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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输了！”站在战备演练现场，第77
集团军某旅装步三连连长马宁喜忧参半：
参演分队对抗中3次败北，但击败他们的
“敌人”是连队自己组建的“蓝军班”。

“这至少证明，组建‘蓝军班’的路子
是对的。”马宁介绍，在这场连队自行组
织的战备演练中，参演分队与“蓝军班”
进行对抗。期间，各种情况频出。“蓝军
班”给参演分队造成了很大麻烦。

演练一开始，参演分队收到“重要目
标遇袭”的警报。官兵们闻令而动，迅速
奔赴目标点位。

警戒组派出一名哨兵警戒。不料，
该哨兵被外围潜伏的 2名“蓝军班”战士
俘获。

情况危急，参演分队指挥员命令狙
击组远程“狙杀”目标。但狙击手发现，
那2名“蓝军班”战士恰好躲在射界之外。

无奈之下，马宁又派出抓捕组，准备
实施强突和抓捕。然而，抓捕组在迂回
包抄过程中，被事前埋伏好的数名“蓝军
班”战士伏击……

最终，“蓝军班”趁乱撤退。马宁当
场宣布演练结果：红输蓝胜。

马宁介绍说，去年连队组织的一次
红蓝对抗中，“蓝军班”首次亮相，就让连
队官兵“乱成了一团”。

在该连以往的战备演练中，扮演“假
想敌”的战士大多按剧本行动，基本“套

路”是一触即溃、束手就擒。马宁分析原
因：“把敌情想得太简单、把敌人设定得
很弱小，是难以提高实战中的应急处置
能力的。”

马宁想到了一招：设置独立指挥和
行动的“蓝军班”，打破了官兵们在战备
演练中“跑龙套”的惯用思路。

“不怕失败，但是一定要搞清楚自己
败在什么地方。”尽管对阵“蓝军班”，该连
官兵“败多胜少”，但连长马宁坚持将“蓝
军班”嵌入到连队日常战备演练中。他鼓
励大家“知耻而后勇”，去“沉浸式”地研究
演练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把“蓝军班”当做
“磨刀石”，不断提高战备演练质量效益。

该连的“蓝军班”出现没多久，便得
到了营长段丁鹏的肯定。连队自行设置
“蓝军班”开展红蓝对抗的做法，在全营
得到推广。营部还设置营级“蓝军班”，
用以检验所属各连队的战备演练水平。

随后，“蓝军班”迅速吸引了全旅官
兵的目光，各营连纷纷组建“蓝军班”，广
泛开展不同规模、不同水平的对抗演练。

随着探索不断深入，除了输赢，“蓝
军班”给该旅基层官兵带来的影响越来
越深远而广泛。

装步三连成立了一个“蓝军班”
■严 焱 本报特约记者 雷兆强 通讯员 张建平

“蓝军班”是怎么来的

没有对抗，就没有实

战化意识

“蓝军班”的故事，要从去年夏天，第
77 集团军某旅装步三连组织的一次战
备演练说起。

与往常一样，在那次演练中，连长马
宁按照演练预案，命令抓捕组沿道路前
出对“敌”实施抓捕。

这样的模拟演练并不存在真实的
“敌人”。

很快，六班长王林建带领抓捕组出
动，非常娴熟地进行抓捕、捆绑、押解……
抓捕行动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了。
“反正都是‘空对空’，意思意思就行

了。”王林建“得胜”，带队返回，却被连长
马宁紧急叫停。
“完全没有投入进去，个个都在‘跑

龙套’！”马宁忍无可忍地“兴师问罪”：抓
捕组组长王林建本是个对工作很负责的
骨干，却在演练中如此“走流程”，为图
快，动作都变形走样；封控组没有一点紧
张和认真，举着盾牌有气无力；警戒组全
程没挪动警戒位置……

面对连长的严厉批评，下士娄伟觉
得委屈。

几年前，还是新兵的娄伟第一次参
加连队战备演练。当时，他激动得心脏
怦怦直跳：“以为真的要打仗了。”

可到达目标点位，娄伟才发现，“敌
人”并不真的存在，只是模拟敌情而已。
他心中的那股激情顿时消退不少。

后来，这样的模拟战备演练参加得
多了，娄伟就再也紧张不起来了。

中士王丙胜说，以往战备演练都按
固定套路，“敌人”总是不堪一击，我方总
是不断胜利。他感觉，演练就像“应付差
事，没意思”。

说完这些“牢骚话”，王丙胜拍着胸
脯对马宁说：“连长放心，真要上了战场，
我们大家都是很有血性的……”

这让马宁回想起之前，每次上级组
织红蓝实兵对抗，全连官兵都拼了命地
往前冲。他们那种喷涌而出的决胜激
情，好几次都让他这个连长眼眶发热。
“为什么连队自行组织的战备演练

大多沦为‘走程序’呢？”马宁意识到，这
背后的原因恰恰是缺少真实对抗。
“没有对抗，就没有实战化意识。”马

宁召集骨干讨论，大家之所以在上级组
织的实兵对抗演习中紧张认真，就是因
为对抗点燃了激情。

而连队日常组织的战备演练，要么只
有模拟“敌情”、没有真实“敌人”，要么扮
演“假想敌”的战士一触即溃、一战就降。

时间久了，连队官兵们慢慢就松懈了。

随后，马宁决定参照实兵对抗演习
中的“蓝军”部队，依葫芦画瓢，在连队内
部设置独立指挥、自主行动的“蓝军班”，
通过红蓝对抗来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检
验战备演练成效。

果然，“蓝军班”一出场，效果立现：演
练中，因为不知道“蓝军班”会从什么方向、
开展何种形式的进攻，全连官兵高度戒备。
“虽然很累很紧张，但与以前相比，

我更喜欢现在的演练。”娄伟说，他在连
队的战备演练中，找到了参加大规模实
兵对抗演习才会有的那种激情。

“蓝军班”绊倒了谁

战 备 物 资 不 是“ 摆

设”，战备方案更不是“电

影脚本”

作为“蓝军班”成员，下士薛志强始
终记得自己第一次“被俘”时的场景。

那是“蓝军班”成立后的第一次对抗
演练，连队一名战友抓住了薛志强。可
他忘了带绳子，连背包绳都没带。当他
在背囊里翻找能够绑缚“俘虏”的工具
时，薛志强找准机会，轻松逃脱。

面对“俘虏”逃跑，那名战友却嘀咕：
“‘假想敌’不是应该束手就擒吗？咋不
按套路出牌？”

事实上，当时，绝大多数抓捕组成员

对“蓝军班”带来的改变都没做好思想准
备：战斗中，“蓝军班”不仅没有像以往的
“假想敌”那样一触即溃，还适时反击，凭借
过硬的战斗力，差点把抓捕组给“俘虏”了。

抓捕组的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蓝
军班”只有一人“被俘”，其他人全部安全
撤离。
“‘蓝军班’给我们的教训很深刻，战

斗装备、战备物资不仅要备齐，还要确保
战场上能用。”连长马宁说，以前大家没
遇见过这么厉害的“敌人”，所以连战备
物资都没想着要带齐，可见对连队自行
组织的战备演练懈怠到什么程度。

与“蓝军班”的交手还在继续，吃了
疼的官兵“学了乖”。

从那以后，连队再组织战备演练时，
官兵们都自觉地把全套战备物资和器材
备齐，确保以“满格”的战备状态迎战“蓝
军班”。

对连长马宁来说，“蓝军班”绊倒的不
止是忽视战备物资的连队官兵，还有他这
个亲自制订战备演练方案的连长。

在以往的演练中，因为缺少对抗，所
有行动都是由连长根据演练方案，一令
一动式地现场指挥进行。这使得演练方
案变成了拉流程的“电影脚本”。
“蓝军班”出现后，演练中的不确定

性大大增加。指挥员若按照原有的演练
方案指挥，常常被打得措手不及。

一次演练中，“蓝军班”发动第一次
袭扰后，便迅速逃逸。马宁急忙命令战
友们乘胜追击，结果，另一股“敌人”突然

半路伏击……
“计划赶不上变化，很多随机情况是

不可能提前预想到的。”马宁最终放弃了
固定流程式的战备方案，只对情况处置、
各组职责、目标任务等作出方向性的要
求，具体行动全靠对抗双方的临机指挥。

战胜“蓝军班”的意

义何在

败中求胜，不断提升

各级指挥员指挥能力

“蓝军班”加入装步三连的战备演练
后，总有骨干跟连长马宁抱怨“太难打”。
“打败仗还有理了！”为了让连队干

部骨干们知道自己到底差在哪，马宁找
来了“蓝军班”一起复盘。

结果，“蓝军班”的战友一张口，就直
接击中了大家“痛点”——

下士薛志强指出，各组指挥员部署的
警戒哨有缺口、有破绽，“蓝军班”总能轻松
突入防线；上等兵侯沈文认为，很多参演战
友实战意识不强，行进中也不侦察“蓝军
班”有没有设伏，经常被反包围……

通过“蓝军班”的这面镜子，该连干
部骨干这才明白：人数占优却屡屡失败，
关键问题就出在班组指挥员身上。

很长一段时间里，“红输蓝胜”的结果
不断上演，“蓝军班”对班组指挥员的考验

始终没有间断，更多问题被暴露出来。
一次演练中，抓捕组遭遇险境。而

其他几个组的成员“跟没事人一样”，等
着指挥员下“支援”命令，完全陷入了“一
令一动”的固定思维。
“战机稍纵即逝，连指挥员不可能面

面俱到，需要各组指挥员密切配合、以变
应变。”事后，警戒组组长王丙胜反思，如
果当时邻近的各组组长能临机决断，带领
组员快速增援，演练很有可能转败为胜。
“蓝军班”还检验出了不少班组指挥

员的战术思想漏洞。
以往演练，狙击组组长王体林都选

择周边最高点作为狙击点。然而，“蓝军
班”对他的思维习惯了如指掌，总能在演
练中巧妙地避开他的射界。

几场演练下来，他这个狙击手丝毫
没发挥作用。

王体林这才明白，作为防守方，不能闷
着头自己练自己的，要站在敌人的角度去
考虑，再反向确定狙击组的最佳射击位置，
并且根据任务变化随时转换位置和角度。
“‘蓝军班’就是一面镜子，能照出班

组指挥员指挥能力的短板。”马宁认为，
虽然“蓝军班”给他们制造了不少“麻
烦”，却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了自身不足。

有了“蓝军班”这块“磨刀石”，班组
指挥员们的思维能力、临机决断能力、现
场控制能力等不断得到提升。

在马宁看来，“蓝军班”带来的最大
改变，就是班组指挥员的成长进步。这
也使他更加坚定了将“蓝军班”继续抓下

去的念头。

“蓝军班”的明天是

什么

越来越容易被打败，

就会失去“磨刀石”的作用

更深刻的变化，撬动着红蓝对抗双
方的天平。

在与“蓝军班”的对抗中，班组指挥
员的临机反应和应急处突能力不断提
升，各班组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相比之下，本来就在人数上处于劣
势的“蓝军班”，在组织效率、战术创新上
并无多少建树。
“蓝方多胜、红方多败”的演练形势

正在扭转。
“红方重新夺回演练场的主动权，恰

恰说明，‘蓝军班’这块‘磨刀石’起作用
了。”合成四营营长段丁鹏说。

然而，如果“蓝军班”越来越容易被打
败，就会失去“磨刀石”的作用。对“蓝军
班”进行专门培训和升级，变得紧迫起来。

在营长段丁鹏的牵头下，合成四营
开始研究“蓝军班”的升级计划。

段丁鹏在全营抽组精兵强将，组建
营属“蓝军班”，并规定“蓝军班”成员定
期轮换；每次演练前，段丁鹏和参谋们会
对“蓝军班”进行战术培训，引导他们大
胆创新战法；他们甚至找来各种战例资
料，不断提升“蓝军班”战术水平……
“蓝军班”的探索逐渐步入深水区。

段丁鹏并不知道“蓝军班”将来会怎样，
但他坚信，开展常态化对抗演练这个方
向一定没错。

如今，在合成四营之外，该旅更多的
营连都在效仿“蓝军班”，有的连队主官
专门赶到合成四营观摩学习。

事实上，对于“蓝军班”，该旅领导关
注已久：“‘蓝军班’是基层官兵为提高战
备训练水平而自发兴起的一种创新探
索。这值得肯定和鼓励！”

该旅党委已经要求机关相关科室加
强对基层“蓝军班”的指导和帮建。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蓝军班”
终究只是一种“草根蓝军”，无法与专业
“蓝军”部队相比，其对基层战备训练水
平的检验能力是有限的。
“‘蓝军班’最大的意义，就是将对抗

要素贯穿基层战备演练全程，增加基层演
练的‘火药味’，激发基层官兵的实战化意
识。”该旅领导总结道，对抗中，“蓝军班”
破除了很多官兵习以为常的“和平积弊”。

以“蓝军班”为牵引，该旅将实战化
对抗理念融入全旅部队各专业、各层级
的军事训练中，激发了官兵投身练兵备
战的热情。

对于“蓝军班”的明天，也许并不需要
太过专业的深究。“蓝军班”围绕提高基层
战斗力这个目的而存在，能让更多官兵时
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足矣！

版式设计：梁 晨

“ 蓝 军 班 ”改 变 了 什 么 ？
——第77集团军某旅在基层战备演练中融入对抗要素的探索实践

■侯 营 本报特约记者 雷兆强 通讯员 张建平

创新训练方法、提高训练效益是增

强军队战斗力的不二法门。古往今来，

亚历山大“马其顿方阵”的崛起、赵武灵

王“胡服骑射”的革新、海湾战争掀起的

世界新军事革命……任何军事变革，背

后无不蕴藏着训法创新，及其带来的战

法创新、战斗力提升。

当前，在训法创新过程中，采用高科

技手段、依托大规模训练基地、瞄准未来

作战前沿探索的高层次训法创新，往往

更受关注。相对而言，基层官兵在现有

条件下开展的训法创新，层次较低、作用

有限，但贵在凝聚官兵智慧、经得起实践

考验，能解决基层战斗力建设末端存在

的现实问题。我军历来就十分重视发端

于基层的训法创新。1964年提出的郭

兴福教学法，就是通过训法创新激发官

兵训练热情的生动写照。

基层训法创新要想立得住、见实效，

也须遵循普遍规律，聚焦实战需求、聚焦

战斗力建设。习主席强调，军队是要准

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

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基层部队

进行训法创新，方法路径有很多，但无论

选择哪条路径，都要紧贴实战，都要紧盯

未来战场，都要坚持求真务实，深钻制胜

机理，补齐短板弱项。如果离开“实”字

基础去创新，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危害无

穷。任何“耍花枪”“炒噱头”“博眼球”的

训法创新，不仅对战斗力建设毫无助益，

还可能导致战场上的惨痛教训。

基层训法创新必须突出基层官兵的

主体作用，激发官兵主观能动性。基层

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能否

真正创新训练方法，关键看是否能调动

基层官兵的创新积极性，看在多大程度、

多广范围、多高水平上发挥好基层官兵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需要尊重、

支持基层官兵对训练方法的大胆尝试，

形成鼓励创新的政策、制度、用人、文化、

心理氛围，把一线官兵的创新动能最大

限度激发出来。需要及时总结、推广一

线官兵创造出来的有效做法，把它上升

为特定领域、特定环节提高训练质量效

益的共同做法。

训法创新是推动实战化训练提速升级

的“金钥匙”，而强化对抗性是提升实战化训

练水平的主要方向。战场过招，关键是要战

胜敌人。平时训练，需要在打好基础训练、

专业训练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抗性训

练。按照“知彼知己”“料敌在先”的要求，加

强对现实和潜在作战对手的研究，下大力气

研究对手作战的特点规律，探索有效克敌制

胜的科学方法。应鼓励基层部队在日常演

训中加入“假想敌”“蓝军班”等对抗要素，为

提高部队训练水平提供“磨刀石”。

创新训练方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创新意味着改变和创造，意味着打破

墨守成规，意味着进入陌生领域，也必然会

经历许多困难甚至失败。然而，平时训练

场上的训法创新挫折是成本最低的试错方

式，越是大胆开展实战实用的训法创新，越

可能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需要不断

激活基层训法创新，夯实战斗力基础，使创

新训法成为战斗力建设的“加速器”。

激活基层训法创新 发挥官兵主体作用
■吴银华

锐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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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基层实战化训练

第77集团军某旅装步三连设置独立指挥、自主行动的“蓝军班”，通过常态开展对抗性战备演练，推动连队实战化训练走深走实。图①：演练中，“蓝军班”进入预设
阵地。图②：红方封控组组长、中士高强（右一）临机指挥组员们向“蓝军班”发起进攻。图③：演练结束，红蓝双方共同复盘研讨，“蓝军班”班长、下士于世喜（左六）指出
对手的战术漏洞。 应敏迪、李沛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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