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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标上空，无人机起起落落飞了

一整天，王英伟也盯了整整一天。

无人机围着目标转，王英伟围着无

人机转，寸步不离。

数月过去，从南到北，哨位、卡点、营

区、枢纽……武警河北省总队信息通信

处参谋王英伟一直在燕赵大地“执飞”，

用镜头对地图上一个个点位进行3D数

据建模。

“抬头看飞机、低头盯屏幕，每天不

断重复。”王英伟说，这不光是个“绣花

活”，还是个体力活。为了获取更精准的

数据，他曾在一处目标监区守了3天。

采集过程枯燥、繁复，但更让他“步

履蹒跚”的是不解与争议——

“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就为采集这些

地图数据，这样做有啥效益？”跟着王参

谋一起奔波数月的通信兵齐凯说出了自

己的疑惑。

如今，王英伟已经拿到了3400个G

的数据。

它们到底能做什么？

“兵马未动，数据先行。”这个解释，

王英伟常常挂在嘴边。当前，部队正处

在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的阶段。当有的

官兵还没有掂清“信息力”这一字眼的分

量时，武警河北省总队已经把目光盯在

了前沿坐标上。

作为武警部队一名资深通信参谋，

王英伟从一次次执勤处突实践中，得到

这样的启示：情况处置的突然性、事发地

域的不确定性、现地态势的复杂性，总是

给“战场”蒙上一层迷雾。有时，那层迷

雾就是处置不力甚至失败的原因。

“饭得一口一口吃，楼要一层一层

盖。没有适合自己体系的数据支撑，信

息化就是一句空话。”听着王参谋“唠

叨”，齐凯若有所思。

冷冰冰的数据代码背后，涌动着潜

力价值。在大数据的支撑下，未来任务

中，精准指挥、科学决策、高效行动，才

能“一气呵成”。

信息通信处处长陈凤军把数据的

战场重要性说得更清楚：当数据足以

把阻隔人类的大洋变成“河沟”时，单

靠指挥员的直觉判断，不可能“决胜千

里之外”。于是，武警河北省总队把提

升部队履行使命任务效能的突破口，

放在了数字化上。

基于海量数据支撑，这个总队有了

汇聚多种信息的决策参考体系，建成了

覆盖使命任务全域的影像地图。千军万

马奔流在纵横交错的链路网络中，指挥

员坐镇中军帐，便可通过电子屏幕，一览

全总队细枝末梢。

借助源源不断汇集而来的数据，这

个总队得以搭建集成了执勤系统、应急

通信系统、方案辅助生成系统等一系列

信息基础设施。

对王英伟来说，3400个G的数据仍

远远不够。

华北平原无名乡村小道上，汽车不

停颠簸。王英伟一直在路上，因为他知

道，对于未来战场来说，数据更新“保

鲜”的意义更重大。

这一次，他们带上了更多数据采集

装备，打算为下个季度部队“魔鬼周”极

限训练提供更有效的支撑。

“ 绣 花 活 ”·体 力 活
■张昭晖 苏 唱

站在“蜂巢”上的哨兵

站在哨位上，武警哨兵王前前有
点沮丧，觉得自己“越来越没用了”。

在看守所站了 6年岗的他，从来没
有像此刻这样感觉到，自己执勤的
“看家本领”正岌岌可危——

哨兵的一双眼睛，被 24小时不眨
眼、实时跟踪锁定运动目标的智能摄
像机取代；哨兵的一张嘴巴，被能实
时响应、同步感知的报警系统取代；
就连士兵端枪的手，也在被能自动锁
定目标的激光、声纳取代。

一点触警、多点感知、整体联动……
一众新玩意儿，让王前前忍不住犯了
嘀咕：“人和机器怎么比？全都自动
了，那还要我们哨兵干嘛？”

让王前前丧失“存在感”的，是
一套先进的执勤安保系统。

在武警河北省总队“智慧磐石”
建设进程中，他们自主研发了中队级
执勤安保系统。

这种蜂巢状的复合系统给执勤哨
位带来不小的“冲击”。武警冀州中队
中队长王斌说，“新系统加持下的哨
兵，更像是站在蜂巢网格中的一个连
接点上，而不是处在树冠的最末端。”

从树冠末端到蜂巢节点，变化的
意义何在？王斌举了个例子——

一次模拟演练，两名狡猾的“逃
犯”分头行动、声东击西，在几个哨
位间来回折返。
“2号哨报告：一名监管羁押分子

企图翻越东监墙，被我发现后现往南
监墙逃窜，请指示。”
“收到！”指挥员刚刚回复，3号、

4号哨也拉响警报，急促地汇报类似情
况。

话音未落，2 号哨的声音又切进
来……

数秒钟内，对讲机信道里有 5种声
音接连传来，相互覆盖搅在一起。

此刻，时间以分秒计算，几分钟
的恍惚，“逃犯”就可能孤注一掷。

急忙前出的 3人应急小组，身上的
热汗变成冷汗，冷汗又变成热汗。

从“发现目标”，到通过对讲机
“表述目标”，再到“重现目标”，时间
浪费了不说，态势始终不明确。这也
导致应急小组跟着对讲机奔来跑去，
或者按照“既定方案”来办。

最终，虽然“逃犯”抓住了，警报解
除了，但信息互不同步、通联互不即
时、数据互不对等、联动互不密切等问
题，也让官兵看到了问题症结——
“遇有情况发生，几双眼睛盯着

看，反而说不清、道不明。人、枪、
对讲机这老几样，单向垂直的信息通
信老把式，还能不能托底？”

王前前曾在中队值班室的中枢位
置上当过网络查勤员，也在高墙塔楼
站过岗，他很清楚“视野”对执勤上
哨的意义所在。

在“树干”处汇聚的信息，“树
梢”未必能及时掌握；一根“树梢”
上看到的，另一根上可能就看不到。

总队信息通信处参谋刘博讲得更
透：“中队级执勤安保系统，不只是改
变了通联方式，更是在体系化设计上
加强信息化应用，避免低效的数据循
环。”

通过哨位终端，王前前可以随时
调阅执勤目标各区域画面，不费口舌
就可以共享任务区域内的最新动态。

系统能锁定虚拟越界人员，触发报警
后即时传送，实时追踪动态轨迹，目
标到了哪，屏幕上一目了然。

一个软件信息平台，融合多种前
端采集设备，一键式简捷操作，让哨
兵心里更有数了。
“说白了，就是机器盯着态势，人

盯着机器。”一句话，让王前前认清了
自己的新哨位。

如今，“哨位搬到了值班室，值班
室搬到了哨位”，各战位通过图像同步
洞悉现场态势，清清楚楚。

除了执勤态势感知外，该总队还
把勤务值班管理、网络查勤评估、执
勤指挥调度、执勤数据分析等功能纳
入系统。“滚动更新、活页组装”的设
计理念，方便纳入更多模块，实现更
多功能。
“纵向打通上下链路，横向串联多

方互通，人机交互、结点成网的蜂巢
系统，赋予哨兵们的能量更大了。”刘
博说。

直抵战场角落的“复眼”

看着屏幕上呈 3×3排列的 9组画
面，负责演习通信保障的参谋宋迎首
先想到的，是中学生物课上的一个概
念——

复眼，是一种常见于昆虫身上的
视觉器官，由不定数量的小眼紧密排
列而成，相对于单眼而言可以看到更
广的视野。
“这不是和我操作的应急通信系统

很像吗？”
这是一双开启“全知视角”的眼

睛。屏幕上，演习地域的电子地图，

光点斑驳。每个光点代表一名参演官
兵的实时位置。借助数字化单兵通信
设备，指挥、打击、封控力量在哪
里、到哪去，清晰显示。

这又是一双“无处不在”的眼
睛。官兵穿戴的摄像终端设备，捕
获演习现场的画面，将信息传回通
信指挥车。数百公里外，总队作战
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远程监控演
习动态。

一线作战人员与通信参谋，共同
组成观察战场、侦测敌情的“复眼”。
“这套系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可

以实现远距离无线传输不衰减，在无
信号区域还能自动补盲，操作容易、
信号强、范围广。”宋迎说。

革新基于需求，寓于实战。
一次，“劫匪”逃窜至地下车库并

劫持人质。当时，4G 信号非常微弱，
无法传输画面。加上楼宇间密度大，
阻拦了信号，他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位置架设常用的卫星便携站。无奈，
官兵只能靠对讲机传递信息，结果打
草惊蛇，未能将人质从“劫匪”手中
救出。
“没有迅捷高效的通信保障，何谈

取得战场主动权。”总队信息通信处副
处长王伟和战友们找准症结、集智攻
关，到地方和友邻单位学习技术和经
验，不断摸索、试错，这套应急通信
指挥系统逐渐成熟。

技术革新升级后，除佩戴微型摄
像机外，每名战斗员背负的数字化单
兵设备还可以作为中继站，强化放大
信号。这样一来，画面传输不再受距
离或信号限制，“开机即架设，走到哪
就通到哪”。

第一时间感知作战个体和战场环
境的信息特征，对指挥效率的提升不
言而喻。

又一场演习开始了。
持枪“犯罪分子”藏匿在库房的

墙壁夹角处，负隅顽抗。
作战人员悄悄包围库房，操作软

管摄像，钻过窗户缝隙，侦察“犯罪
分子”一举一动，画面实时传输回指
挥车。

参谋宋迎快速浏览各终端传回的
画面，准确将最前线、最紧要的画面
选出来，投射到屏幕上，还原出最真
实的战场状态。

该总队指挥中心内，执勤首长通
过大屏观察演习动态，直接向一线指
挥员下达攻击指令……
“砰”的一声，爆震弹炸响，特战

队员从房门、窗口多处突入，“犯罪分
子”束手就擒。
“信息化作战条件下，每个人都能

成为战场的眼睛。”宋迎说，“我们的
作用，就是将每双眼睛捕捉到的画
面，传输到指挥中心这个‘大脑’，打
通指挥链路。”

大数据“助攻”排兵布阵

回想起 3年前这一幕，作战勤务参
谋刘宁至今心情沉重——

7月，低气压控制下的华北大地格
外沉闷。

此时，武警河北省总队作战勤务
指挥中心异样安静。所有与会人员屏
息沉默，紧盯大屏幕上的电子钟。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20分钟前，“滹沱河水量暴涨，附

近村落受灾情况不明”，指挥中心下达
“组成党员突击队进入受灾地域前期探
明情况”的拉动命令，各值班要素快

速行动。
党员突击队需要多少人？有什么

要求？“救灾从速就近，建议由驻地部
队人员组成；队员必须军事素质过
硬、通水性，有专业培训和救援经
历。”

抽调党员，需要从组织处和人力
资源处调取相关信息；救援经历，则
必须从训练处拿到队员军事训练成绩
和培训数据……
“这么麻烦……还不如让部队各自

上报符合条件的名单。”
一阵争论后，指挥中心又安静下

来，偶尔掺杂着低声通话、翻阅资料
和敲击键盘的细碎声。

在众人的焦急等待中，一份符合
任务要求的“党员突击队”名单姗姗
来迟。
“一旦有突发事件，人工测算很可

能赶不上任务局势变化。”刘宁说。
为此，他们积极对接地方有关单

位，研发出方案辅助生成系统等一系
列作战指挥软件，将全总队官兵的动
态信息数据全部纳入。“如今，再抽调
人员，系统可以快速生成名单，高效
简洁。”刘宁说。

战场制胜，离不开信息化“加
持”。活用大数据，才能抢占信息化作
战的先机。

如今，坐在侦察要素值班席位上
的侦察股长熊华，底气更足了。依托
强大的信息支撑，只需输入要素信
息，方案自动生成，按席位分发，按
流程提报，网上审批方案，作战文书
一键下达……
“把各作战席位从文书拟制工作中

解放出来，他们就能腾出更多精力，
投入到态势感知、指挥决策中去。”熊
华说，“回归指挥本位，这才是数据支
撑的最根本变化。”

数 据“ 支 撑 ”起 了 什 么
—武警河北省总队推进数字化建设新闻观察

■本报特约记者 耿鹏宇 通讯员 刘旭帆

锐 视 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分析一只在

对方阵地上频繁出现的波斯猫，打掉了

法军指挥所。

2011年美军“海神之矛”行动，有赖

于近10年的持续跟踪、近千人的数据处

理团队和 24小时卫星监视，美军击毙

本·拉登。

过去，人们由个别推论整体，由小概

率事件推理必然性；如今，人们从大概率

中推导个别特征，由相关性中找出具体

事物的内在规律。

“计算机中一盎司硅产生的效应，也

许比一吨铀还要大。”数据带来的变化和

冲击，前所未有。

当用文字传递的属性描述，转为用

数字丈量的图像复制，作战指挥也逐渐

从“经验依赖”转向“数据依赖”。

信息化引导数据化，数据化支撑信

息化。对数据的把控能力，成为衡量部

队作战能力的新标尺，也成为提升部队

战斗力的新引擎。

然而，技术和硬件上的变化，不能单

纯成为作战能力的“肌肉秀”，而是要数

据生智、以智赋能，逐步养成“用数据说

话”的习惯，让数据意识、数据思维深入

头脑，真正成为解析战场的望远镜、显微

镜、透视镜。

随着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侦察情

报、指挥控制、目标信息、水文气象、导航

定位等各类数据，规模不断加大、种类不

断增多、关系愈加复杂。

各级投入大量精力收集数据、维护

数据、更新数据，建立完善各类数据

库。但是，掌握了数据，不等于就掌握

了信息。那些“有可能”的判断、“差不

多”的结论、“拍脑门”的决策等仍有

市场。

有人感叹“数据已经爆炸了，信息却

仍稀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数据挖

掘的技术、数据处理的能力、数据运用的

手段还没有跟上。

只有对数据进行深加工，从数据中

发现价值，才能把数据变成信息，实现从

“机械纪元”向“比特纪元”的跨越。

数
据
就
是
战
斗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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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河北省总队数字化单兵小队正在野外条件下搜索前进、侦察“敌”情。 王 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