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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孙林煜

　　黝黑的脸上透着刚毅，说话声

音洪亮，在新疆军区某合成团“英勇

善战模范连”，连长郭强平被战友们

亲切地称为“硬骨教头”。

　　郭强平从炮兵连提干，先后任

排长、连长，参加上级比武获得多项

殊荣，所带集体涌现出师“优秀四会

教练员”、团“首席教练员”等。在改

革转型中，郭强平担当作为，带领官

兵探索形成高原轻型高机动步兵连

机降、某型防护突击车人车协同等

战法训法。作为“尖刀连”，郭强平所

在部队在历次演训演习、建制比武

中担当重任，拔得头筹。

攻坚克难

　　春寒料峭，野训场上硝烟弥漫，

新疆军区一次演训任务正在紧张进

行。戈壁深处，多个目标分散，各处

多种敌情接踵而至。指挥车内，郭强

平紧盯观察镜，飞速操作指挥平台，

精准下达一系列指令，让地面引导

组将战场态势信息实时共享给模拟

支援飞机。

  “目标被摧毁！”这次空地协同

火力打击任务圆满完成。这是郭强

平带领连队不断攻坚克难的一个缩

影。任务初期，面对陌生课目、全新

领域、“两高”环境，在无组训经验参

考、无专业人员授课的情况下，郭强

平白天带领班排骨干和训练尖子反

复训练、熟悉装备操作，夜间加班加

点研究系统原理和组训方法。他还

主动与空军兄弟单位对接，学习其

指挥链路和协同方式。

　　这次演习中，连队官兵敏锐捕

捉打击目标、妥善处理临机敌情，圆

满完成新疆军区首次协同演练，为

兄弟单位提供大量经验，探索的一

批训法成果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

提供了有力支撑。

　　作为连长，郭强平在大项任务中总是以舍我其

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带领战友奋勇争先，将连队

打造成一个配合默契、无往不胜的钢铁集体。

　　王成林是连队老兵，他清晰记得郭强平第一次

带领大家参加演训的场景。一天傍晚，经上级侦察，

“敌军”突然增兵，上级下达紧急命令，要求迅速修

定备战预案，哨兵24小时进行侦察；所有人挖设避弹

坑，强化临战训练。

　　郭强平明白考验要来了。他迅速组织干部骨干

研究敌情，针对各种突发情况制定处置方案。时间

紧、任务重，在海拔5000多米、零下20多摄氏度的极

端环境下，郭强平带领全连官兵连夜挖设避弹坑。

大家在冰天雪地的夜晚干得热火朝天，忘了寒冷、

疲惫以及手上血泡的疼痛。

　　2022年，连队受领新疆军区组织机降训练任务。

郭强平为每一名官兵量身定制提升计划，并带头开

展各项训练。白天他第一个出现在训练场，夜晚忙

着筹划补差。

　　面对从未见过的十米高跳台模拟索降，郭强平

第一个打头阵。在直升机实降过程中，他仍是第一

个索降下去的人。最终，郭强平带领全连成为新疆

军区第一支完成机降训练的连队。更让郭强平欣慰

的是，连队官兵在训练期间拧成一股绳，关键时刻

人人能顶上、扛得住。

　　郭强平抓战备训练时冷酷无情。在连队一次

“套餐式”考核中，九班狙击小组挖掘掩体没有达

标，郭强平判定其不合格。班长董少聪说：“上次演

练，我们的掩体坑也是20厘米深，把‘敌目标’打跑

了。这次标准一样，怎么不合格了呢？”

　　“演习场上面对各种突发状况，考核的是我们

在战斗中的临机处置能力。这是考核场，考核就要

严卡标准，两者不能一概而论。”董少聪被说得哑口

无言，郭强平一番话也让大家认识到严格施训的重

要性。从此，官兵们积极查纠训练中的不实作风，扎

实训练、严格考核。

率先垂范

　　“1948年，老前辈张富清还是西北野战军突击队

队员。在战斗中，他冒着枪林弹雨，炸掉敌人4座碉

堡，战功卓著，是当之无愧的战斗英雄……”在连队

荣誉室，郭强平为官兵们深情讲述。该连是“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张富清曾经服役过的

连队。

　　“我们‘英勇善战模范连’就是

敢打硬仗，敢争第一、争头功！”在郭

强平带领下，连队官兵个个都敢于

挑战自我、勇于超越极限。

　　“打铁还需自身硬。”郭强平经

常告诫连队官兵，要想成就自身价

值，就必须具备过硬能力素质。

　　训练场上，经常能看到郭强平

和战士们一起训练的场景。一次，在

掩体构筑与伪装考核中，作为考官

的郭强平本不用参加考核，然而他

却选择和战士们一起，寻找有利地

形进行掩体构筑。“作为一连之长，

我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如果不融

入战士中 ，就无法带动官兵积极

性。”郭强平说。

　　那一年，正是连队合成备战转

型的攻坚期。上级首次将合成部队

和陆航部队联合，共同开展联合演

练，刚担任连长的郭强平就接到上

级授予的重大任务。由于全连官兵

都是第一次参加此类演训，缺少相

关基础，这让郭强平一时没了头绪。

　　郭强平沉下心来先从基础入

手，查询理论资料，联系陆航单位借

鉴机降经验，将资料汇编成册下发

全连学习。同时，他还召集班长骨干

办“诸葛议训会”，及时听取官兵建

议。有时为了整理资料，他带领骨干

加班到凌晨。那段时间，训练专修室

的那盏灯总是很晚才熄灭。

　　演训过程中，郭强平将自己编

在第一组，每次演练他都带头冲锋，

鼓励官兵不要产生畏难情绪。有了

连长带头，全连官兵个个信心百倍，

没有丝毫畏惧。

　　“如果在大项任务面前我不能

很好地起到标杆作用，全连战士们

就无法凝心聚魂，任务也会很难推

进。”郭强平说。

　　为了提高连队自动步枪精度，

郭强平带领骨干研究出“自动步枪

校正仪”；为了更好地管理库室和武

器装备，他带领上等兵于骏研究出

“库房管理系统”。这两项革新和研究受到上级高度

肯定，也参加了上级组织的“五小活动”创新展示，

且名列前茅。

心系官兵

　　在“英勇善战模范连”，有许多雷打不动的传

统。每逢新兵下连、执行重大任务前，都要参观荣誉

室瞻仰张富清雕塑；点名集合，官兵齐喊连魂“攻如

猛虎，守若泰山，敢拼敢打，永不服输”；演训出征，

面对张富清老英雄雕塑，官兵们进行集体宣誓……

每次看到连队荣誉墙上的一块块奖牌，郭强平都感

慨万千。

　　郭强平在训练中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在工作生

活中是他们心中的老大哥。从军15载，郭强平始终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在他引领带动下，连队战士人人

知责任、个个勇担当。

　　“只有心系官兵，做好他们的知心人、带兵人，

才能让连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这是郭强平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做经常性思

想工作，住进班排。他在观察中发现官兵特长，在交

流中牢记官兵所需，寻找每一个人的闪光点，为大

家明确目标，指引正确的方向避免走弯路。

　　一次，上级组织连贯考核。考核中，郭强平发现

新兵黄伟龙走路一瘸一拐，便上前将其鞋袜脱掉，

发现黄伟龙脚上伤口已经化脓积水。“这可不是小

事，一旦处理不好会引发严重感染。”他一边说着，

一边检查其他战士的身体状况，发现6名战士都不同

程度受伤。

　　“不能带好连里的兵，还算什么连长？”郭强平立

即让战士们原地休整。他取来棉签、医用酒精等，一个

个给受伤战士挑脚泡、擦药水，进行包扎。为了完成接

下来的任务，他主动把最重的负重给自己扛，与全连

人员共进退。考核结束时，全连一人不落完成任务。

　　几年的主官经历让郭强平深切感受到，要想在

官兵中立起威信，只有在关键时候叫响“看我的、跟

我上”，才能树起凝聚人心的精神旗帜，汇聚建设连

队的磅礴力量。

　　郭强平常对全连官兵说：“张富清老英雄曾告

诫我们，‘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必须全力以赴去奋

斗，才能不负人民不负使命’。我们要始终践行老前

辈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突击队员精神，不忘初心、

践行忠诚，做新时代扛鼎使命的英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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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图为郭强平进行战术训练。 本报通讯员 张永进 摄    

关注第十五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张  鹤 肖  航

　　今天，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

东省珠海市开幕。开幕式上，国产歼10-C、歼-20、歼-

35A等依次出场，时而编队飞行如风雷动、时而单机

翻滚如云中燕，为广大观众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生

动展现中国空军转型跨越崭新成就。

  在静态展区，各型制空作战与空中打击、无人

与反无人作战、战略投送与空投空降、预警探测与

防空反导等装备整齐列阵、体系亮相，吸引着现场

观众的目光。

　　“同一片蓝天，共同的世界。”空军司令员常丁

求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75年前，人民空军由新中

国孕育而生，传承历史的血脉，不畏艰险、勇于斗

争，以白云为枕、与星辰作伴，全天候守护祖国蓝

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进入新时代，

人民空军志存高远、逐梦星河，脚踏实地、拱卒前

行，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一路高飞。75年来，人

民空军牢记宗旨、始终服务人民，危急时刻冲锋陷

阵，只为人民幸福生活。身处同一片蓝天下，空军

按中央部署有序推进空管改革，服务民用航空发

展，助力低空经济发展，方便大家漫步云端、俯瞰

沧海。

　　常丁求说，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面对共同的世界，有战乱纷争、也有和平呼唤，有合

作共赢、也有围堵遏制。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才有和平安宁。硝烟散去，迎来光芒万丈。中国空军

愿携手世界同行，坚决捍卫公平正义，坚定维护地

区安全与世界和平，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

空天。

　　开幕式上，来自多个国家的空军领导共同出席

并观看飞行表演。

  11月11日，空军还举办了“军事飞行训练国际交

流会议·2024”，以“科技、管理、效益、合作”为主题，

与各国代表一道，探究军事飞行训练发展的新思

路、新方向等，为世界各国空军建设发展提供有益

参考与借鉴。

　　11时左右，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行表演结束，

歼10-C战机落地，与静态展示的运-20飞机“同框”。

它们上一次“同框”是今年8月，共同受邀参加埃及航

展，编队飞越金字塔。

  据介绍，空军还将在招飞、地面院校等展区举办

多场沙龙活动，邀请八一飞行表演队、空军航空大学

“红鹰”飞行表演队飞行员，空军院校院士教授等与

观众交流互动，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走近空军、加入

空军、建设空军，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本报珠海（广东）11月12日电  

空军多型装备成体系亮相中国航展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李  仪 张  未 蔡金曼

　　11月11日，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新闻宣传中心

主办的2024珠海论坛在广东省珠海市开幕。论坛为期

2天，包括开幕式和商业航天发展论坛、广东省军工

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核技术应用高质量发展论坛、

无人反无人系统四链融合交流大会、“标准化+”助力

国防高技术论坛、航天医学与人类健康论坛、航空航

天产业高质量人才发展论坛等七个分论坛。

　　论坛以“新质赋能 高质发展”为主题，围绕国防

科技工业前沿领域和热点话题，邀请政府官员、学界

专家、国际组织代表、企业代表等共聚一堂，着力构

建新发展格局，深入探讨如何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国

防科技工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卞志刚

在致辞中表示，珠海论坛作为国防科技工业重点支持

打造的品牌，致力于立足“大变局、大视野、大战略、大

智慧”，聚焦“新思维、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务

实推动国防科技工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政治外交

大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传统领域

与新兴领域有机统一，统在一起抓、合在一起建、捆在

一起强；要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以政

府有为推动市场有效，以市场有效促进政府有为；要

坚持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相互促进，坚决秉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航天局愿与友好

国家加强合作，增强政治互信、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完

善全球治理，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1日，在以“核技术助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核

技术应用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会议嘉宾共同启动核

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国家原子能机

构系统工程司有关负责同志对《核技术应用产业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作详细解

读。国家核安保技术中心发起核技术应用产业推广

平台倡议。

　　11日下午，在以“构建创新发展新格局 开启商

业航天新征程”为主题的商业航天发展论坛上，国家

航天局总工程师李国平在《关于推动商业航天持续

健康发展的思考》主旨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商

业航天蓬勃发展，业务范围覆盖广泛，涌现了一批优

秀企业。国家航天局支持鼓励、规范有序发展商业航

天，加强顶层规划，优化行业准入，鼓励商业航天企

业参与国家项目，推进商业航天共建共享，支持商业

航天企业“走出去”。同时，加强行业监管，进一步调

整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生态，推动建

立商业航天联盟，切实打造商业航天新增长引擎。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国防科工高质量发展

  图①① 11月11日，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进行适应性飞行训练。 本报通讯员 刘大伟 摄    

  图②②  11月12日，运油-20进行飞行展示。 本报通讯员 卢汉欣 摄    

  图③③  11月12日，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进行飞行表演。 本报通讯员 卢汉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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