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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岭南，某综合训练场战车轰鸣，

海军某部一场装甲驾驶训练如火如荼展

开。训练进入关键阶段，一辆战车突然

“趴窝”。二级上士巩树坤迅速前出，利

用自主研发的辅助设备展开检修，战车

很快恢复正常并重新投入训练。这是该

部运用基层技术革新成果提升练兵备战

质效的一个缩影。

该部长期担负教学培训任务。近

年来，随着军事训练转型升级提速，他

们承担的教培任务逐年递增。“为提升

教学培训质效，我们大力开展群众性创

新活动，努力让更多基层创新成果走向

课堂、走上训练场，为教学培训服务。”

该部领导说。

去年，该部围绕教学需求立项并完

成 30 余项小发明、小创新。然而，他们

在实践中发现，因配套教案和教学设施

不完善，一些基层创新成果在教学培训

中效能发挥不明显。为此，他们利用学

兵培训等时机，持续优化教学方法，推动

创新成果更好运用于教学实践。

“实用、管用，是检验创新成果的硬

标尺。”该部军士助教、一级上士沈泽是

装甲驾驶训练领域的技术骨干，带领战

友成功开发出多款辅助训练设备。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 ，沈 泽 见 到 别 人

用 无 人 机 拍 摄 视 频 ，这 种 以 无 人 机 视

角 捕 获 画 面 的 方 式 让 他 深 受 启 发 ：如

果 让 教 练 员 从 学 兵 视 角 看 到 路 况 ，就

可以随时纠正学兵驾驶动作。定下决

心后，沈泽通过研究资料、向院校专家

请 教 等 方 式 ，熟 练 掌 握 了 视 频 传 输 等

方 面 的 专 业 知 识 ，并 结 合 教 学 保 障 实

际 设 计 出 一 款 战 车 驾 驶 辅 助 训 练 设

备 。 目 前 ，该 设 备 已 成 功 应 用 于 教 学

并 完 成 多 次 升 级 ，显 著 提 升 了 装 甲 驾

驶训练质效。

无独有偶。电子系统技师胡建华多

次参加实车训练保障任务，针对战车训

练中的易发、多发问题，他成功研制出多

款抢修工具、设备，有效缩短战车故障排

除时间。

汇聚官兵智慧，赋能练兵备战。置

身该部训练场，记者看到，一批基层科

研成果被广泛运用于教学一线。“教学

培训任务接踵而至，我要以时不我待的

状态投入教学创新，帮助学兵们更好地

在这里打牢基础、练强本领。”一场驾驶

训练刚结束，军士助教宋亚龙对记者如

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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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空军某部开展多课目飞

行训练。图为双机编队加力升空。

本报特约通讯员 卓灵鹏摄

长征途中，周恩来同志曾问自己

所在党小组的组长，为什么很长时间

没开党小组会议。党小组长回答说，

党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

有通知。周恩来严肃地说：“那怎么能

行？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

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

题。”组织观念强，是党内很多老一辈

革命家始终坚持的品质。今天，广大

党员干部特别是作为党组织主要负责

人的书记、副书记，应率先把组织观

念、组织纪律、组织程序、组织制度严

格起来。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

量倍增。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

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严密的组织体

系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是我们党的光

荣传统和独特优势。组织有力量，军

队打胜仗。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

设会议上强调，要落实党委统一的集

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做到一

切工作都置于党委统一领导之下，一

切重要问题都由党委研究决定。当

前，个别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

部组织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性不强，严

重削弱了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

斗力。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自己一生有

3 次“ 激 动 ”，其 中 两 次 都 与 党 有 关 。

一次是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时，他光荣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激动得睡不着

觉”；另一次是 1991 年，他看到王任重

同志在《史来贺传》的序言说，中共中

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

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 40

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

员的优秀代表，“心情激动极了”。广

大党员干部应像钱学森一样，始终把

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

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

工作，在党言党、在党爱党，做到忠诚

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

抗战时期，抗大学员刘力功毕业

时 不 服 从 组 织 分 配 ，坚 持 要 进 马 列

学 院 或 回 原 籍 工 作 ，否 则 就 要 退

党。党组织同他谈过 7 次话，但他始

终听不进去。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

开 除 其 党 籍 ，并 公 布 于 全 党 。 陈 云

同 志 针 对 这 件 事 指 出 ：一 个 共 产 党

员在党分配工作时，“只有说明自己

意 见 的 权 利 ，只 有 在 党 决 定 以 后 无

条 件 地 执 行 决 议 的 义 务 。 除 此 之

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

附 加 一 个 条 件 ，否 则 就 违 犯 了 党 的

纪 律 ”。 个 人 服 从 组 织 是 最 基 本 的

组 织 原 则 和 组 织 纪 律 ，每 名 党 员 干

部 都 是 组 织 的 一 员 ，都 必 须 自 觉 把

自 己 置 于 组 织 管 理 监 督 之 下 ，自 觉

接 受 组 织 安 排 和 纪 律 约 束 ，自 觉 维

护 党 的 团 结 统 一 ，做 到 个 人 服 从 组

织，而非组织服从个人。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

乱。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应始终

以党和军队事业为重，牢记组织决定

就是铁的纪律，党让干啥就干啥、党让

去哪就去哪，坚决做到服从命令、听从

指挥。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

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党员干

部特别是书记、副书记应处理好行政

职务和党内职务的关系，尽管党员干

部职务有高低，但在党内是平等的。

应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

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

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

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

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防止个人凌驾于

组织之上。

（作者单位：河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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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曹瑞、记者韩成报道：初

夏，在野外驻训的第 82 集团军某旅战士

小 张 突 然 牙 疼 难 忍 ，几 天 不 能 正 常 进

食。接到远程诊疗请求后，第 82 集团军

医院口腔科专家陈双民打开电脑，进入

线上医疗服务平台。通过视频问诊，陈

双民判断小张患的是急性冠周炎，并为

其制订治疗方案。

该医院领导介绍，驻训期间，集团军

部队训练任务重，官兵看病就医面临诸

多不便。为此，该医院携手集团军所属

部队合力打造线上医疗服务平台，让官

兵在驻训期间也能享受优质诊疗服务。

护士长殷誉萌点开线上医疗服务

平 台 向 记 者 介 绍 ，他 们 依 托 军 事 综 合

信息网建立“医院—卫生连—营（连）

卫 生 室 ”三 级 远 程 医 疗 系 统 ，官 兵 只

需 登 录 账 号 ，便 可 实 现 线 上 预 约 专

家 、远 程 一 对 一 就 诊 等 。 此 外 ，该 医

院 还 通 过 一 线 巡 诊 搜 集 、线 上 采 集 等

方 式 ，定 期 汇 总 部 队 官 兵 健 康 数 据 信

息 、就 诊 需 求 ，针 对 性 安 排 不 同 科 室

专家参加“在线”值班，确保高效满足

官兵线上就医需求。

第 82 集团军打造线上医疗服务平台

驻训官兵实现“云端就诊”

仲夏的一个夜晚，武警宁波支队镇

海 中 队 指 导 员 潘 立 的 办 公 室 还 亮 着

灯。办公桌前，潘立一边回忆白天与战

士谈心交心的细节，一边在笔记本上记

录相关信息。不知不觉中，他的“兵情

笔记”又厚了几页。

该中队官兵说，潘立是一名“笔记

达人”——因为他特别爱记笔记。从训

练状态、家中变故，到情绪变化、交友情

况，潘立那本边角磨得发亮的笔记本

上，记满了战士们的“大事小情”。

“指导员不仅把官兵信息记在笔记

本上，更牢牢记在了心里。”下士李翔宇

告诉笔者，此前，他因训练方法不得当，

意外得了腱鞘炎。痊愈后，他的手腕偶

尔还会酸痛。前不久，中队组织一次高

强度训练。上场前，他在训练场边揉了

揉手腕。潘立走过去问：“腱鞘炎又复

发了？”李翔宇一愣，心头感到暖暖的：

“指导员，就是手腕有点酸，不碍事！”

更令李翔宇没想到的是，后续训练

中，班长根据指导员的建议，调整了他

的训练计划。

谈及“笔记达人”这个称谓，潘立

说，了解记录官兵成长点滴的习惯，是

受中队老指导员影响而形成的。

该中队荣誉室里，珍藏着一份手写

的花名册。翻开花名册，官兵的姓名、

籍贯、入伍时间、兴趣爱好等信息一目

了然。

这份花名册，是中队老指导员何丁

荣年近八旬重返中队时，亲手写下的。

2016 年，曾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任中队指

导员的何丁荣受邀返队。看到中队的

崭新面貌，何丁荣触景生情，凭记忆一

笔一画写下这份花名册。

潘立说，每次看到这份花名册，他

都会提醒自己：赓续知兵爱兵光荣传

统，就是要把对官兵那份深沉的爱传承

下去。

2021 年，潘立来到中队任职，与上

任指导员陶凯交接的第一件物品，就是

这份花名册。“这份花名册摆放在中队

荣誉室里，我的宿舍就挨着荣誉室。它

时刻激励着我，一定要把兵带好。”接过

陶凯交到自己手上的知兵爱兵“接力

棒”，潘立感受到了“责任”二字的分量。

承载这份责任并不容易。上任后，

潘立用两天时间将中队官兵的基本信

息背了下来。然而，一周之后的任务部

署会上，潘立突然发现，此前背记的信

息在脑海中搅成了一团糨糊。

“为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指

导员还能将官兵信息记得清清楚楚，而

我刚过一个星期就记不清了？”潘立给

陶凯打去电话请教。

“老指导员的记忆不是背下来的，

而是通过与战士‘五同’刻在心里的。”

陶凯说，当年在中队老营区，老指导员

带着战士们一锹一镐挖泥土、一砖一瓦

搞建设，建立了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

“白天干活头碰头，晚上睡觉铺对

铺，战士的信息还用得着死记硬背吗？”

陶凯的一番话，让潘立陷入沉思。从那

以后，潘立与官兵打成一片，在朝夕相

处中掌握了不少花名册之外的信息。

每次了解到新信息，他都会详细记录在

笔记本里。随着笔记本记得越来越厚，

他对每名战士的个人愿望、兴趣爱好、

性格脾气也掌握得越来越清楚。

“潘立的笔记本如同一条无形的纽

带 ，一 头 连 着 党 支 部 ，一 头 连 着 战 士

心。”采访期间，正在该中队蹲点的一名

支队领导介绍，镇海中队历来注重发扬

优良传统、密切内部关系，知兵爱兵氛

围十分浓厚。在潘立带领下，中队党支

部将“真知兵、深爱兵”转化为看得见、

摸得着的具体行动，通过点点滴滴的关

心爱护凝聚起兵心士气。

上等兵张家祥是中队“红肩章”宣

讲员，平时爱收集党史故事并跟战友们

分享。有段时间，原本乐观开朗的他突

然变成了“闷葫芦”，经常一个人闷坐在

宿舍发呆。

一次训练间隙，潘立找他拉家常：

“遇到什么事情了吗？看你最近总闷闷

的。”张家祥叹了口气说，他家里遇到涉

法纠纷，不知如何是好。潘立详细了解

情况后，及时向支队报告并申请法律援

助。不久后，该支队协调援助律师不远

千里赶到张家祥老家，顺利帮他家解决

了难题。

“战士们有心事愿意找干部骨干倾

诉，有困难愿意向干部骨干求助，这种

信任让我们感到很踏实。”潘立说。

近年来，该中队发扬知兵爱兵优良

传统，坚持“以真心关爱感染人、以悉心

培养成就人、以集体活动凝聚人”理念，

广泛开展“尊干爱兵、兵兵友爱”活动，

坚持做到每周“互学、互帮、互教”有交

流 、每 月 笔 记 有 寄 语 、每 季 生 日 有 贺

卡。此外，中队指定专人负责协调解决

官兵在考学、就医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困

难；为每名官兵量身定制成长路线图，

帮助他们加速成长成才。

大学生士兵张彦博下连后因为适

应不了训练强度，曾在微信朋友圈流露

过消极情绪。潘立发现后，主动找他谈

心交心，不仅与他结成训练互助对子，

还根据他的专业特长让他负责中队黑

板报制作。不到半年，张彦博的军事训

练成绩提高到优秀水平，他制作的多期

黑板报，也收获战友们点赞。

“要想抵达战士心灵的彼岸，就要

搭 建 一 座 连 心 的 桥 。”中 队 长 罗 泽 宇

说，“‘网生代’官兵获取信息靠网、情

感表达借网、休闲娱乐用网，网络就是

这座桥。”

在该中队，干部骨干不仅严格落实

“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

的传统“五同”要求，还积极探索“同学

习、同关注、同评论、同分享、同娱乐”的

网络“五同”，在网络世界里与战士同频

共振。

“老办法、新办法，都是为了换真

心、聚兵心。”潘立说，“带兵人与战士之

间的双向奔赴，让中队‘家’的氛围愈发

浓厚。”

近年来，该中队官兵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出色完成上级赋予的多

项任务，先后被武警部队评为“基层建

设标兵中队”和“四铁”先进单位，荣立

集体一等功 1 次、集体二等功 5 次、集体

三等功 9 次。

插图：邓廷杰

武警宁波支队镇海中队发扬知兵爱兵传统密切内部关系—

“兵情笔记”里的带兵密码
■孙崇峰 戴绍波 王 达

谈心交心微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