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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记者探营 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精神

采访手记

暮春的粤东山区，夜色正浓。在排
指挥方舱内，侦察分队从数公里外传回
的图像和坐标，清晰地显示在计算机荧
屏上。攻击，已箭在弦上。

第 74集团军某旅突击车六连排长
杨子敬紧紧盯着时间——0 时 30 分。
他轻轻触摸按键，输出进攻前最后一道
指令——B方案，进攻！一时间，步兵、
工兵、防化分队与杨子敬的装甲车队同
步进行，一场联合“斩首行动”瞬间展
开。

走下演兵场，杨子敬坦言，能够在
新配发的排指挥方舱内，根据战场信息
拟制自己的进攻方案，内心多少有些激
动。排里战士们也都有种感觉：“高大
上”的合战合训，已然就在跟前。

编制体制调整后，该旅作战能力、
作战方式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合成营
这一崭新的作战力量成为了基本作战
单元。如何打破传统模式，提高备战打
仗训练效益？该旅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对照新大纲要求，在合成力量组训
上突出了营、排两级重点，展开“以排带
班打基础，以营带战斗编组强合成”的
训练新模式，排自主拟定作战方案正是

该旅提高联合作战、全域作战能力的一
个缩影。

杨子敬拿着一份自己刚拟制完成
的作战方案向记者介绍说，为了发挥连
接营连与班组间的纽带作用，实现密切
协同、精准调遣，旅队结合实际将排训
练独立出来，增加排一级协同和战术训
练，增强课目针对性，以便更快完善体
系、形成能力。以往“轮空”的排一级训
练如今与营、连训练地位等同。

然而，拟定一份完善的排一级作战
方案并非易事，杨子敬讲述了自己在新
体制编成下首次“出征”的经历。在攻打
蓝军一处高地目标时，由于自己召唤火
力目标指示过于简单，既无安全地界标
识，又无明确时间协同，蓝军远程火力立
即覆盖了过来，导致己方损失惨重。

战场折戟之痛，让杨子敬意识到：
新体制下，要适应营连一级训练，必须
将合成素养的需求融入到作战行动的
方方面面，一个报文、一个口令甚至一
个习惯性动作，都得用“合成观”催化再
造。

在杨子敬后来拟制的一个个作战
方案中，这样的“合成观”处处迎面而

来：纵深进攻时，同步呼唤防空火力，在
防空力量掩护下向阵地发起冲锋；火力
压制过程与侦察、通信、工兵分队协同
配合，实施多点速传精确打击……
“未来联合战场，精干化、一体化、

小型化、模块化、多能化等特征越来越
突出，对如今的合成旅作战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在开年后的军事座谈会上，旅
长张长青对合成旅这股新型作战力量
感触颇深，“每个要素都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只有真正凝智聚力，才能有
更多的胜算。”
“‘班长的战争’打不赢，‘旅长的战

争’注定也会失败。”张旅长的话让杨子
敬如梦惊醒，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
排作战方案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合成旅
作战行动。在杨子敬的笔记本上，“单
车作战”“减员作战”等词句概念被一一
记下，准备随时用于下一场“战斗”。

记者从新年度演训任务安排中了
解到，今年该旅实装实弹实打训练比重
较往年同期成倍增长，下步他们还将借
用炮兵、防空、特战等力量模块，进行联
合战斗专项行动演练，探索规范新编制
下合成部队模块化编组新模式。

自主拟定排作战方案，下达作战指令，在第 74集团军
某旅进行的一场联合演训中——

杨排长“坐镇”指挥方舱
■朱乾坤 本报特约记者 周钰淞

步兵、工兵、通信兵、侦察兵……以

往单一的兵种合成到一起，如何做到形

神合一，发挥“1+1>2”的效能？在采访

中记者发现，这不光是摆在旅常委面前

的一道考题，也是留给每名基层官兵的

必答题。

与传统的装步营相比，合成营编配

的兵种多、专业多，强调的是小型、灵

活、多能的立体攻防，这就必须突出和

加强以营、连、排、班组为单位的整体训

练。当前，尽管在推进实战化训练的进

程中，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具体

到班排一级的战术末端，有些训练还是

老招数，打法还是老套路，指挥还是老

流程。

随着作战任务日趋小型化，指挥权

力不断下沉，战力重塑迫切需要在班排

的编组、战术、指挥、训练等方方面面进

行刷新再造。正如旅长张长青所说，

“‘班长的战争’打不赢，‘旅长的战争’

注定也会失败。”未来战场上，任何作战

单元都会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环，只

有紧固战斗力链条的每个环节，才能真

正打赢明天的战争。

合成理念要落到班排一级

新闻观察哨

本报讯 谭天宝报道：3月底，武警
新疆总队和田支队组织开展“魔鬼周”极
限训练。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大风
沙天气不期而至，对官兵提出严峻考验。

漫天风沙，室外能见度大大降低，10
米开外就看不清人。有官兵提议支队暂
停训练计划，在风沙侵袭、环境生疏的条
件下，不出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事，毕竟
现在只是训练。
“风沙天开展实战化训练确实存在

风险，但绝不能因为怕出事而消极保安

全。”支队党委一班人统一思想：既要抓
好训练安全工作，同样也要利用难得的
恶劣天气练兵，锤炼部队复杂环境下的
作战本领。

风沙中怎样机动？如何协同？一连
串问题逼着现场各级指挥员思考应对措
施。同时，导调组对情况处置运用战法
失当的小组和个人当场指正，并责令指
挥员结合实地环境发出最快、最佳作战
指令，各级人员按正确战术动作要领重
新展开行动。

被“敌”监听后，指挥员立即下达命
令更改无线通话频率；通过“敌”封锁区
时，一个分队在排除路障过程中，指挥员
运用战术不当，导调组果断叫停，并要求
指挥员结合现场环境按实战要求重新下
达命令，分队重新通过路障。

突破风沙天气的干扰，支队官兵
对大风沙天遭“敌”突袭时的临场应变
能力、战术处理、机动中信息通联等一
批难点课题进行了研练，总结出多套
应对策略。

武警新疆总队和田支队

漫天风沙，极限训练就地展开

4月初，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驻
地气温骤降，该营下士李磊的心情也到
了“冰点”。“指导员，我能不能不去参加
座谈？”看过公示栏上的成绩通报，犹豫
再三，李磊还是敲开了指导员的门。

一提起李磊，战友们印象很“统
一”：口才好，长得帅，“露脸”的事都是
他去。这不，一接到机关要来连队调研
的通知，早就听说李磊大名的新任指导
员闫纪林立马指定他为座谈对象。

可最近训练任务重，旅里要组织专
业考核，营里要组织理论考试，李磊白
天上阵地搞演练，晚上坐在学习室准备
座谈发言，抽空还得背理论题，一天到
晚连轴转。专业考核成绩公布后，从没
掉出过前三的李磊滑出了前十。

聊起座谈，李磊满肚子“苦水”。
2016年机关调研主题教育开展情况，李
磊第一次参加座谈，时任指导员一再交
代：“你代表的可是整个连队，座谈时一
定得把咱连的工作讲好讲透。”

得到“重托”后的李磊不敢懈怠，用
了近一周时间了解情况、整理素材、撰
写发言，座谈时把连队开展主题教育的
亮点罗列了十几条，逐一向机关汇报，
给上级留下深刻印象：“你们单位的战
士有思想、素质高！”

打那以后，李磊算是“一炮走红”，
大大小小的座谈没少参加。“别看座谈
时间不长，耗费精力却不少。每次座谈
前都得详细了解座谈提纲，领会上级精
神，再结合单位实际撰写发言。碰到旅
以上机关来座谈，发言还得层层把关、
来回修改，甚至预演‘排练’座谈，一趟
下来也得掉层皮。”

听完李磊诉苦，闫纪林犯起了
愁：把座谈会的任务都安排给李磊肯
定不合适，可他“辞职”不干了，随便

找一个人能行吗？怕啥来啥，座谈人
选还没定下来，机关工作组就已经来
了，连队只能“硬凑”了几名战士临时
顶上。

座谈结束后，闫纪林得到机关反
馈：战士们发言积极性不高，没聊出来
啥“干货”。“印象中咱们连的战士座谈
时都表现很好的呀，这次是咋回事？”面
对机关的询问，闫纪林只好把李磊“辞
职”的事一股脑儿倒了出来。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郝晓强了解情
况后，在机关交班会上带头反思：“事情
发生在基层，根子却在机关。调查研究
的方式折射工作作风。如果我们下基

层调研停留在我问你答、翻翻材料；迎
接上级调研提前安排、层层把关，怎么
可能听到战士的真话、了解到真实的情
况？”

几天后，旅机关出台了新的调研规
定，要求机关下基层调研时直接走进班
排房、走上训练场，在与官兵落实“五
同”中“抓活鱼”。

如今，李磊这个“座谈专业户”算是
正式“下岗”。有战友跟他开玩笑：“这
下露脸的机会没了，挺可惜。”李磊的回
答很认真：“咱当兵的平时就该琢磨着
怎么把本领练过硬，还是踏实干好本职
最痛快！”

“座谈专业户”幸福下岗啦
■王 立 高思峰 杨嘉奇

调查研究是推动工作落实的有效

方式，但如果调研作风不实、用功不够，

便很容易导致“李磊式”的无奈，给基层

造成额外负担。

基层的真实情况从哪来？刘少奇

同志曾到湖南蹲点调查，家访时要看看

农民的坛子、罐子里有没有油盐，甚至

亲口尝过农民充饥的野菜、糠粑粑。如

果调研时走指定路线、看示范样板、听

标准汇报，那就是“盆景式”调查，“花架

子”研究，肯定看不到真实情况，找不到

问题症结。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有了调

研也不一定就有发言权。只有真正扑

下身子、沉到一线，发扬“脱鞋下

田，上门问诊”的务实作风，多站在

“稻田里”想问题，才能了解到官兵

“原生态”的想法，掌握到第一手调研

材料，为落实工作聚力，为基层官兵

发声。

莫搞“盆景式”调研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政委 陈明华

潜 望 镜

微议录

“连长放心，这次营里比武我们排
一定打个漂亮的翻身仗！”3月下旬，在
陆军某部一营组织的“排际小比武”考
核开始前，二连二排长杨希童拍着胸脯
向陈连长保证。

上个月，二排一班在“排际小比武”
中遗憾败北，这让身为排长的杨希童颜
面扫地。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他思来想去，总结梳理出全排军事训练
的“十六字真言”：扭住关键、精准发力、
重点突破、带动全局。
“说得接地气一点，就是集中力量

办大事。”杨排长在全排面前进行了一
番声情并茂的思想发动，“据营部可靠
消息，这个月抽考班级为每个排第二个

班。我们要做的，就是集中全排力量，
让二班体能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杨排长
亲自上阵，带着二班的兄弟们来了一场
现实版的“士兵突击”：重点课目重点训、
弱项课目补差训、难度课目攻关训，不仅
如此，他还从其余两个班级抽调部分“精
兵强将”加强二班。为了同二班战士思
想保持高度一致，杨排长还把自己的铺
搬到了二班。看到排长决心这么大，
二班上下自然不含糊，铆足了劲儿加
强训练。

一雪前耻的时候到了！杨排长意
气风发，志在必得。
“此次参加考核的为各排第三个班

级。”随着营长一声宣布，杨排长瞬间像
霜打的茄子——蔫了。
“姜还是老的辣，千算万算，不如营

长一算。”杨排长哀叹一声，想想被抽调

力量后三班那些“老弱病残”，再加上一
个月不管不问的“放养状态”，他的小心
脏莫名抽痛了一下。杨排长知道这次
考核又要铩羽而归了。
“平时搞花拳绣腿，战场上就会断

臂折腿。为了拿第一凑尖子、搞突击，
这种方法不可取。我们要瞄准战场搞
训练，努力补齐战斗力短板。下一次，
营里不仅要随机抽点人员，还会随机确
定课目。”赛后，营长一番话让杨希童羞
红了脸。

打铁还需自身硬。通过这次考核，
杨排长明白一个道理：不走捷径就是最
好的捷径。自那之后，他把全部心思投
入到如何提高全排训练水平中，并且又
总结出新的“二十字真言”：“个别突出
不是真的突出，全面过硬才是真的过
硬。”这不，杨排长放出话来，下一次，一
定靠真本事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临阵抽考，营长“智取”二排长
■张 贺

微观基层“四风”问题累累累

本报讯 张鹏、姜奇骏报道：新增专
业旅统训、调整专业营组训、原有专业连
自训……近日，西藏军区某旅“三级联
动”组训模式在全旅推广铺开。旅长蒲
晓荣介绍说，这是他们推动理论学习向
练兵靠拢、向打仗聚焦取得的又一可喜
成绩。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理论的价

值在于实践。”党的十九大召开后，该旅
注重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深化
练兵备战、推动作战转型的重要遵循和
抓手，创新推开“谋学+谋战”理论学习
机制，通过“学战一体、学为战用”找对

策、练招法，把党委机关的思考向抓训
谋战引，把基层官兵的精力向练兵备战
聚。

学习跟着练兵走，备战牵引深化
学。该旅在原原本本学报告、逐字逐
句悟要义的基础上，突出“强军篇”“转
型篇”“打仗篇”，区分党委机关、营连指
挥员、普通战斗员 3个层次，聚焦练兵难
点、打仗盲点、转型痛点、前沿热点，采
取边学边思考、边学边对照、边学边
研讨的形式，做到学习一个专题、解
决一个难题、找到一种办法、提升一
种能力。针对练兵备战、作战转型中

遇到的矛盾困难，他们常态开展专题
式学习、课题式调研、对策性研讨，
做到在“精与深”中聚焦中心、在
“学与思”中领悟精髓、在“知与行”
中促进转化、在“严与实”中树正导
向，真正把十九大精神学习成果固化
为练兵备战动力。

理论学习立起为战导向，助推战斗
力建设节节攀高。据悉，今年以来，围
绕职能要求，该旅先后创新 3种训练方
式，破解高原指挥、战场机动等 5 个难
题，一批精品战法成为亮剑雪域的固边
利器。

西藏军区某旅

砺剑高原，学战一体谋打赢

邮箱：jbjccz@126.com

全军政工网网盘：jbjccz
本版投稿方式：

春雨连绵，气温骤降。武警安徽总队“魔鬼周”集训队，组织特战队员30公里

急行军后，紧接着进行泥潭搏击格斗、污浊水塘潜水等极限训练。

徐 伟摄影报道
泥潭淬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