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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支组建刚满 3年的新型作战

力量，它既没有历史荣誉，也没有历史包

袱。它的成长，既是不断对标现实发现问

题的过程，也是不断审视自我探索未来的

过程。

作为改革强军新时代诞下的新生

儿，这支新型作战力量部队的“孩童时

代”更像是一场充斥着探索与试验的自

由生长——官兵们或许在自我定位中很

难找到现实参照系，在各种成长读本上找

不到现成的可循经验，甚至在一张张现有

的战斗力试卷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从

“出生”开始，他们关于战斗力建设的思考

和探索，注定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己。好

在，在自我发现的过程中，时代为他们提

供了根本的引导——以战领建。

从本期开始，我们持续关注一支新

型作战力量在战斗力建设中的探索，

期望从推动新生事物向前发展的内在

逻辑中，找到新型作战部队建设的共性

规律。

策划话题·新型作战力量建设

发现问题，大多需要比对。然而，对
于新疆军区某新型作战旅的官兵来说，
组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推动战
斗力建设最先决的环节，却是不存在
的。原因就在于，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
过这种类型的部队。

从 2017 年 4 月组建开始，到次年 1
月该类型部队军事训练试行大纲正式颁
布，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官兵们只能在
自我摸索中一点点建立起关于“部队怎
么建、兵该怎么练”的全新认识。然而，
随着时间推移，一种清晰的“问题观”逐
渐成为官兵们的共识——

大纲提供的只是“基础答案”，更为
本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蕴藏在
以战领建的探索实践中。

没有清晰的参照系，

就找不到真正的问题

新——这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以一
种窘迫的直观感受在现实中呈现出来。
“找不到可比对的参照系，是当时最

大的问题。”2017年，这支部队在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的浪潮中应运而生。从使
命任务到力量编成，再到嵌入联合作战
的运转体系，成长之路如同一张白纸无
迹可寻。

该 旅 旅 长 尤 秀 红 回 忆 ，组 建 之
初，党委班子成员经常在一起筹划当
下、畅想未来，但也仅仅是根据上级
要求和以往带部队的经验画出模糊
的轮廓，“部队究竟该怎么建，没人能
讲透彻。”
“历史上没有，只能从现实中找

寻。”为了互通信息，该旅与几支同批
组建的同类型部队很快建立起了联
系，发现问题的过程也渐渐变成“难题
的分享”。
“摸着石头过河，大家互为彼此的

‘石头’。”该旅人力资源科科长马春对
此颇有感触，“听说兄弟部队开展了干
部骨干能力培训，我们马上就着手制订
干部骨干管理实施细则；兄弟部队对官
兵进行专业摸底，我们就开始建立人才
档案库……”

一切按部就班，直到成立 110天后，
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2017 年 8月初，作为对这支新型力
量在联合作战中发挥作用的一次前瞻性
考察，上级命令该旅赴高原执行一项演
习任务。

当时，从其他单位抽组的部分官兵
尚未归建，车辆和武器装备严重缺编，短
短 10天内，该旅便向上级请领了一大批
作战和后勤保障装备，还从兄弟单位
“借”来了多名驾驶员。

就在参演分队仓促上阵的同时，更
多的“不可思议”接踵而来。

当年 9月，一台光说明书就足足装
了一大箱的新型通信装备配发该旅，上
级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形成战时通信保障
能力。而那时，全旅上下仅有 3人精通
相关通信专业业务。

不久后，某新型无人机列装，面对
迅速实现首飞的迫切需求和专业骨干
稀缺的现实矛盾，官兵们在摸索中艰难
前行。
“难题丛生，步步是坎。”这些几乎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官兵们饱尝爬坡
起步的艰辛，也令该旅党委对这支部
队“边建边用”的特点有了更深刻的思
考——

如何跳出先建后用的传统思路，维
系“打基础”和“见成效”之间的良性平
衡；如何缩短新装备的磨合周期，形成
随到随用的高效运转机制；如何在新装
备不断到位的动态变化中，实现单元、
要素和体系的有机融合，从整体上提高
技术战术水平……

这些战斗力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在“能不能胜任随时可能出现的任务”
这个最重要的考量中，逐渐变得清晰
起来。

跳出问题本身，寻找

问题背后的问题

这两年，机关干部马涛涛对旅里交
班会风格的变化印象很深。
“与就现象摆问题相比，领导更想

听到问题背后的问题。”马涛涛解释
说，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在对基层的督
导检查上——从发现问题到寻找方案，
再回归到问题本身，必须把每件事的诱
导因子查清楚、讲透彻，“从机关到基
层，大家慢慢养成了从根子上找问题的
习惯。”

2018 年 5月，该旅参加陆军组织的
“侦察奇兵-2018”比武竞赛，在 7支参赛
队中名列倒数第二。赛后检讨反思失利
的原因，有人说：部队组建时间短，基础
薄弱很难出成绩；也有人说：队员比赛经
验不足，临场发挥不佳。

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达
标形成战斗力。旅长尤秀红几年前曾
经历过另一支新组建部队的初期建
设，他很清楚，这既是新组建部队的常
态规划，也符合新生事物的客观发展
规律。

然而，失利和大家对待失利的态度
却让他警醒——关于眼下这支部队在战
斗力体系中的定位和成长节奏，官兵们
需要一个更准确的认识。
“我们本来是一块‘短板’——为

补齐我军打仗能力弱项亟待加强这
块短板，我们这支部队应时而生；我
们同样是一块‘长板’——这支部队

的建设发展直接影响着未来联合作
战 效 能 ，我 们 怎 么 样 ，未 来 就 怎 么
样。”

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旅政委黄长
升尝试用“木桶效应”帮助大家理解
这支部队的定位，同时也道出了比武
失利背后的问题：“我们现在更缺的
是补‘短板’的紧迫感和增‘长板’的
使命感。”

顺着这样的思路，某连连长梅修
坤在一份检讨反思中找到了失败的主
因。比赛中，他带领连队参加“侦察
员全能”课目，使用的某新型无人侦
察机配发还不到 1 个月。当时包括他
在内的连队官兵普遍认为，“准备这
么仓促，出成绩多少需要一些运气，
不出成绩也很正常。”然而，运气并
没有站在他们这边，由于客场作战对
飞行地域和气候相对生疏，侦察数据
严重失准，连队最终成绩垫底以惨败
收场。
“如果我们对标的是战场而非赛

场，结果可能大不一样。”梅修坤说，赛
场上，对手从同一起跑线出发；但战场
上，敌人却可能一开始就已处在遥遥领
先的位置。

参赛队员的检讨反思，让官兵们收
获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起步晚，不
但要追上，还要实现赶超，那就必须追求
更大的加速度。”

追求更大的加速度，首先必须拧
紧思想这根弦。从败仗中走出来，官
兵们发起了一场关于“纠治四平八稳
心态，增强紧迫感、使命感”的思想大
讨论。面对问题，官兵们渐渐形成了
一种思维习惯——对标“以战领建”，
寻找问题背后的问题。这种追根溯源
的问题观不但影响着机关和基层工作
导向的转变，也让这支部队找到了加
速成长的方向。

善于正视问题，体现

的是一支部队的自信

“旅党委对全面抓建的思路确实存
在一些认识偏差，问题主要在我们党委
班子。”黄长升说这句话时，受众并不是
上级领导，而是该旅官兵。

2018年底，该旅迎来了成立后的首
次实战化军事训练考核，当时的成绩并
不理想。考评报告显示，许多扣分点与
基层经常性基础性战备训练工作不扎实
有关。

考核结束后，一些营连主官内心很
忐忑。然而，在复盘检讨大会上，旅党委
班子反思时承认：“问题根源在于，我们
把考核单一地当作一项任务来抓，忽视
了其本质是对部队全面建设的一次能力
检验。”

旅领导的坦诚，源于对问题本源
的认识。实际上，为了以优异成绩完
成“首秀”，早在当年年初，该旅就把年
底的这场考核定为年度最重要的任
务，在日常工作中注重解决新装备训
练、战场要素整合和体系融合中的关
键难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事关
部队全面建设的一些经常性基础性工
作落实。
“党委班子就是‘灶台’，无论怎么

甩，锅最后还得落在这个灶台上。”黄长
升说，“甩锅”虽简单，对这支部队的战
斗力建设却百害无一利，“敢于正视问
题、承担责任，官兵们跟着我们干才会
有信心。”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一支新生
力量，问题暴露得越多越好、越早越
好。但无论是正视问题，还是承认错

误，都需要勇气和担当。令官兵欣慰
的是，面对失败和挫折，旅党委总能站
在他们身前。

在 2018年的那次比武失利中，除了
失落和愧疚，参赛队员们多少感到有些
委屈。

比赛当天，暴雨如注。参赛队员由
于缺乏实战经验，背囊里的木柴被雨水
浸透无法点燃。“钻木取火”这一课目，他
们一分未得。在 8 公里战斗体能比赛
中，上等兵杨超在领先第二名 5分钟的
情况下，因体力分配不均，晕倒在终点线
前200米处……
“如果因为实战理念树得不牢，让官

兵在战场上丢了性命，我们才是真正的
罪人。”在复盘时，他们告诉官兵的只有
一个原因——比武失利，责任在于旅党
委抓训中实战化意识薄弱。

这样的理念如同一阵旋风，迅速
扫清了失利笼罩的阴霾，既保护了
官兵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也让他们
在面对问题时拥有一种更为坦然的
心态。

2019 年 8月，该旅某营营长梁陇成
上任 2个月后，突然发现一件令他感到
有些为难的事。营里一台配发时间较长
的侦察装备因设备老旧且作战效能不
高，组建后一直没有投入使用，前任营长
也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问题面前，原本
可以把自己撇清，但梁陇成却主动站出
来揽责。
“谁的过失不重要，重要的是抓紧弥

补过失。”营党委一边向旅党委检讨抓训
中存在的思想麻痹等问题，一边报请上
级审批维修和改进方案。

梁陇成对待问题的态度让旅党委
感到欣慰。审批通过后，他把营里所
有的技术干部集中起来抓紧攻关，不
到一个月，该型装备重新出现在了训
练场。

解决问题必须跟上

战斗力建设的节奏

先后 3次被派往军事院校和生产厂
家参加学习培训，该旅上士王海强最开
始有些失落：装备缺编，回归岗位后也只
能是纸上谈兵，没什么成果还遭人嫌弃，
还不如踏踏实实在连队干。组建后，这
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其他一些“高精尖”
岗位的官兵身上。

新装备陆续列装，但人才队伍能力
素质跟不上需求。在摸索如何加快新装
备战斗力生成速度时，该旅尝试前移人
才培养节点，先后将 40 多名骨干送出
去，并与厂家协调，采取培训与考核结合
的方式，帮助他们提前掌握新装备的技
术战术性能和操作使用技巧。

谁知，这个算不上创新的尝试，却给
该旅基层连队带来了一些“不适”。部队组
建时间不长，像王海强这样懂专业、会带兵
的骨干本就很少，一去就是好几个月，连队
在日常管理和组织训练时常常捉襟见肘。
“骨干在位少，连主官就要站出来发

挥作用。”面对阻力，旅党委的态度依然
很坚定。黄长升说，发现问题需要跳出
传统思维，解决问题也必须跟上节奏，
“以战领建，一刻也不能等。”

2018 年底，王海强作为核心骨干，
帮助连队在接装一个月内便实现某型无
人机首飞后，连队官兵包括他本人真切
地感受到：“超前培养，换来的是实打实
的战斗力生成提速。”

如今，随着一大批新装备到位后迅速
实现人装磨合，越来越多的官兵感到学有
所用、用有所长。部队成立两年后，专业人
才对口率已经从不到10%提升到了近80%。

然而，随着训练深入，不少新装备面
临如何适应作战环境、提高实战化条件
作战性能等难题，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该旅给出的答案同样是：不等不靠，
自主攻关。2018年初，他们成立科研攻
关领导小组，鼓励基层官兵自主开展科
研创新，并利用参加演习和野外驻训等
时机，在实战化环境中检验研究成效。

对此，该旅某营营长岳阳感触很
深。2019 年 8月，岳阳和官兵们在多次
进行链路联通和软件兼容试验后，成功
将情报处理车的一张席位拓宽为一个综
合平台，把单打独斗变成了协调联动，情
报处理效率成倍提升。

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问题的速度
决定了成长的速度，然而该旅领导清醒
地认识到：“见成效”不能以牺牲“打基
础”为代价。

2018年比武失利后，有人建议“凑几个
尖子，搞封闭集训”。这个有望迅速“翻身”
的方案，遭到了尤秀红的反对。他的思考也
是旅党委的共识：“我们是这个旅的第一代
人。如果我们这代人只顾自己的面子，那后
来的人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没面子。”

为了抓住战斗力建设的“绝大多
数”，该旅坚持从营连挑选精兵强将建强
教导队，依托业务科室根据训练进度开
展各类专业集训，并将军事体能和基础
技能不达标的人员集中起来成立集训
队。通过化零为整，让训练骨干和技术
人才回归岗位，集中领导力量和优势资
源带动官兵整体作战能力素质的提升。
“解决战斗力生成的重点问题，必须

确保全面建设的基础不出问题。”尤秀红
说，在快与稳的平衡中，近年这支部队在
弯道超车的路上越走越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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