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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

理政的重要原则。前不久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

集成、协同配合，充实完善政策工具

箱，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

有效性。国防和军队建设同样要辩证

看待“稳”和“进”的关系，做到以稳求

进、以进促稳。

稳中求进作为工作总基调，要求

各个领域的发展都要以“稳”为基础和

底线。“稳”和“进”，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体现事物在动态平衡中渐进式发

展 的 规 律 。 行 稳 方 能 致 远 。 其 中 ，

“稳”是主调，是大局，是发展的基础和

前提，指的是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矛

盾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但在事物稳的

状态下又蕴含着进的趋势，而进的趋

势又有着朝不同方向变化的可能。没

有“稳”，就不可能实现“进”。“进”是方

向，是目标，没有“进”，就不会有真正

的“稳”。

“稳”，就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

心。“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

而 后 能 安 ，安 而 后 能 虑 ，虑 而 后 能

得。”稳中求进、以稳促进的“稳”，不

是不动、不变，而是在前进中求稳，在

发展中维稳。立足当下形势，准确识

变、居安思危，塑造于我有利的战略

态势，力求大方向要稳，方针政策要

稳，战略部署要稳。在守住根基、稳

住阵脚的基础上积极进取，打好主动

仗。善于危中寻机、化危为机，力争

主动、力避被动，在稳当可靠基础上

争取胜利。

“进”，就是要主动作为，牢记职

责，以实际行动为部队建设和改革发

展作贡献。“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

事不成。”稳中求进、以稳促进的“进”

不是急进、冒进，不以速度比高下、论

胜负，而是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

既要主动靠前、紧锣密鼓推进工作，又

要踏踏实实、稳扎稳打，落实每一步发

展战略，一环接着一环扣，一锤接着一

锤敲，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干一事

成一事，能快则快、步步为营，积小胜

为大胜，确保各项工作快节奏展开、高

质量完成。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

舟。我们应把握好“稳”和“进”的辩

证关系，看问题、想对策、抓落实，都

要 审 时 度 势 、深 思 熟 虑 、尊 重 规 律 ，

既要反对消极应付、不思进取，又要

反对冲动蛮干、急于求成，该稳的要

稳 住 ，该 进 的 要 进 取 。 正 确 处 理 好

速 度 和 质 量 的 关 系 ，坚 持 向 深 化 改

革要实效、向科技创新要实效、向战

略 管 理 要 实 效 ，跑 出 奋 斗 强 军 加 速

度 ，赢 得 军 事 竞 争 新 优 势 。 坚 持 边

斗 争 、边 备 战 、边 建 设 ，切 实 转 变 发

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增强发展动

能 ，实 现 更 高 质 量 、更 高 效 益 、更 可

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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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高海拔连队哨所已实现多

元供氧、体系供氧，供氧模式发生了巨

大变化。”日前，记者来到新疆和田军分

区某边防团海拔 5380 米的神仙湾边防

连采访，连长刘昊告诉记者，军分区探

索建立“20 公里制供氧圈”供氧模式，

让官兵吸氧用氧更方便、更快捷。

该团戍守在平均海拔 5000 米以上

的喀喇昆仑腹地，这里空气平均含氧

量不到平原的 40%。近年来，为助力高

原官兵科学守防、安全守防，各级不断

加大吸氧工程建设力度，先后为高原

哨所配备制氧方舱、微压氧舱及单兵

便携式制氧机，安装床头供氧系统，建

设富氧室内训练场，官兵吸氧经历了

“救命氧—保健氧—常态氧—战斗氧”

的转变。

“听老班长说，多年前，他初上哨所

时，氧气供应量不足，只有危重病号才

能吸上钢瓶灌装的氧气。如今，连队氧

气供应充足便捷。”一级上士郭翔翔告

诉记者，他见证了边防用氧的变迁——

2010 年，郭翔翔下连后来到神仙

湾哨所，那时的第五代营房已配套安装

了床头供氧设备，官兵每天午休或熄灯

后至少可吸一小时的氧气，有助于在静

态环境下提升血液中的含氧量。

2016 年，富氧室内训练场在该连

投入使用。富氧室内训练场采用气膜

结构建造，配备暖气、加湿器、制氧机

等设备，具备增氧、加压、调温、加湿等

功 能 。 富 氧 室 内 训 练 场 还 配 备 跑 步

机、动感单车等健身器材，设有训练健

身场地，有利于官兵在运动中增加体

内含氧量。

“距离的缩短，是用氧条件改善的

一个缩影。”郭翔翔回忆，一开始，罐装

氧气得从遥远的喀什市区拉上山；再

后来，需在距离近一些的叶城进行氧

气灌装；前几年，百余公里外的某医疗

站具备了灌装氧气的条件。2020 年，

制氧方舱落户神仙湾边防连，可同时

灌装多瓶高浓度氧气，官兵再也不用

跑到百余公里外灌装了，氧气保障水

平明显提升。

“相比官兵自行吸氧，微压氧舱更

具可控性和科学性，有利于降低高原疾

病发生率。”采访中，军医刘伟带着记

者来到一座米黄色的方舱式建筑前。

记者一抬头，“高原氧力蓄能舱”7 个大

字映入眼帘。跨进大门，记者看到，里

面整齐排列着 8 个座椅。

刘伟告诉记者，连队微压氧舱于

2021 年建成，可模拟海拔 3000 米、2000

米、500 米等多种不同海拔条件下的氧

气浓度和气压、温度等条件，具有一定

的治疗和保健作用。新兵首次到哨所、

官兵巡逻归来或剧烈运动后进入微压

氧舱治疗，能有效缓解缺氧症状。

“如今，高海拔连队哨所均已形成

了以制氧方舱、制氧设备为基点，富氧

室内训练场和微压氧舱等为辅助，车载

式制氧机为节点，单兵制供氧器材为终

端的高原制供氧体系。”刘伟告诉记者，

全覆盖、成体系的制供氧保障，助力官

兵执勤、巡逻、训练，促进了驻高原部队

战斗力提升。

新疆和田军分区某团持续改善高海拔连队氧气保障条件——

体系供氧助力官兵戍边守防
■赵金石 本报记者 孙兴维 李伟欣

生命有“禁区”，但守防不能有“空

白”。多年来，戍守在雪域高原的边防

官兵，以“缺氧不缺精神、缺氧不缺战斗

力”的顽强斗志，以“宁可生命透支、绝

不让使命欠账”的奉献精神，高标准完

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用青

春、热血甚至生命为祖国守边固防，交

出优秀答卷。

官兵赤诚奉献，组织倾心解难。边

防卫士的冷暖疾苦，各级一直放在心

上。多年来，在各级机关持续努力下，

高原氧气供应保障条件不断改善，逐步

实现“从平时到战时、从营区到野外、从

固定到机动”的转变，海拔 3000 米以上

哨所官兵用氧条件今非昔比。从过去

的“救命氧”到现在的“保健氧”“常态

氧”“战斗氧”，各级机关从预防、保健、

救治 3 个层面系统施策，为高原官兵筑

起一道健康屏障。

制供氧建设事关高原官兵平时保

健用氧、战时医疗用氧，其建设质量直

接关系部队战斗力生成。用氧条件的

改善，有利于部队战斗力提升，助力官

兵 以 更 加 昂 扬 的 状 态 戍 守“ 生 命 禁

区”。各级要以高原官兵用氧保障条件

不断提升为契机，牢固树立科学训练理

念，遵循科学规律、采取科学手段，倾心

呵护官兵身体健康，更好地服务部队战

斗力建设、服务练兵备战，为铸牢边关

钢铁防线提供坚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心系边关冷暖 倾力为兵解难
■孙兴维

记者感言

本报讯 张成利、葛靖报道：日前，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组织师生赴南

部战区一线部队，开展现地教学实践活

动。该院与一线部队建立长期教研协

作机制，着眼“直面战场、贴近部队、前

瞻未来”目标定位，在与多军兵种部队

互学互鉴中，大力提升教学针对性和含

战量。

“登上舰艇参观新型装备，聆听一线

官兵讲述任务经历，为我们推动备战打

仗工作走深走实提供了思路借鉴。”在海

军某基地观摩学习后，学员王书红兴奋

地说。在陆军某部指挥所，官兵开展一

场作战行动全流程训练，浓郁的战斗氛

围让现场观摩的学员深受感染。在某军

工企业科技产业园，随行教员引导学员

围绕“高新技术装备的作战运用”展开深

入研讨……

“用好用足外部优质教育资源，是

我们加快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一个有

益探索。”该院领导介绍，他们着眼实战

抓教学、围绕打赢育人才，将教学课堂

向一线部队延伸，利用战区联合指挥机

构、值班备勤部队、高新技术军工企业

和红色纪念场馆等载体，定期组织学员

开展现地教学，帮助大家熟悉掌握新域

新质作战力量建设现状和高新技术装

备发展运用，不断拓宽战略视野、提升

战略思维。

现地教学结束后，该院带队教员组

织全体学员共同筹划演习设计、拟制行

动方案、开展兵棋推演，推动教学成果

及时转化。该院领导介绍，他们在“走

出去”开展现地教学的同时，还进一步

拓 宽 教 学 路 子 ，邀 请 不 同 学 科 知 名 专

家、经验丰富的部队指挥员进行专题授

课，推动形成集课堂教学、现地见学、讲

坛研学于一体的向战育人新格局。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用好外部优质资源培养人才

现地教学深化研战谋战

冬日，高原军营，西部战区空军某旅

某连一场支委会在会议室内召开，支部

一班人针对即将展开的评功评奖工作各

抒己见。

“这几年，旅队在评功评奖工作中，

注重将军事训练、练兵比武、日常表现、

工作实绩等方面纳入综合考察内容，既

注重官兵考核成绩，也关注平时工作表

现，切实发挥评功评奖的激励引导作用，

有效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的热情动力。”该

连干部张少璞说。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向战为战，备

战打仗’的鲜明导向不会变，评功评奖工

作必须把准战斗力标尺，立起鲜明导向，

评出军心士气，激发官兵向战为战热情

干劲。”该旅领导告诉记者，“看能力不看

资历、重贡献不重年限，才能评出战斗

力、奖出凝聚力，让获奖者有底气、落选

者真服气、未奖者受激励。”

“ 我 曾 因 军 容 不 符 合 要 求 被 批 评

过，本以为此次评功评奖与先进无缘，

没想到嘉奖的预选名单上也有我的名

字。”下士小王告诉记者，“党支部没有

因为一次过错而‘一票否决’，而是综合

衡 量 整 体 表 现 ，让 我 更 有 动 力 扎 根 岗

位、建功军营。”

该旅领导介绍，评功评奖工作只有

真正立起“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

汰”的“风向标”，教育引导官兵凭能力立

身、靠实绩进步，才能真正营造出比学赶

超的浓厚氛围。

为此，他们采取一系列务实措施，

确保评功评奖工作落实落细：建立军事

训练档案，将平时训练成绩作为“双争”

的重要参考依据；建立量化评比制度，

制 订 量 化 评 比 细 则 ，综 合 考 量 日 常 表

现、军事训练成绩、理论考核成绩、执行

任务情况等多方面情况，让个人实绩量

化具体明确；用活用好政策法规，在重

大演训任务结束后，及时制订评功评奖

实施方案，分配专项奖励指标，第一时

间给予官兵奖励，让表彰奖励冒热气、

接地气；对大项比武中表现突出的个人

和单位，在评功评奖方面优先考虑、给

予倾斜，“有功者优先”的导向更加清晰

明确……

此外，该旅牢固立起向战为战“指挥

棒”，制订下发“四优先四不评”表彰奖励

办法——在大项任务中积极作为、表现

出色、勇挑重担的，优先考虑；在创新战

术战法、武器装备使用方面有突出贡献，

助力战斗力提升的，优先考虑……通过

这些举措，营造出“为战者优先，有为者

有位，吃苦者吃香”的良好氛围，激发官

兵建功立业、矢志打赢的昂扬斗志。

“评功评奖初步推荐人选个个实绩

突出，一批表现出色、实干有为的官兵

成为受表彰主体，为有理想、想作为、有

追求的年轻官兵指明了奋进方向。”该

旅领导介绍，他们牢固树立向战为战鲜

明导向，引导官兵争平时不争“评”时，

凝聚起“见贤思齐，人心思进”的蓬勃正

能量。

西部战区空军某旅改进评功评奖办法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热情——

评出堂堂正气 奖出融融暖气
■张 凯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李再华

前不久，陆军某团开展实装

远程机动训练。 郝 宣摄

 近 日 ，陆 军 某 旅 组 织 飞 行

训练。 曾宇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