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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树有根，方能
生发；凡水有源，方
能奔涌。在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主席深刻阐明新时代政治建军方
略内涵要义，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
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强调“发扬彻
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
整训”，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政
治整训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政治整训是深入推进政治建军
的战略抓手，是全面加强我军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我军一
路走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军原则，
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推进政

治建军，确保了始终
是党的军队、人民的
军队。新时代人民军
队深入贯彻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不松劲、不停步、
再出发，越整训越坚强、越纯洁越有
战斗力。即日起，本报推出“弘扬优
良传统 深化政治整训·军报记者寻
根行”系列报道，组织记者深入红色
传统发源地、革命旧址、军史场馆、英
模部队等寻根采访，在历史与现实的
辉映共鸣中，引导广大官兵坚定理想
信念、强化历史镜鉴、严格律己修身，
不断开创政治建军新局面，锻造更加
坚强的英雄军队，打好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春天，井冈山市荆竹山，映山红漫

山遍野。

群山环抱中，一块长约 3 米、宽约 2

米的花岗岩石静静矗立。

“雷打石”，山中一块普通石头，但

对人民军队而言意义非凡——这是人

民军队“第一军规”的诞生地。

记者探访时，遇到两茬人：一是一对

年逾古稀的夫妻。丈夫是老兵，50年前

退伍，5年前来过井冈山，因下雨路险，没

能找到“雷打石”，回家后始终惦记，这次

又千里迢迢赶来。二是市人武部军官黄

伟，刚上任就专程来此接受教育洗礼。

看着他们的身影，记者也在思索：

“雷打石”对今天的人民军队有什么特

殊意义，让一位老兵如此惦念，让一拨

又一拨官兵前来追寻？

将“一个红薯”写入军纪——

人民军队的基因里，
早已烙印下军规铁纪

1927 年秋，罗霄山脉的红薯到了

收获的季节。

一支队伍经过一片红薯地，饥肠辘

辘的士兵本能地挖出红薯，狼吞虎咽吃

下充饥。

这一幕，老百姓早已司空见惯。害

怕“兵匪”的村民，早早躲进山里。

这一幕，却让这支队伍的指挥员陷

入深思：秋收起义后的队伍，旧的习气还

未清除，新的纪律还未建立，必须严明军

纪。第二天一早，队伍即将出发，他站上

“雷打石”，高声宣布三条纪律——

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

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这，就是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

也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站

上“雷打石”的，正是这支军队的主要缔

造者毛泽东。

前一天刚刚打了败仗的队伍，第一

时间给自己立下铁规矩，然后重新集结

整队。

短短三条纪律，何以拥有穿越时空的

力量？黄伟的感悟是：“因为抓住了群众

反映最强烈的现实问题，使人民军队拥有

铁的纪律，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当时，官兵中军阀作风、个人主

义 、流 寇 思 想 弥 漫 ，队 伍 随 时 可 能 散

掉。”黄伟说，严明的纪律，让这支队伍

再次团结凝聚。 （下转第二版）

上图：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武部官兵

在“雷打石”前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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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一路追寻“雷打石”，回眸

我军历史上一个个执纪如铁、铁腕肃

贪的故事，我们不禁心潮起伏。

一路寻根，一路感悟。当年，在最

困 难 的 时 候 ，人 民 军 队 出 台“ 第 一 军

规”，以铁一般的纪律锻造铁一般的队

伍，不断赢得民心，最终赢得胜利。事

实告诉我们：铁腕正风反腐，不仅不会

损害党和军队形象，反而会增强我党

我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路寻根，一路思索。当年，有哪

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有勇气和底气

自揭其短、去腐生肌！今天，又有哪个

政党能像我们党一样，历经百年风雨，

更加执纪如铁，敢于自我革命！

一路寻根，信心满怀。永远在路

上 ，是 反 腐 败 斗 争 的 基 本 规 律 。 从

“ 第 一 军 规 ”到“ 八 项 规 定 ”，人 民 军

队 始 终 守 纪 如 铁 、执 纪 如 钢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党 领 导 人 民 军 队 强 力

正 风 肃 纪 反 腐 ，使 我 军 政 治 生 态 得

到 有 效 净 化 ，反 腐 败 斗 争 不 断 取 得

历史性成就。

回望近百年辉煌历程，历史中蕴

含着人民军队走向强大、走向胜利的

密码！我们坚信，以永远在路上的坚

定执着推进政治整训，持之以恒正风

肃纪反腐，一定能营造出弊绝风清、海

晏河清的政治生态，人民军队一定会

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有战斗力！

一路寻根 信心如磐记者手记

本报讯 刘殿如、何芳报道：4 月 30

日，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东风着陆场上，

随着巨大的彩色降落伞张开，神舟十九

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来自某医

学中心的神舟医疗救护队迅速赶到现

场，第一时间展开应急救护准备。经检

查，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状态

良好，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

坚守大漠、守望苍穹，探索创新、攻

坚克难……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九号返

回任务，这群医疗队队员默默守护着航

天员的生命安全。

“航天救治需要什么，科研准星就

瞄准什么；医疗救治保障瓶颈在哪里，

创新攻关就聚焦哪里。”该医学中心领

导介绍，他们以航天医疗保障任务需求

为牵引，探索构建平台支撑、医研一体、

特色鲜明的科研创新体系，并抽调精兵

强将，组成专业互补、老中青搭配、名医

专家领衔的医疗救护团队，集中力量攻

克航天医疗救治保障难题。为确保航

天员着陆后生命安全，他们经过多次调

研、论证、演练，构建了一整套医疗救治

程序，设计改装了可提供大型手术环境

的特种救护机，能在全天候条件下展开

紧急救治。

“航天救治的前提是找到航天疾病

的致伤机理，这方面没有现成的经验借

鉴，只能自己探索研究。”该医学中心领

导介绍，他们组建特种病医学中心，填补

了航天特种疾病研究与救治的多项空

白。面对载人发射任务间隔时间短、任

务节奏快等新挑战、新要求，他们制订多

种典型应急处置原则、伤情救治方案和

载人急救标准化流程；研发相关模型，为

精准施救创造有利条件；优化医疗保障

策略，在紧急救援一体化平台上装置医

疗设备，实现医疗急救精准化、救治转运

快速化。

据悉，该医学中心已有数十项科研

创新成果在航天医疗救治保障中得到检

验和应用，有效提升了航天救治能力，助

力完成历次神舟载人飞船发射和返回舱

回收医疗保障任务。

某医学中心聚焦航天医疗救治保障难题创新攻关

神舟医疗救护队倾力守护航天员

暮 春 时 节 ，昆 仑 山 腹 地 某 机 场 。

伴随巨大的轰鸣声，数架战机腾空而

起，飞赴目标空域，第 76 集团军某旅一

场实战化训练拉开帷幕。

据了解，随着海拔不断攀升，空气

中氧气含量越来越低，直升机操纵难

度增大，对飞行员技战术水平提出更

高要求。

飞行途中，前方一座山峰被“浓积

云”遮挡。当直升机穿过云层，山峰突然

出现在飞行员眼前。飞行员处变不惊，

立即熟练操控直升机，安全飞越山峰。

“此次训练采取极限条件下高强

度 连 贯 作 业 方 式 ，对 地 突 击 、超 低 空

突 防 等 课 目 轮 番 展 开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部 队 常 年 担 负 高 原 战 备 任 务 ，长

期面临氧气稀薄、天候恶劣等复杂条

件。为此，他们结合任务实际常态组

织实战化训练，研练不同弹种在高原

环境下的战法训法。同时，他们突出

全 天 候 、全 时 域 、全 要 素 战 法 训 法 研

练，为部队遂行高原作战任务收集一

手数据。

飞抵目标空域不久，负责前出侦

察 的 武 装 直 升 机 机 载 报 警 器 突 然 鸣

响：前方雪山之间发现一架高速机动

的飞行器。飞行员操作设备仔细辨别

并判定其为“敌”空中侦察机后，立即

将情报数据发送给长机机长所在的攻

击机组。接到情况通报，担负侧翼攻

击任务的武装直升机根据目标方位调

整攻击阵位，利用机载设备迅速瞄准、

锁定，对“敌”空中侦察机进行精准拦

截打击。

战鹰振翅、硝烟弥漫，战斗进入白

热化。攻击机组发射空地导弹，对地

面装甲目标展开“打击”，同时发射火

箭弹和航炮对近距地面目标进行空地

火力压制。任务结束，机群以大速度、

大坡度退出战斗航线，并发射红外干

扰弹，迅速离场。

“ 依 托 险 难 环 境 练 兵 ，才 能 真 正

锤炼打仗本领。”该旅领导介绍，连日

来 ，他 们 组 织 高 原 飞 行 战 法 训 法 研

练，采集直升机在高原环境下实战数

据 ，联 合 气 象 、通 信 等 专 业 力 量 完 善

多个特情处置方案，有效提升部队实

战水平。

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高原实战化训练—

战 鹰 振 翅 战 昆 仑
■吴骁峰 刘小龙

“遭‘敌’炮火袭扰，路面‘受损’，

命你部快速前出抢修！”春日深夜，随

着一声令下，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一场

实战化保障训练紧张展开。

工程机械操作手董浩佩戴自主研

制的某型设备，带领抢修分队赶赴目

标地域。该型设备可实现无光条件下

工程机械施工作业，有效提升操作精

度和作业效率……官兵快速行动、密

切配合，高质量完成道路抢修等作业。

据了解，此次训练中，该部官兵自

主研发的多项革新成果经受了实战检

验，破解多个保障难题。

在该部指挥大厅，三级军士长邹立

杰目不转睛地盯着指挥屏幕，由他牵头

研发的两个装置即将接受实战检验。

“伪装效果良好！”随着无人侦察

机飞过伪装区域并传回实时图像，两

项成果顺利通过检验。

与此同时，数公里外的训练场上，

一台工程机械无法正常启动。加装该

部一级军士长黎伟团队自主研发的某

系统后，机械故障很快被排除。

训练结束，官兵立即收集整理数

据，量化评估革新成果对战斗力的贡

献率。

“官兵革新成果的推广应用，进一

步树牢向创新要战斗力的鲜明导向。”

该部领导介绍，他们注重鼓励官兵围

绕战法训法创新、装备器材革新等方

面展开探索研究，走开“创新牵引+人

才孵化+成果运用”的发展路子，有效

提升训练质效。

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开展实战化保障训练—

革 新 成 果 解 难 题
■何 况 王克斌

暮春，陆军某旅开展两栖装甲车海上驾驶训练。 肖祖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