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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都反恐防袭的第一道安全防线，武警北京

市总队第四支队检查站官兵们深知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立志做好京郊卫士，守护首都平安。图为检查站官

兵正在进行四百米障碍训练，进一步强化体能素质，练

就打赢制胜的本领。 张华炜 张 煜摄影报道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张 虎

美丽的昌都，地处横断山
脉，位于西藏东大门。这里原
始森林广袤葱郁，野生动物种
类繁多，活木蓄积量 3.64 亿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 34.78%，雪
豹、棕熊、马鹿等 71 种国家级
保护动物在这里栖息繁衍，云
杉、松柏、活木等珍稀树种苍翠
挺拔。

武警昌都森林支队昌都中
队长期担负 8 个重要民生目标
的守卫守护、武装巡逻、机动备
勤等重大勤务，自 2002 年以
来，成功扑救森林火灾 39 起,
多次参加抢险救灾、林政执勤、
防火宣传，官兵们用忠诚和热
血保护生态文明，向党和人民
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没有任何地方比战场更需
要忠诚和信仰。2012 年 3 月，
昌都多地连续发生森林火灾，
森林和灌木在大火的吞噬下，
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火光映
红了半边天。在海拔 4000 多
米的山涧上，官兵们喘着粗气，
手脚并用，艰难向火线接近，他
们连续 40 多个昼夜穿梭在温
度极低的深山峻岭，累计行程
3000 余公里，先后扑灭大小火
头百余个，转战火场 20 多次，
转移群众 300人次。

战斗中，灭火服被烤得滚
烫，皮肤被燎得钻心疼，头发和
眉毛烧焦了，手脚上的水泡蹭
破了，有的官兵患上高原肺水
肿，有的官兵嘴角干裂血痂结
了一层⋯⋯但大家全然不顾，
没有一人退缩。

历时 40 余天灭火战斗结束，当地群众手捧哈达，
递上酥油茶，拉着官兵到家里做客，官兵们婉言谢绝
了。看着一个个被烟熏得认不出模样的孩子们，老百
姓动情地说，“不愧是人民的部队”。

2007 年 4 月柴维乡森林火灾，2015 年 5 月类乌齐
森林火灾，2015 年 2 月俄洛镇民房火灾，2015 年“8·
12”左贡抗震救灾⋯⋯一次次火海冲锋，他们受到地
方党委政府的盛赞。

中队常年进山入林、深入村屯对群众进行森林防
火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知识宣传，建设 30 亩“绿色卫士
林”，参与昌都绿化植树 10 万余棵，在重点防火区域，
全面构筑了群防群管的防火网络。

中队常年担负着达茵卡大桥、人民医院等固定目
标的守卫守护任务，成功排查处理各种险情上百余次，
圆满完成各项保卫任务。 文/杨永波 王 克

武警昌都

森林中队

：

做忠诚可

靠的生态哨兵

胸佩大红花、身穿迷彩服，欢送锣鼓震天响。9 月
13日 10 时 20 分，江苏张家港市金港镇政府门前，首批
入伍的 40 多名新兵踏上了军旅生涯。其中，分往江西
武警部队的新兵钱向宇正透过大巴车窗户，向曾经帮
助过自己的张家港边检站官兵敬礼告别。

1998 年出生的钱向宇今年 7 月毕业于张家港市
高级技工学校，8 月接到村里入伍通知后，便义无反顾
地报名、体检、政审，顺利迈入军营。对于钱向宇来说，
他当兵是受张家港边检站兵叔叔们的影响，从小就埋
下了要当兵的想法。

钱向宇父母均有不同程度残疾，家庭生活比较困
难。张家港边检站官兵得知情况后，主动与他结成帮
扶对子，不仅给予生活上的帮助，更是经常带着钱向宇
走进警营，接力帮助辅导功课，感受警营生活。钱向宇
说：“在与边检兵叔叔们接触的那几年，部队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时时想起就觉得很幸福。”

在钱向宇出发前，张家港边检站官兵再次邀请他
走进警营，参观营区、谈心、学走队列和内务设置、感受
部队荣誉等，提前让他熟悉部队的生活。钱向宇说：

“走进军营是我的梦想，我一定要当一名好兵，将来回
报社会。”

多年来，张家港边检站主动融入驻地“爱心助学”
行动，长期开展“大手拉小手，警心暖童心”活动，深入
周边社区和学校，从机关各部门、科室到基层中队，分
别与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学生结成帮扶对子，帮助解
决学习、生活等困难，助力他们健康快乐成长。据了
解，先后共有 18 名贫困学生得到了该站官兵的资助与
帮扶。 文/杨振华 王苗苗

课堂砺剑，比武淬火。金秋时节，一
场轰轰烈烈的教学大比武，在国防大学拉
开战幕。

“为战教战是军队院校的根本职能。
作为全军唯一的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培
养铸就领军胜战人才，必须加速教员素质
升级和能力重塑。”国防大学校长张仕波
说，着眼于贯彻习主席“要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提高整体素质；要多出一些懂打仗
的名师，带出一批会打仗的高徒”等重要
指示精神，深入推进改革强校、人才兴
校。今年初，校党委决定在全校开展教学
大比武活动，旨在锤炼一支业务扎实、作
风过硬的教员队伍，磨砺教研能力。

新定位新职能新使命，新举措新挑战
新气象。一时间，未来战场入胸臆，三尺
讲台生风雷。记者穿梭金秋的校园，浓浓

“硝烟味”扑面而来。

育才之人必须自己是人才

“培养人才的人，必须首先自己是人
才。”校长张仕波说，学校肩负着“育将”重
任，其教研队伍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军
事教育的发展和培养人才的质量。要在
更高起点上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一个
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首先要建设好一支
高素质的教研干部队伍。这是学校建设
刻不容缓的一项战略工程。

校党委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制约学校
实现创新发展的瓶颈，主要是教研干部的
能力素质与培养高素质新型高级军事人
才和创新军事理论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一
些教研干部的知识、经历和能力结构不尽
合理，创新能力和教研能力储备不足，还
存在着功力不够深、活力不够强、精力不
够足等问题。

“名师荟萃、英才辈出是名校的支撑
和标志，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和符号。”国防
大学教授金一南说，一支强大军队中，必
有一支高素质军官队伍；一支高素质军官
队伍背后，必有一个高水准、充满献身精
神的教学科研群体。

为打造能够担当改革强校重任的人
才方阵，学校出台了《打造新一代名师实
施方案》，制订中青年教研骨干个性化培
养计划。特别是今年以来，开展教学大比
武活动，让全体教研干部增添压力、释放
活力、深挖潜力，潜心治学、苦练内功，营
造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三尺讲台如何对接未来战场

“教研和战场结合是根本，我的教学
方向就是要跟着战场走。”战役后勤与装
备保障教研室潘竞科教授走下比武场对
记者说。

从教研室里的初赛到全校的决赛，潘
竞科授课的《新体制下联合作战后勤与装
备保障体系构建与运行》，由于思想深刻、
事例鲜活，一路过关斩将、好评如潮。

潘教授的精彩授课源于他对部队联
合作战后勤与装备保障问题的高度关注
与精深研究。今年上半年，南部战区启动
了相关工作试点。在该领域深耕多年的
潘竞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几次
到南部战区试点单位深入调研，积极参加
研讨交流，在提交自己意见建议的同时，
把部队的鲜活事例带回学校，带到大比武
的课堂。

“能打胜仗呼唤简明性作战指挥”“我
军信息化指挥变革的困境与出路”⋯⋯记
者随堂听课发现，参赛选手着眼作战训练
重点、紧盯理论实践难点、直面国际国内
热点，既有理论新知，也有实践课题，讲授
内容围绕本学科专业领域，结合教学任务
和教学发展自行确定，每一场都是充满创
新、富含启迪的学术盛宴。课堂设计訇然
跌宕，现场问答从容练达，时时考量每一
名选手学识积淀和师道素养。正是有了
大盘筑底的足够厚实，300 多堂优质大课
脱颖而出，一批叱咤讲台的青年才俊加速
涌现。

“部队关注的焦点，就是教学研究的
重点。不论是教学比武还是日常讲课，紧
贴实战不是一句空话，只有贴近我军实
际、贴近敌情对手、贴近时代前沿，我们的
教学研究才真正有生命力。”获得此次比
武决赛一等奖的李文教授说。

大比武成为试验场和检阅台

大比武成为一次淬砺士气和作风的
检阅台，人人拿出打仗的劲头备课试讲，
可谓用尽“洪荒之力”。

记者采访获悉，经过 19 场初赛、复
赛，从 314 名参赛教员中，决出 33 名选手
入围决赛。从敲定选题到形成讲稿，参赛
选手和所在单位反复打磨、精雕细琢、集
体攻坚，“绝活”和“惊艳”背后无不蕴藏追
求卓越的匠心。

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教授李海涛，
2015 年参加军队院校习主席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教学观摩评选，讲授的《关于党与
法的关系》夺得第一名，广受专家和业界
赞誉。在今年的教学比武如约而至时，很
多人都以为他会再次拿出那堂“金牌课”，
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李海涛选择了一个
全新课题。

先后参加过 4 次讲课竞赛，李海涛不
是不知道重新备一堂课的艰辛，他更在意
的是获得自我创新突破的意义。在他看
来，“政治安全”这个选题更加适合国防大
学的讲坛。带着执著与韧劲，经过一遍又
一遍打磨，李海涛的新课《推进民主法治，
维护政治安全》，在马克思主义教研部竞

赛中拿到第一名。
李海涛认为，大比武给了自己一个不

断超越突破的机会。而更多的人从中找
到了检验自己创新成果的最好平台。

“讲课就像开杂货铺一样，不能等到
东西卖完了，才想到进货。而且进的货不
能够重复，要进现在大家需要的货。这就
需要我们教员不断补充、不断提高自己。”
决赛选手、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主任方昱
刚感慨道。

教学大比武，主角在人，要旨在课。
尽管有太多的选手没有闯入决赛，但比武
中全体参赛选手都拿出最高标准，紧贴学
术前沿和部队实践选题备课。一大批瞄
准前沿、聚焦打赢的优秀课程正在进入日
常教学。

选手登台名师集体托举

在高手云集的信息作战与指挥训练
教研部，获得讲课比武冠军的是位年轻女
教员，这个结果很多人始料未及。

在信息作战与指挥训练教研部，李睿
是为数不多的女教员，更让人没有想到的
是，李睿 2013 年才留校工作，短短 3 年她
就脱颖而出，一举夺魁。

听了李睿的授课后，大家不得不叹
服：李睿的授课不仅角度新颖，资料翔实，
而且给这项领域调补了我军的空白。

李睿在讲课比武中大放异彩的表现，
既得益于她平日里的努力，也离不开同事
们的集体帮助指导。李睿告诉记者，教研
室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对课程进行把
关，即便是同台竞技的“对手”也同样毫无
保留地给予指导。

一个选手登台亮相的背后，是一群名
师的集体托举。据了解，不仅仅信息作战
与指挥训练教研部，其他教研部也都对参
赛选手进行集体帮扶。马克思主义教研
部鼓励中青年教研人员追求卓越、勇于创
新，由部领导和名师工作室领衔名师组成
指导团队，聘请军队政治理论界知名专家
担任比赛评委，邀请原副校长许志功作教
学点评，把比武过程作为提升教学能力、
打造人才梯队的过程

培养高素质优秀指挥员，国防大学不
是仅靠一两个大课能够讲好，而是靠所有
教员把所有的课都讲好，这才能够体现培
养高素质人才的要求。“通过比武竞赛，比
出一批拔尖人才，出炉一批精品大课，教
员气场焕然一新。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教
学‘重装改版’，让人才培养更加面向战
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国防大学政委
刘亚洲表示。

坚 守 本 色 不 忘 初 心
——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传承红色基因建校育人纪实

这是国防大学 2016年教学大比武的决赛现场。 费伯禹摄

学校注重在信息化实战环境中锤炼队伍，图为学员正在参加演练。 陶 然摄

江苏张家港边检站：

助力“95 后”圆梦军营

三 尺 讲 台 生 风 雷
——记国防大学开展大比武活动提升教学功力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褚振江 罗金沐

京郊卫士练兵忙

今年 9 月 18 日，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
组织的一场实战化背景下卫勤演练骤然
打响。刚刚入学的千余名新学员同近百
名来自全军的卫勤专家一同，以观摩演练
的特殊形式纪念学校第 77个建校日。

1939 年 9 月 18 日，在太行山深处，学
校前身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燕赵军民

“勿忘国耻、抗战到底”的怒吼中诞生。
77 年来，学校历经 7 次转隶、17 次更

名、10 余次调整任务，但“面向战场，面向
部队”的办学方向始终坚定不移，对白求
恩精神的传承始终坚持不懈，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的作风始终坚韧不拔。

今天，白求恩传人在改革强军的新征
程中本色不变、初心不改，把弘扬白求恩
精神作为“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品德培
育的重要抓手，大抓实战化教学改革，一
批批卫生士官在这里淬火成钢。

不忘初心
——让红色基因保持本质

“热忱负责、救死扶伤，像白求恩一样
去战斗！”今年 6 月，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
百余名毕业学员在白求恩像前举行仪式，
在奔赴岗位前，重温白求恩的光辉足迹。

临行前再一次踏入校史馆，学员廖惠
依在一块破门板前矗立良久：这是白求恩
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的手术台，也是他最
后的战斗岗位。

1938 年 6 月，白求恩来到晋察冀后
第一时间要求到前线去，他焦急地询问
军区领导：“我的战斗岗位在哪？”在中
国战斗的 655 天时间里，白求恩平均每
天要在这块门板上作 10 台手术，直到牺
牲前 3 天，也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
岗位。

70多年后的今天，“到基层去，到一线
去，到部队最需要的地方去”，廖惠依等新
一代白求恩传人面对白求恩像庄严地举
起右手，冀中平原上又回响起那激情澎湃
的誓言。

白求恩精神作为学校的校魂，是每一
名学校毕业学员身上独有的红色基因。

该校于维国政委把这种育人模式比
喻为“铸魂”，他说：“白求恩精神已成为我
党我军光荣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卫勤
领域战斗精神的突出体现，学校就像一个
炼钢熔炉，用白求恩精神‘淬火’，就能更

好地铸造出学员的政治坚定之魂。”
“淬火”有效地锤炼了学员们的政治

素质。从老山前线的战地百灵，到小汤山
医院的非典斗士，再到四次阅兵盛典上的
飒爽女兵，在一次次生与死、苦与乐、得与
失的考验面前，白求恩传人们都能自觉地
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

加钢淬火
——让红色基因砥砺战场

卫生士官人才培养如何才能满足部
队需求，适应打赢现代化战争的特殊需
要？校党委认为，必须秉承白求恩“对技
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按照部队卫生士官
岗位任职需求实施改革总体设计，对卫生
士官人才进行“精雕细刻”。

为此，学校对卫生士官能力模块进行
庖丁解牛式的破解、组合和再贯通，梳理
分析我军卫勤实兵对抗演习战地救护组

织标准内容，破解形成我军卫生士官 3 个
方面 4个类别 140种“能力模块”。

围绕“白金 10 分钟、黄金 1 小时”救治
理念，组织知名军事专家集智攻关，着力
破解火线救治矛盾难题，使得卫生士官实
践教学更加贴近部队、贴近实战。

组织教员和机关干部学习作战文书、
军事作业标图等战味十足的跨学科课程，
邀请知名卫勤专家、访德军事医学代表团
来校授课，让紧贴实战深化改革的理念逐
步深入人心。

先后组织参加 4 次“太行铁骑”驻石
院校联演和“卫勤使命”“火力—青铜峡”
等全军大规模对抗演练演习，不断将新设
备、新理念融入到联教联演联训中，让学
员在实战实练中加钢淬火。

学校办学模式的转变，为提高卫生士
官业务素质奠定了良好基础，按照“能力
模块”培养出来的学员，犹如为各军兵种
卫勤需求“量身定做”，受到普遍赞誉。

深度碰撞
——让红色基因焕发新姿

“战士不同干部，我们到底为什么而
奋斗，卫生士官的价值又在哪里？”去年 9
月，“95 后”走进了学校大门，在第一堂政
治理论课上，教研室主任章爱先便遇到了
年轻学员提出的一个“现实问题”。

章爱先没有立刻作答，而是几天后在
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现地教学课上，
用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出了答案——

1941 年反“扫荡”，白校师生奉命掩
护八路军伤病员转移，行至太行山梯子沟
一带，被 2000 余名日军包围。师生们誓
死保护伤员，冒着枪林弹雨冲出一条血
路。手无寸铁的女学员有的趴在伤员身
上挡子弹、抵刺刀；有的用手抓、用脚踢、
用牙咬，与日寇殊死搏斗，最终 150 余人
壮烈牺牲，最小的年仅 15岁。

“面对日寇屠刀，一群手无寸铁的女娃
为何会迸发出如此惊人的血性？因为她们
心中装着民族解放的事业、身上流淌着红色
的血液。”章爱先一路讲，一路心潮难平，在
场的青年学员一路听，一路感动流泪⋯⋯

今年 9 月 18 日，伴随着石家庄连绵的
秋雨，一面以牺牲在梯子沟战斗中的抗日
英雄左克命名的大旗交到学校一百多名
学员代表手中，“抗战到底，决不投降”的
呐喊再次在学员耳边响起。“左克连”首任
指导员王蕾告诉记者，“今天，英雄的旗帜
交到我们手上，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让
她高高飘扬！”这是新一代白求恩传人赓
续红色血脉的庄重誓言。

教育不只在课堂，更在无声的践行
中。“关键时候看担当。”校长李云波介绍，
学校历史上历经十几次调整改革，官兵都
能稳定心神、安心岗位、埋头苦干，原因正
是在于根植于官兵灵魂深处的红色基因
团结了人心，凝聚了力量。

文/谢佳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