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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飞行时间内完成的训练课目

增多，训练效益整体上升了！”

初夏时节，海军航空兵某师训练部

门梳理近半年的飞行数据，得出的结论

让大家很是欣喜。

该师战机前舱飞行员来自某飞行

团，后舱战勤人员隶属某勤务大队，两

者分属不同建制单位。联合组训之初，

前后舱人员的训练进度接近，双方配合

比较顺畅。随着实战化训练逐步推进，

他们发现，受编制体制不同、课目难度

各异等因素影响，两个单位在训练课目

设置、指标分配及人员培养进度等方面

都存在差异，制订飞行训练计划时经常

出现进度不匹配的情况。

“每到年底，这一问题会变得更为

突出：因部分课目训练难度大、进度慢，

后舱人员往往需要补训，但此时前舱飞

行员已完成年度训练指标，不得不额外

增加飞行架次保障后舱人员训练。”该

师领导介绍，这种“单课目、单架次”的

组训模式，降低了训练整体效费比。

为此，该师党委研究提出“年初提

前规划、年中灵活调整、年末科学统筹”

的集约化组训思路。在该师训练部门

指导下，某飞行团与某勤务大队联合成

立训练统筹小组，结合年度任务清单、

人员能力评估结果和驻地气象条件，逐

月细化融合训练计划。同时，建立训练

“动态清单”，将人员流动、装备状态等

变量纳入计划调整范围，确保训练进度

与能力生成相匹配。

“集约化组训不是简单的课目叠

加，而是在全周期动态优化中实现资源

精准配置。”该师训练科张科长介绍，为

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探索建立“三色预

警”机制：年中阶段，将进度正常的课目

标为蓝色，按计划继续推进；将存在延

迟风险的课目标为黄色，由机关负责修

订完善训练计划；将进度较为滞后的课

目标为红色，组织跨单位补差训练，尽

快赶上训练进度。

前不久，由于后舱数名战勤人员

出 差 等 原 因 ，多 项 课 目 训 练 进 度 滞

后 。 统 筹 小 组 立 即 协 调 修 订 训 练 计

划，让已完成本场训练的前舱飞行员

增加场外训练课目，同时让进度滞后

的后舱战勤人员组成“补训机组”，并

安排一名下一步将外出参加学习培训

的空中指挥长带训，利用任务间隙开

展专攻精练，仅用两周便补齐进度缺

口，空中指挥长的训练课目指标也得

以提前完成。

该师领导介绍，针对部队常年多地

执行任务的实际，他们依托任务达成训

练目标。前不久，某机组计划外出执行

持续数月的战备巡逻任务。统筹小组

分析数据发现，该机组前舱飞行员未完

成本场训练课目指标，而后舱战勤人员

也有部分协同训练课目待训。

经统筹协调，任务机组科学调整力

量编成，安排本场训练课目完成进度靠

前的飞行员与需要补训的后舱人员搭

配，利用任务航线开展实战化协同训

练。执行任务期间，飞行员完成了场外

训练课目，后舱战勤人员通过任务飞

行，不仅完成了协同训练课目，还积累

了海上目标识别、多平台信息融合等

“进阶”经验。一名空中雷达师说：“以

前完成这些训练指标要飞不少架次，现

在利用任务时机一体融合训，难题迎刃

而解。”

“任务架次也是训练架次，关键要

让每一架次飞行都产生耦合效应。”该

师领导算了一笔账：以往专门组织一次

某项课目训练消耗的时间，如今通过嵌

入战备巡逻任务，可同步完成多个课

目，训练效费比大幅提升。为推广这一

经验，他们建立“任务—课目”匹配数据

库，将各类演训任务与所有训练课目逐

一关联，探索形成“一有任务即出方案”

的快速响应机制。

该 师 领 导 介 绍 ，今 年 以 来 ，通 过

集 约 化 组 训 ，“ 单 课 目 、单 架 次 ”飞 行

比例较以往大幅减少，飞行时间利用

率有效提升。这种“一盘棋”思维，既

节约了训练资源，也重塑了官兵的训

练理念。

一次跨昼夜飞行训练，组织地面

协同时，飞行员迟道恒发现后舱战友

有一项训练课目进度滞后，主动提出

调 整 飞 行 方 案 ：“ 可 延 长 低 空 飞 行 时

间，为后舱创造复杂电磁环境，以便完

成相关课目训练。”越来越强的协作意

识，让飞行训练从“各自为战”转向“互

为支撑”。

对此，该师某团一名领导在飞行

讲 评 时 表 示 ：“ 现 代 战 争 是 体 系 与 体

系的对抗，平时训练也要强化体系融

合理念。只有打破单位壁垒、贯通训

练链路，才能让每一架次都飞出最大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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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武警天津总队某支队四川

籍战士小唐通过“智慧食堂”保障系统，

提前预约了一道家乡菜。几天后，当他

走进食堂，这道菜便出现在餐桌上。用

餐完毕，他开心地在“智慧食堂”评价栏

里打出一个“五星好评”。

然而，谈及此前的伙食保障，该支队

某中队炊事员冯美杨却一脸无奈：“那时

候，战友们的评价，与炊事班的付出往往

不成正比。”

“伙食保障不仅事关官兵身体健康，

更连着部队战斗力。”该支队领导介绍，

此前，他们深入基层调研时，官兵对伙食

保障提出不少改进意见。为此，他们研

究决定，借助科技手段打造一套集菜单

管理、安全管控、营养评估、意见反馈等

功能于一体的“智慧食堂”保障系统。

记者登录该系统看到，“驻地特色

菜”“官兵家乡菜”“最受欢迎菜”“减脂健

康菜”等各式菜品丰富多样，官兵可根据

个人喜好推荐或预约菜品，关注度高的

菜品会优先安排进入下周食谱。

“这套系统还具备‘智能排菜’功能，

可一键生成一周食谱。”炊事员刘一帆告

诉记者，“智慧食堂”保障系统上线后，官

兵可通过“选菜推荐”“意见反馈”等功

能，随时提出意见建议；司务长可根据训

练课目特点、官兵反馈意见，灵活调整食

谱，让伙食保障从“众口难调”变为“众手

点赞”。

“你的体脂率偏高，应少吃高油高脂

食物”“你本周训练强度大，可适当增加

热量摄入”……午餐时间，官兵排队走进

食堂，系统根据官兵的实际情况，及时给

出个性化餐饮建议。

“‘智慧食堂’不仅为官兵提供了营

养美食，还能为大家建立专属健康档案，

根据官兵营养摄入、饮食偏好等数据，提

出科学合理的饮食建议。”该支队领导介

绍，该系统还具备主副食库存管理、食品

安全检测等功能，确保官兵吃够标准、吃

出健康。

武
警
天
津
总
队
某
支
队
利
用
科
技
手
段
提
升
保
障
效
能—

﹃
智
慧
食
堂
﹄
让
饮
食
更
接
地
气
受
欢
迎

■
高
欣
蕊

本
报
记
者

安
普
忠

“出发！”日前，陆军某旅组织一场跨

昼夜多课目侦察训练。接到指令，侦察

分队快速机动，奔赴任务地域。

行 进 途 中 ，一 条 河 流 挡 住 了 去

路。分队指挥员田岸立即命令队员操

纵无人机实施空中侦察。根据无人机

回传信息，分队官兵架设绳索，采取牵

引 横 越 的 方 式 顺 利 抵 达 对 岸 ，悄 然 潜

入密林。

该旅领导介绍，此次训练，他们设置

隐蔽行军、牵引横越、战斗射击、目标侦

察等课目，通过多课目连贯作业锤炼侦

察分队连续作战能力。

头天夜里刚下过雨，崎岖泥泞的山

路湿滑难行。没走多远，特情突至：“前

方出现不明气体！”田岸果断下达处置命

令，分队官兵快速穿戴防护装具，以战斗

队形有序通过“染毒”地带。还没来得及

喘口气，不远处发现“敌”观察哨。官兵

借助地形地貌掩护，采取小群多路战术，

迂回渗透至“敌”后方，成功端掉“敌”观

察哨。

“敌”机侦察、道路“被毁”……一路

前行，一路特情，分队官兵密切配合、见

招拆招。

“侦察分队多课目训练，不仅是对

单 兵 素 质 的 锤 炼 ，更 是 对 团 队 协 作 能

力 的 检 验 。”该 旅 侦 察 科 沈 参 谋 介 绍 ，

此 次 训 练 ，他 们 注 重 培 塑 官 兵 的 团 队

精 神 和 协 作 意 识 ，提 升 侦 察 分 队 整 体

作战能力。

夜幕降临，侦察分队前方出现小股

“敌人”。“绕道而行会延误不少时间，使

用武器则有可能暴露行踪。”经过综合研

判，田岸决定实施捕俘行动。随着一声

令下，数名队员借助夜色隐蔽接“敌”，成

功将其抓捕。

继续前行，分队官兵终于抵达任务

地域，侦察队员利用多型设备展开全方

位 侦 察 ，很 快 将 目 标 数 据 回 传 至 指 挥

所。随着指令下达，“敌”阵地顷刻间被

炮火覆盖。硝烟散去，队员们迅速前出，

歼灭“敌”残余力量。

“此次训练多个课目连贯实施、多种

特情临机导调，不仅锤炼了队员们连续

作战能力和顽强战斗作风，也为下一步

改进训练找准了方向。”谈及战斗体会，

田岸深有感触地说。

陆军某旅组织多课目侦察训练—

侦 察 尖 兵 暗 夜 奇 袭
■毛英椿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 健

“ 面 对 敌 人 的 绞 刑 架 ，李 大 钊 面

不改色、慷慨陈词：我们深信，共产主

义 在 世 界 、在 中 国 ，必 然 要 得 到 光 荣

的胜利！”

日前，第 76 集团军某旅聚焦“铸牢

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

践 活 动 ，组 织 一 堂 教 育 课 ，大 学 生 士

兵、中士黄士刚动情讲述革命先驱李

大钊坚守信仰、敢于牺牲的感人故事，

令台下官兵深受触动。

一次实战化演训任务中，黄士刚

负责收放天线，要在高寒缺氧的任务

地域负重往返。执行任务过程中，他

感到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腿也像

灌了铅一样迈不开步，但他咬牙坚持、

奋力冲锋，最终圆满完成任务。“我们

面临的这一点困难，与革命先辈的牺

牲奉献相比，算不了什么。”面对台下

官兵，黄士刚坚定地说。

“这堂教育课，授课人均为基层战

士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此 前 ，某 连 围 绕

“防间保密”主题组织教育微课，鼓励

官兵自行设计教案，自主备课、授课、

评课，鲜活的内容、朴实的语言受到官

兵普遍欢迎。

该连探索的这一做法，引起该旅

领导重视。经过深入研究，他们决定

建立“大家讲、众人评”教育授课机制，

鼓励官兵积极参与教育、主动接受教

育，并明确教育目标、选题方向、组织

形式和考核标准，确保群众性教育取

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实践中，他们结合年度主题教育、部

队任务实际、官兵思想动态，每季度下发

“选题清单”供官兵参考，并鼓励大家通

过制作短视频、多媒体课件等方式，增强

教育授课的生动性、实效性。他们还依

托强军网开展“教案大家评”等活动，不

断提升教育参与度和吸引力。

“肖思远烈士牺牲时，与我们年龄

相仿。我也要像他那样，担起属于我

们的职责使命。”大学生士兵赵硕根据

机关下发的“选题清单”，选择了“戍边

英雄”这一主题。授课中，她结合此前

的驻训经历，与战友们分享自己的感

悟体会。

高原驻训，昼夜温差大，气候环境

恶劣，但赵硕始终高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一个课目大纲规定用时 5 分钟以内

为满分，她将成绩提升至 3 分钟以内；

练习掩体构筑，她主动申请与男兵一

起练，一口气连挖 4 个掩体；3000 米跑，

她 第 一 次 参 加 便 取 得 第 二 名 的 好 成

绩，第二次更是一举夺冠……“英雄从

未远去，我们都是英雄传人！”站在讲

台上，赵硕的铿锵誓言，道出了大家的

共同心声。

故事大家讲，效果众人评。该旅

领 导 介 绍 ，战 士 担 任 授 课 人 ，会 经 历

“学习—消化—表达”的过程，既能让

自身先受教育，又能更好地与官兵产

生共鸣，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

据介绍，该旅还定期组织“示范教

学集训”，邀请优秀政治教员为教育骨

干传授授课技巧，让群众性教育课堂

真正做到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

第76集团军某旅鼓励官兵走上教育讲台—

故事大家讲 效果众人评
■马 頔

上图：近日，陆军某旅开展驾驶

训练。

曾冰阳摄

下图：5 月底，海军某支队开展

海上训练。

周远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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