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2要 闻２０２５年７月１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曾火伦 杨艳 贺美华

微风轻拂，夜色如墨。北部战区陆

军某旅野外训练场上，一场工程保障训

练紧张进行。

“某型架桥车发动机出现故障！”

接到特情通报，三级军士长王秀峰摸

黑抵达事发地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

情况下，王秀峰趴在发动机旁，凭借经

验 准 确 摸 到 故 障 位 置 ，完 成 应 急 修

复。“暗夜条件下进行装备抢修，难度

可 比 白 天 大 多 了 。”擦 去 额 头 上 的 汗

水，王秀峰告诉记者，“夜战中，敌人不

会给你开灯的机会。平时训练，我们

必须考虑到各种不利因素，把操作技

能练到极致。”

此前，该旅组织一场夜间训练考

核，结果出人意料：整体合格率不到一

半。对此，该旅一位领导的点评一针

见血：“夜训并不是简单地将训练课目

从白天搬到夜间。智能化战争时代，

科技手段大幅缩小了昼夜差异，只有

真正掌握夜战的制胜机理，才能牢牢

掌控战场主动权，锻造出克敌制胜的

‘夜老虎’。”

为此，该旅深刻总结夜战特点规

律，严格落实军事训练大纲相关要求，

围绕提升夜战能力苦练精训。一方面，

他们结合自身实际制订夜间训练操作

规范，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层次训练内

容设置不同课目和评定标准；另一方

面，强化训练监督，健全激励机制，把夜

训课目常态纳入比武竞赛活动，激发官

兵训练热情和练兵动力。

采访期间，记者在该旅工兵训练场

看到，爆破连张连长带领官兵一头扎进

茫茫夜色，开展“暗夜破障”课目训练。

借助夜视仪，参训官兵悄悄向“敌”阵地

前沿移动。

“右前方 2 点钟方向，疑似‘敌’暗

堡！”行进途中，担任警戒的一名战士

突然发出警告。爆破手迅速出动，利

用某新型爆破装置，开辟出一条安全

通路。

擦去夜视仪上的汗珠，张连长告诉

记者：“夜间光线不足，各类障碍物、火

力点的隐蔽性远高于白天。要从模糊

光影中准确捕捉瞬息万变的战场信息，

对官兵而言是不小的挑战。”

该旅领导介绍，为提升官兵在微

光环境下的听觉辨位等感知能力，确

保熟练运用夜视仪、热成像仪等装备

进行目标识别，他们积极利用技术手

段，模拟多种极端环境，组织官兵开展

强化训练。

以枪械分解结合、弹药装填训练为

例。为有效提升官兵肌肉记忆和装备

操作熟练度，他们常态组织官兵开展蒙

眼训练，直至做到不依赖光线也能娴熟

操作手中装备。中士唐存辉告诉记者：

“现在，我们闭着眼也知道手里的装备

该怎么用。得益于扎实的训练，暗夜不

再是一片漆黑，反而为我们披上了一件

隐身衣。”

置身该旅战术训练场，记者看到，

参训官兵动作迅捷、忙而不乱。“这还

远远不够。”负责组训的一名作训参谋

说，“现代夜战已突破传统视觉盲区范

畴，除了视线上的‘黑暗屏障’，还要直

面 无 形 的‘ 电 磁 暗 战 ’和 波 诡 云 谲 的

‘信息迷雾’。”

该旅领导介绍，夜战中，参训人员

需要准确感知环境信息，并借助旗语、

环境微光、战术手势等与战友沟通交

流。一旦协同不畅，便可能导致任务

失败。

为提升官兵暗夜条件下的行动配

合默契度，该旅将夜间协同训练作为一

个重点进行攻关，要求官兵在训练中关

闭所有无线电设备，仅通过简易设备和

战术手语完成作战任务。

训练现场，感受到战友轻拍肩膀，

中 士 李 朝 阳 立 即 俯 身 贴 地 、匍 匐 前

进。不一会儿，战友又短促轻拍他的

战术背心，李朝阳心领神会：接下来要

开始快速跃进……

训练结束，李朝阳感慨地说：“黑夜

中洒下的一滴滴汗水，练就了我和战友

之间并肩作战的高度默契。”

参加过夜间协同训练的其他官兵，

与李朝阳有着同样的感受。前不久，该

旅 某 工 兵 破 障 分 队 组 织 开 辟 通 路 训

练。月光下，一级上士张旭洋带领 6 名

队员抵近“敌”前沿雷场后，大家立即呈

扇形散开。

列兵李明凯趴在草丛中，左手轻拍

战友后背两下，示意“发现连环雷”。随

后，两人用手指在对方战术背心上敲击

事先约定的信号，传递行动信息，整个

过程悄无声息，但两人的协同配合却精

准流畅……

“ 扎 实 开 展 夜 训 以 来 ，全 旅 官 兵

的 夜 战 本 领 不 断 增 强 。”该 旅 领 导 告

诉 记 者 ，最 近 组 织 的 一 次 夜 训 考 核

中 ，多 项 训 练 纪 录 被 刷 新 ，整 体 优 良

率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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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打仗的，

如果上上下下都没有感情，怎么可能

在需要时赴汤蹈火、同生共死？”军队

要 想 打 胜 仗 ，离 不 开 情 感 的 黏 合 作

用。政治工作“通情”了，“达理”就容

易了；有温度了，“说服”就不难了。列宁

有句名言：“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

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政治工作不带感情，人情味、亲和力就

会严重缩水；没有温度，深度、力度就

会大打折扣。

我党我军历来提倡带着感情、带

着温度做工作。古田会议决议强调，

上 下 级 谈 话 时“ 须 站 在 同 志 之 地 位 ”

“用诚恳的态度同他谈”。“谭政报告”

在 对 改 造 落 后 分 子 的 做 法 上 明 确 要

求，“主要应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指

出“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谈话是最

有效力的”。战争年代，正是因为广大

党员干部带着感情、带着温度做工作，

才使我军政治工作“产生出温暖人、感

染人、影响人和团结人之极大效果”。

今 天 ，政 治 工 作 面 临 的 环 境 、任

务、条件和对象发生深刻变化，提高政

治工作质效的方法也在深刻变化。但

“千举万变，其道一也”，带着感情、带

着温度做工作的好传统不仅不能丢，

反而应该赓续传承、发扬光大。很多

时候，官兵充分感受到你的真情关爱，

才会信你说的话、认你说的理。如果

党员干部在做政治工作时，总是带着

死板生硬的态度，不注重在用心用情

上下功夫，不注意运用“南风效应”，就

难以把工作做到官兵心坎上。事实证

明，情感的温度炙热了，所讲的道理就

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态度

冷冰冰、语气硬邦邦，工作不带感情、

缺少温度，就难以让人接受，政治工作

也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

带着感情、带着温度，贵在端正对

官兵的根本态度。毛泽东同志指出：

“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

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

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

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做好政治

工作同样如此。党员干部有了正确的

态 度 ，就 会 有 深 厚 的 感 情 ，坚 持 用 信

任、欣赏、发展的眼光看待官兵，把官

兵当成手足兄弟、生死战友，带着情感

去传播真理、传递价值，政治工作就会

产生温度、达到应有效果。

带着感情、带着温度，注重解决问

题是重要检验标准。坚持问题导向和

结果导向相统一，才能让政治工作充

分发挥作用。政治工作效果好不好，

主 要 看 问 题 是 否 解 决 、官 兵 是 否 满

意。只喊口号、只说好话，让问题“涛

声 依 旧 ”，这 样 的 感 情 实 质 是 虚 情 假

意，官兵也不会买账。党员干部开展

政治工作时，要想官兵所想、急官兵所

急、帮官兵所需，对官兵反映的问题紧

盯不放、一抓到底，第一时间解决好官

兵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让官兵

充分感受到政治工作的威力威信，从

而振奋精神、鼓足干劲，不断把新时代

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带着感情 带着温度
■齐 闯

下图：夏日，陆军某旅组织夜间

射击训练。

叶富景摄

上图：近日，空军航空兵某旅开

展飞行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尚洁岩摄

炎炎夏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装备维修

中心内，引擎轰鸣声此起彼伏。

随着某型火炮动力舱舱门缓缓打开，一

堂装备维修示范课开讲。该旅“金牌技师”

常一飞作为主讲人，向来自各营连的驾驶员

和技术骨干传授装备维修技巧。

“注意滤芯边缘的金属压痕，这是判断

变速箱磨损程度的重要依据。”听着常一飞

深入浅出的讲解，技术骨干们围成一个半

圆，认真观察滤芯边缘的细微凹痕。某连

驾驶员易和祥告诉记者，像这样的实操示

范课，该旅“维修能力孵化站”每周都会组

织一次。

近年来，随着大量新装备陆续列装，该

旅各营连组织装备换季保养时，往往会面临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几年下来，专业骨干

们在操作实践中集智攻关，积累了很多实用

管用的维修技能和经验。

为了不让这些好经验“人走失传”，该旅

一位高级技师将身边战友的心得技巧记录

下来，汇总成厚厚一本“技术宝典”。受此启

发，该旅机关决定搭建一个专业技能传承平

台。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维修能力孵化

站”正式成立。

“维修能力孵化站”成立后，该旅针对各

类装备维修难题，面向官兵广泛征集“金点

子”。同时，他们邀请各专业维修经验丰富

的“金牌技师”和装备生产厂家工程师，定期

为基层营连技术骨干传经送宝。

此外，该旅以“维修能力孵化站”为平

台，组织技术骨干持续攻关，研发出多款专

用维修工具，提升了装备维修的标准化、精

细化、专业化水平。

依托“维修能力孵化站”，该旅还探索构

建起一套全新的人才培训模式——针对驾

驶员、维修技师、装备管理人员，推出“理论

授课—实装操作—特情处置”进阶培训模

式；与装备厂家建立定期驻点和远程会诊机

制，常态邀请厂家工程师来队开展“随装教

学”；定期组织专业比武，激励技术骨干立足

岗位提升装备保障能力。

在该旅近期组织的一次训练中，某连火

炮驾驶员赵瑞勇发现仪表盘油压报警后，迅

速检查油路温度和线路情况，很快成功排除

故障。“通过专业培训，我们如今处置装备故

障底气十足！”赵瑞勇说。

汇聚实用经验，孵化创新成果。该旅领导介绍，他们依托“维修能力孵化站”梳

理总结出一套装备排故经验集，不仅缩短了技术骨干培养周期，还取得一批技术创

新成果，大幅提升了装备维修水平。“维修能力孵化站”让一批技术骨干快速成长，他

们传承的“手艺”和“绝活”辐射基层营连，为全旅战斗力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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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褚天、杨鑫鑫报道：日前，

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组织一批研究

生学员，前往南昌、井冈山、瑞金、于都

等地的红色场所，开展现地教学活动，

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和思

想淬炼。

“红色旧址、革命圣地蕴含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是凝心铸魂的鲜活教材。”

该院领导介绍，此次现地教学，他们把课

堂设在红色故事发生地，采取“党性宗旨

教育、战斗精神培育、党史军史学习”三

位一体教学模式，综合运用沉浸感悟、仪

式熏陶、党课启发等方法，着力提升立德

树人、为战育人质效。

活动中，该院结合每个教学点位的

红色资源，精心设计多堂现地教学课，穿

插开展主题党课、情景教学和班组研讨，

引 导 学 员 重 温 红 色 历 史 ，砥 砺 初 心 使

命。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后，学员魏裔军激动地说：“当年，红军长

征从这里出发，于都群众倾尽所有全力

支援，帮助红军顺利渡河。历史启示我

们，打赢未来战争，依然要忠实践行党的

群众路线。”

班组研讨时，学员王焕辰深有感触

地说：“斑驳的‘挑粮担’、泛黄的‘记账

本’，折射出革命先辈克己奉公、艰苦奋

斗的优良作风。作为军队财务人员，一

定要赓续传承我军优良传统，当好强军

兴军的‘红管家’。”

该院领导表示，红色资源蕴含着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密码。下一步，

他们将继续创新教学模式，把英雄人物、

红色故事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帮助

学员在追根溯源中培塑忠诚品格、激发

奋进力量。

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组织现地教学活动

重温红色历史 砥砺初心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