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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隆冬时节，华北某机场战机列阵、引擎轰鸣，空军航空

兵某团一场多批次、多课目飞行训练拉开帷幕。

　　检查接收、关舱调试、听令滑出、加力起飞……空军航

空兵某团团长董珺动作果断，顺利完成某型飞机战斗资格

改装最后一个架次考核。至此，他可以驾驶多型战机搏击

蓝天。

　　董珺告诉记者，飞行员好胜心强，永远不认输、果敢又

细腻，这些职业特点不断在挑战自己，也促使他在赓续“领

转变转型之先、砺研战胜战之锋”的探路先锋精神上担起更

大责任、迈出更实步伐。

信仰领飞万里不迷航

　　“驾驶战机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董珺说，执行任务

时，从空中俯瞰万家灯火渐次亮起，直到结束任务后，看到

灯光逐渐熄灭，有一种守护万家灯火的使命感。

　　董珺作为新型战机的先行者，是刀尖上的舞者。从招飞

那一刻起，董珺就把听党话、跟党走、为党飞作为人生信条。

毕业后，他一直从事新机领先试用、战术战法创新、训练问

题解决等开创性探索性工作。他常说：“党和人民把先进的

战机交给我们，我们必须飞出极限性能，以更强大能力、更

可靠手段捍卫祖国领空！”

　　采访中，董珺多次提及换装先换脑。因为每次改装一种

新机型，所有知识都需要从头学起。特别是面对跨代改装，

更是思维跨越、理念革新，难度可想而知。

　　“从最开始接触歼-20时，大家就开始较劲。跟别人较

劲，跟自己较劲，跟时间较劲。”董珺对刚改装歼-20时的场

景记忆犹新。飞行结束后，一有时间他就埋头分析训练视

频，一帧一帧过、一秒一秒看，反复复盘空中场景，从思路理

念到操纵习惯，从发现不足到找到对策，不断思考、推演，又

在一次次飞行训练中实践、提高。

　　“飞行在性能边界，总会遇到更多未知和挑战，也伴随

着更大风险。”董珺说。一次训练中，董珺驾机正要降落，飞

机突发特情，他顶住压力操控飞机平稳降落。面对身边战友

的揪心和关切，他只是笑着宽慰了一句“放心，有我在，没问

题！”就这样，他带领团队3个月突破10余项技术难题，实现

新装备列装当年即形成战斗力。

　　作为团队“领头雁”，董珺率先试飞新机、开拓新路，无

论急难任务还是高难课目，他都冲在先、站在前，第一个飞长航时、第一个实现低空加油、第

一个担负战备值班……董珺用接连不断的“第一个”，践行着“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

迷航”的铮铮誓言，见证和创造某型战机甚至一个兵种的转型。

　　随着一道道难关破解、一项项成果输出、一批批骨干成长，新装备跨代优势逐步转化为

体系作战胜势，董珺时刻感受到源自时代强劲有力的推背感，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起飞。

向战奋飞一切为打赢

　　在战友眼里，董珺为人谦和，会为年轻官兵成长提供机会。在业务上他技术精湛，对空战

判断敏捷。

　　“空中没有停机坪、战场没有第二名。”这是董珺的战斗格言。他坚持以空战问题研究带

动部队新质战斗力生成，围绕“心理博弈+理论计算”强化空战战法创新研究，有效提高任务

实施成功率。他善于在实践复盘中寻求制胜绝招，总结的空战战法多次在军委、空军评比中

获奖。

　　2020年，西北大漠长空，来自全空军的“尖刀利刃”展开巅峰对决，一场场高强度自由空

战对抗激战正酣。

　　“敌跟踪！”云端之上，告警声骤然响起。董珺临危不乱，迅即拉杆跃升至高位，进行机动

规避。在战机频频出现极限过载、极限仰角告警情况下，他和队友密切配合，灵活运用战术战

法，抓住攻击窗口，截获敌机一击命中，拿下对局胜利。

　　决战时刻，董珺机组愈战愈勇，60秒高速机动完成多个战术动作，以四战四胜大比分斩

获某型机组首个“金头盔”，团队荣获“优胜单位”。

　　在董珺眼里，风浪越大，本领越要过硬。只有像打仗一样训练，胜战之刃才能越磨越锋。

　　2022年一次对抗演习中，董珺刚完成一个作战任务准备返航时，听到地面通报：“某方位

有架‘敌机’”，问他能否打掉。对手漏出破绽，战机稍纵即逝，关键时刻必须迎敌而上。他决然

回答“可以！”在完成空中加油后，董珺驾驶歼-20低空突袭，顺利击落对方重要目标。面对多

架“敌机”疯狂追击，他从容应对、灵活处置，最终成功返航。既打掉“敌”重要目标，又保存自

己，展现出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胜战本领。

　　董珺感慨：“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是什么样子，很少有人知道领空地图是什

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条线、每一片区域都深深地刻在我们脑子里，那是坚决不容侵犯

的。我们都做好了这种准备，时刻准备着！”

聚力高飞争当领头雁

　　“打仗不是靠几个人，全员能力强才是真的强。”董珺深知，作为歼-20首批飞行员，就像

天空中的头雁，必须练硬翅膀，带领雁群飞向更广袤的天空。

　　从驾驶到驾驭，一字之差但任重道远。董珺始终把带教出一个个“战斗员”作为目标，毫

无保留分享自己的飞行经验。他参与编写的某机型《战斗飞行大纲》在全空军普及，带教的百

余名飞行员已经作为种子选手走向全空军部队，逐渐成长为守卫祖国领空的骨干力量。

　　推动新装备形成新质战斗力，继而推动新质战斗力孵化转化，董珺如一颗明星照亮前行

的路。与此同时，他也成为大众心中的明星。

　　董珺驾驶歼-20战机第一次跟公众见面，是在2022年第十四届中国航展上。歼-20上演了

一幕幕令人热血沸腾的场景：4架银灰色战机穿云加速飞来，4机钻石形编队盘旋，双机大速

度迎头交叉，单机两次半滚转、水平翻转、斜下降急转……看着歼-20劲舞苍穹，观众激动不

已欢呼不断，自豪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表演结束后，走下战机的董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023年，董珺受邀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部分军队院校授课交流，用他

的事迹激励广大有志青年迎难而上、奋斗强国。

　　被评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董珺深感自己获得的每一份关注，都承载着祖国和人

民期待。他对记者说：“生逢伟大时代，使命拓展、装备更新，让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拥有更多

机遇、无限可能。我要更好地把个人奋斗融入强军实践，向战钻研、开拓奋飞，勇当蓝天探

路先锋。”

勇勇
当当
蓝蓝
天天
探探
路路
先先
锋锋

记记
空空
军军
航航
空空
兵兵
某某
团团
团团
长长
董董
珺珺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图为董珺在战机前。 本报通讯员 余红春 摄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郭冬明 皮文亚

　　“车队进入山地路段，附近5公里未发

现加油站，车辆油量即将耗尽……”新年

伊始，在江西省南昌市某山林地域，一场

保障部队机动作战国防动员演练拉开

帷幕。

　　演练开始，参演的江西省军区首长机

关和国防动员专业力量就接到“特情”。接

到情况通报，负责国防动员专项演练的徐

斌冷静处置，迅速调集由地方专业力量组

成的油料保障分队，驾驶油罐车赶至现

场，第一时间解决车队油料补给难题。

　　“仗打到哪里，国防动员就跟进保障

到哪里！”江西省军区领导介绍，他们聚焦

国动援战职能使命，将现役官兵、民兵和

国防动员专业力量捆在一起训练，设置防

“敌”侦察、遭“敌”袭扰、战伤救护、油料补

给、防化洗消等多个实战化科目，临时构

设集“供、宿、储、运、救”多功能区域综合

保障点，在实战背景下练指挥、练协同，着

力检验军地一体遂行国防动员保障任务

能力。

　　“接上级通报，‘敌’侦察卫星将于5分

钟后，经过我方上空。”“依托附近遮蔽物，

迅速隐蔽！”部队行军不久，一组险情接踵

而至，参训官兵在指挥员指挥下快速处置。

　　战场情况瞬息变化，情况一个接着一

个。“报告指挥员，我分队遭敌袭击，有2人

受伤严重，无法继续参加‘战斗’。”“迅速

组织伤员救护转移。”由地方医疗专业力

量组成的医疗救护分队迅速反应，穿过浓

烟赶赴“战场”，现场对“伤员”进行止血、

包扎处理后，用担架转移至救护车内组织

后送。

　　“我们按照战时卫勤保障需要，重点

从外科、心理、护理等科室抽组‘懂卫勤、

善组训、能战救’的专业力量，组成医疗卫

勤保障分队，与军兵种部队开展挂钩联

训，融入演练任务联演联训，真正让国防

动员专业力量嵌入作战保障链条。”江西

省军区某局刘韡介绍，这次演练，让国防

动员专业力量与部队一起进入战位，既有

效强化他们的敌情意识，又让他们在训练

演练中查找短板弱项，提升国防动员保障

技能。

　　提升民兵新质力量战斗力，是推动国

防动员保障能力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为

推进民兵新质力量实战化准备，江西省军

区组织10余支民兵新域新质分队，结合任

务行动特点展开训练演练示范教学，为新

年度训练全面展开立起样板。

　　“前方发生桥梁坍塌事故，上级命令

你部迅速前出侦察，第一时间回传受伤人

员情况……”在江西省九江市某基地，一

场民兵支援保障作战行动实战化训练正

在展开，接到上级命令后，无人机操控手

占昌彬立即操作无人机前出侦察、穿越障

碍，对人车不便到达的灾害核心区进行视

频拍摄、信息回传。

　　“发现一名被困群众，左小腿疑似骨

折，无法移动。”“立即出动载重无人机进

行救援！”指挥所内，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实

时投送在大屏上，随着指挥员夏辉下达指

令，一架载重无人机迅速飞往指定地点，

通过吊运方式成功将被困群众救出。

　　“遂行任务需要什么能力，我们在训

练中就重点强化什么能力。”江西省军区

某局项洋说，他们针对应急应战任务需

要，从指挥流程、处置要点、保障协同等全

要素全链条进行针对性训练，不断提升新

质力量遂行任务能力。

　　“因突发地震导致房屋损毁、人员被

困，请立即出动民兵分队前往救援！”在江

西省新余市某基地，一场模拟地震灾情的

军地联合演练全面展开。接到地方救援请

求后，江西省新余军分区迅速组织特种救

护、工程爆破等新质民兵分队前往事发地

域展开救援。救援现场，民兵分队利用无

人机喊话器、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等装

备，一边对障碍物进行破拆、一边进行人

员生命体征探测，很快将被困人员救出。

　　近年来，江西省军区坚持实战化练兵

备战导向，紧贴国防动员使命任务，开展

指挥研练、实战训练、综合演练，既练指

挥，又练协同，着力锤炼国防动员支援保

障能力，官兵实战化训练水平显著提升。

江西省军区实战实训锤炼保障能力

　　2025年开年，随着开训命令下达，全军部队以战促训、以战领训，迅速掀起新

年度实战化军事训练热潮。官兵们全副武装、精神抖擞地奔赴训练场，以开训即

开战的姿态，让演训场充满战味。全军官兵着眼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攻坚战，扎实开展新年度军事训练，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磨砺打赢能力。

聚焦新年度军事训练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近日，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印发《精准规范问责常见情形》，深入贯彻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着力提高执纪问责工作规范化精准

度，督促和激励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履职、担当

作为。

　　《精准规范问责常见情形》从加强党的领导、党的政治

建设、领导备战打仗等12个方面，对法规文件明确的应当问

责和容错免责减责问题情形进行细化阐释。强调各级要坚

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突出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备战打仗

等重点加大问责力度，对失职失责导致严重后果、恶劣影

响的，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廉政主管责任和相关

领导责任；要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开展问责，精准运用“四种

形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实事求是、综合考量，既防止

当问不问、迁就照顾，又避免想问就问、简单泛化；要加强

工作研究和督导指导，对照不同情形问责把握，增强对执

纪要点、处理尺度、法规依据等理解掌握，着力发现和纠治

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不断提高问责工作质效，切实发挥问

责的激励和鞭策作用。

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印发《精准规范问责常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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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从难从严以考促训

□ 本报通讯员 林 航 姜继伟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新年伊始，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各兵

种专业严格按照陆军军事训练大纲要求，

通过把基础科目练实、实战科目练精、险

难科目练强，从难从严按纲施训，以首训、

首考立起新年度实战实训风向标。

　　开训现场，官兵们斗志昂扬奔赴战

位，展开实战化训练。在该旅装甲车障碍

场上，数台装甲战车从出发地线呼啸而

过，参考车组需要驾驶战车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S型限制路、车辙桥、凹凸路等十余个

复杂障碍物路段，并观察上报沿途出现的

随机目标。

　　抵达预定位置后，一场班排协同战术

训练随即展开。官兵们快速下车，随即组成

纵向战斗队形，向“敌方”目标隐蔽接近。与

此同时，无人机飞手也遥控无人机前出，从

空中对“敌人”进行侦察，将掌握的情报汇

报给指挥员。紧接着，战斗打响。步战车也

快速突进，对“敌”发动猛烈进攻。

　　该旅李稳表示，此次训练主要以阵地

进攻战斗为演练课题，以实战化为背景，

按照实地筹划、分段实施、连贯演练、对抗

检验、量化评估的模式展开实兵战术综合

演练，重点是训练班排指挥员指挥控制能

力，处置突发情况以及各分队遂行任务能

力和连续作战能力。

　　进入新年度，该旅坚持高标准练兵，

考核标准抬高一档、训练强度多提一成，

着力提升整体战斗力。

　　“新的一年，我们制定了周密详实的

训练计划。”该旅曾庆俊介绍，一是加强基

础训练，夯基固本，打牢单兵单装单平台

综合作战能力，提高兵种专业协同能力。

二是基于任务强化合成联合训练。兵种专

业分队基于任务，实现动态编组随机组

合，以练指挥和练协同为重点，强化协同

作战能力，打造即插即用的功能模块。三

是建强体系支撑，以网信体系为重点，融

入无人智能、认知攻防等新战法，完善训

练条件支撑，提高新质力量对战斗力的贡

献率。

　　武装侦察连是该旅一把尖刀，每名官

兵都要有过硬的军事素质，不仅选拔标准

高，训练也极其严苛。该旅程武豪说，现阶

段训练更贴近于实战化，通过构设实战化

环境来检验平时训练效果。训练改变以往

比较单一的组训模式，在训练内容、组训

方式以及考核标准方面都有较大变化，这

样能够锤炼侦察兵在实战环境下遂行多

样化任务的能力。

　　该旅着眼任务实际、紧贴实战需求，

培养出一批狙击专业尖子能手。除了进攻

性演练，该旅还将战场救护列为考核重

点，检验官兵自救互救能力。

　　“调整改革以来，旅队抢占转型发展

机遇，大抓实战化练兵，全面建设迈上新

台阶。”该旅李志军说。

  图为参训官兵组织战伤救护课目训练。 本报通讯员 赵子龙 摄   

  图为开训动员后官兵开展无人机训练。 本报通讯员 陈鑫城 摄  

  新年开训。

图为1月2日，武

警安徽总队合肥

支队组织官兵进

行刺杀训练。

本报通讯员

徐伟 摄

　　近日，武警

北京总队执勤第

十四支队打响开

训“第一枪”。图

为官兵们投入实

战化军事训练。

本报通讯员

位清洁

宋梦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