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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按照“超前培养、预先储备、

梯次接续”原则，采取“一人一案”方法

科学制订“军士培养计划表”，合理优

化育才链路，精准规划成长路径，让军

士队伍学有方向、干有目标。这种激

发军士队伍活力、提升人才培养质效

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部队的基础在基层，基层的基础

在 士 兵 ，士 兵 的 中 坚 在 军 士 。 军 士

是 我 军 数 量 最 多 、分 布 最 广 的 人 才

群体，他们自身军事素质过硬，多为

训练尖子、技术骨干、操作能手。特

别 是 这 轮 深 化 国 防 和 军 队 改 革 后 ，

一些原来由军官担任的岗位改由军

士 担 任 ，军 士 参 谋 、军 士 分 队 长 、军

士 教 员 等 一 批“ 军 士 +”人 才 相 继 出

现，军士在生成、储备和提高部队战

斗力中的地位作用愈发凸显。纵览

全军训练场，沙场点兵，驭车雷霆出

击的有军士；大洋之上，助力战舰勇

闯深蓝的有军士；停机坪前，维护战

鹰 助 力 翱 翔 蓝 天 的 有 军 士 ；发 射 架

下 ，擦 亮 大 国 剑 锋 的 有 军 士 …… 建

设世界一流军队、打赢未来战争，要

求各级把军士队伍建设摆到人才强

军 的 战 略 位 置 ，想 方 设 法 激 发 军 士

队 伍 内 在 活 力 ，努 力 打 造 一 支 对 党

忠 诚 、专 业 精 通 、爱 岗 敬 业 、作 风 过

硬的军士队伍。

以科学的成长规划激发活力。《军

士暂行条例》《军士职业发展管理暂行

规定》等法规制度在部队深入实施，为

完善军士队伍的遴选补充、培养使用、

教育管理、选拔晋升等提供了基本依

据和制度支持。各级应区分不同岗位

类别，提前规划成长路线图，及时完善

培养计划表，使军士职业发展路径更

加顺畅，培养使用制度机制更加完备，

引导军士队伍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

以严格的摔打磨练提升能力。现

代战争是体系支撑下的精兵作战，军

士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各级应牢固树立抓军士队伍就

是抓战斗力、提高军士队伍建设水平

就是提高部队战斗力水平的观念，通

过专业强训使军士胜任多个岗位，通

过交叉互训使军士掌握多型武器。应

综合考虑岗位需要、专业能力、个人意

愿等因素，在专业“塑型期”固本培元，

在专业“定型期”拓展能力，在专业“成

熟期”跨界钻研，推动军士队伍能力持

续升级、多能拓展。

以 真 诚 的 关 心 关 爱 增 添 动 力 。

广大军士常年战斗在部队建设第一

线，担负着繁重的战备执勤、教育训

练和技术保障等任务，工作条件相对

艰苦，各种压力相对较大。各级应设

身处地为军士着想，满腔热忱为军士

排忧解难，多从思想上鼓励、工作上

支持、心理上关怀、生活上体贴，积极

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工作学习生活环

境。坚持按政策制度办事，充分释放

改革红利，让广大军士拥有更多荣誉

感、归属感和获得感。

（作者单位：32138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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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某机场上，战机列阵，蓄势待发。

“某海域发现不明潜航器，迅速查

证！”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北部战区海

军航空兵某部多型战机快速起飞，向目

标空域集结。一场多机型长航时反潜训

练拉开战幕。

“长航时飞行训练风险高、难度大，

对官兵体能、心理及专业能力是极大考

验。”该部领导介绍，此次训练，他们聚焦

实战化练兵，将预警侦察、指挥引导等科

目连贯实施，旨在检验官兵全时域作战

能力，锤炼部队反潜硬功。

起 飞 后 不 久 ，参 训 战 机 迅 速 完 成

组网建链，形成一张集情报支撑、指挥

引 导 、协 同 搜 潜 于 一 体 的 立 体 封 控

网络。

“通信遭‘敌’压制干扰，机组与指

挥 所 通 信 中 断 ！”面 对 特 情 ，指 挥 长 沉

着 应 对 ，指 挥 通 信 操 作 员 实 施 系 列 操

作，迅速摆脱干扰。不多时，通信恢复

正常。

“科目随机嵌入、特情灵活设置，是

此次训练的一个特点。”该部领导介绍，

他们通过设置复杂战术背景、临机导调

险难特情，最大限度挖掘战机小编组、小

体系作战效能。

战机抵达任务空域，机组成员各司

其职，开始对目标海域展开反潜搜索。

机舱内，显示屏不时闪烁；海面下，“敌”

潜艇悄然游弋……

“ 发 现 可 疑 信 号 ！”声 呐 员 迅 速 将

目 标 信 息 推 送 至 各 战 位 。“ 敌 ”潜 艇 连

续 采 取 一 系 列 规 避 动 作 ，试 图 摆 脱 机

组搜索追踪。

“下降高度，补投声呐浮标，加强目

标轨迹侦察！”指挥长当机立断，官兵闻

令而动。一时间，方寸荧屏上数据奔流，

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正 当 机 组 准 备 扩 大 搜 索 范 围 时 ，

声 呐 员 再 次 侦 听 到 可 疑 信 号 ，指 挥 长

根 据 回 波 特 点 、信 号 强 度 、目 标 活 动

轨 迹 等 信 息 综 合 研 判 ，最 终 确 认 该 目

标 为“ 敌 ”潜 艇 ，指 挥 官 兵 将 其 成 功

锁 定 。

“‘敌’机快速逼近！”此时，新的特情

又至。机组官兵迅速部署应对方案，各

战位密切配合，快速判别“敌”机方位、类

型，并上传目标信息。歼击机根据目标

信息，成功实施拦截。

夜色渐浓，又一批战机呼啸升空，展

开新一轮训练。该部领导介绍，他们针

对夜间反潜面临的技术难题，提前召开

安全形势分析会，全面评估潜在安全风

险，科学制订各类应急处置预案，确保任

务圆满完成。

随着最后一架战机顺利返航，训练

圆满结束。参训官兵随后来到飞行讲评

室，利用飞参数据判读、视频回放讲评等

方式展开复盘总结，为下一次训练提供

参考。

昼 夜 鏖 战 猎“ 黑 鲨 ”
—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多机型长航时训练见闻

■郝嘉哲 钟 森

日前，记者探访陆军某旅训练场，

恰逢该旅与友邻空军某部联合组织一

场多课目训练。直升机跑道上，该旅地

勤人员正忙着对空军某部参训直升机

进行起飞前的最后检查。不多时，随着

该旅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空军某部飞

行员驾驶直升机拔地而起……

“与其他军种单位一起开展‘同装

互 保 ’联 合 保 障 训 练 ，在 我 旅 已 成 常

态。”该旅飞行保障室主任告诉记者，近

年来，他们打破军种壁垒，在与不同部

队开展体系训练中建立完善“跨军种互

为依托、同系列相互保障”的“同装互

保”联合保障模式，助力战鹰高飞。

“打仗就是打保障，保障力就是战

斗力。”谈及“同装互保”联合保障模式

的探索之路，该旅领导感触良多。一

次，该旅参加上级组织的一场维修技能

比武。参赛官兵发现，比武所用维修装

备均为空军装备，一时有些无从下手。

然而，考评组对此态度鲜明：“未来战场

打的是联合作战，装备维修也必须具备

‘兼容互通’能力。”

比武归来，该旅党委结合参赛情况

召开专题议战议训会，一名旅领导一针

见血地指出：必须改变单一化、简单化

的传统飞行保障模式，探索建立“同装

互保”联合保障新模式。

为此，他们成立联合保障训练攻关

小组，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

方式，邀请厂家工程师、其他军种部队

保障骨干开展授课辅导，培养一批专业

技能过硬的跨军种飞行保障人才；与海

空军飞行部队建立常态化联教联学机

制，打造仿真训练系统，学习多机型保

障知识，提升跨军种保障能力；按照“一

专多能、军种互通”原则，成立多个“兵

专家工作室”“工程师专修室”，重点围

绕“装备差异技术研学”“跨军种设备校

验”等课题展开专攻精练，锻造一批飞

行保障能手，全面提升联合保障能力。

该旅驻地与空军某部相邻，尽管隶

属关系不同，但两家单位部分装备型号

相近、场地条件相似、保障要素相通，建

立 联 合 保 障 机 制 具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优

势。他们以体系训练为契机，充分利用

本场资源，打破军种保障壁垒，探索走

开“同装互保”联合保障新路——针对

相近型号战机，围绕“零部件差异化”

“配置差异化”展开集智攻关，建立多军

种飞行保障联席会、多机型装备维修会

商等联合保障机制，在一次次磨合中发

现问题短板、优化改进措施。

记 者 翻 阅 该 旅《训 练 计 划 表》看

到，他们按照“单兵—机组—场次”阶

梯训练模式，将“同装互保”联合保障

训练有机融入跨昼夜飞行、紧急备降、

海上着舰等险难课目，加速联合保障

能力生成。

“以前保障其他军种部队飞行训

练，我们只负责气象预报、飞保飞管、警

戒巡逻等要素。如今开展训练，我们将

油料弹药补给、机务维修等保障要素同

步纳入，使联合保障从‘保障外围’向

‘飞行全程’拓展延伸。”训练现场，塔台

指挥员告诉记者。

前不久，该旅与海军某部联合组织

一场实战化训练，该部直升机执行突防

任务时，突发“旋翼故障”迫降该旅野战

机场。接到指令，该旅机务修理班组紧

急出动，克服陆海装备差异带来的不

便，迅速完成排故抢修。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为推动部队快

速提升联合保障能力，他们与海空军飞

行部队携手成立“联合会诊专家组”“联

合保障快反队”，不断提高训练保障专

业化水平；跨军种开展联合攻关，打破

海上油料补给耗时长、程序繁琐等瓶

颈，探索创新“热加油、热补给”新型海

上平台保障方式；多家单位机务工程师

联手协作，依托科技手段研发出“机载

系统调整”专用程序，大幅提升高温、高

盐、高湿环境下机务保障质效。

“优势互补、机制共建、成果共享，

推动联合保障能力迈上新台阶。”该旅

某营牛营长告诉记者，去年组织的一次

夜间飞行训练中，空军友邻部队一架直

升机发动机转速出现异常。面对未知

的故障险情，该旅与空军友邻部队分别

选派技术骨干组成“联合会诊专家组”，

经过细致排查精准找出故障点并顺利

排除，确保直升机如期转场。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同装互保”联

合保障模式推行以来，他们接续攻克 6

类 30 余个重难点问题，梳理形成一批

可行性论证报告。下一步，他们将围绕

“异装同保”课题展开探索攻关，进一步

提升部队联合保障能力。

陆军某旅与其他军种单位开展联合保障训练—

“同装互保”提高联合保障效能
■程敬尧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记者 向黎鸣

习主席强调，深化军事斗争后勤准

备，加快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积极开展

实战化训练，提高一体化联合保障能

力，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

随着我军联合保障体系的确立，联的壁

垒逐步打破，合的机制日益完善，为提

升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打仗很大程度上就是打保障。信

息化、智能化战争条件下，不同军种一

体协同、联合作战的特点更加鲜明，联

合保障对战场运转支撑、作战体系功能

发挥、作战效能精准释放的作用愈发凸

显。陆军某旅打破军种壁垒，与友邻军

种部队协作，探索建立“跨军种互为依

托、同系列相互保障”的“同装互保”联

合保障模式，有效提升了部队联合保障

能力。

联合制胜呼唤打通保障链。各级

必须从军事斗争准备实际需求出发，

析深研透战场保障机理的内在规律，

加速各作战要素、作战单元、作战系统

间的交互融合，聚力破解资源整合优

化、效能协同提升、伴随保障快反等战

场保障新课题，推动保障供给侧与实

战需求侧精准对接，以联合保障力催

生战斗力，为打赢未来战争蓄足实力

底气。

联合制胜呼唤打通保障链
■刘 兵

短 评

上图：近日，空军某旅组织飞行

训练。图为战机着陆。

付 敢摄

下图：日前，新疆阿勒泰军分区

某边防连组织巡逻。

肖国涛摄

本报讯 宁俊帅、特约记者朱桁冈

报道：在线三维建模、精准定位目标……

新学期伊始，陆军工程大学某教研团队

教员路威结合前期深入部队一线调研情

况 ，将 某 新 兴 领 域 研 究 成 果 融 入 课 堂

教学。

“随着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深入推进、

新装备加速列装，部队练兵备战对高新专

业人才需求量加大，新兴领域学科建设的

紧迫性日益凸显。”该校领导介绍，他们紧

贴部队练兵备战需求，围绕多个新兴专业

领域，扎实开展兵种作战理论、军事关键

技术等研究，大力建设和培育备战急需、

打仗急用的新兴领域学科专业人才。

该校坚持“体系抓建”原则，按照“作

战需求—能力需求—装备需求—科学问

题—技术创新”逻辑链路，完善信息通

信、工程保障、装备保障等领域研究体

系，创新学科组织机制，发挥多学科专业

融合、联合、综合优势，不断拓宽新兴领

域学科发展路径。

他们狠抓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培养，

遴选培育新兴交叉学科方向，设立一批

服务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的新兴学科专

业；立足现有学科优势特色，推动传统优

势学科升级改造，强化理技融合、战技结

合和新技术作战运用转化，促进理工学

科向作战应用领域拓展；在重点领域军

事类学位授权点申请增设研究学科方

向，推动军事理论研究创新发展和兵种

作战学科建设，加快构建相关兵种（专

业）和新型力量的作战、建设、发展等学

科理论体系。

该校领导介绍，他们还注重发挥学

科专业在招生选拔、导师配备等资源配

置中的牵引作用，推动军事理论创新、高

新技术突破、未来战争设计与人才培养

有机融合，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向新兴领

域学科方向汇聚。

瞄准新兴领域，培育专业人才。近

年来，该校学员在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中国机器人大赛、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等

大项赛事中均取得优异成绩，多项科研

成果在部队推广应用。

陆军工程大学深化学科专业改革

加快培育新兴领域专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