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bjygc@163.com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张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对练兵备

战看得最重、忧虑最多、叩问最严，对训

练条件建设高度关切。要练就要真练，

坚持在近似实战环境中摔打磨砺部队；

要加强专业化蓝军建设，发挥蓝军磨刀

石作用。2020年开训动员令，提出要突

出对抗检验，创新对抗方式方法，完善检

验评估体系。

号令如铁，鼓角催征。训练基地和

模拟蓝军是部队开展各层级各类型演训

活动，特别是重大联合性综合性和检验

性考核性演训的基本依托，是战斗力生

成的枢纽和关键。

锻造用武之力亟须练武之地，训练

基地与模拟蓝军建设需一体筹划、整体

推进，抓得住就牵住了练兵备战的“牛鼻

子”，抓不住就可能错过一个时代。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

者，机也。生在伟大时代，只争朝夕、不

负韶华，扛起责任担当，这是新一代革命

军人的必备姿态。

用初心追溯发展源头。问渠哪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回顾历史，训练

保障随着军事训练发展已走过由简单到

复杂的漫长历程。我军训练以“从战争中

学习战争”启程，从以战代训、把战场作训

练场，到新中国成立后阔步迈向革命化、

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基地按照“主要方向

优先、具备条件先建、逐步形成体系”的原

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散到成规模

成体系，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对抗演练，是发挥训练基地战斗力

“孵化器”作用的最直接体现。上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军陆续建立了多个功能

特色鲜明的训练基地。1985年，首支

“蓝军”模拟营在原南京军区合同战术训

练中心组建，使单方面的合同演练转变

为逼真的实兵对抗。随后，训练基地信

息化建设不断加强，在导调控制、战场仿

真、辅助评估、综合保障和基地管理五大

系统的基础上，信息化训练条件建设逐

步完善，模拟训练、网络训练和基地训练

已成为我军主要训练方式。

靠实干铸就强军伟业。言武备者，

练为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

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

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能打

胜仗是我军在新时代的最鲜明需要。新

体制因打仗需要而产生、伴打赢需求而

发展，训练保障在需求牵引和技术推动

下迅猛发展。依托训练基地组织联合演

训，可促进军兵种之间磨合、战区与军种

间交流，可推动战区主战和军种主建的

有机结合，可实现各军兵种真正的行动

联合，促进打通战争设计、方案计划、实

战实训、能力生成到检验评估的链路，有

效释放改革红利。

基地演训作为部队训练的高级阶段，

须有不同层级成体系的训练场地作支撑，

应更新理念、对接战场、优化布局、科技主

导、集约集优撬动基地建设转型，重点打

造与各战略方向使命任务相适应的大型

联合训练基地，拓展提升保障军种互为条

件训练的中小型场地，把现代战争的特

点、机理、样式、战略、战役、战术等在基地

承训研训的实践中总结出来。

以创新成就一流军队。军事力量的

较量说到底是创新能力的较量。近年

来，我军全力全速启动创新驱动引擎，发

展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网络信息体系，技

术领域突破赶超，国之利器横空出世，带

动的是国防科技的整体跃升，充盈的是

强国强军的底气硬气。

倍感自豪的同时，我们更应清醒意

识到：大练兵需要大保障，练兵越是热起

来、严起来、实起来，训练保障就需要“越

是艰险越向前，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

些”。

我们应极目未来战争地平线，用创

新补短板，破解我军训练基地和蓝军建

设的体系布局、规划设计、法规标准、技

术水平、运行管理等还没有跟上发展变

化，尤其是日益增长的练兵备战需求与

训练基地数质量不相适应的矛盾问题。

我们应用创新促发展，准确把握“需求牵

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的原则，加

快信息化，前瞻智能化，大力发展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智能化训练

手段，对接基地建设的未来作战准战场、

战法训法检验场和武器装备试验场的基

本定位，对接屯兵、练兵和战备的综合功

能，对接重要战略方向、新型作战力量和

新调整改革部队的需要，对接模拟化、网

络化、针对性对抗性手段建设和运用，对

接指挥对抗、实兵对抗、全体系对抗训

练，谋划布局世界一流的发展蓝图。

“除了胜利，我们别无所求！”展望未

来，我军训练基地建设必能有一个明显

加强。

扛起构建实战练兵准战场的责任担当
■训必实

“这里”到底是“哪里”

全军各训练基地，不论是战术训练基
地，还是联合训练基地，在其大门入口或
者办公楼前的醒目处，或镌刻在石头上，
或立在高高的铁塔上，大都有这么一行令
人热血沸腾的标语：从这里走向战场！

这句标语，几乎成了我军训练基地
的“标配”。
“这里”到底是“哪里”？或者说，训

练基地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在普通人的印象里，训练基地就是

一个训练场地，供部队练兵和演习之
地。但在“蓝军司令”和“基地司令”们的
眼中，基地可不是一块场地，它承载的是
一个梦想。

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说，对于部队
来说，训练基地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地
方，来之前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来了之后
就要准备“脱一层皮”。对抗若是失利，
部队回到营区，没有相当长的时间，别想
疗好身上的“伤疤”和心中的“创伤”。总
之，经过训练基地这个大熔炉的淬火，部
队的战斗力必须有大的提升。

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司令员黄
方敏，结合近年来组织系列实兵对抗演
习的经验，认为基地要以“抗”施“压”强
调全过程对抗、以快加“压”强调快节奏
演练、以“难”增压强调非对称检验，为实
兵对抗构建一个贴近实战的战场环境，
逼迫对抗演练部队急起来、忙起来、快起
来、乱起来，甚至败下阵来，在脸红出汗、
手足无措中练强实打实的胜战能力。

驻新疆某部中心陈主任，是一个把
青春都献给了训练基地的“老兵”，也是
一个很有想法、很有创意的指挥员。他
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他心目中理想的训
练基地：练兵过程中能够从挫折失败中
吸取教训看到希望，练兵结果上能够从
紧张压力中取得成功感到喜悦。

来自我军学界的专家们，则向“蓝军
司令”和“基地司令”们披露了外军训练
基地建设情况。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李抒
音给大家介绍说，目前世界军事强国所
拥有的训练基地数量都在两位数以上，
而且类型和品种齐全，几乎可以做到未
来战争在哪儿打，就可以给你“克隆”一
个与此极为逼真的战争环境。

世界一流军队的基地建设，都秉承
着这么一个理念：如果不提供真实的训
练环境，不模拟出真实的威胁情景，就是
对准备上战场士兵的最大伤害。正是因
为追求训练环境最大程度与战场相一
致，那些经过训练基地淬炼并经历了实
战的士兵，才会感叹“实际战斗中有的甚
至还达不到训练基地的难度和强度”。

如何来定位我军训练基地的使命和
任务？这是一个摆在大家面前不容忽视
的问题，也是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话
题。或许担负的任务和角色不一样，但
目的显然只有一个：训练基地就是战斗
力的“孵化器”、设计战争的“试验田”、制

胜强敌的“准战场”。

谁是基地的主角

基地不仅仅是一块训练场地，它还
有蓝军、导调力量、后勤保障部队、电子
对抗团队等等。

一般说来，蓝军是训练基地的主
角。部队进入基地训练，重点就是对抗，
核心是与谁对抗？在这一点上，蓝军责
无旁贷。

每一支走进训练基地进行实兵对抗
的参训部队，都会关心自己的对手是
谁？这一次，参加“头脑风暴”的“基地司
令”和“蓝军司令”们，都非常关注蓝军的
建设，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
不一样的蓝军。

一直被“红军”“悬赏捉拿”的陆军蓝
军旅旅长满广志说，自己所带的蓝军旅
已经改成了合成旅。“部队的名称改了，
所承担的实兵对抗的训练任务变得更加
多元，比以往也更加繁重。”

满广志给记者描绘了他心中的蓝军
样子：一是像，形像神似，能让演练对手看
到强敌的影子，体验到强敌的特点；二是

实，作风严实，贴近实战真对实抗；三是强，
能力超强，能把对手逼到绝境，难到极致。

被同行誉为“诗人”的驻新疆某部中
心陈主任心目中的蓝军则是这个样子
的：像蛟龙一样神秘而又强大，像狮子一
样霸气而又自信，像野狼一样狡猾而又
冷静，像苍鹰一样高傲而又敏锐。

黄方敏司令员心目中的蓝军则非常
现实：以“几近一致”的外在形象打造对
抗实体，以“深入骨髓”的深蓝思维筹划
对抗行动，以“专业灵活”的战术行动打
磨“红军”战法。

近些年来，空军某部司令员皋古卫
多次参加中外空军联演联训，外军蓝军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作战理念先
进、综合素养全面、技战术水平高超。所
以，他期待我军未来的蓝军应该是这个
样子的：“练即战”思想理念的塑造者，紧
盯强敌练兵的倡导者，战法精髓运用的
传递者。

刘晓光是火箭军某蓝军部队指挥
员。虽然担任“蓝军司令”的时间不长，
但在与参训部队的对抗中，围绕“部队最
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探索开展合成
训练、指挥所筹划训练、等效检验性训练
等方法路子，不断升级“侦、扰、打、破”对
抗体系。通过“准战场+假想敌”的实战
化训练模式，他要使蓝军真正成为难局、
危局、险局的制造者，成为打赢未来战争

的磨刀石。他认为蓝军对前来对抗的
“红军”来说，就该“更加有利于发现短板
弱项、更加有利于改进战术战法、更加有
利于提高训练质效”。

时下，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军事高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深刻影响战争样式、
作战方式和部队编成，也深刻影响军事
训练的理念、内涵、手段和环境，正在深
刻改变训练基地的建设和模拟蓝军的构
建。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朱启超，给大
家介绍了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
以及对实战化练兵的影响，在大家头脑
中掀起了不小的“风暴”。

朱启超提出的观点与众不同：我们
的训练基地不仅要拥有实体蓝军，还要
组建虚拟蓝军。随着智能化、虚拟化技
术的发展应用，军事训练的模拟仿真内
容正在兵棋推演、混合现实、混合智能、
数字孪生等方面注入新的活力，不断开
发出新的训练样本和训练场景，最大限
度地缩小了训练与实战的差距，使受训
对象在虚拟战场环境中得到近似实战的
历练。

如何建立一支蓝军，构建一支什么
样的蓝军，也是此次“头脑风暴”热议的
话题。

大家认为，蓝军是基地建设的“关键
少数”，既要建设战术蓝军，也要建设战
役和战略蓝军；不仅要建设传统意义上

的实体蓝军，还要建设电子蓝军等专业
化的虚拟蓝军；既要建设专业蓝军，还要
组建兼职蓝军；不仅要建设穿军装的蓝
军，还要组建不穿军装的民间蓝军……

总之，蓝军建设不能搞一刀切，而是
要抓住模拟蓝军“磨刀石”这个核心作
用，紧贴实战化需要，建设符合现代战争
制胜机理的“假想敌”。

究竟如何走向战场

与声名远扬的陆军蓝军旅旅长满广
志相比，空军蓝军旅旅长汤海宁则低调
得多，而且还有几分神秘。

不过，在空军部队，汤海宁旅长是响
当当的牛人，是一个令人生畏且非常具
有“侵略性”的“蓝军司令”。

空军蓝军旅于 2015 年在一次演习
中首次在公开报道中亮相。组建之初，
蓝军旅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它应该是所
有人都打不败的。

事实也是如此。组建伊始，空军蓝
军旅参加了一场陆空对抗演习。在对地
突防突击中，他们以 7比 0完胜对手。此
后，这支蓝军在旅实兵对抗中，几乎做到

了屡战屡胜。
对抗中，他们能拥有“碾压性”的优

势，并非偶然。蓝军旅列装了空军现役最
先进的机型，飞行员从全空军选拔，不乏
“金头盔”得主和空战高手……

在一定意义上，这支蓝军自我锤炼，
让自己真正做到了“战术素养高、对抗能
力强、战斗作风硬”。

那么，打败对手是蓝军的唯一目的
吗？

汤海宁旅长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
说，空军蓝军要成为“红军”面前跳一跳
才能够到的“苹果”。

近两年来，空军蓝军旅“送战上门”，
主动到“红军”的任务空域进行红蓝对
抗，这也使对抗环境更加贴近实战。

在对抗中，他们会展示自己狼一般的
“侵略性”，但不求碾压对手，而是“降维打
击”，主动拉低自己的“身价”：对手是“大
学一年级”的水平，他们就主动把自己降
到“大学二年级”的水平与其对抗。

数场实兵对抗下来，对手输法不一
样，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收获了成长
和进步，更重要的是收获了应对现代空
战的自信和勇气。

海军指挥学院作战试验室蓝军中心
主任龚佳，在与各路精英的碰撞中，自己
号称是全军最小的“蓝军司令”。

论职务，他是最低的，手下也只有
“十来条枪”，但他的雄心壮志可不小。

这位在护卫舰上当过 4年航海长的
“蓝军新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从
不思考一枪、一车、一船、一机的得失，他
模拟看重的是战役级以上“蓝军司令”的
“大脑”，深度研究蓝军指挥系统的作战
理念、原则、方法、特点和手段。

全军各基地在演真扮像“蓝军躯体”
的时候，龚佳的团队则醉心于对“蓝军大
脑”的精准模拟。这给我们打开了另外
一扇领略“现代蓝军”的窗口，也给我们
展示了更为超前的追求。

更具有想象力的，是海军某联合训
练基地司令员沈一兵。

站在沈一兵的办公室，推开窗户能
眺望无边无际的大海。沈司令员说，我
们的训练基地占地面积是全军最小的，
但我们面朝的大海，都是可供我们进行
实战化练兵的天地。

沈一兵显然没有仅仅盯着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不论是基地建设也好，蓝军的
模拟也罢，都要秉承“请进来、走出去”的
理念。他说，请进来，民间的力量可以参
与我们的基地建设，也可以参加蓝军的建
设，成为扮演蓝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外军已经这么做了，有些专业蓝军
的扮演，就直接外包给了民间公司。
“近年来，中外联演联训的蓬勃开

展，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极好抓手，我们
从中获益匪浅。”但沈一兵认为这还不
够，部队兴起的“拿敌练兵”也是一个值
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应该说，“拿敌
练兵”是最贴近实战的“红蓝对抗”。

在沈一兵的“想法”中，不论是基地的
建设，还是蓝军的模拟，都不能形而上学，
而应做到不拘一格，“红军”怕什么、缺什
么，蓝军和基地就模仿什么、提供什么。

唯有拥有比大海还要宽阔的思维、
比天空还要高远的理念，才能成为实战
化练兵的主人。所有从我们这里走出
的，不仅能坚定地走向战场，更要自信地
走向胜利！

我们从这里走向战场
——“蓝军司令”与“基地司令”头脑风暴纪实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特约记者 吴 旭

冬日的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在明媚阳光下显得格外宁静。战舰静静地停泊在港湾，一字排开的各式战车在训练场上枕戈待
旦，指挥所里也少了往日的剑拔弩张……呈现在官兵们眼前的，不再是热闹紧张的实兵对抗。然而，在基地导调大厅，一场没有硝
烟的智力角逐正在进行：来自全军各训练基地的司令员和各支蓝军部队的“蓝军司令”相聚于此，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头脑风暴，
谋划训练基地实战化练兵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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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全军各训练基地的醒目

处，都有一行令人热血沸腾的

标语：从这里走向战场!

韩一民、王秋实、张文博、

郭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