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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放眼全军，从北国高原到南国军

港，从冀中平原到江南丘陵，新军事训

练大纲施训正当时。

新军事训练大纲规定，要创新与实

战要求相一致的训练模式，规范战场适

应性训练、跨区训练和远海、远域、境外

训练，以及新装备复杂战场环境和对抗

条件下的实战应用训练。这一精神，契

合了实战化训练“全疆域到达、全时空

突击、全方位打击”的时代要求。

训在全域才能胜在全时。训练是

未来战争的预演，是军事斗争准备最有

效的手段。我军要遂行不同作战任务，

就要通过训练适应不同时空的战场环

境；未来战争会在不同领域打响，军事

训练就要在不同地域展开。如果不注

重训在全域，一旦任务来临，不具备全

域作战能力，适应不了作战环境，就很

难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甚至要付出血的

代价。

现代战争，陆海空天电都是战场。

明天的战争会在远边疆、高边疆、新边

疆打响，会在物理空间、技术空间和认

知空间打响。这就要求，军事训练在哪

个空间都要训熟、训精、训到位。

池塘里养不出蛟龙，园林里育不出

猛虎。一体化联合作战已成为未来战

场的主要作战方式。随着联合训练的

深入，需要不同军兵种开展多领域训

练。就拿陆军来说，不再是单纯的陆地

攻防，既可能乘海军舰船登岛作战，也

可能乘空军飞机实施远程救援，还可能

担负防卫火箭军导弹阵地的作战任

务。平时不在多领域训练，战时就难以

在联合作战中担当大任。

今天，中国军队走出去的步子越来

越远。我军担负着维和、反恐、护航、联

演联训、国际救援、吉布提基地驻军等

任务。履行好这些使命任务，有的要到

大洋，有的要到大漠，有的要到境外，不

强化多领域、多时空、多天候训练，就难

以安全抵达、有效捍卫。

正因此，新军事训练大纲强调，要

训在全域、练在全时。十九大报告也指

出，人民军队要“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

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有

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

战争”。只有具备全域作战能力，具备

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才能在战争来临

时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回顾军史，不难发现，人民军队一

直有打赢多领域战争的优良传统。解

放战争时期，第四野战军从白山黑水一

直打到天涯海角，既打陆战，又打海战；

既打平原战，又打山地战；既打攻城战，

又打阻击战。后来，一些部队进行了一

场“境外作战”，可以说打得有声有色，

胜得气壮山河。

然而，一段时间，我军少数单位滋

生了一些和平积弊，不太注重全领域训

练，有的每年驻训都到同一个地方，有

的不愿与其他兵种联合训练，还有的

“过日子”思想严重，只求安全稳定，不

敢到大风大浪中历练。诸如此类，必然

提高不了全域作战能力。

当年，第九兵团参加长津湖作战，

因天气极寒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成为

历史之痛。那时我军缺乏极寒地区作

战能力，主要是受经济实力、保障条件

的制约。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我军训练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开展全领域、全时空、全方位训练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

应对未来战争，先从适应未来战场

环境训起；打赢现代战争，先从提高全域

作战能力开始。当前，很多部队正在着

眼实战，按照新大纲要求，深入开展全领

域训练。把目光投向三军练兵场，我们

就会发现，空军部队坚持挺进更多的陌

生空域，海军部队不断走向更远的大洋，

火箭军部队在高原密林开辟新的阵地，

陆军部队转换不同地域演习训练。同

时，海军陆战队从沿海地域到新疆大漠

驻训，陆军特种部队从茫茫平原到青藏

高原开展适应性训练，陆航部队从荒原

林野到城市楼宇实施起降训练，待命维

和部队积极构设国外环境强化训练……

诸如此类，都在为遂行各种任务、打赢现

代战争而扎实准备、科学训练。

“有一根弦我们紧绷着，有一种使

命我们肩扛着。”相信，我们只要坚持实

战实训、联战联训，坚持按纲施训、从严

治训，全面锻炼全域作战能力，全面提

高新时代打赢能力，就一定能做到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作者单位：第79集团军某旅）

训在全域才能胜在全时
——坚持按纲施训实战实训系列谈⑥

■刘海涛

爱国是青春的旨归，奋斗是青春的

底色。

湖南广播电视台继《绝对忠诚》之

后，又推出正能量、“现象级”新闻专题片

《我爱你，中国》之《热血军人篇》。近期

播出的第一季共推出7个人物，全是忠

心爱党、赤心报国、铁心强军、一心为民

的革命军人。

“砺剑先锋”谭清泉向我们走来。他

是火箭军某导弹旅高级工程师，身患癌

症，却在大山深处坚守岗位40余年，是

导弹发射场上的“定海神针”。在他心

中，坚守有坚守的美，寂寞有寂寞的甜。

“草原战狼”满广志向我们走来。他

是陆军某蓝军旅长，带领官兵先后与27

个师旅进行过实兵对抗，取得了32胜的

战绩，仅有1次败绩。他的脊背上没有

刺字，胸口却回响着那曲《满江红》。

“冰花男神”张书辉向我们走来。他

是“黑河好八连”连长，当兵16年，守着边

境线，过年从未回过家。他驻守的地方温

度最低可达零下40多度，呼出的热气瞬间

成霜，睫毛也很快被冻住，战友们称他为

“冰花男神”。他常说，冷的边关热的血。

还有“沙场之花”袁远、“雪域雄鹰”周

宇锋、“百战归来”王文常、“雷达兵王”刘卫

民……他们的出镜，是人民的爱戴；他们的

精彩，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青春，是军人

的威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始终与

祖国一起心跳、与军队共同成长，成为引领

时代前行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有人经常问，军人为什么会得到社会

的尊崇？那是因为军人这一职业和祖国贴

得最近。祖国的尊严、人民的幸福，与军人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祖国终将尊崇那些燃

烧青春、牺牲奉献、精武报国的军人。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军人，青春迸

发，能量无限，生来就是振国威、壮军威

的。有一首歌唱道：“不能打仗，国家要

咱干什么？不打胜仗，人民养咱干什

么？”这首歌，很多军人唱在心坎上提醒

自己，落在行动上证明自己。

总有一片神圣国土需要守卫。乃堆

拉山口，海拔 4731米，被称为“生命禁

区”。西藏军区某边防团二营教导员周

宇锋，已经在这里守了17年。每一次边

界竖旗、宣誓国家主权，都伴随着不可预

知的危险，但他从不畏惧、从不退缩，让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高原上空。无数周

宇锋一样的边防军人用生命宣誓：“绝不

把祖国的领土守小了。”

总有一片领空领海需要捍卫。特级

飞行员王文常，29年翱翔长空，3次与死

神交手。今天，他成为中国歼击机安全

飞行5000小时第一人。5000小时，是精

武强能的基石，是护佑空天的底气。如

同王文常一样，很多空军“新锐一代”，战

巡南海、警巡东海、常巡大洋，时刻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总有一片电磁空间需要防卫。雷达

某旅情报分析师、一级军士长刘卫民，靠

近乎执拗的勤奋，从一名普通士兵，一步

步成长为雷达操作的顶尖高手。雷达兵

是无声战线的狩猎者，电磁空间的巡逻

兵。无数“刘卫民们”坚守着我们的新边

疆，构筑着我们的新长城。

中国无战事，和平有牺牲。青春的

力量、爱国的热血，不仅仅是在国家受到

威胁时才迸发出来，和平年代亦应如

此。它体现在军人的每一次出航中、每

一次起飞中、每一次发射中、每一次冲锋

中……谁能想到，袁远，一个“90后”女

生，由“准空姐”变成炮兵，带领女子炮

班，完成了某新型远程火箭炮的高原首

射任务。她脸上的高原红，成了奋斗的

印记，成了最美的青春色。

作家路遥在其散文诗《祖国到底

是什么》中写道：“祖国是什么？她是

山，是海，是森林，是草地，是村庄，是

城市，是茫茫无垠的沙漠，是绵延起伏

的丘陵……”这山山水水、大江大河，

在军人心中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事

实上，军人是最知道祖国是什么的人，

因为他们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任务，

都是对使命的宣誓、对祖国的承诺。

无论何时，南海诸岛、雪域边关、高原

密林、城市街道……到处都有警惕的

目光，都有温暖的绿色。

火箭专家梁思礼说过：“人必真有爱

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在军人看来，

祖国的安宁，是最大的幸福；人民的需

要，是最大的荣耀。“一年三百六十日，多

是横戈马上行”，这是军人应有的担当。

新时代，尊崇军人成了社会共识。

《我爱你，中国》之《热血军人篇》的热播

再次证明，爱国奋斗的青春最出彩，担当

奉献的青春最美丽。

拿破仑说：“如果你是军人，你的心

里只能装着国家和国家的敌人。”面对人

民的期待、社会的尊崇，共和国军人的胸

膛里，永远装着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

家尊严！

爱
国
奋
斗
的
青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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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
林
峰

著名学者吴伯凡在著作《认识方法

论》中，谈到一个盲维的概念，很值得我

们研究思考。

过去，我们学知识，总担心有什么盲

点。其实，盲点并不可怕，现在有了“度

娘”，盲点一查就知道，真正可怕的是盲维。

所谓盲维，就是你从来没有意识到

的维度。如果说盲点仅是点上的东西不

知道，那么盲维就是面上的东西不知晓，

即存在一大片知识盲区。盲维多了，视

野就窄，知识就贫乏，就会落后于时代，

适应不了形势，很难立于这个竞争日益

激烈的社会。

举个例子。有个天生的盲人，几十

年没有使用过视觉细胞。一天做了个手

术，他能看见了。结果，他却无法生活

了，原来他只看见一堆颜色，分辨不出颜

色的意义，构建不起对世界的认识。后

来，他遮起了双眼，再次进入“盲人”身

份，又可以正常生活了，并度过了后半

生。这个盲人，懂得从听觉、嗅觉的维度

上认识问题，却无法从视觉上观察事物，

即使眼睛复明，也犹如盲人。

“维度大师”庄子在《秋水》一文写道：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井蛙不

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

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

束于教也”。某种意义上讲，朝菌、蟪蛄、

井蛙、夏虫、曲士，就存在盲维。他们之所

以认识不到天之长、海之大、冰之寒、道之

高，就在于认识问题的维度受到限制。犹

如夏虫，没见到冬天，不知冰为何物，如何

与其谈冰？此文虽是寓言，但足以说明不

在同一维度上，就难以达成共识。

比盲点更可怕的是盲维。这一观点

提醒今天的军人，必须不断学习，更新知

识结构，提升思维、转变视角，减少盲维

的存在。

带兵育人不能有盲维。带兵人要了

解官兵、掌握官兵，就应该学会和官兵在一

个维度上思考问题。如果连官兵说什么、

玩什么、爱好什么都搞不清，如何能融入官

兵，解决官兵“成长中的烦恼”？又怎能带

出响当当的连队？有人说，不懂网络的带

兵人，就带不好“网生代”的兵。这句话就

是从时代维度上来说的。带兵人与时代同

频共振，多用新知识武装头脑，多些认识问

题的维度，才能超越自我、赢得兵心。

备战打仗不能有盲维。现代战争，

会在物理空间、网络空间、电磁空间、认

知空间等各种时空打响。对来自不同维

度的战争威胁，只能用同一维度或高一

维度的思想、战法、武器去应对。事实证

明，一个不懂信息化、智能化的指挥员，

不可能带领官兵打赢一体化联合战争，

原因就在于存在认识问题的盲维。今

天，随着科学技术和军事革命的迅猛发

展，战争还会在新的时空打响。如果指

挥员不紧盯前沿，不紧盯天下之变、战争

之变、对手之变，做不到并跑领跑，就会

存在认识盲维。一旦有了盲维，就会产

生代差，要想打赢未来战争，无疑是天方

夜谭。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有世界一

流的视野胸襟和认识维度。避免存在盲

维，唯有学习学习再学习，认识认识再认

识。广大官兵只有具备世界眼光、全球

视野、战略思维，通古今、晓中外，知天

文、识地理，懂科技、悉心理，做到政治过

硬、本领高强，才能不断提升认识问题的

水平，进而超越对手、战胜对手。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比盲点更可怕的是盲维
■杨宝权

宋濂在《龙门子宁道记·大学微》里

记载：昔李元平初从关播，喜为大言，常

论兵，鄙天下无可者。一日，将兵汝州，

李希烈一笑而缚之。

一个夸夸其谈、鄙天下将领都无能

的李元平，在驻守汝州的时候和叛军首领

李希烈一碰面，就被其轻而易举地生擒

了。这说明，言过其实、徒有其名的为将

者，虽能使上司轻信其大话，甚至被重用，

但关键时候只会被对手“一笑而缚之”。

这样的结果既害人害己，又误国误军。

宋濂还曾写过一个“尊卢沙”的寓

言，一位虚构人物尊卢沙，好夸谈，竟然

以他的夸谈唬住了关吏、大夫、上卿。

从而得见楚王，又以夸谈谋得楚卿。但

晋侯率诸侯之师打来时，他却变得瞠目

结舌、束手无策了，最后只能说出割地

求和的法子。楚王气恼，便割其鼻子，

将其逐出朝廷。

狂妄自大、吹牛浮夸，虽是大言者

的本性，却是领兵打仗的大忌。在历史

的长河里，那些曾经高谈阔论而无真招

实策之人，又有几人能够逃脱失败的命

运呢？战国时期的赵括、三国时期的马

谡，都是引用兵法的“高手”，却惨败长

平、失守街亭，“纸上谈兵”的雅号被人

道说千年。

“兵，死地也”，不能“易言之”。但是

历史的教训，总会有人重蹈覆辙。后蜀

将领王昭远好读兵书却大言不实，率军

队从成都出征时，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

自比诸葛亮。酒酣之际，更是攘臂狂言：

“吾是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

恶少儿，取中原如反掌耳。”结果战败弃

甲而逃，藏在老百姓的谷仓下面，悲痛嗟

叹，眼睛哭肿，只是念诵罗隐诗“运去英

雄不自由”，很快就被宋军俘虏。

大话好说，牛皮好吹，平时无事指

点江山、傲视天下，关键时候却是霜打

的茄子——蔫了！哭有何用？早知今

日，何必当初。

“夸谈足以贾祸。”说大话的为将者，

永远是说得惊天动地，就像扯把白云擦

擦汗，凑着太阳吸袋烟。但事实一再告

诫人们：“大言不惭，则无必为之志，而不

自度其能否矣。欲践其言，岂不难哉！”

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为

将者不能做说大话的“瘾君子”，不能插

着浪漫的翅膀乱摆龙门阵。即使能逞

一时之能，得一时之位，却是花边的枕

头难见真章，落下“一笑而缚”之类的下

场只是早晚的事。换个角度看，一些人

之所以热衷“大言”，夸夸其谈，除了作

风虚浮，恐怕还与“能力不足”有很大关

系。胸无点墨，靠什么博人眼球？胸无

良策，凭什么蓄积底气？只能靠吹牛说

大话吓唬人。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力本事绝不

是靠大话撑起的，而是靠艰辛努力换来

的。左宗棠曾在家书中提到初到江西督

战的情况：“吾惜尝以未临前敌为恨。自

到江西，往往策马督战。初犹皇戚，久则

胆气愈壮，心志愈定，虽杀声震耳，矢石

当前，而毫无怯惧之色。以是知凡事之

不可不历练也，今而后可免纸上谈兵之

诮矣。”左宗棠这样的人物临战时也有畏

惧，也有“不能”，但他找出破解的方法就

是多深入一线战场，多练习胆气血性。

“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

要。”缩短“说”与“做”的距离，是为将之

要。然而，一些同志却喜欢这番景象：

对上表态慷慨激昂，练兵备战说得多、

做得少；自我感觉常良好，“一瓶子不

满、半瓶子晃荡”……如此表现，照见的

全是形式主义的虚火、高高在上的官

气，根本彰显不了纵横战场的能力。

雷声大，不代表下大雨；大言多，不

代表会打仗。佯装具有别人所不具有

的智慧和能力，哪怕吹得再美、演得再

巧，在“那一天真的来临时”，都会尝到

苦果。鲁迅先生说：事实是毫无情面的

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以图虚名

始，必将以得实祸终。真正的将才，绝

不会在夸夸其谈上费思量，而是在练兵

备战上下实功。

“部队还是要练，要随时准备打仗，

枕戈待旦不是唱歌唱出来的。”千军万马

看指挥。领导干部只有勤于实践、少说

多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才能临

战有良谋，临危而不惧，真正成为克敌制

胜的战将。

为将切忌说大话
■郝启荣 王利飞

某旅参谋部定期下发作战对手的信

息，供官兵学习研究，以探索应敌之策。

这一做法值得提倡。

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常胜之家，

必先悉敌情。研究战争，先要深入研究

对手，熟知对手的力量编成、武器装备、

训练战法、人文特征等等。如果对敌人

一知半解，对敌情模棱两可，打起仗来，

哪来对策？又何谈打赢？

现实生活中，少数单位整天喊着

研究战争、研究对手，但官兵缺乏对手

的信息，想学习没有材料，想研究也无

从下手。有一些官兵主动下载一些资

料，但由于这些信息过于笼统，也不权

威，学习研究很可能失之偏颇。这就

要求上级机关及时追踪对手的发展变

化，精心编印信息资料，供官兵学习研

究，以达到掌握对手、了解对手、知晓

对手的目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练兵备战不

是口号，熟悉对手也不能空对空。只有

拥有可靠信息，实施精确研究，看透对手

的灵魂，按准对手的脉搏，才能做到料敌

如神、胜敌在先。

多提供对手的信息
■王智慧 王士刚

“战场上不是猎手就是猎物，我们要

当好猎手决不当猎物。”这是某旅在实战

化训练中官兵发出的心声。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战场从来不是

一派祥和，从来没有风和日丽，只有血与火

的对弈、生与死的厮杀，要么主宰战场成为

猎手，要么处处挨打沦为猎物。犹如巴顿

所言，你不杀死敌人，就会被敌人杀死。特

别是信息化战场更加残酷，不走在时代前

列，不领先于对手，就难以适应未来战场，

赢得战争主动、制胜先机。从近几场局部

战争看，胜利的一方不仅在装备技术水平

上高于对手，更在作战思想、力量编成、战

法打法上优于对手。这告诉我们，好猎手

必须挺立时代潮头，赢得军事变革。如果

不能领跑军事前沿，就会落后于人，受制于

人，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

“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箴言不断被验

证。要想制胜未来战场，唯一的方法就

是瞄准强敌，找准对手，聚焦实战，真正

锤炼以命相搏的杀气，砥砺敢打必胜的

底气，厚实知己知彼的底气。如此，才能

形成威慑能力，塑造有利态势，成为未来

战场上的猎手而不是猎物。

（作者单位：32144部队）

争当战场上的猎手
■蔡 伟

前不久，某连担负全营战术演练
示范任务，示范兵为了“演”出更好
的战场效果，故意避开掩体地形，往
松软的黄土里跑，用四散飞扬的黄
土，营造出战场硝烟弥漫的“气
氛”。现场观摩的营长发现这一现象
后立即叫停，并严厉告诫官兵，训练
丢掉敌情观念，就会滋生“和平

病”，必须回到实战上来。
这正是：
战术示范图好看，

黄土弥漫战味淡。

按纲施训把兵练，

瞄准敌情贴实战。

胥萌萌图 刘旻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