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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记者调查

合成营重在合成，也难在合成。对此，陆军

第72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营长李伟深有感触。

面貌一新的合成营，让他喜忧参半：喜的是，

与兵种营相比，本营编制增设了营参谋，建起了

“中军帐”，有关兵种分队齐全了；忧的是，本营装

备兵种组成杂、力量合成难度大、独立遂行任务

多，对营级指挥员指挥能力、知识结构等都是很

大的考验。

从编制合成到战斗力合成，绝不会一蹴而

就。回忆起前段时间那场实兵对抗演习，李伟依

旧心潮澎湃。

那是他从军以来经历过的实战化程度较高

的一场演习。坐在营指挥车里，下海上岸、翻山

越岭，一路“敌情”不断、险象环生……合成营能

否独立遂行作战任务？全营目前的训练水平能

否经得起检验？当演习的硝烟散尽，一连串悬念

的答案在近似实战的对抗和实打实的复盘检讨

中，逐一浮出水面。

特情不断，放手让营自主

指挥到底行不行——

营长配上“智囊团”

演习时，合成一营被编为某方向夺
控队，担负主攻任务。营长李伟担任夺
控队队长。

时间回到突击上岸的当天清晨——
舰船摇晃，战斗在即，李伟一夜未

得安睡。天色刚刚微亮，他就急着钻出
登陆艇。

放眼望去，李伟不禁吃了一惊：大
雾弥漫、海浪汹涌，海况比之前预想的
还要复杂。加之将要下海的两栖装备
数量比以往多了近一倍，对于能否按时
安全登陆，他心里没底。

想想前期的临战训练准备、千余台
次装备上下登陆舰训练、数千个摩托小
时消耗，官兵们个个摩拳擦掌，李伟也
决心按照上级既定部署组织泛水，“即
使是龙潭虎穴也要闯一闯！”

上级不时通报侦察情报。抢先登
陆的侦察队向“敌”纵深挺进，个别方向
已经与“敌”交火。

李伟命令首席参谋与上级实时对
接水文气象情况，作战参谋到观通站对
海况加强观察，副营长做好随时指挥装
备下水的准备，副教导员带牵引车随时
做好装备抢修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李伟通过电台下
达指令：夺控队所属的各攻击队、两栖
装备，从各登陆舰、艇依次下水，在雾中
依靠定位导航系统直插岸滩。

指挥车泛水后，李伟在指挥席位上
实时掌控各攻击队、各单车行动。

一组组特情密集报来：“接上级通
报，左翼海上通路封闭”“战斗预备队 3
台车辆偏离航线”……面对这些突发情
况，参谋人员各司其职、高效运转，实时
掌控态势，主动研判情况，提出决心建
议。李伟果断定下决心，启用应急预
案，调整左翼部署，临时改变航线……
突发情况被一一化解，夺控队顺利向岸
滩开进。

营指挥员能够实施如此高效指挥，
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过去，营长一
人承担指挥、决策、处置工作，恨不得长
出“三头六臂”，即使全程对着电台吼，
指挥控制不顺畅、情况处理不及时的问
题也难以避免。

李伟告诉笔者：“指挥员配上了‘智
囊团’,营长、教导员就可以把主要精力
放在研判态势、定下决心这个核心环节
上，指挥控制相对更从容了、更精准
了。”

通信失联，靠自身兵力能

不能打——

“车马炮”不再“走单

骑”

经过远距离直航，海雾逐渐淡了。
红方正在加速向岸冲击时，蓝方实施火
力打击，企图阻红方于海上。

火力参谋向上级召唤航空兵火力
支援，夺控队成功登陆，且战且进。
“虽然双方互有损失，但作为红方

主攻力量，总体上己方兵力、火力占
优。”李伟说，合成营自身要素齐全，而

且背后有上级在侦察、火力上的体系支
援，战斗初期进展顺利，“敌”一线据点
被逐个突破。

但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随着
向“敌”纵深挺进，战场上电磁环境愈
加复杂，电子干扰如影随形，目标信息
真假难辨，对手动向捉摸不定……作
战参谋突然报告：向旅指挥所反复发
信，均未得到回复。原来，通信联络已
中断。

指挥车内气氛陡然紧张。
夺控队担负主攻任务，没有上级指

挥和支援，如何拿下目标？李伟额头急
出了细密的汗珠。
“老李，这次我们只能靠自己放手

一搏了！”教导员汤超在一旁说道。
李伟镇定下来，综合前期上级的

情况通报和前方侦察组回传的情报，
判断“敌”电子干扰站可能位于 6 号
高地。

6号高地是“敌”防守区域前沿制高
点，也是夺控队向纵深进攻的必经地。
“‘敌’必争，我必夺。”李伟重新调

整部署：侦察组继续向 6 号高地附近
渗透；各队按照任务向 6 号高地及附
近高地突击；下车载员与装甲车辆交
替掩护，注意搜索“敌”反装甲火力点；
火力队注意控制弹药使用量，确保用
到关键处；战斗预备队要加强后方观
察，防“敌”包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果不是
编有侦察力量，合成营单打独斗，就是
在下‘盲棋’；如果不是拥有强大火
力，不能对‘敌’火力反击，全营都要
成‘炮灰’；如果不是编有支援保障力
量，单独依靠步兵破障‘伤亡’定会很
大。”回顾失联后的战斗，李伟心有余
悸。

越向前进越艰难。当夺控队攻至 6
号高地前沿时，蓝方居高临下，多种火
器同时开火，红方“伤亡”陡增。

6号高地配有蓝方重兵，尤其是山
顶的 2座碉堡，控制着整个岸滩一线。
雪上加霜的是，红方进攻受挫之时，蓝
方还出动兵力实施逆袭。李伟试图加
大兵力进攻，但仍撕不开口子，夺控队
的“伤亡”数字不断上升……

李伟再次调整进攻部署。随着
一波接一波的火力反击，逆袭蓝方大
部“被歼”，碉堡的火舌也被压制下
去。李伟接着下令：“作战参谋，令装

甲火力实施正面压制，步兵载员侧后
迂回……”

随着夺控队接连打出“组合拳”，
蓝方阵地被红方蚕食。经过导调组 4
次裁决，夺控队逐渐占有兵力优势、态
势优势、战斗力指数优势，最终夺下 6
号高地。

战斗至此，夺控队与旅指挥所恢复
通联，受领与其他夺控队合围蓝方核心
阵地的任务，继续向前挺进。

最终，各个夺控队对“敌”核心阵地
形成合围态势，取得胜利。
“合成营‘车马炮’俱全，失联不失

战斗力。”李伟说。

背水攻坚，最严峻的考验

是什么——

“精神合成”至关重

要

虽然赢得了对抗，但走下演兵场，
李伟心情依旧难以平静——

未来战争不仅是武器装备等物质
因素的抗衡，还有作风意志等精神层面
的较量。假如战争真的来临，官兵在陌
生战场与敌短兵相接，能否冲锋向前、
刺刀见红？一旦战损过大，能否不畏牺
牲、拼杀到底？

实兵对抗中，尽管“90后”“00后”青
年官兵没有经历真正的战火洗礼，但合
成营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扛住了重重
考验——

某攻击队队长侯阳阳，带队连续
夺占 2 个高地后，接到参加合围蓝方
核心阵地的命令。他不顾体力透支，
强忍身体不适，带领步兵载员迂回穿
插，攀崖壁、过障碍，成功冲上蓝方核
心阵地后晕倒，被直升机紧急送往医
院抢救。

侦察排排长童亦蒙，夜间孤身一
人，手划竹筏渗透上岸，在蓝方阵地前
沿潜伏两天两夜，躲过蓝方士兵和军犬

多次搜索。他渴了喝溪水、饿了啃干
粮，忍受着蚊虫叮咬，给营指挥所传回 5
条重要情报。

步兵班班长邵卫，轻伤不下火线，
在连队决定让他退出演习时，坚决请
战，穿插时不慎跌伤膝盖，血水渗透裤
管，他仍然带领全班战士猛冲猛打，跟
随连队连克2个高地。

上等兵卫生员冯嘉鼎，抢救战友 5
人，在某高地五上五下，最终自己累倒
在地，被抬上救护车……

一幕幕战斗场景、一个个有血性的
故事浮现眼前，李伟坚定了自己的判
断：合成营绝不是兵种合成、武器叠加
那么简单，而是“实力合成”与“精神合
成”的相融。

复盘检讨，合成营的战斗

力短板究竟在哪儿——

把问题解决在“那一

天”来临之前

战火硝烟刚散，复盘检讨又起。
合成营的战斗力短板究竟在哪

儿？他们从这场演习中细细查找、逐一
剖析。

李伟介绍说，合成营组建以来，每
年都要组织一次实兵实弹战术综合演
练，但在上级的编成内参加体系对抗还
是首次。

在夺控队的复盘检讨会上，各级按
照战斗阶段划分，采取自查与互查相结
合的方式逐级检讨。
“装载训练平时没少搞，为啥到了

‘见真章’的时候却效率不高？”
“人车协同是看家本领，为啥置身

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却发挥不出优势
来？”
“配属的陆军航空兵火力迅猛，为

啥有的指挥员却把他们忘在了脑后？”
“单车战术在训练场上个个都能过

关，为啥到了‘战场’上却不善于利用地

形、缺少了交替掩护？”
……
一连串的“问号”，问得参演官兵头

皮发麻！
他们说，幸亏这只是一场演习，要

是真的上了战场，如此这般都可能带来
血的教训。

讲问题不遮不掩，查短板直击要
害。夺控队从实战意识、指挥素养、兵
种协同、单兵素质、情报共享、综合保障
等方面梳理出15个主要问题。

拿着“沉甸甸”的问题清单，李伟
说：“这里既有合成的问题，也有各兵
种、各专业、各人员战术素养参差不齐
的问题，都是合成营在日后训练中亟待
解决的。”

对抗结束了，对打赢的求索还在继
续。李伟给自己提了几个问题，用他自
己的话说：“每一个问题都能让人惊出
一身冷汗！”
——如果蓝方电子干扰切断的不

仅是旅营通信，还有营连通信，营连依
靠电台之外的其他通信手段，会不会降
低指挥效率？各级指挥员该如何有效
指挥控制部队？
——演习之前，夺控队就得到了电

子对抗力量的加强，但演习中始终未能
指挥所属电子对抗力量对“敌”实施有
效反击。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
争，合成营指挥员的指挥素养究竟该涵
盖哪些方面？
——失联以后，如果蓝方组织若

干架次武装直升机对夺控队居高临
下突击，打乱夺控队战斗部署，事先
准备的几招防空“绝杀计”还能不能
奏效？
“这些问题，或许会在下一场实兵

对抗演习中找到答案。但事关战斗力
的事等不得，现在就得研究对策，拿出
招法！”李伟说。

版式设计：梁 晨

破解悬念：合成营“问路”水际滩头
■张旭航 王伟庆 邱瑞清

合成营的组建，为营级单位独立遂

行战斗任务提供了条件，也给兵力编配、

作战样式、指挥理念带来明显改变。

在以往的演习中，不论是以坦克营

还是步兵营为主担负战斗任务，都需要

临时抽调其他兵种分队予以配属，有时

在指挥力量上也要加强，把团职干部配

到营级单位担负指挥任务的例子屡见

不鲜。

如今，合成营兵种全，营部设有多

名参谋，“大脑”和“肢体”比以前的兵种

营更强，战斗时需要配属的兵种相应减

少，指挥上已经可以由营独立实施。然

而，配齐“车马炮”，更要下活“一盘

棋”。编制合成是基础，战斗力合成才

是最终目标。

与兵种营相比，合成营的专业人才

多了，但抓训练的任务不是变轻了，而是

变重了。首长机关在指导训练上须更加

精细，既要考虑到兵种训练，做到“大专

业小集中，小专业大集中”，也要给营连

战术合练留出充裕时间，协调好场地、器

材，把合成营的“车马炮”等“棋子”都练

强，把“车马炮”的协同训练抓好，形成聚

合战斗力。

合成营抓自身训练，对指挥员的要

求更高了。指挥员既要懂专业也要精指

挥。懂专业是精指挥的基础。兵种知

识、训练底数、装备性能指数掌握不清，

就会让指挥脱离实际，让平时训练的指

挥编组作业成为无效的纸上谈兵。精指

挥是能打仗的前提。合成营不是简单的

“1+1=2”，而是要“1+1＞2”。抓平时的

营连战术合练，就要当做打仗一样抓，把

条件设严、情况设难、环境设真。

合成营独立遂行战斗任务，对旅级

指挥所的要求，与指挥兵种营相比不是

变低了，而是变高了。

首先，要制订周密的作战协同计划，

为合成营遂行战斗任务提供多方位的体

系支撑。合成营独立遂行战斗任务，背

后如果没有强大的体系支撑，周围没有

友邻单位协同配合，一旦孤军深入、陷敌

包围、补给不继，就会吃败仗。

其 次 ，要 敢 于 让 合 成 营 放 手 一

搏。一线的战场情况，一方面是侦察

出来的，另一方面是打出来的。战术

如何调整、节点怎么把握，营级指挥员

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旅级指挥员

在控制全局的同时，对局部的控制要

适当下放权力，充分发挥营级指挥员

的主观能动性。

再 次 ，要 有 应 对 不 利 情 况 的 手

段。合成营是主战营，牵一发而动全

身，对战局影响大。当合成营战损过

大，甚至某一或几个兵种丧失战斗力，

是让合成营拼到底还是转换任务，是

让预备队投入战斗还是调配补充兵

力，旅级指挥员都要依据实际情况随

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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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官兵在实兵对抗演习中突击登陆。 王伟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