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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感言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大漠风劲，一场陆军兵种协同演练

进入要地夺控阶段。原本是一场遭遇

战，没想到被第 80 集团军某旅合成三

营摩步七连连长刘志立打出了“奇袭”

效果。

刘志立率队向纵深发起冲击，眼看

胜利在望，却突遇数倍于己的蓝军迎面

扑来。对手的火力网密不透风，凭一己

之力突出重围希望渺茫。

紧要关头，刘志立使用电台呼叫空

中火力支援。“标识目标，引导陆航实施

火力打击！”两架武装直升机呼啸而来，

刘志立迅速指挥官兵在烟幕掩护下，使

用多种方法为武装直升机指示目标。

“嘭！嘭！”数枚火箭弹射出，蓝军火力

网被瞬间撕破。

“ 我 们 的 作 战 思 维 可 以 再 打 开 一

些，多想想怎么用好炮兵、工兵、陆航等

配属力量，眼睛不能只盯着自己手上的

兵力！”虽然打得不错，但复盘会上，刘志

立还是道出了很多遗憾，“只当引导员还

不够，如果能弄通陆航作战机理，成为一

名‘跨界’指挥员，打仗会更高效。”

是反思，也是期许，记者置身现场，

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名摩步连连长对转

型的渴望。“合成，合成，不合无成。”这

是刘志立的口头禅。部队转型这几年，

跟随部队演训步伐，刘志立每天都在向

“合成指挥员”奋力奔跑。转型是什么

感受？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

从上往下吃甘蔗，只要坚持啃下去，就

会越来越甜！”

一次合成营进攻战斗演练，刘志立

刚进入情况就遭遇尴尬：因为作战筹划

考虑不周全，上级配属的工兵被他丢在

了后方，连队受阻于一片雷区，最终输

掉了战斗。打那时起，他每天都抱着书

本“啃”兵种协同知识，经常跑到兵种连

队请教专业技能，时间一长，脑海中的

“合成画面”越来越清晰。

其后不久，又是一次陆空联合实弹

演练。这次，刘志立带领官兵为某型战

机执行目标侦察任务。他们快速锁定

目标后，依托空军指挥链将信息传输至

战机，仅数秒时间，导弹发射，目标被成

功摧毁。

“学习对方，成为对方，才能更好地

联合对方。”该旅领导告诉记者，刘志立

的经历是全旅官兵转型蜕变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为提升官兵合成能力，他

们先后邀请 10 余名院校专家进行专题

授课辅导，与驻地空军院校建立常态互

动教学机制，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将官兵引向未来战场。

“营长同志，建议再次使用空中火

力实施打击！”战斗仍在继续，记者走进

该旅合成三营指挥所，发现一抹不同的

颜色——穿着深色飞行服的陆航协调

员陈泽南正坐在合成营的指挥席位上。

只见陈泽南与三营参谋马集斌一

起，将侦察收集的地面和空中火力打击

数据、进攻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后，遴选

出最优打法，上报营长张勇决策。几分

钟后，多架武装直升机急速略过三营指

挥所上空，径直飞向“敌”阵地。三营教

导员迮兴晟介绍，如今陆航协调员走进

营级“中军帐”，从“形融”到“神融”，合

成营的作战视野更广阔了。

“敌”防御阵地浓烟滚滚，连长刘志

立指挥官兵乘胜追击。此时，他又接到

了一个新的作战任务——引导武装直

升机进行空中警戒。

摩步连长的“跨界之变”
■本报记者 韩 成 特约记者 王 宁 通讯员 张德煜

“指导员，今年的‘四有’优秀士兵

就别推荐我了，留给其他战友吧……”

上周，推荐名单一公示，下士高树就找

到了我。虽说往年也有老班长自愿把

奖励让给新同志，但高树当骨干时间不

长，处在最看重荣誉的阶段，他的谦让

让我很是意外。

再三追问之下，高树吐露心声：“因

为我这次民主测评得票不是太高……”

此言一出，我马上明白了高树的心结所

在。按照评选“四有”优秀士兵的程序，

连队之前组织了民主测评，高树的得票

并不在最前面。开导了高树半天，看他

还是支支吾吾，我意识到这肯定不是高

树一个人的心结，连队其他官兵恐怕也

对这个推荐名单有类似的疑惑和不解。

“不行，得把连队党支部的考虑给战

士们讲清楚，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

树立‘干实事、敢较真’的好风气，不当

‘老好人’，不搞唯票数论！”和连长商量

后，我们决定在全连搞一次讨论会，把这

个问题辨析清楚。

“我觉得，得票低说明群众基础差，

不能参加评功评奖。”

“我反对，票数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

全部，它只是一种参考，评功评奖需要全

面衡量……”

“虽说只是一种参考，但票数直接代

表民意，很能说明问题。如果得票低的

入选，那民主测评岂非成了摆设？”

“这个看法很偏激，如果得票高就一

定入选，得票低就必须落选，那最后选出

来的肯定是人缘最好的那个……”

灯越拨越亮，理越辨越明。随着大

家逐渐认识到测评票数不是评功评奖的

唯一标准，我又趁热打铁，安排了一个

“吐槽”环节，请大家对连队推荐的“四

有”优秀士兵候选人高树提提意见。

“高班长没事总板着脸，什么事都喜

欢较真，训练标准还高，尤其担任值班员

时，那叫一个严苛。”

“虽然高班长有时候说得挺有道理，

但我也受不了他的唠叨。”

……

一个个“槽点”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笑声中，我请高树上台给大家说两句：

“战友们，其实我刚入伍时，也特别讨厌

班长较真挑刺儿，总感觉他是故意的。

但是成为班长后，看着班里的同志犯错、

走弯路，我就忍不住。我也知道管多了

招人烦，但不管我又心不安，还请大家多

担待……”高树这番与平日行事风格不

太符合的发言，让大家一阵沉默，然后报

以热烈掌声。

“个人成长、连队发展需要更多像高

树这样的骨干，如果大家都怕得罪人，都

当‘老好人’，民主测评得票是高了，但连

队的建设水平却低了。希望同志们正确

行使民主权利，公平公正地投出自己的

那一票。”讨论最后，我的小结让大家频

频点头。

（贾国梁、孟 千整理）

“双争”评选不能只看票数
■新疆军区某团指挥通信连指导员 蔡明明

初冬，气温骤降，雨雪夹杂落下，正

是锤炼驾驶技能的好时机。第 79 集团

军某旅炮兵营组织官兵驾驶装备车辆

挺进大山深处，在严寒条件下开展冰雪

路面驾驶训练。

雨雪天气，道路湿滑、视野受限，驾

驶难度极大。“车辆突发淤陷！”机动途

中，炮长姜铭利用电台向连长苏明坤报

告情况。

“立即展开自救！”驾驶员、上等兵杨

春明收到指令后，指挥车组人员悬挂牵

引绳、摆放自救木……车组成员密切配

合，在规定时间内将车辆从泥泞中拖了

出来。连长苏明坤欣慰地说：“通过专攻

精练，驾驶员的‘驾、修、救’技能有了巨

大进步！”

谈起今年野外驻训中的一次尴尬

经历，苏明坤感触很深。那是在营战术

演练机动途中，该连一辆炮车陷入泥

潭，无法移动。按照淤陷程度，该车只

需利用车辆自救器材便能够脱离困境，

但驾驶员杨春明却束手无措，导致该车

组未能按时抵达阵地。

“日常障碍驾驶训练效果良好，怎

么上了‘战场’就问题百出？”他们反思

发现，在日常道路驾驶训练中，驾驶员

只注重技能“闯关”，侧重于车开得怎么

样，却忽视了同样重要的修理、自救等

课目训练，导致能力短板，结果遇到突

发险情无法应对。

为此，该营举一反三，充分梳理相

关问题，制定行之有效的对策。组织举

办“讲武堂”，让各专业的行家里手进行

“传、帮、带”；坚持按纲施训，定期组织

阶段考核和专业技能比武，确保重难点

课目不缺训漏训；开展“五小”练兵活

动，鼓励官兵一专多能，培养适应未来

战场的全面人才。

驾驶员不能只会开车
■冯晓董

营连日志

“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

从近年一线部队演习的实践来看，联合

作战越来越成为部队常态，官兵的联合

意识越来越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连长

刘志立的跨界之变，折射的是合成部队

战斗力生成模式之变。适应这种变化，

亟需各级深入探索、大胆实践，在合成

体制下，把联合思维落到基层一线。

未来仗要在一起打，平时兵就要一

起练。无论传统作战力量，还是新型作

战力量，都需要在相互协作中精确释能，

在相互配合中整体制胜。战场上，面对

一致的作战目标、相同的作战任务，只有

加强联合意识培塑，增强对友邻部队的

了解，才能实现思想观念上的“1+1+1=

1”，寻求战斗力上的“1+1+1＞3”。

联合意识不会自然形成，联合素养

也不会一日速成。只有在实践中加强

作战问题研究，从基层每一名官兵抓

起，从平时每一次训练抓起，从打牢合

成基础、联合基础抓起，方能在未来一

体化联合作战中赢得先机。

把联合思维落到基层一线
■王 洋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讲评”是我们版上一个小栏目。说它小，是

因为这个栏目刊发的稿子都很短，但我要说的是，栏目小

绝不代表不重要，谁说匕首就一定不如长枪大炮呢？

军营里每天动枪动炮、工作千头万绪，要在这繁忙

中保持冷静和有序，除了写在纸上的制度计划，还要靠

各级值班员来实际掌控。掌控靠什么？主要靠随时随

地的讲评。可以说，部队的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就是靠

各级值班员的讲评在推动。它虽像匕首一般短小，但也

像匕首一样贴身、便利，它所点到的都是当下最普遍突

出、最需要注意、最应该马上解决的问题。所以，谁敢说

“值班员讲评”不重要呢？

套用一下演艺界那句名言——“没有小角色，只

有 小 演 员 ”，我 们 不 妨 说“ 没 有 小 栏 目 ，只 有 小 稿

子”。只要您讲评的问题又准又狠，哪怕只有两三百

字，我们的版面头条也虚位以待。

（张 良）

写 在 前 面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全

军各部队立即掀起学习热潮，通过学

公报决议、读新闻报刊、听军营广播、

谈心得体会等多种形式，坚定官兵铁

心向党的政治信念。

上图：11 月 12 日，第 75 集团军

某旅指导员钟雨芳利用黑板报向官兵

传达六中全会精神要点。

阳吉成摄

左图：11月 16日，武警重庆总队

执勤第三支队某中队利用训练间隙组

织官兵学全会公报、谈体会感悟。

李 东摄

值 班 员：第 82 集团军某旅三营

教导员 高 峰

讲评时间：11 月 9 日

前几天，有连队受领了树木加固的

任务。在任务后期，该连班长发现用来制

作支架的木杆不够用，就向连主官请示怎

么办，结果却被告知“自己想办法”。这位

班长绞尽脑汁实在想不出办法，最终没能

在风雪天气来临之前如期完工。

平时，我经常听到一些带兵人要

求战士“自己想办法”。乍一听，很有

点锤炼人培养人的意思，因为战胜一

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是每一名军人

都应该养成的过硬作风。但是，这种

单纯依靠发号施令推动工作的做法，

往 往 将 带 兵 人 置 于“ 甩 手 掌 柜 ”的 角

色，一旦遇到棘手问题，以战士的经验

和能力，他们是无法解决的，结果不但

事情没办好，官兵关系也变得紧张了。

同志们，一级有一级的职责，一级

有一级的能力。今后不管接到什么任

务，干部骨干都要以“局内人”身份参

与其中，认真履职尽责，做好言传身教

和跟进指导，和战士们一起攻坚克难，

切实提高工作效率、推动工作落实。

（陶 磊整理）

指挥带兵，别当“甩手掌柜”

值 班 员：第 74 集团军某旅侦察

营教导员 陈立昕

讲评时间：11 月 8 日

年终考核将至，训练场上，各连官

兵备考热情日益高涨，我在这里提出

表扬。据了解，今年的考核课目更加

突出实战背景和陌生环境，标准很高，

要求很严。面对全新升级的考核，部

分官兵仍抱着简单应付、及格就行的

心态，觉得自己可以轻松过关。这种

思想要不得！

大家都知道，年度军事训练考核是

衡量各连队战斗力水平的重要手段，更

是撬动训练质效提升的重要杠杆，可以

说，在一定程度上，“考什么、怎么考”直

接决定了“训什么、怎么训”，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此次考核出现新变化，就是

推动考核“准星”瞄准实战“靶心”，如果

大家思想上的弦紧不起来，一味自我感

觉良好，那距离“跌跟头”就不远了。另

外，还有一些官兵仗着自己基础好，故

意把控出力程度，本来可以考出更好成

绩，却只追求达标即可，不愿去挑战自

我、挑战纪录。

在 此 ，我 郑 重 提 醒 大 家 ，考 场 如

战 场 ，平 时 怎 么 对 待 考 核 ，战 时 就 会

怎么对待打仗。希望同志们树立“考

为战”思想，认真准备，抓紧时间进行

针 对 性 训 练 ，把 年 终 考 核 的“ 临 门 一

脚”踢好 ，真正考出真水平、真实力 。

这不仅关乎我们营的荣誉，更重要的

是通过考核摸清战斗力底数，发现存

在的短板弱项，找准下一步努力和改

进的方向。

（钟俊杰、彭文龙整理）

年终考核，踢好“临门一脚”

值 班 员：海 军 陆 战 队 某 旅 指

导 员 闫鹏飞

讲评时间：11 月 11 日

当前，年度工作进入收官期，也到

了安全事故易发多发的时节。随着年

终考核、总结表彰等各项工作的压茬

推进，个别同志“歇歇脚、松口气”的思

想有所抬头，产生了懈怠心理，对问题

隐 患 不 敏 感 不 深 究 ，不 懂 得“ 邻 家 失

火，自查炉灶”，也忽视了“编筐编篓，

重在收口”。

我们连门口的“无事故、无案件、

无违规违纪”先进单位的铭牌已经挂

了将近一年，取得这样的成绩极为不

易。但有的官兵一边喊着创先争优，

一边放松自我要求，对连队抓安全管

理心生抵触，甚至抱怨学习安全通报、

进行安全警示教育牵扯精力，没必要

经常组织。对存有这种思想倾向的同

志，必须提出严肃批评。

这段时间，班长骨干和安全员要

有一张“婆婆嘴”，盯住可能出现的不

良苗头，耐得住反复，不要怕麻烦，做

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一车一装的

安全工作，否则一旦出现大的问题，大

家一年的辛苦将会付之东流。

同 志 们 ，行 百 里 者 半 九 十 ，致 胜

利 者 积 跬 步 。 安 全 管 理 工 作 达 到 满

分才算合格，99 个人没问题，掩盖不

了 1 个人出问题；只有 1 天出问题，也

不能说全年没问题。所以，越到现在

这 个 关 键 时 期 ，越 要 慎 终 如 始 、警 钟

长鸣。下一步，连队将组织一次安全

隐患大排查，希望每名同志把自己摆

进 去 ，把 职 责 摆 进 去 ，群 策 群 力 抓 整

改，为连队建设发展创造一个更加良

好的环境。

（陈 岩、张潇赫整理）

安全管理，必须“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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