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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第 75集团军某旅一场陆
空对抗演练打响。接到上级战斗命令，
该旅迅速向预定地域集结，快速占领发
射阵地，并且区分方向、高度、距离，明确
了兵力、火力具体协同事项，将各型雷达
整合配属，构建起高中低空火力相衔接、
远近程火力相补充的防空火力网。

不多时，“敌机”从多个方向直逼防
空阵地。该旅雷达迅速甄别目标性质，
并将情报通报至各导弹营。

面对复杂“敌情”，二营营长王帅、三
营营长翁俊辉迅速研判，拟订方案，定下
决心，组织火力单元进行自主抗击。
“我们构筑的防空火力网密不透风，

任‘敌机’再狡猾也无处遁形。”首轮打击
之后，王帅和翁俊辉都对打击效果格外
满意。

演练刚结束，复盘分析会随即展
开。导演部裁定，当日两个火力营一共
组织了有效抗击数十次，击落蓝军全部
临空突袭的“敌机”，打出了“满堂彩”。
但很快一盆冷水泼了下来，导演部对两
位营长均提出了严肃批评。

原来，在数十次抗击中，有 8次是两
个营对同批次目标的重复射击，只是在
时间上区分了先后顺序，实则并没有增
加多少抗击效果，重复抗击率超过
30%。这说明在实际作战中，火力单元
之间战术协同仍不够紧密，虽然取得了
作战成效，但是浪费了不少资源。

“旅队根据我们的装备性能，将导弹
营进行梯次配置，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整
体部署、互为依托、互相支援，提高软杀
伤和硬摧毁综合效能。”面对这一出人意
料的结果，王帅后悔不已，“作为一名营
级指挥员，在实际作战中，我们还是习惯
于单打独斗，体系作战思维、协同作战意
识比较欠缺，思维认知、训练水平、作战
研究离实战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

打了胜仗，却挨了批，这件事很快在
全旅引发热议。一名连长坦言：“过去，
我们往往只想着如何发挥手中武器最大
效能，对友邻单位的行动部署、编组构
成、武器参数研究不深，导致战场通联不
及时、数据共享没实效。这次陆空对抗
让我们懂得，一定要不断探索从单一专

业训练转向体系联合训练的路子，彻底
摒弃头脑里的惯性思维，否则就算打再
多胜仗，也对未来作战助益很少。”

随后，该旅开展了“如何在实战中相
互协调，发挥‘合’的作战效能”讨论辨析
活动，并召集机关和部分指挥员一起集
智攻关，召开作战信息融合“诸葛亮会”，
探索数据共享方法，打通各火力单元信
息共享的“最后一公里”，研究构建实现
空域透明化、敌情统一化、评估具体化的
作战信息网络。同时，他们发动官兵展
开战法研究，制订跨营连协同战术、空情
实时处理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不同火力
之间的配合性搜索和互补性射击训练，
在全旅上下掀起谋战思战的信息化练兵
热潮。

对抗演练，带队打出“满堂彩”的指挥员反被批评，发生在第

75集团军某旅的一幕引人深思—

单打独斗的胜仗成色几何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周宇鹏 刘宇航

信息化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

逝。作战中，如果联合作战链路有断层、

信息通联有障碍，就会造成指挥机构要

素、席位、人员无法实现合理对接、有效

融合，极易造成情报信息、指挥信息、敌

情信息流转的阻滞，严重影响战斗效能

的提升。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平时训练

还是参加演习，都要牢固树立体系思维，

主动把自己嵌入体系链条。

标准是体系作战的基础。这意味着

我们在演训中，首先要统一指挥手段，破除

“各成一派”的指挥方式和“自动屏蔽”的输

入关口，集中解决好标准不一、兼容性弱的

瓶颈问题；其次要将任务纳入整体设计，加

强作战任务分队之间的协同配合，把“以联

为纲”思想融入到日常训练和任务中；最后

还要创新通联模式，想方设法解决制约扰

中通、动中通、末端通的短板弱项，研发抗

干扰、远距通信等先进技术手段，为整个体

系的高效运行赋能增效。

主动把自己嵌入体系链条
■李小年

短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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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驻训进行时·戈壁硝烟

阵风卷着黄沙，把演练空域笼上
一层灰黄的遮障。

第三波次陆空对抗打响，“敌”一架
武装直升机从正东方向超低空飞来，直
奔第80集团军某旅导弹一营阵地。
“20公里、15公里、10公里……”营

长陈温俊守在空情终端前，紧盯屏幕
上的移动目标，准备来个先发制人。
“抗击！”导弹发射，命中目标。陈

温俊正要上报战果，意外发生了——
空情终端上的移动目标并未消失，依
然冲着一营阵地快速逼近，仅剩 7.8公
里，眼看就要实施垂直打击。

陈温俊立即召集人员对比分析侦
察数据，查明“敌”进攻企图。原来，3
架武装直升机巧借天气屏障，针对对
手雷达侦察特点，呈纵向“一”字队形
排列，让对手产生只有一架战机的错
觉，展开出其不意的进攻。

过去，营发现这种情况，应该逐级
上报旅指挥所，由旅统一决策指挥。
但此时此刻，陈温俊却当机立断，直接
命令营属发射连实施连续抗击，将目
标击落。
“这叫自主抗击战法。”阵地复盘

会上，该旅领导向记者介绍，以前火力
打击通常由旅指挥所统一把控，甚至
还要与营连反复校准方位、高度、速度
等数据，准确无误后才能实施抗击。
这样做看似保险，却经常延误战机。
如今把抗击权限下放营连，争取到的
是“制时间权”，遇到情况可立即开火，
反应更快，作战效率大幅提升。

回忆过往，导弹三营营长牛春辉倒

出一肚子苦水：集中指挥基本上是“上
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遇到战况紧
张，各营争相上报空情、汇报战果，信道
阻塞现象时常发生。不仅如此，还曾出
现过相邻防区两个营重复接收目标信
息、抗击同一个目标的尴尬现象……

这次实兵对抗，将开火权下放营
连，也是该旅带到戈壁研练的重要课
题之一，几次抗击下来，许多营连指挥
员纷纷表示：这一仗，打出了酣畅淋漓
的感觉。

风越刮越紧，复盘会越开越热
烈。旅党委进一步统一思想：下放开
火指挥权限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要融
入作战体系中科学分层指挥，在体系
中找到自己的战位。

会后，全旅指挥员现地展开问题
研讨，交换改进思路，出台了自主抗击
模式“升级版”——根据导弹、高炮等
武器装备作战性能特点，依照方向、距
离划分配属地域，织成一张立体火力
网，自主权限更明晰，火力分配更科
学，联动效率更高。
“导弹二营警戒西北半径×公里

范围空域，高炮营警戒东北半径×公
里范围空域……发现目标自主抗击！”
夜幕降临，“敌情”预警骤然响起，该旅
营连指挥员把研练成果运用于实战，
对“敌机”实施梯次抗击。导弹一营营
长陈温俊感慨地说：“演兵是战争的预
实践。谁做足了前期准备，谁就会赢
得更多胜算。”

自主抗击，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
—第80集团军某旅参加实兵对抗演练见闻③

■王 宁 刘晓帅 本报记者 韩 成

体制调整了，装备更新了，却因为

低效的指挥模式贻误战机；下放指挥

权后，“磕磕绊绊”没有了，仗反而打得

更好了。该旅营连指挥员从“按部就

班”被动指挥到“酣畅淋漓”主动抗击

的经历，表面上是战术打法的更新升

级，折射的却是该旅指挥员实战化训

练不断走深走实的探索创新。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战机转瞬即

逝，如果指挥程序冗长、口令繁杂，

稍有不慎便会全盘皆输。让听见炮

火的人作决策，让一线指挥员因时

因势调整战斗部署，既能锤炼他们

果断处置、临危不乱的过硬素质，还

能激发其亮剑沙场、奋勇杀敌的血

性豪气。

在实战化练兵过程中，我们要勇

于敢于摆脱一切束缚战斗力生成和

提升的羁绊，以更加敏捷迅速的身手

制胜未来战场。

摆脱束缚战斗力的种种羁绊
■王玉刚

微议录

10月21日，武警新疆总队新兵一团训练场上，新兵李立宏和新兵班长展开了一场3000米跑比拼。一番激烈角逐后，

李立宏以12分02秒的成绩率先撞线。 余 博摄

Mark军营

“嘀！嘀！”10月 18日，两声清脆的
鸣笛声后，一辆浅色大巴缓缓停在第 73
集团军某旅“家属院”站台。当看到妻
子满脸喜悦地从车上走下来，舟桥四连
指导员李广顺不禁感慨道：“‘幸福专
线’真的让官兵倍感幸福！”

原来，该旅调整组建后，地处偏僻，
离最近的村镇也有 3公里。回想此前，
妻子不远千里、舟车劳顿来队看望自
己，却在市区至营门这“最后一公里”辗
转近半天时间的往事，李广顺的心里五
味杂陈，向记者介绍了这趟“专线”建设
曾经历的一波三折。

一次官兵恳谈会上，十几名基层官
兵代表纷纷提到出行难问题。“官兵利
益无小事。”旅党委统一思想，几个科室
通力研究，共同制订方案。很快，一条

连接市区的“幸福专线”驶入营区。
然而，保卫科科长张文金发现，几

周的试运行下来，乘车人员却寥寥无
几，许多官兵宁愿花钱打车，也不选择
“专线”。闲聊中，一名战士道出缘由：
班车一天一趟，有时还不准点，折腾半
天找到站点，却迟迟等不到发车，还不
如打车来得便捷。

了解官兵所盼，该旅很快修改行车
计划，明确规定往返时间，同时在节假
日期间每日增加两次出车。

没想到，新方案施行没多久，有些
官兵就在旅强军网上“吐槽”：“乘车地
点在营门口，但部分连队位置较为偏
远，大家为了赶一趟车要走很久”“班车
行驶路线偏离银行、学校、商场等场所，
下车后到这些地方，还要再绕远”……

“服务基层最根本的衡量标准，就
是官兵的幸福指数和满意程度，我们要
跟踪问效，增强服务基层的主动性和前
瞻性。”得知情况，旅党委机关再次研究
修改行车方案。

不久后，官兵发现，“幸福专线”除
营区大门外新增了 3个站点，同时负责
家属来队接送服务。此外，原来老旧的
小巴车换成了更为舒适的大巴车，旅里
还制作分发了“乘车卡”，方便辨识人员
身份、规范乘车秩序。
“幸福专线”拉近的不仅是营区

至市区的物理距离，更是机关与基层
的感情距离。“党委机关第一时间帮
助我们解决难事、急事，我们更要集
中精力练兵备战。”不少官兵纷纷感
慨道。

第73集团军某旅解决基层出行难一波三折—

“ 幸 福 专 线 ”终 获“ 幸 福 ”
■付孟哲 本报特约记者 吴科儒 赵 欣

闪耀演兵场

10月18日，第83集团军某旅携手某空中突击部队展开对抗演练，提高部队作战能力。 肖腾达摄

“你们怎么能这么导调？我要向仲
裁组抗议！”嘉陵江畔、凌云山下，武警四
川总队南充支队机动中队特战排排长薛
伟强压怒火，冲着对讲机低声吼道。

野外驻训场上，一场红蓝对抗演练正
如火如荼进行。根据导调指令，特战队员
们从水上追逃到岸边战斗，从街区搜索到
室内战斗，一路颇为顺利。眼看只剩下两
名“暴恐分子”仓皇逃窜到眼前的这片山
林地，薛伟耳麦里却传来消息：突击3组2
号战士被判定阵亡，退出演练。

就在薛伟盘算着重新排布兵力时，
耳麦里却接二连三传来“噩耗”：“红方
突击 3组全部阵亡，退出演练”“红方突
击 2组 1号阵亡”“红方突击 2组 2号、3
号阵亡”……

正在此时，一道白色的身影出现在薛
伟面前。“排长，我是卫生员，刚才收到有

人受伤的消息，特地来救治！”来人气喘吁
吁地说道。放下枪，薛伟看清眼前是位穿
着白大褂、挎着急救箱的卫生员，这才放
松警惕，让他抓紧前去救治伤员。

此时，薛伟决定改变战法：“突击 1
组、侦察组全员向我靠拢，狙击组占领制
高点掩护行动，发现‘敌人’立即击毙！”
受领完任务，官兵们开始对山林地进行
拉网式搜索。
“砰！”一声枪响划破长空，薛伟心头一

喜，他对狙击手程怀袁的枪法很有信心。
没想到，对讲机里传来的，却是评判组

组长如噩梦般的声音：突击1组1号阵亡。
“敌方哪来的狙击手？方位在哪

里？”薛伟声嘶力竭地喊道。他的脑海中
充满疑惑，料定这是导调组搞的鬼。

原本预想着能迅速结束战斗的演
练，一直拖到天黑，才随着两名“暴恐分
子”的落网宣告结束。
“排长，就是他！化装成卫生员说是

巡诊，趁我不注意就把我缴了械。”复盘
总结会上，程怀袁指着对面一名被俘的

蓝军愤愤地说道。
“刚才我们组也是遇到了他，说是拿

藿香正气水给我们喝，喝完就告诉我们，
药里已经投毒！”突击 2组组长也是满脸
不服气。
“这都违规了啊！战场上哪里会有

突然冒出来的卫生员？”面对薛伟的大声
喊冤，支队长刘国庆当即反问道：“那你
告诉我，‘暴恐分子’都有什么特征？”
“战前通报，有 10名‘暴恐分子’，手

持长短枪支，携带自制炸药……”薛伟仔
细回忆战前情况通报说道。
“真正的战场上，敌人可能化装成平

民逃窜、伪装成友军袭击，做不到眼中时
刻有敌情，就随时可能被动挨打！”刘国
庆的一席话，顿时让官兵们面红耳赤。

回营路上，薛伟出神地望向不远处
的“战场”，队员们个个抱着枪低头不
语。“排长，晚上我们把侦察识别课目再
强化一下吧。”车厢里，一名队员突然说
话，其他人纷纷抬起头来，夜幕下的一双
双眼睛里充满了渴望。

武警四川总队南充支队对抗演练中精心设置敌情——

中招啦！战场上突然多出个“卫生员”
■田禹豪 洪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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