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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退役军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第 一 次 遇 见 张 保 华 时 ， 闫 飞 没 想 到

“他是来帮助人的”。那是 2015 年的一次

慈善活动，活动主题是为贫困山区学校捐

赠物资。双眼近乎失明的张保华被人搀扶

着上楼梯，一步一挪，走得很慢。同样来

捐助的闫飞看着他惊讶地想，“这样的人

不是需要别人来帮助他吗？怎么反而去帮

助别人了？”

他的确不像一名伤残人士。张保华是

退役军人，离开部队后自主创业，经营着

一 家 拥 有 固 定 资 产 520 万 元 、 年 销 售 额

1000 多 万 元 的 智 能 化 信 息 技 术 企 业 。 他

是 各 类 慈 善 活 动 的 常 客 ， 退 役 39 年 来 ，

为困难群众、灾区百姓累计捐款 100 多万

元，持续捐助 270 多名残障、贫困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去年甘肃省庆阳市爱国拥军

促进会成立后，他又担任会长，在短短不

到一年时间里，已帮助 230 多位退役战友

实现就业。

由于是军人出身，为人热情，大多数

时候，张保华会被促进会会员们亲切地称

呼为“老班长”。每当这时，这位视力只

有 0.01 的三级伤残军人就会闻声转头，笑

着望向那团模糊的光影，眼球却朝着另一

个方向。

39 年 来 ， 张 保 华 眼 中 的 世 界 都 是 模

糊的。他靠记忆走路，所有常规固定路线

以外的出行都需要人引导，否则会被台阶

绊倒。参加活动时，他甚至看不清自己的

桌签。

入伍第四年，一场高烧夺走了张保华

的 视 力 。 那 是 1983 年 ， 一 次 野 营 拉 练

中，汽车兵张保华被安排负责运输当时的

“先进装备”——榴弹炮。

担心汽车和榴弹炮出现意外故障，张

保华晚上没有住在帐篷里，而是直接合衣

躺在了草地上，守了装备一夜。第二天拉

练正式开始，张保华拉着榴弹炮冲向演习

前线，很快，他感觉身体“晕乎乎的，不

大舒服”。

年仅 20 岁的张保华以为只是场普通

感冒，没当回事，“年轻力壮的，过两天

不就好了吗？”他心想。从演习地域到最

近的医院来回需要几天时间，张保华不愿

耽误演习进度，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病

情。发烧烧到 41 摄氏度时，他偷偷吃了

两片退烧药，继续与战友一起执行任务。

6 天后演习圆满结束，张保华咬着牙

将汽车顺利开回营区。汽车刚刚停稳，张

保华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看不清路边

的树，好像都在来回晃动”。

张保华被紧急送往医院，经检查，他

的视神经因高烧萎缩，视力仅剩 0.02。张

保 华 被 评 定 为 三 级 伤 残 军 人 ， 那 年 12
月，服役了 4 年的张保华带着一张伤残军

人证退役，回到老家甘肃庆阳。

退役初期，张保华曾被安置在庆阳市

邮电局担任乡邮员。起先他不愿被“特殊

照顾”，没告诉任何人自己的伤情。信件

地址看不清，他让父亲帮忙用毛笔抄写成

大字。别人一小时完成的工作，张保华常

常要干五六个小时。

后 来 伤 情 “ 暴 露 ”， 考 虑 到 用 眼 情

况，单位又 安 排 张 保 华 做 过 锅 炉 工 、 门

卫 、 通 信 员 等 工 作 。 但 近 乎 全 盲 的 视

力 毕 竟 不 便 ， 张 保 华不想“成为单位的

累赘”。1998 年，他毅然辞职，选择自主

创业。

曾在部队做过无线电兵的张保华决定

开一家通信器材经营部。积蓄不够，他抵

押 房 产 证 凑 钱 。 经 营 部 成 立 初 期 效 益 不

佳，他想办法请来当地专家做讲解，学习

各类通信器材的使用方法和销售思路。晚

上专家走后，他就自己摸索。看不清键位

时，张保华将脸紧紧贴在机器上，捏着电

线凑到眼前尝试连接电源。

“我不会别的，就是做事有毅力。虽

然眼睛看不见了，但心里不服输。”张保

华说，“遇到困难的事，我一定要想办法

挺过去，把它解决掉。”

“ 挺 ” 到 2006 年 ， 张 保 华 还 清 了 债

务，还注册成立了甘肃 讯 通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成 为 庆 阳 市 首 家 具 有 保 密 资 质

的 通 信 企 业 。 如 今 这 个 智 能 化 信 息 技 术

企 业 拥 有 固 定 资 产 520 万 元 、 年 销 售 额

1000 多万元。

赚的钱 多 了 ， 张 保 华 便 琢 磨 着 “ 怎

么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去”。他给贫困山

区 捐 款 ， 希 望 “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

第 一 次 捐 款 时 ， 张 保 华 一 次 掏 出 了

6000 元 ， 几 乎 是 当 时 的 全 部 积 蓄 。 那 是

1996 年 ， 尚 在 邮 电 局 工 作 的 他 听 到 单 位

团 委 介 绍 ， 庆 阳 乡 镇 上 还 有 很 多 吃 不 饱

饭、上不起学的孩子，“听着心酸”，就决

定帮一帮。

当 时 张 保 华 每 年 有 54 元 的 抚 恤 金 ，

退役多年他一直攒着没花，捐款时直接全

掏 了 出 来 。 觉 得 钱 不 够 多 ， 他 又 自 贴 工

资，凑齐了 6000 元。为了这笔家中仅有

的 积 蓄 ， 张 保 华 的 爱 人 还 和 他 大 吵 了 一

架，张保华却坚持捐助。

“我是个军人，国家关心照顾我，我

就应该把这笔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张

保 华 斩 钉 截 铁 地 说 ，“ 不 管 有 没 有 退 役 ，

我都要像个军人一样，老百姓有困难了，

我就应该第一个站出来。”

从那以后，“帮助他人”成了张保华

心中最重要的事。只要听说哪里有灾情疫

情，张保华都会立即联系相关部门捐助物

资 。 每 年 他 随 当 地 红 十 字 会 、 团 委 、 妇

联、教育局等部门到山区学校慰问捐助中

小学生，公司赚的钱多半投到这些方面。

退役抚恤金连年上涨，至今已积累 50 多

万元，张保华全部捐给了山区学生和困难

群体。

同为退役军人的闫飞有时会感叹，张

保华就像“黑暗里的火炬”。“他自己的世

界一片黑暗，却总是在照亮别人。”闫飞

不由感慨，“他实在是个大好人！”

闫飞至今记得，一次捐助活动，他陪

同张保华前往贫困山区学校捐赠物资。学

校位置偏远，山路难走，他们从上午 8 点

出发，一直走到下午 3 点。

抵达学校时，学校邀请他们一行先吃

饭，张保华却拒绝了。他立即组织大家开

展捐助活动，两个小时后活动结束，张保

华 又 饿 着 肚 子 带 头 离 开 ， 等 到 回 到 庆 阳

时，已经是半夜 12 点多。

“我是个退役军人，我应该为国家作

贡献，而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张保华

解释说。这是他保留至今的出行习惯，无

论走到哪里考察或办活动，绝不在老乡家

吃饭，绝不收老乡送的土特产。

有时张保华会觉得自己还是“部队的

人 ”，“ 一 朝 穿 军 装 ， 一 辈 子 退 伍 不 褪

色”。他至今感念从军的那段时光，常说

“是国家和部队给了我坚强的品格和坚定

的意志，没有部队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应该把我的一切回报给社会”。

2019 年 ， 庆 阳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成

立，张保华受到启发，又将注意力投向了

“帮助退役战友”。“一些战友退役后生活

困难，或想要自主创业没有条件。我是过

来人，理应帮一帮大家。”张保华说，为

此，他决定成立一个“专为退役军人排忧

解难”的爱国拥军促进会。

没有人力物力，张保华就自掏腰包，

租下 400 平方米的写字楼办公室用作“活

动基地”，又拉来两三个关系不错的战友

一起商议讨论。没有经验，他四处打听，

得 知 邻 市 有 类 似 组 织 后 专 程 前 去 考 察 学

习，向相关工作人员取经求教。

闫飞就是张保华拉来的“合伙人”之

一，后来成为促进会的理事。他记得筹备

阶段，有人建议将“活动基地”建成办公

用格子间，张保华却反对，要将其改建为

宣传庆阳革命历史与精神的展陈室，“把

地方腾出来干更有意义的事”。为了深入

挖掘庆阳历史，张保华带着子女和战友，

走访了包括陕西、山西、宁夏在内的几个相

关省份，收集历史文物，记录历史故事。

走访大多在村里，村路不好走，张保

华就扶着儿子或战友的手臂，一步步试探

着往前挪动。闫飞记得 2019 年夏天，他

们到田间地头寻访老红军后代，张保华穿

着白衬衣在垅上小心翼翼地走，汗水浸透

了他的整个后背。

近 4 个月时间，他们收集了 1300 多幅

历史图片、300 多件实物、90 多枚军功章，

建起一座红色文化展厅。一同建起的还有

战友书画室、“退役军人之家”。张保华在这

里为老战友们讲解最新的退役军人优待政

策，遇到不符合安置条件的，他总会主动关

注，发动促进会帮忙解决工作问题。

促进会成立不久后，张保华曾遇到一

位伤残退役军人。老兵退役后四处打工，一

次事故造成他高位截瘫，下半身瘫痪。听说

这一情况后，张保华主动找上门去，向老战

友了解情况，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得知老兵想要自己创业开工厂，张保

华立刻包揽了所有手续办理工作。他借助

促进会平台联系当地残联、民政局，发动

会员老兵们一起帮忙办手续、走流程。“折

腾”了几个月，手续办好后，张保华利用个

人关系联系到一个待转让的工厂，便自掏

腰包买下来交给老战友。等到厂子开起来，

产品销售又成了张保华最操心的事。

“有时候同事都‘抱怨’，说我对别人

的 事 比 自 己 的 厂 子 还 上 心 。” 张 保 华 笑 着

说 ，“ 可 人 不 能 总 想 着 自 己 啊 。 你 有 一 杯

水，只能解决自己的需求，但如果开凿一条

河，就能滋养更多人。”

如今，在张保华的带动下，促进会会员

已由最初的 3 人增长到 700 多人，发展会员

单位 80 余家。每年国庆、“八一”等重大节

日，促进会的退役老兵们会自发组团慰问老

红军战士、抗美援朝老兵。庆阳市政府的朋

友曾向张保华感慨，“有你在，老兵们都拧

成了一股绳，像火炬一样在发光发热”。

2020 年 年 初 ，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阻 击 战 打

响，张保华第一时间以公司名义，自费向武

汉抗疫一线捐款捐物。他还为甘肃援鄂医疗

队中的所有庆阳医护人员，每人赠送一台笔

记 本 电 脑 方 便 他 们 工 作 。 在 他 的 组 织 带 动

下，爱国拥军促进会中的几十位退役老兵集

体写下联名“请战书”，向庆阳市委市政府

请战，前往抗疫一线各岗位进行支援。

“军人就要为百姓服务。帮助别人，比

我自己成功更快乐 。”张保华常常这样说 。

尽管在“黑暗”中待了 39 年，但张保华仍

觉得，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曾是一名军

人，一辈子都在做军人该做的事”。

“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当

兵，还会作和过去同样的选择。”59 岁的张

保华说，他至今珍藏着过去那身老式军装，

每次参加重大活动都会找出来穿上，“因为

穿军装的感觉最好。无论走到哪里，我永远

是一个兵。”

“像火炬一样发光发热”

□ 黄夏立 高明俊

“练兵场上练兵忙，炊事班里饭

菜香。”结束一上午的通信装备修理

训练，火箭军某旅通信营二级军士长

曹军建走进食堂，喝了一碗热乎乎的

可乐姜汤，顿觉浑身暖呼呼的。可别

小看这碗姜汤，它是该旅不久前投入

运行的军营“智慧食堂”，针对当前

驻地气温突降、冬季训练耗能多、官

兵 热 量 需 求 增 大 的 实 际 而 量 身 定 制

的。在当天的食谱中，他们还专门增

加了土豆牛腩、红枣枸杞银耳粥等菜

品，兼顾官兵口味和营养的需要，为

练兵备战持续加注“胃动力”。

“在受领‘智慧食堂’试点任务

后，我们经过充分调研发现，当前基

层部队饮食保障存在的‘管理理念滞

后、管理方式粗放、设备手段低效、

综合效益不高’等问题，导致人力成

本投资大，制约了战斗力发展。”该

旅保障部部长曹邦瑞介绍，他们着眼

满足部队现代后勤建设需求，探索实

践“智慧食堂”创新理念，综合运用

智能技术，搭设给养信息平台，改造

升级炊事设备，施行“在线”伙食监

管 ， 推 进 饮 食 保 障 信 息 化 ， 提 升 精

准、智能、高效保障能力和科学管理

水平。

“智慧食堂”以智慧平台、智慧

餐厅、智慧厨房和智慧监管为主体，

配套自动洗菜机、多功能切菜机、炒

菜机器人等 9 类 56 台自动化设备，依

托信息网络将食堂、营连和机关有机

联结起来，实现对官兵信息、就餐管

理 、 餐 厨 环 境 、 物 资 管 理 、 食 谱 定

制、经济民主 6 类数据融合共享和分

析加工，为伙食保障全程提供信息支

撑，实现精准管控、精实保障。

笔者跟随通信营官兵走进食堂，

看到门口一对 AI 通道式摄像头两只

“眼睛”不停闪烁，屏幕上实时显示

就餐人数。“蒜蓉粉丝虾和酱牛肉是

一级厨师陈班长做的，清炒土豆丝和

油麦菜是炒菜机器人做的，每种菜品

蛋白质、热量都有显示。”官兵通过

一旁的智能终端设备就可以看到菜品

信息，并能根据自身需求搭配“私人

定制餐”。

走进后厨科技感十足的操作间，

一系列智能化自动化炊事设备让人眼

前一亮。食材在“洗菜机”被清洗干

净后，自动传送到“切菜机”切好，

只见炊事员启动电源开关，“炒菜机

器人”便按预定程序进行加工，很快

一份热气腾腾、色香味俱全的“鱼香

肉丝”就被装进餐盘。

“ 使 用 智 慧 食 堂 自 动 加 工 设 备 ，

不仅省力省时，还能减少浪费。”炊

事班班长张包海告诉笔者，自智慧食

堂运行以来，全营炊事员减少三分之

一，膳食制作时间缩短 25%，餐厨垃

圾减少 30%，炊事保障质量效益得到

大幅提升。他还介绍说，战时可依托

“智慧食堂”成立后方加工中心，可

在 30 分 钟 内 完 成 饮 食 保 障 平 战 转

换，3 小时内完成 800 余份快餐制作

和打包封装。

“官兵不仅可以通过饭堂配置的

触摸屏、平板电脑点餐，还可通过班

排强军网等终端，进行菜肴打分、厨

师评价、意见反馈、满意度测评等操

作。”该营司务长介绍，系统会分析

处理官兵上传的数据，评选出“最满

意 厨 师 ”“ 最 期 待 菜 肴 ”“ 最 关 注 意

见”，确保官兵参与权，提升官兵满

意度。

在此基础上，伙食监管也插上了

科技翅膀。一个周末，上等兵小李到

食堂帮厨，因为在操作间抽烟，被行

为识别系统给“抓”了个正着，照片

被捕捉并投到大屏上。此事一出，厨

房吸烟、不戴厨师帽、不穿工作服等

违规行为彻底消失了。这套智能监管

系统对人员操作、物资经费和设备运

行 全 时 监 管 ， 做 到 原 始 记 录 即 时 入

网、不可更改、全程留痕，异常消耗

自动报警，将智能监管贯穿炊事保障

全流程，实现伙食监管由“人工”向

“智能”转变。

“ 科 技 改 善 生 活 ， 智 能 保 障 打

赢。”曹邦瑞介绍，作为火箭军首家

“智慧食堂”试点单位，他们将智慧

食堂建设与副食品筹措供应、野战饮

食快餐化保障模式改革同步推进，积

极探索标准统一、平战衔接的后勤保

障模式，持续在系统设备调试融合、

升级优化、功能拓展上下功夫，提升

智慧食堂使用在服务打赢、服务官兵

上的贡献率。

作为“智慧食堂”试点单位，
火箭军某旅运用智能化信息化
技术，创新饮食保障模式——

军营“智慧食堂”来了

□ 蓝鹏飞

隆 冬 时 节 ， 渤 海 湾 畔 某 机 场 战 机 轰

鸣，数架战鹰次第滑出、接续升空⋯⋯日

前，海军航空大学某团在渤海湾上空开展

空战战术课目训练，进一步锤炼飞行员技

战术水平。

“ 计时起飞⋯⋯”当天 8 时许，随着

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红蓝双方战鹰呼啸

升空，快速奔赴预定空域，拉开了空战训

练的帷幕。

云端之上，“战斗”一触即发。抵达

任务空域后，飞行员迅速利用机载雷达仔

细 搜 索 空 中 目 标 ， 不 放 过 任 何 一 个 可 疑

点。“发现目标！”显示器画面上，光标锁

定目标，飞行员立即调整战机姿态，做好

接“敌”准备。

“Fight's on， fight's on!” 随 着 战 斗

开 始 的 指 令 下 达 ， 红 蓝 双 方 飞 行 员 各 自

迅 速 抢 占 有 利 进 攻 位 置 。 战 斗 伊 始 ， 双

方 都 想 抢 得 先 机 ， 达 成 率 先 击 杀 ， 红 方

长 机 飞 行 员 张 钦 玺 以 占 据 能 量 优 势 位 和

泼 辣 的 领 先 转 弯 获 得 部 分 角 度 优 势 。 几

个 急 转 下 来 ， 就 在 红 方 飞 行 员 想 要 保 持

并 扩 大 优 势 的 同 时 ， 蓝 方 长 机 飞 行 员 符

策固看准时机，迅速以防御急转摆脱不利

位置。

红蓝双方不断调整飞行姿态，战机在

空中数次激烈缠斗，双方都未占据优势，

战斗进入均势态势。笔者通过实时显示屏

看到，战机在对抗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空

中态势。俯冲、翻滚、迎头交叉⋯⋯红蓝

双方不拘泥于规定的套路，不断变化战术

动作，互为对手检验战术战法。

攻防态势变化就在转瞬间，红方战机

率先打破僵局。只见红方长机灵活机动，

在僚机飞行员高佳奇的掩护下，采取大载

荷机动，战机快速扑向对手。两架蓝方战

机 立 刻 前 出 迎 战 ， 双 方 战 机 尾 迹 交 错 缠

绕，一度打得难解难分。垂直爬升、急转

下降、半滚翻转⋯⋯分秒之间，飞行员灵

活迅猛地做出一连串大载荷、高难度的战

术机动。

红方飞行员张钦玺不断调整姿态，压

低机头换取能量，不断试图对蓝方实施进

攻压迫，想要取得进攻位置。蓝方长机飞

行员符策固发现后，面对不利局面，他与

僚机飞行员陈传信密切配合，迅速展开一

连串规避动作，终于化险为夷。

“战斗”仍在继续，红方双机编队协

同 紧 逼 ， 就 在 红 方 即 将 “ 发 射 ” 导 弹

时 ， 蓝 方 长 机 飞 行 员 符 策 固 在 僚 机 配 合

下 ， 看 准 时 机 抓 住 红 方 漏 洞 ， 果 断 拉

起 ， 迅 速 转 变 战 斗 样 式 ， 顺 利 突 破 红 方

的 “ 夹 击”并发动反击，抢占进攻优势

位置快速“锁定、击杀”，打了红方一个措

手不及。在与红方多个回合的激烈交战后，

蓝方最终赢得空战胜利。

“战斗”结束后，战机安全返航。红蓝

双方飞行员一下飞机，就直奔战术讲评室，

与各自教官进行复盘并讲评对抗中存在的问

题，分析研究对手制订策略，调整下一轮战

术， 并 全 力 准 备 好 下 一 架 次 的 飞 行 。 不 多

时，双方再次驾机升空展开空战对抗。

笔者从训练部门了解到，此次空战训练

不设脚本，不作要求限制，完全由飞行员自

主 规 划 战 术 战 法 ， 自 主 空 战 、 自 主 分 析 ，

极 大 程 度 锻 炼 了 飞 行 员 战 术 决 策能力和空

战水平。

“未来空战态势瞬息万变，击杀机会转

瞬即逝，不容许出现一丁点的失误，只有在

实战实训中扎实演练胜战本领，才能在复杂

多变的空战中率先抓住战机，占据主动优势

赢得胜利 。”该团团长胡伟表示，近年来，

他们着眼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部队，

紧贴实战组训施训，在重难点和薄弱环节上

反复练、求突破，不断提高飞行员技战术水

平和打赢本领。

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组织开展空战战术课目训练

战斗在云霄

□ 许家铭 陈亮亮

冬季的黑龙江很多地方呵气成霜、滴

水成冰，但武警黑龙江总队所属的每个军

营里却是一番火热的冬季大练兵景象。

迷 你 靶 练 射 击 、 组 合 器 材 练 体 能 、

专 业 场 地 练 擒 敌 ， 多 功 能 训 练 馆 内 官 兵

们练兵热情高涨；100 名不同层级教练员

网 上 参 训 ， 集 智 攻 关 解 难 题 ， 立 起 示 范

导 向 ；1000 多 名 新 兵 高 标 准 完 成 野 营 拉

练 ， 及 时 测 试 上 报 低 温 条 件 下 装 备 器 材

性 能 数 据 ⋯⋯ 入 冬 以 来 ， 武 警 黑 龙 江 总

队积极探索严寒条件下练兵方式，大力开

展“冬季大练兵”活动，推动新年度军事训

练高站位筹划、高起点开局、高质量落实。

黑龙江省冬季寒冷漫长，部分地区最

低 气 温 在 零 下 50 摄 氏 度 以 下 ，官 兵 在 室

外开展训练课目面临不少困难：剧烈运动

出 汗 后 ，寒 风 一 吹 便 如 同 披 上 一 身“ 冰

甲”；手指搭在扳机上，时间久了便会僵硬

得无法扣动扳机开火⋯⋯

“严寒条件下训练虽然可以锤炼官兵

的意志品质，但适宜的训练条件对提升部

队战斗力尤为重要。”该总队党委把训练场

馆 建 设 作 为 规 划 工 程 强 力 推 进 ， 去 年 以

来，全总队累计投入 1200 余万元，建设

指挥训练室和兵种专业、擒敌、刺杀、战

术、军事体育等多功能训练馆，并对原有

训练场地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建。

笔 者 了 解 到 ， 新 建 训 练 馆 内 设 共

同 、 专 业 、 战 术 三 类 功 能 分 区 ， 能 够 满

足 共 同 基 础 和 专 业 技 能 课 目 训 练 ， 且 具

备 测 评 、 会 操 、 比 武 等 设 施 条 件 ， 还 可

结 合 训 练 监 察 需 要 ， 搭 载 远 程 视 频 查 训

系统，实现模块分区化、网络覆盖化。

如 今 ， 该 总 队 累 计 建 成 136 个 指 挥

作业室、127 个训练馆，实现室内与室外

对 接 、 训 练 场 与 战 场 对 接 ， 有 效 破 解 驻

寒 区 部 队 冬 季 实 战 化 训 练 展 开 难 、 落 实

时间短、质量效益低等难题。

多 维 度 指 挥、多 防 线 作 战、多 样 式 行

动⋯⋯“冬季大练兵”活动开展以来，在大

兴 安 岭 伊 勒 呼 里 山 脉、松 花 江 畔、三 江 平

原，小 到 一 次 次 战 备 拉 动 ，大 到 一 场 场 实

战化演练，总队官兵都把“东北虎”的血性

胆气展现得淋漓尽致。

“打仗不分季节，必须着眼寒区、聚

焦 实 战 、 紧 贴 任 务 ， 借 助 严 寒 这 块 ‘ 磨

刀 石 ’， 在 极 寒 条 件 下 挑 战 官 兵 身 体 极

限，真刀真枪磨砺打赢能力。”总队参谋

长 阮 学 庆 介 绍 ， 他 们 把 “ 以 战 领 训 、 实

战 实 训 、 以 战 促 训 ” 贯 穿 “ 冬 季 大 练

兵 ” 全 程 ， 抓 住 极 寒 天 气 这 一 练 兵 机

遇 ， 加 强 针 对 性 、 检 验 性 、 对 抗 性 训

练 ， 深 化 战 法 训 法 创 新 ， 使 冬 训 尽 可 能

地贴近实战，推动战训深度耦合。

为 提 升 部 队 冬 季 遂 行 多 样 化 任 务 的

能 力 ， 该 总 队 按 照 “ 共 同+专 业+课 题 ”

的 组 训 架 构 ， 执 勤 、 机 动 、 特 战 分 队 分

别 围 绕 执 勤 、 处 突 、 低 层 建 筑 反 劫 持 等

课题，扎实抓好综合演练、战备演练、小队

战术等课目训练，严格对标实战化要求确

定训练课题。

冬季实战化演练成为常态，战斗力生

成进入快车道。在最近一次的野外综合演

练中，特战分队按照“真、严、难、实”要求，

把人员装备拉至零下 30 摄氏度的林海雪

原深处，围绕野外生存、实战格斗、分队战术

等重难点课目进行强化训练。特战队员密切

协 同 配 合 ，以 迅 雷 不 及 掩 耳 之 势 成 功 制 服

“歹徒”，完成战斗任务。

入 冬 后 ， 黑 龙 江 遭 遇 雨 雪 冰 冻 灾 害 ，

该 总 队 累计出动官兵 1500 余人次担负城市

清 冰 除 雪 任 务 。 任 务 官 兵 连 续 奋 战 ， 3 天

时间里累计清理冰雪路面 45 公里，清运倒

伏 树 木 280 余 车 ， 转 运 冰 雪 7000 余 立 方

米 ， 及 时 恢 复 城 市 交 通 秩 序 ， 获 得 驻 地百

姓高度赞誉。

“执勤分队自动步枪快速射击优良率达

到 71%，机动分队狙击步枪对隐显目标射击

优良率达到 88%⋯⋯”据介绍，去年，该总队 3
个支队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所属部队

各项训练水平稳步提升，低温严寒的“猫冬

季”成了练兵备战的“黄金季”。

把严寒当做“磨刀石”

张保华（左二）带领爱国拥军促进会战友看望慰问抗美援朝老兵，并帮助他们干农活。 方春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