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2要 闻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２５日 星期三 版面编辑/曾火伦 杨艳 张毓津

近 日 ，习 主 席 在 视 察 信 息 支 援 部 队 时 强

调，要坚持精准抓建，加强科学管理，注重分类

指导，扎实抓好基层建设，保持部队正规秩序

和安全稳定。加强新时代基层建设，必须把精

准理念贯穿抓建基层全过程。

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从精准扶贫、精准防

疫到精准提出军事需求、精准配置军事资源，

讲求精准始终是新时代我党我军推进各领域

工作的重要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习主席强调，

军队建设发展要精准，做到精准谋划、精准规

划、精准部署、精准落实、精准检验。新体制下

的基层单位，结构类型各具特点，专业分工千

差万别，力量员额各不相同，势必要求在抓建

基层时像绣花一样，少些“大水漫灌”，多些“精

确滴灌”；少些“千篇一律”，多些“量体裁衣”。

为什么有的单位检查没少搞，可基层的建设水

平总是“涛声依旧”？为什么有的单位实事没

少办，可基层仍然问题频出，“按下葫芦浮起

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机关抓建基层精

准度不高，没有抓到“点”上、帮到“根”上。

更加注重靶向治理。射箭要射靶心，下药

要找病根。精准抓建基层，贵在解决好“怎么

看、怎样帮”的问题。“怎么看”，就是要正确看

待当前基层建设的形势，正确看待抓建基层的

成效，把基层建设形势分析透、情况掌握准，谁

弱帮谁、什么弱帮什么，从整体建设的“短板”

补起，从长期“落伍”的单位帮起，不搞普遍撒

网、广种薄收，防止资源浪费、方向“跑偏”。“怎

样帮”，就是要改变过去“走马观花”式的调查

研究、“一字长龙”式的层层部署、“叠床架屋”

式的重复检查，坚持做到面对面、肩并肩、心贴

心 、实打实地帮，真正帮在根本处 、帮在关键

处、帮在困难处。

更加注重分类指导。一个药方不可能包治

百病，多样化的基层需要差异化的指导。各级

领导机关应针对不同类型单位、不同任务特点、

不同基础条件，细化建设标准、明确工作重点、

制订具体措施，做到“一类一策”“一连一法”。

应依据纲要规范的内容，建立精准帮带、精准服

务、精准评估机制，逐条逐项抓落实，切忌大而化之、概略瞄准。

更加注重问题导向。精准抓建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

决问题的过程。现在，基层建设遇到的问题矛盾较多，有的是长期解决不好的

老大难问题，有的是改革转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还有的是一时解决又反

复出现的问题。各级领导机关应强化问题导向，对基层建设共性问题集中解

决、个性问题分类施策、长期问题分段攻克，努力在破解问题矛盾中把部队的基

础夯得更实、抓得更好。

（作者单位：武警警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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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袁汉鹏、邓琰报道：理论

综合测试、依案陈述答辩、兵棋红蓝对

抗……连日来，陆军指挥学院连贯组织

联合作战素养专业强训班学员毕业考

核，来自作战部队的 50 余名指挥员认真

备考、全力参考，检验学习成效。

“我们着眼战场需求，大力培养基础

理论厚实、指挥技能娴熟、科技素养扎

实、军兵种知识精通的高素质联合作战

指挥人才。”该院领导介绍，此次专业强

训，他们聚焦储备政治、战略、科技、联合

素养兼优，能胜任陆上联合作战指挥与

参谋岗位的人才，划分战略研究、军事高

科技作战运用等 8 个专题，穿插组织到

科研院所、海军基地参观见学，并组织参

加兵棋推演、综合演练实操等配合活动，

不断增强指挥员战略筹划素养、联合作

战指挥素养、前沿科技素养和陆上联合

作战指挥能力。

“走进院校‘回炉’深造，到科研院所

学知识、长见识，与来自其他部队的一

线指挥员一起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

究打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升自身联

合作战素养的宝贵机会。”参训学员李

晓钰说。

该院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坚持开

门办学，课堂教学方式方法更活、教研课

题紧跟前沿更新、实操作业学用结合更

紧、参观见学向外延伸更广，为学员强化

综合素质搭建起更广阔的平台。他们还

探索创新教学形式，开办“雪枫讲堂”、开

设“战争影院”，让学员在赏一部经典影

片、析一个典型战例、讲一堂精短党史军

史课中，实现交流互鉴、共同提高。

此次专业强训，他们让学员在系统

授课中夯实理论根基、在参观见学中开

阔视野、在装备实操中提升能力。学员

们纷纷表示，专业强训帮助自己找准了

能力短板、明确了努力方向，为更好适应

未来作战需求打下了坚实基础。

陆军指挥学院

组织专业强训 提升联合素养
短 评

考 官 观 训

发射训练考核，既是火箭军部队检

验训练水平、衡量训练效果的一个有效

手段，也是盘点训练成果、促进任务落

实、推动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在

训练考核中嵌入实战化特情、连贯式组

织实施，让参考官兵闯关夺隘、如临战

场，有利于缩短考场与战场之间的距

离，更好发挥考核的“指挥棒”“风向标”

作用。

实战化到底应当怎么“化”？归根

到底，需要各级像真打仗一样抓考核，

采 取 务 实 举 措 挤 掉“ 泡 沫 ”、晒 干“ 水

分”，把考核的标准卡严、流程设实、短

板补齐，帮助官兵找准差距、明晰方向，

不断夯实部队战斗力基础，实现“像打

仗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打仗”。

当前，我国安全和发展需求深刻

变化，实现强军目标任务更加紧迫，部

队战斗力建设等不起、慢不得。我们

应切实增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

其谁的责任感，在考核方式上谋创新，

在 考 核 手 段 上 求 突 破 ，摒 弃“ 为 考 而

考”的应试模式，树立“为战而训”的战

场意识，培塑“为战而考”的实战思维，

以考促训、以考强能，扎扎实实提升部

队核心战斗力，为打赢战争、制胜战场

蓄足实力底气。

像真打仗一样抓考核
■刘春风

近日，海军某扫雷舰大队开展海

上训练。图为舰炮射击。

张 奕摄

寒冬高原，气温骤降，火箭军某部

千人百车机动至雪岭深处展开野外驻

训。与往年不同的是，他们将此次驻训

与年终军事训练考核合并进行，一场多

课目、连贯式、高强度“年终大考”拉开

战幕。

沙场一域，该部某发射连班长、一

级上士刘峰带领全班占领发射阵地。

“遭‘敌’袭击”“遇强电磁干扰”……机

动途中，各类特情接连不断，发射班组

考核尚未切入正题就面临各种考验，刘

峰不禁捏了一把汗。

“此次考核，叠加特情连贯嵌入，考

核难度较以往明显提升。”考核组组长

刘春风介绍，各作战单元将在复杂环境

中闯关夺隘，跨昼夜完成 20 余项考核

内容。

“单兵、单课目成绩优秀，不代表战

场上能出色完成作战任务。”该部领导

介绍，要适应现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

变化，就必须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

作战环境，推动军事训练考核“活”起

来、“实”起来、“难”起来，让考场“变量”

成为战斗力提升“增量”。

为有效解决过去一些官兵单课目

考核成绩优异，而多课目连贯考核成绩

不佳的问题，此次年终军事训练考核，

他们改变以往课目单独组织、人员独立

参考的考核模式，将共同课目、基础课

目和专业课目融为一体，按人员编成、

作战任务、战斗进程，区分专业确定不

同考核内容，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实施连

贯闯关式考核，摸清官兵能力底数。

机动途中遭“敌”精确打击、全防护

状态下开展“减员”操作……笔者在考

核现场看到，以往在单项全防护实装操

作考核中成绩靠前的某营，在连续完成

帐篷搭设、防精确打击、转场撤收等课

目后，官兵体力消耗较大，后续课目成

绩并不理想。

“这样的考核像打仗！”考核结束

后，看着不如以往的成绩单，该营王营

长感慨地说，“单课目优秀不是真过硬，

连贯式考核让我们看到了与作战要求

之间的差距，明确了今后改进的目标。”

考核方式悄然转变，推动训练模式

进一步向打仗聚焦。某营特装车驾驶

考核现场，考核组针对高原的环境特

点，在夜间抢修、险难路段快速通过等

课目中多次临机导调特情，要求参考官

兵在全防护状态下完成车辆抢修、“伤

员”救治等考核任务。更灵活多样、更

贴近实战的特情设置，让参加考核的特

种车驾驶员、二级上士王海涛感到有些

压力。

刘春风告诉笔者，与以往按规定完

成标准动作不同的是，此次考核重在检

验官兵实战背景下的综合作战技能，不

少平时表现不错的官兵成绩并不理想。

综合训练场上，刘春风带领考核

组 成 员 ，根 据 作 战 对 手 特 点 巧 设“ 敌

情”，从指挥所到作战发射单元，从作

战指挥链到综合保障群，全程依据实

案导入实战化连贯式特情。刘春风介

绍，以往组织考核，考官坐镇“中军帐”

通过大屏幕即可了解全局；如今，考核

组成员需要全程跟进、临机导调、现场

评判，每名考官都要跑起来，跟着参考

官兵一起闯关。

“考核组综合评估认为，你们在考

核中出现两次暴露的风险。”战斗发射

演练考核时，面对考核组现场指出的问

题，发射架架长李西昌心服口服。此次

考 核 ，李 西 昌 与 以 往 一 样 忙 着“ 抢 时

间”，忽略了消除车辙、关闭热源等细

节，被考核组成员一一查摆出来。

“除了基层官兵，首长机关也一人

不落，全员纳入考核范围。”刘春风坦

言，“练兵先练官。首长机关的指挥能

力和基层官兵的专业能力，都是战场制

胜的关键因素，二者缺一不可。”

“火力突击行动计划的主要风险点

是什么”“主发射架遭‘敌’打击，备份发

射架如何及时到位”……指挥员能力考

核现场，作战参谋冯源陈述完自己的作

战方案，考官接连抛出一个个紧贴实战

的问题，让连续作业的他压力倍增。

“特情设置更有针对性，全面检验

指挥员处置能力”“虽然成绩不理想，但

考的都是打仗急需、战场必需”……走

下考场，参考官兵展开复盘、总结得失。

比考场更残酷的是未来战场，比分

数更重要的是打赢能力。夜深人静，忙

碌了一天的刘春风与其他考官一起，认

真分析官兵总体成绩。他告诉笔者，下

一步，考核组还将对跨区执行任务的分

队展开机动考核，全面摸清战斗力底

数，从源头上提升部队打赢能力。

上图：该部组织战斗发射训练考

核。图为机动途中。 杨志华摄

火箭军某部组织闯关式年终军事训练考核—

坚持从难从严 官兵如临战场
■岳小林 高飞虎

寒冬时节，哈气成霜。北部战区空

军某旅官兵远程机动至某陌生地域，开

展一场实战条件下的装备维修保障训

练。随着一阵战斗警报响起，发射车迅

速就位，导弹昂首起竖。

“2 号导弹发射车液压系统发生故

障，我编组号手无法自主维修。”就在此

时 ，指 挥 所 突 然 接 到 装 备 故 障 情 况 通

报。“装备维修组立即前出支援。”接到命

令，装备维修组成员迅速出动，奔赴发射

阵地。

机动途中，特情突至：“前方道路遭

‘敌’炮火损毁，车辆无法通行！”装备维

修组技术骨干张俊哲立即下车隐蔽，使

用无线通信手段指示发射车操作号手佩

戴专用设备，借助远程引导维修系统实

现动态交互：发射车操作号手将装备“受

损”情况实时传输给张俊哲，张俊哲则为

其提供装备零部件三维立体结构图像，

一步步指导其查找、排除发射车故障。

“强化科技成果在战场装备维修中

的转化运用，是适应战场环境需求、提升

战时保障能力的必然要求。”该旅领导介

绍，传统的战场装备维修保障，通常采取

维修技术骨干前往故障点现场作业的模

式。但随着战争节奏越来越快、装备结

构越来越复杂，加之人员装备部署呈现

点多面广的特点，现场作业的维修保障

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实战需求。

为此，该旅探索“科技+”装备维修

新模式，采取“门诊式”远程技术介入、

“会诊式”远程技术支持和“随诊式”交互

技术指导等方式，提升远程装备维修保

障能力。此次训练，他们打破常规，结合

战场实际设置“备件缺失”“道路损毁”等

特情，组织远程引导维修、器材远程投送

等实战化课目训练。

训练中，他们将 3D 打印、无人化装

备等新技术、新手段、新装备运用于装备

维修全过程，在炮火硝烟中锤炼“敏捷出

动、快速抢修、精准支援、持续保障”的装

备维修保障能力。

“雷达主机出现故障”“通信车电路

板损坏”……导弹发射车故障刚排除，新

的特情又接踵而至。装备维修组立即建

立器材保障阵地，利用 3D 打印机迅速打

印所需备件。打印完成后，官兵采取无

人机远程投送、单兵越野助力牵引车运

送等方式，快速完成器材备件支援投送

任务。各编组接收更换备件后，顺利完

成后续作战任务。

“战场上，赢得时间事关胜负。”该

旅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结合训练

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针对性开展专攻

精练，推动形成故障检测更快、装备维

修更快、备件投送更快的战场装备维修

保障能力。

北部战区空军某旅探索装备维修保障新模式—

“科技+”为远程保障赋能
■黄春霖 冀 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