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2要 闻２０２５年２月２２日 星期六 版面编辑/侯磊 郭萌 薛敏

“初步判定，车辆蓄电池一根极柱

被烧蚀……”初春，武警河南总队某支

队组织带任务背景的车辆保障训练。

接到情况通报后，修理技师郭秦生一边

启动备用方案，一边指导战友排除故

障。训练中，郭秦生既是特情处置员，

又担任现场教练员，为战友讲解车辆故

障特点、诱因和处置技能。

这是该总队发挥专业骨干作用提

升年轻官兵能力素质的缩影。

“高级警士服役时间长，综合素质

良好、专业技术过硬、工作经验丰富。

我们采取系列举措激励他们铆定岗位

干事创业，发挥特长帮带战友，辐射带

动 年 轻 官 兵 成 长 成 才 ，取 得 良 好 效

果。”该总队机关干部辛豪说，此前，他

们针对单位建设发展对骨干人才的需

求 ，因 时 因 势 而 变 ，探 索 创 新 培 养 模

式，综合梳理警士队伍专业基础、教育

经历和参与培训情况，制订高级警士

培养长线规划，为单位建设发展提供

坚强的人才支撑。

“随着专业骨干人才成长路径不

断 优 化 ，越 来 越 多 的 优 秀 人 才 得 以

保 留 ，在 各 自 岗 位 上 表 现 出 色 。 但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实 践 后 ，我 们 又 遇 到

了 新 的 问 题 。”辛 豪 向 笔 者 讲 述 了 之

前 的 一 次 经 历 。 那 是 在 总 队 组 织 的

比 武 竞 赛 中 ，官 兵 按 照 任 务 部 署 展

开 作 业 时 ，多 台 网 络 设 备 突 发 故

障 。 面 对 突 发 情 况 ，遂 行 伴 随 保 障

任 务 的 计 算 机 技 师 、一 级 警 士 长 闫

轲 沉 着 冷 静 ，研 判 分 析 情 况 后 很 快

拿 出 应 急 处 置 方 案 ，最 终 却 因 执 行

方 案 人 手 不 足 、故 障 排 除 用 时 过 长 ，

未取得理想成绩。

“这次突发故障原因相对复杂，排

除故障需多个专业的人员共同参与，而

且对参与人员技能水平要求较高。”闫

轲后来复盘剖析说，当时懂得相关技术

的人手不足，“若能集合一群能人的力

量，协作一致快速排除故障，那就完全

不一样了”。

闫轲的一番话，引起了该总队机

关 相 关 部 门 同 志 的 思 考 。 他 们 采 纳

闫 轲 的 建 议 ，邀 请 院 校 专 家 来 队 授

课、帮带培养骨干，协助完善《网络集

群 系 统 使 用 手 册》《数 据 同 步 系 统 维

护 手 册》等 ，帮 助 官 兵 快 速 掌 握 相 关

专业技能，缓解网络专业人才不足的

难 题 。 在 此 基 础 上 ，该 总 队 举 一 反

三 ，组 织 专 业 骨 干 和 官 兵 代 表 座 谈 ，

结合大家的意见建议，围绕发挥高级

警士传帮带作用、培养骨干人才制订

系列举措。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该总队机关一名领导说，他们从教

训中体会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抓好

高级警士队伍建设的同时，按照“以老

带新、阶梯培养、搭台唱戏、百花齐放”

的思路，鼓励专业骨干发挥“人才酵母”

作用，帮带官兵在实践锻造中拔节成

长。工作中，他们广泛开展“岗位树标

杆、行动做示范”活动，引导专业骨干以

良好作风、过硬技能、扎实业绩为身边

战友当好榜样，带动官兵对标学习赶

超；遴选高级警士成立“专业帮带组”，

聚焦训练保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开展

攻关指导，通过教方法、传经验、授技巧

提升官兵技能水平。

自身过得硬，帮带共成长。刺杀对

抗集训中，三级警士长宋波结合经验为

参训骨干讲授“骗刺 5 种方法”，帮助大

家快速掌握动作要领；郭秦生将 20多年

来积累的车辆维修经验汇编成册，作为

总队骨干集训辅助教材，同时以“师傅带

徒弟”方式帮带骨干苗子，带出多名专业

尖子；在各级组织的集中培训中，闫轲通

过远程辅导、以工带训等方式，帮带培养

了数十名网络管理员……如今，该总队

骨干队伍逐步壮大，一批人才快速成长，

有的已在任务中独当一面。

“ 一 人 学 战 ，教 成 十 人 ；万 人 学

战，教成三军。”谈起专业骨干帮带年

轻官兵成长成才的事例，辛豪感慨良

多 。 他 说 ，各 级 在 训 练 攻 关 、比 武 竞

赛 、重 大 任 务 中 ，还 注 重 为 年 轻 官 兵

提 供 展 示 机 会 ，通 过 搭 平 台 、设 舞 台

引导他们与高级警士同台竞技、互学

共 进 ，在 摔 打 锤 炼 中 提 升 能 力 素 质 。

总 队 机 关 结 合 任 务 实 践 ，将 基 础 扎

实 、有 潜 力 的 人 才 纳 入 课 题 攻 关 小

组，鼓励他们在解决疑难问题中建言

献策、磨砺提升。

战士邱尧训练刻苦，但器械训练成

绩一直徘徊不前。后来，他按照宋波传

授的方法，循序渐进开展针对性训练，

收到明显效果。如今，邱尧已成长为单

位的训练标兵。“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在

宋波班长指导下，将自己在训练实践中

总结的经验做法，吸收完善到《刺杀对

抗示教作业》中，为更多战友开展训练

提供参考。”谈起以后的工作打算，邱尧

如是说。

武警河南总队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带动年轻官兵成长—

“专业帮带组”铺设成才路
■刘 毅 张泽阳

本报讯 常桂苹、特约通讯员王

麒淞报道：“关喜志在执行抗洪抢险任

务时不幸牺牲，中央军委追授他‘模范

指挥员’荣誉称号……”前不久，第 78

集团军某旅舟桥一连指导员带领官兵

执行任务，在兄弟单位营区看到“模范

指挥员”关喜志的事迹展板，便随机组

织微课教育，激励大家对标榜样、岗位

建功。据了解，该旅以灵活多样的方

式拓展教育课堂，让官兵在潜移默化

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开展教育时，如果讲道理缺乏鲜

活事例，受教育者会‘左耳进右耳出’，

很难入脑入心。”该旅领导说，他们围

绕官兵反馈的教育方式单一、语言生

硬、针对性不强等情况，在广泛征求意

见建议的基础上，针对青年官兵特点

组织“微课堂”“云讲堂”“教育沙龙”

等，将教育课堂设置在任务过程中、参

观见学时，以随时随机的形式将教育

嵌入官兵日常。

同时，他们发挥营区广播、橱窗、

电子屏等平台作用，增设榜样故事、标

兵风采等栏目，营造良好教育氛围；以

“三互”小组为单位开展读报评报活

动，随机组织骨干圈报、讨论分享等，

鼓励官兵紧贴时政热点思考学习。“我

们尝试打破台上与台下、施教与受教

壁垒，通过互帮互学的良性互动增强

教育质效。”该旅领导说，他们还采取

启发式引导、情景式复盘、案例式解析

等办法，引导官兵积极参与教育过程，

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吸引力。

前不久，该旅干部伍文昊休假期

间到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参观，期间

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连队“红色故

事分享会”。“借助视频连线，不但让战

友们以‘云参观’的方式走进红色场馆

接受教育，我自己也在与战友的分享

中深入思考、受到启迪。”伍文昊说，他

还将参观所见所闻制作成视频短片，

返回旅队后上传强军网教育资源库，

供教育骨干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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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军某防救支队组织官兵赴

某海域开展应急保障训练。

“一名人员‘落水’，立即前出救援！”

航行中接到情况通报，救援编队立即调

整航向，开赴目标海域。

“我们平时围绕突发情况应对开展针

对性训练，让官兵时刻保持全时待战、即

刻救援状态，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

得好。”该支队领导告诉记者，为锤炼官兵

复杂环境条件下应急救援能力，他们趁着

天气突变、海况恶劣组织此次训练，通过

预设任务背景、随机导调特情，倒逼官兵

因地因时应变、锤炼救援本领。

抵达目标海域后，任务舰船迅速变

换为平行搜索队形，展开海上搜索。此

时，海面上大雾弥漫、能见度低，让搜救

变得更加困难。见此情况，现场指挥员

灵活调整工作方案，并采用多种技术手

段展开搜索。

“发现目标！”该支队乌梁素海船雷

达兵原凯率先报告。收到情况通报，阳

澄湖船迅速向目标下风向机动，副船长

下达“救生部署”指令。特装兵刘德凯与

潜水员顾云海迅速行动，位于舷侧做好

救援准备。

待舰船抵达预定位置，刘德凯立即使

用救生抛投器，将气胀式救生圈抛投至

“落水人员”身旁，待其抓紧后将救生圈拽

向舷边。身着潜水服的顾云海翻越潜水

梯入水，将“落水人员”救起。

完成救援后，二人向指挥员报告情

况，本以为训练任务结束，却突然听到急

促的警报声。

“机舱‘起火’，全船失电，损管队立

即进舱灭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阳澄

湖船损管队队长管日森组织队员穿戴消

防呼吸器与避火服，迅速赶赴主机舱探

明情况。

机舱内，发烟罐生成的浓烟弥漫舱

室，官兵只能凭记忆摸索前进。几分钟

后，他们使用热成像仪锁定“火源”，并连

接水龙带灭火。“事先不通报，应对无脚

本，处置起来虽然有些仓促，但我们都感

到这样的训练才更有实战味。”完成处置

后，管日森对记者说。

天色渐暗，海面波涛汹涌，舰船劈波

前行。

“接下来，我们还要进行夜间潜水等

多个课目训练。”该支队领导说，此次训

练课目内容多、持续时间长，强度高、难

度大，对官兵身体和心理素质都是不小

考验。后续，他们将结合复盘查摆不足、

制订举措，并组织官兵针对疑难情况梳

理应对心得、形成教学案例，为开展补差

训练提供参考。

海军某防救支队锤炼官兵复杂情况应急能力—

挺 进 雾 海 练 搜 救
■胡佳杰 本报记者 张东盼

近日，西藏军区某团组织运输分队开展长途驾驶训练。 陈珏吉摄

初春时节，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飞

行训练。

朱云龙摄

郭
秦
生
（
中
）
为
战
友
讲
授
发
动
机
维
修
技
巧
。

高

正
摄

本报讯 杨帆、王淑伟报道：2月中

旬，为预习第二天开课的《飞机与发动机

无损检测》课程，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

士官学校学员张航走进“智慧教室”，打

开电子教材中相应章节，轻点屏幕便看

到教员推送的预习要点。据了解，该校

加强“智慧教室”建设，拓展数字资源使

用场景，为人才培养提供高效保障。

“‘智慧教室’不仅配备了‘电子书

包’、电子教材等设备，而且搭建了集课

前预习、课后复习、互动答疑、模拟实操

等功能于一体的教学云平台。”该校“智

慧教室”负责人刘想介绍，“智慧教室”

采用局域网互联方式，既解决了教学安

全问题，又让专业学习突破资源限制、

时空限制和硬件限制，拓展了数字教学

资源使用场景，为学员提供更加个性

化、高效能的学习平台。

笔者走进“智慧教室”看到，讲台上

一块电子屏幕代替了黑板，每张课桌上

整齐摆放着一台智能终端。“这就是学

员的‘电子书包’，同时配备了耳机、音

箱等外置设备，可移动、好携带，方便学

员根据教学情境随时随地开展交流互

动。”刘想指着桌上的智能终端说，他们

把传统纸质教材的内容转化为动画、视

频、音频等形式的电子教材，存储到“电

子书包”中，不但知识储量更大、专业外

延更广，而且可根据部队训练实践动态

更新教学案例。

办公室内，该校教员刘媛媛借助教

学云平台查阅部队战例战法资料，并点

击“收藏”按钮将其加入到课程思政案例

库。“教学云平台与‘智慧教室’互联，从

教员备课、上课到指导学员课后复习，我

们全过程实现了无纸化操作。”刘媛媛

说。据了解，目前，电子教材已覆盖该校

各专业系，涵盖上百门课程。下一步，他

们将结合学员使用反馈，完善教材内容，

丰富教材“含战量”，助力教战育人。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学校

学员有了“智慧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