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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记者调查

胡勇华，男，湖南衡南人，三级军士长，现任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

技师。2次获评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二等奖，2次获评空军百名优秀雷达

操纵员，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 1次。

入伍 20 年，熟练掌握 7 型雷达装备的操作技能，先后参加 40 余场

实战化演习，保障空情 60 多万批次，合格率 100%。

编写的《四会教练员工作手册》和《雷达操纵员工作手册》在全旅范围

内推广；带头攻关的《某型雷达目标回波数据采集》成果被空军机关采纳，

并参加空军雷达专业远程开放课堂教学授课。

先后赴 30 多个雷达站教学，带教近百名业务骨干；撰写 40 多万字

战训成果文章，近 8 万字在报刊发表。

人物小传

一名军士长，对实战化训练有这么

多颇有见地的思考，让人惊讶，又在情

理之中。中国古代兵书云：“天下不患

无将，不患无兵，所患任将练兵未得其

道耳。”法国拿破仑则说：“每一个士兵

的背囊里，都要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棒。”

现代战争讲体系，体系作战讲节点，没

有哪一个节点可以置身战局之外。从

这些意义上讲，每个军兵种、每支部队

乃至每名官兵，不管是什么角色，都应

该有自己的思考，每个人都应该是思战

谋战的那颗“种子”。

人人皆可思战，人人皆可谋战。在

军队，有指挥员和战斗员，有航空兵和雷

达兵，有将军和士兵，战位不一样，但每

个人身上都蕴含着思战谋战的能量。每

名官兵都具有相对独立、各具特点的创

造力，每个人身上的能量，都有可能变成

推动实战化训练向前发展的贡献和支

撑。这些能量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形式

表现出来，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决定了

对“实战化”思考的多样性。

人人皆应思战，人人皆应谋战。打

仗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过程，战斗力贡献

率不存在职位大小、任务多少之分。即

便再优势的专业岗位、再先进的武器装

备，也需要协同岗位和人员，才能发挥最

大威力。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潜能，意味

着让每一个人都能释放自己最大的潜

能。当每个人都成为思战谋战的“种子”

时，就会潜移默化带动身边人，就像水波

涟漪，鼓荡一池春水，为实战化训练创造

更多的成果，从而推动战斗力提升。

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意思是一味地读书而不思考，只

能被书本牵着鼻子走，就会被书本所连

累，从而受到书本表象的迷惑而不得甚

解。对军事训练而言，此理亦然。军事

训练不仅仅是在练兵场上挥洒汗水，更

需要有思维热度、思维能量。思考是军

事训练的应有之义，也是战斗力建设的

重要成分。思考不仅是向后看，更要向

前看；不仅要总结反思，更要瞄准未来。

军人的思考是从实战中来到实战

中去的战斗沉淀。置身军营，我们每

一 个 人 都 应 该 全 身 心 投 入 实 战 化 训

练，才能够有深刻的思考。同样，全身

心投入实战化训练，我们的思考才能

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随着高新

技术武器的加速发展，作战样式的不

断变化，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对实战

化 训 练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 学 习 新 技

术、创造新战法、提升新能力，才能打

破传统思维窠臼。在实践中去思考，

在思考中去实践，才能真正推动实战

化训练走深走实。

多 些 思 战 谋 战 的“ 种 子 ”
■潘光明

元旦刚过，我又一次坐在讲台前，和
战友交流自己的实战化演训经历。

此刻，习主席签署的2022年开训动员
令，在我脑海中回响。“紧盯科技之变、战争
之变、对手之变”这句话，让我思考更多。

窗外的阳光，洒在训练教室里很是温
暖。望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神，我的思绪一
下子被带入 15年前：我所在的部队组织
某型雷达改装训练，我被选拔为教练员，
开展新装备训练和教学。

那是我第一次担当教练员的角色。
后来，我一步步取得了更高等级的教练员

资格认证。再后来，空军组织雷达专业远
程授课，我从 44名教练员中，争得了一席
之地，站到空军讲台上授课。

作为一名雷达老兵、一名“草根”教练
员，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雷达兵部队
的实战化训练之“变”。

那么，“实战化”到底是什么？
戈壁滩上，夹杂着沙尘的风撩动着我的

思绪，我一直在思考：是发现新装备背后的
“隐蔽功能”？是探秘赢得团队比武竞赛的
“数字对比”？是应对无形空间演练场的“突
发干扰”？还是琢磨消除专业岗位间的“能

力差异”？
是这些，但又不止于这些……
透过方寸之间的雷达屏幕，遥看万里

空天的实战化训练变迁，雷达兵从输送情
报的幕后走向信息制胜的前台，雷达装备
从人工操作升级到半自动化操作，作战样
式从单一兵种作战到诸军兵种联合作战。

是这些，但又不止于这些……
变化接踵而来，对“实战化”的感悟愈

加深刻。我眼中的“实战化”：更多的是内
容与形式的“实”，过程与结果的“战”，思
想与武器的“化”！

思考之一

“意外”发现的操作
方法，缘何成为喜出望外
的“绝招”

一部装备的作战功能到底怎么样？

有人说，拿着装备使用说明书比对

一下就知道了。事实真是如此吗？

好比一部手机，绝大多数使用者用到

手机报废也远未“穷尽”它的功能。这也折

射出一个道理：很多时候，装备作战功能的

挖掘，限定在使用者对操作方法的掌握上。

一个秋日，西北某军用机场，一架新

型战机从跑道起飞，在天空中留下一串

尾迹。

这个飞行动作，在雷达屏幕上，只是

一道缓缓移动的绿色线条。

以前，雷达情报主要靠人盯着雷达

屏幕，随着天线转动，搜索发现空中目

标，然后手动录取目标位置信息，直至目

标消失。遇到多批量空情时，操纵员很

难全面兼顾。

如今，新型雷达实现了半自动化，

“它会一直盯着目标位置信息”，让操纵

员可以把时间放到分析研判上。

新装备列装，不仅带来了操作体验

上的改变，更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提供了

更优的“硬件”基础。摸着键盘上一个个

崭新的按钮，我激动地告诉搭档：“好装

备不能在我们手里‘贬值’啊!”

它还有什么“绝世武功”没被挖掘出

来？我一边跟踪搜索目标，一边在雷达

上“捣鼓”。

无意间，我点击了一个功能键，屏幕

上跳出一个对话框。一一对应操作之

后，没承想，显示器上的目标信号发生了

魔术般的变化：不但更加立体，还能通过

多种角度来甄别目标数量，操作方便且

准确率更高。

雷达判定目标数量是一个公认的技

术难题。这一招，真有点“神来之笔”的

感觉。我查阅了 30 多本雷达专业书籍，

向厂方教员和兄弟部队分别询问，并没

有发现相关的记载。

这次“意外”的收获，坚定了我继续

探索下去的决心。利用半年时间，我结

合日常战备值班总结的真实案例和采集

的大量图片资料，动手编写了一本《雷达

三维判性手段》教程。这个教程，获得了

空军预警监视系统创新成果奖。

一年后的夏天，空军一场对抗演习

拉开战幕。那天，上级通报“敌”目标为

2 架 。 我 运 用 自 行 总 结 的 操 作 方 法 甄

别，却发现目标只有 1 架！

怕自己算错，我再次重复操作动作，

认真分析研判，结果还是 1 架！

我如实向上级报告自己的判断结果

和判断依据。经查证，我的判断是准确

的。后来，这个操作成了该型号雷达判

断目标数量的“必杀技”。

答案，在改装训练中越来越明朗：新

装备科技含量高，说明书也未必能“穷

尽”其功能。倘若我们训练止于眼前那

本说明书，那一张纸就会成为实战化训

练中“捅不破的那层纸”。

不难想象，如果“捅不破的那层纸”总

是搁置于此，新装备的许多“高招”“绝招”

就会成为束之高阁的“隐藏功能”。

思考之二

只有 1名冠军选手的
雷达站，缘何赢了拥有 5
名冠军选手的雷达站

那一年初冬，贺兰山下，寒气逼人。

漫山遍野的沙砾与枯枝，宣告着又一个

冬天的来临。

一场空军雷达兵实战化军事比武竞

赛拉开了战幕，23 支参赛队伍在这里排

兵布阵。

清晨时分，刮了一夜的沙尘暴使掩

体外堆积的沙子已近 1 米高，哨兵全身

落满了尘土。

前来参加比武的某雷达站站长康

磊，拍打迷彩服上的沙尘，快步跑入战

位。

在他带领的队伍里，只有雷达技师

赵叶峰 1 人曾夺得过比武单课目冠军。

他们的对手，是曾产生过 5 名单课目冠

军的雷达站。

强弱，似乎不言而喻。但是，战局的

发展，很快令观战者“大跌眼镜”。

一路奔袭行军，一路过关斩将，康磊

带领官兵巧妙应对侧翼“敌情”，伪装避

“敌”跟踪。到达雷达阵地，官兵全线紧

急展开作业。

“通电完毕！”“开机！”“发现目标！”

漫天黄沙中，他们以架设撤收装备和搜

索发现目标用时最快的成绩，摘得桂冠。

数学中，5 和 1 作比较，不言而喻，

5＞1。然而对实战而言，5 和 1 的关系，

却不能做如此简单衡量，其中一个决定

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团队效应。

拥有 5个冠军的雷达站，席位上坐的

都是专业高手。然而，此次考核中，他们

明显默契不足，看上去有些节奏不合拍。

拥有 1 个冠军的雷达站，成员们历

经多次任务磨练、磨合，虽然“名不见经

传”，但一到关键时刻，一个眼神、一个动

作就能明白搭档的想法，彼此间相互信

任、紧密衔接，最终赢得高分。

身为考官，比武现场上的这一幕令

我印象深刻：装备架设和撤收时，康磊身

先士卒，其他人个个你追我赶，小到抬一

根电缆，大到运转一个方舱，人人都像那

个永不放弃的“许三多”。

“磨合”的聚光，赢来胜利的荣光。

正 午 时 分 ，康 磊 带 领 他 的 团 队 登 台 领

奖。阳光照在金灿灿的奖牌上，这是他

们通力合作摘下的胜利果实。

战争是人的战争，团队的主导因素

是人，更是“人的结合”。一个单位拥有

多个冠军选手，并不代表整体作战能力

一定强。相反，一个单位只有 1个冠军选

手，也不可忽视其他选手的“团队力量”。

这次“出人意料”的比武，不仅使我，

也使更多指战员思考：未来的胜战之基

是体系，没有体系训练怎能体系作战？

只有让“体系练、练体系”成为新常态，才

能登临未来战场的制高点。

思考之三

“等等看”的求稳心
态，让我错过了什么

那年盛夏，渤海之滨，一种新型无人

机成为诸多前来参加演训部队的“磨刀

石”。

坐在雷达屏幕前，我和搭档屏住呼

吸。天线一圈一圈扫视，时间一分一秒

流逝，信号正在一点一点增多。

突然，屏幕上的一个扇区内，一个信

号 点 闪 烁 了 几 下 。“ 等 等 看 ，让 它 飞 几

圈。”我跟搭档说。

尽管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信号有 80%

的匹配率，但我想要更高的把握，就是这

20%的等待，让我错过了战机——

突然，屏幕上落满了密密麻麻的雪

花点，目标信号被完全淹没。

“遭遇电子干扰，采取技术措施反

制。”我当即选定反干扰操作模式。由于

目标高度太低，已达雷达盲区，最终我们

还是没能捕捉到目标的踪迹。随后，参

赛部队开展复盘，确认我们发现的信号

就是无人机目标。

明明发现目标，我竟然让无人机在

眼皮底下偷偷溜走。反思原因，“等等

看”的“求稳”心态是错过了第一时间把

握战机的根源。

面对陌生的对手，我心里还是“昨

日”那种“十拿九稳”的战斗思维。其实，

未来战场若都去等待这个“十拿九稳”的

结果，战机就会一次次溜走。

当晚，我静坐在漆黑的靶场一角，潮

湿的海风迎面吹来。我脑海中不断回放

着目标被干扰淹没的那个瞬间，不禁思

绪万千：比装备受干扰更可怕的是头脑

中有“干扰”。

那 段 时 间 ，我 每 天 窝 在 雷 达 方 舱

里，反复研究气象环境、干扰特点对雷

达 装 备 性 能 带 来 的 影 响 ，有 针 对 性 地

优化战斗操作。

又一个演练日，还是那架无人机。

飞行数十公里后，目标的回波信号被我

们准确锁定。突然，在海杂波干扰下，目

标又“丢失”。我和搭档快速调整操作方

法，终于抓住了这个反复消失的狡猾“对

手”。

事后上级通报，我们是所有参演分

队中上报空情质量较好的单位，研究的

战法也受到上级的肯定表扬。

思考之四

跨区训练，我们到底
“跨越”了什么

从 军 20 年 ，参 加 过 的 实 战 化 演 训

中，有“大餐”，也有“小炒”。

这一次的演训活动，带给我最充沛

的“营养”，最悠长的“回味”——

空军在两个基地间开展体系对抗演

习。与以往相比，这次演习更注重作战

编组深度融合。同一时间，来自不同雷

达旅的 20 名操纵专业骨干同步参与保

障。

一架架战鹰升空鏖战，新型雷达方

舱里，信号“挤满”显示屏，操纵员彭文敬

手指快速敲击键盘，锁定跟踪战机。

在他身旁，来自兄弟部队的操纵专

业骨干瞪大了眼睛，观看着这次演习空

情保障。

四级军士长盖严如第一次见到这么

多空情，“有些眼花缭乱”。下士操纵员隽

壮感慨地说：“这是我见过最揪心、同时也

是最过瘾的空情任务保障。”

地域位置不同，保障要求不同，也导

致不同雷达站官兵的操作处置能力之间

有一定差距。对于此次“雷达兵跨区训

练”，我的理解是——

正如驻守繁忙航路上的雷达兵，对

大批量、多批次的空中目标处置能力较

强；邻近机场、听惯了飞机轰鸣的雷达

兵，对航空兵的战术战法有更精准的理

解把握。作为雷达兵，这种能力差异无

法避免，跨区训练就成了解决这种差异

化的重要途径。

跨 区 训 练 ，我 们 到 底“ 跨 越 ”了 什

么？翻看彭文敬的履历，不禁感慨：兵龄

7 年，到过沿海，上过高原，参加过比武

竞赛，执行过演习保障，是一名成熟的雷

达操纵员。

跨 区 训 练 ，我 们 到 底“ 收 获 ”了 什

么？某雷达站一名下士操纵员，从沿海

地区轮训归队，微弱信号目标掌握更加

准确；某雷达站一名中士操纵员，经过对

抗演习洗礼，很快担起了新装备教学的

重任……

没 有 横 向 比 较 ，就 难 以 纵 向 衡

量 。 坐 在 雷 达 方 舱 里 ，我 过 电 影 般 回

顾轮训中的点点滴滴，渐渐明白：跨区

训练，突破的不仅是区域划分、专业界

限 和 装 备 限 制 带 来 的“ 原 生 性 瓶 颈 ”，

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官兵头脑中的许多

“框框”。

演习刚结束，上士郭建伟打开系统

重演功能，调看整个航迹的原始数据，分

析延迟发现的原因。

“找准了短板弱项，就为今后开展实

战化训练提供了依据。”郭建伟说。

放眼演兵场，跨区训练这道“桥”，跨

越的不仅是能力短板的沟沟壑壑，更是

大家思想上的高山大河。

凛冬，寒风吹过沙漠，柔软的沙丘反

射出金色的亮光，一道道关于“实战化”

课题的思考，就像荒漠中的骆驼刺，不仅

在我的脑海中，也在更多战友的脑海中

扎根生长。

一名士官教练员眼中的“实战化”
■胡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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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官兵对实战化训练的思考，就像太阳升起一样，每天都是新的。席博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