚持“饭前

一支歌”的传统，要求官兵声音洪亮、带着感情唱。为了让教育课堂“活”起来、

让思想教育“动”起来，他们还探索通过情景式、体验式教育，引导官兵学习红色

歌曲背后的历史，感悟党史军史蕴含的精神力量。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以培养官兵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为牵引，持续拓宽文

化育人的平台渠道；常态开展仪式教育，建设营连荣誉墙，有效激发官兵立足岗

位、建功军营的热情动力。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点燃官兵精武豪情，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注入新动

能。据了解，下一步，该旅将推动强军文化建设融入战建备各领域各环节，推动

旅队在铸魂育人、人才培养、备战打仗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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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初冬时节，武警福建总队医院组织

一场实战化救护训练。随着指挥员一

声令下，急救队员身背急救背囊、携带

担架匍匐前进，穿越多种障碍顺利到达

任务地域，对“伤员”进行检伤、止血、包

扎……

“只有在火热实践中摔打，才能锻造

出好钢。”该院领导介绍，为助推卫勤人

员能力素质提升，他们以大项任务为牵

引，常态组织外科医护人员开展紧急手

术轮训，为体系部队培养出一批战创伤

救治专业骨干；定期组织机动卫勤力量

开展专业训练，重点检验保障链路是否

通畅、力量配合是否密切、急救预案是否

科学，并在复盘总结基础上探索卫勤力

量建设新路。

该院医护人员周茂彬曾参加过自然

灾害受伤人员的救治任务，在实践中锤

炼出过硬的专业本领。此次训练，周茂

彬迎着“炮火”隐蔽穿插至任务地域，快

速找到“伤员”后，按照流程判定伤情、止

血包扎、匍匐搬运，成功将其转运至野战

救护所。

“只有迈好岗位任职第一步，沉下身

子融入基层、贴近官兵，才能更好地把准

官兵需求，提高为兵服务水平。”该院领

导介绍，针对文职人员在部分专业领域

缺乏系统培训的情况，他们通过以老带

新、送学进修等方式，想方设法缩短文职

人员成长周期；开设“孔雀蓝大讲堂”，帮

助文职人员树牢为兵服务意识；针对文

职人员特点科学制订训练计划，推动卫

勤训练与临床实践深度结合，有效提升

文职人员能力素质。

刚从武警福建总队某支队代职锻

炼 归 来 的 文 职 人 员 陈 守 月 说 ，为 探 索

构建“医院—部队—医院”的人才培养

链 路 ，医 院 常 态 选 派 文 职 人 员 到 基 层

部 队 代 职 锻 炼 ，不 断 增 强“ 军 味 ”“ 兵

味”“战味”。

为建强卫勤人才队伍，提升卫勤保

障水平，他们还把科研支撑和技术提升

作为关键环节抓紧抓实，聚焦部队常见

病多发病设置研究课题，努力提升医护

人员整体科研水平；积极参加重大演训

卫勤保障任务，定期组织“健康军营行”

巡诊活动，广泛搜集巡诊送医和保障任

务 中 的 病 例 数 据 ，在 整 合 信 息 基 础 上

制 订 完 善 应 对 方 案 ；根 据 医 护 人 员 能

力 水 平 和 专 业 特 点 ，逐 人 明 确 主 攻 方

向，培养出一批专业精、素质强的卫勤

骨干人才。

如今，每次伴随保障，训练场上都能

看到该院医护人员的身影。

武警福建总队医院——

多措并举建强卫勤人才队伍
■康 能 林志强

本报讯 康旺旺、李兴友报道：初冬

高原，寒风凛冽。新疆军区某团一场名为

《李狄三》的情景剧正在上演，该剧真实还

原了“进藏先遣英雄连”总指挥兼党代表

李狄三，在 1950年，带领官兵历经生死考

验挺进西藏，建起新中国在阿里第一座

军营的光辉事迹。感人的故事、动人的情

节直击官兵心灵，令大家深受触动。

剧中李狄三的扮演者是二级上士吕

杰。两年前，吕杰参加比武考核不慎腿

部受伤。前不久，连队组织武装登山训

练，面对海拔高、氧气少、气温低等困难，

吕杰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先遣连的先

辈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将五星

红旗插上雪域高原，我也决不能退缩！”

想到先辈们与高原缺氧、风雪严寒搏斗

的场景，吕杰坚持不懈，成功登顶。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革命先辈

身上汲取精神力量，能够强固信仰之基，

砥砺斗争精神。”该团领导介绍，今年赴高

原驻训以来，部队大项工作交织、保障任

务繁重，一些官兵出现思想懈怠、练兵动

力不足等情况。为激发官兵昂扬斗志，该

团依托驻训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广泛开展

教育活动，积极用喀喇昆仑精神、卫国戍

边精神等凝心铸魂，通过文艺情景剧、强

军故事会等方式，将英雄的感人故事搬上

舞台讲台，引导官兵学习英雄、争做英雄。

前段时间，该团以“忠诚使命，戍边守

防”为题组织强军故事会，来自基层一线

的官兵纷纷登台，动情讲述新时代卫国戍

边英雄群体的感人故事。某连战士小张

因训练强度增大导致状态不佳，一度产生

畏难情绪。现场聆听英雄故事后，他深受

触动，表示要向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

学习。之后，小张积极调整状态、刻苦训

练，在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

“我们能否像当年‘进藏先遣英雄连’

的官兵一样，不畏挑战、不惧艰险，坚决完

成任务？”一次训练间隙，该团某连指导员

常艳棋与官兵围坐一起，就地展开讨论。

大家结合自身岗位实践踊跃发言，在互动

交流中更加坚定了卫国戍边的决心。

赓续红色血脉，激发练兵动力。前不

久，该团组织群众性练兵比武，官兵斗志

昂扬、士气高涨，刷新多个课目训练纪录。

新疆军区某团开展教育活动

从英雄故事中汲取力量

上图：近日，陆军某旅组织飞行

训练。

胡其武摄

下图：11 月中旬，海军某大队

开展训练。

孙柳飞摄

导出数据、复盘推演、综合评估……

初冬时节，海军某训练中心一场比武考

核圆满结束。官兵紧绷的神经终于放

松下来，而对教练员郑文涛的“考核”才

刚刚开始。他说：“收集汇总分析各类

数据，才是对我最大的考验。”

“刚刚进行的考核中，导调组连续

导调多个特情。其间，我们完整记录了

指挥口令正确率、舵手操作准确度等数

据。”郑文涛告诉记者，他们采集的这些

数据与训练过程贴合度高，有助于精确

评估各作战小组能力水平，为科学指导

基层开展针对性训练提供参考。

“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官兵矢志打

赢的追求。”该中心领导介绍，他们精心

梳理多年训练考核积累的大量数据，瞄

准实战化训练关键步骤和重要环节，区

分作战、保障等指挥链不同专业岗位，

逐一进行数据甄别、分析研判。在此基

础上，依托数据资源建立贴合作战场景

的训练标准和评估模型，结合训练考核

量化实战能力、优化训练模式，进一步

规范组训方法，让训练数据成为驱动战

斗力提升的重要引擎。

记者走进声呐教练室看到，某艇员

队声呐技师张磊正在模拟器上进行听

音判型科目考核。凭借平时练就的过

硬本领和积累的丰富经验，他多次在比

武考核中夺得该科目冠军。此次考核

中，他的对手不是专业尖子，而是自己

此前比武中留下的数据样本。

教练室里，张磊对照教练员整理的

考核数据和评估结果，逐组分析不同声

波频段下听音判型的反应时间和准确

率，复盘查找自己的短板弱项。

“只有善于用好训练数据这个‘放

大镜’，将差距缺项拉近看、放大看，才

能为补齐短板、练强能力提供更为明确

的努力方向。”张磊介绍，前些年，由于

数据供给缺项、评估模型缺失，他们每

次组织模拟训练后，很多数据便石沉大

海，一度出现短板弱项找不准、基础科

目反复练等情况。

对此，教练员张勇辉也深有感触。

他说，高手过招往往比的是谁的能力更

全，谁的失误更少。每次比武考核只出

名次不出结论，艇员队的薄弱点在哪

里、训练中的问题在哪里，很难完全掌

握清楚，“如果让官兵拖着‘瘸腿’上战

场，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随着武器装备更新换代速度加快

和实战化训练不断深入，该中心领导深

刻意识到，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越高对数

据的依赖程度就会越强，缺少数据支

撑，网络信息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转，作

战体系也就无法快速形成和持续输出

作战能力。只有“唤醒”静默的训练数

据，不断提高官兵数据运用能力，充分

发挥数据的驱动作用，才能更好帮助官

兵练就克敌制胜的硬功夫，从而在战场

上赢得作战主动权。

“训练数据赋能战斗力，数据采集

是前提，精准分析是关键，校准训练‘准

星’是核心。”该中心领导说，实践中，他

们从基础的原有数据梳理、最新数据采

集做起，尤其是在训练考核中，结合数

据生成和运用规律，按照训练大纲要

求，将不同专业细化为多类多项指标，

逐一构建评估模型，立起训、考、评一体

化的练兵标准。

“刚刚两名参训艇员对目标舰艇

类型和主机转速判别都较为准确，但 1

号选手对目标位置距离的判别与 2 号

选手相比误差较大，后续训练中应着

重加强训练……”声呐教练室内，教练

员 袁 其 钢 结 合 战 场 数 据 库 等 辅 助 系

统，逐一梳理冒着热气的训练数据，参

训艇员能力评估和训练重点很快有了

初步方案。“声呐听音判型考核，光看

反应时间和判别准确率指标无法看出

差别，只有综合多项指标，才能科学评

估每名参训艇员的专业技能和应急处

置能力。”袁其钢说。

数据资源被激活，训练效益随之

倍增。该中心领导介绍，他们在规范

用好训练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

数据共享，每次潜艇远航归来，第一时

间就有教练员上艇收集各种情况和数

据 ，充 实 进 各 专 业 数 据 库 ，实 现 跨 部

门、跨艇型调用共享数据，在资源共享

和比对印证中找准提升空间、互鉴训

练方法。

前不久，某艇员队在远航执行任

务前，专程前往该训练中心开展模拟

攻 防 训 练 。 利 用 后 台 数 据 实 时 跟 进

战场进程，教练员逐一记下红方运算

时间、态势研判、毁伤效果等数据，分

析 评 估 训 练 情 况 ，提 出 多 项 改 进 建

议，为提升官兵备战打仗能力奠定坚

实基础。

海军某训练中心活用数据资源赋能战斗力—

善 于 用 好 训 练 数 据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杨 捷 邓博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