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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

“三实”训练不能只

图听个响，战斗力标准

岂能单纯用弹壳数目来

衡量

“轰，轰！”“哒哒哒！”天刚放亮，震
耳欲聋的枪炮声，打破了山谷寂静。
“快一个星期了！”住在附近的翟老

汉对此早已司空见惯：驻军某部的实弹
射击训练场就在这座大山里，“每到这
个时候，枪炮声总会从早响到晚。”

置身实弹射击一线，前来检查的上
级领导发现一些“怪现象”：射击现场没
有看到声光烟幕等战场要素，步战车固
定在原位静止不动；机关炮在射击前没
有调试过程……
“非战场环境、没战术动作，实弹射

击训练怎能满足于枪打了、炮响了？”在
现场召开的问题剖析会上，上级领导一
针见血地说。

回顾几年前经历的这件事，某部助
理员王峰对记者说，“三实”训练是部队
贯穿全年的基础性课目，由于危险程度
高、实施难度大、场地要求苛刻，外加各
种大项任务冲突，很难按时保质保量组
织实施，结果往往一拖就拖到了年底。
弹药消耗又跟年度训练成绩评定挂钩，
没达标的单位都会在年底前到靶场“扎
堆”打弹。
“三实”训练不能只图听个响，战斗力

标准岂能单纯用弹壳数目来衡量！结合
战斗力标准大讨论，某部领导在走访基层
部队时发现，“三实”训练降低难度、简化
流程、突击消耗的情况并非个例——

有的单位以打过了、投过了代替打
准了、练通了；有的没能确立弹药指标
消耗的“效益观”，新兵老兵、干部战士
同吃“大锅饭”，训练质量“大呼隆”；有
的搞“保姆式”训练，子弹帮着装、拉环
帮着挂……
“这样打效果到底怎么样？”有官兵

坦言：“火药味虽然很浓，打仗的感觉却
找不到！”

一次“三实”训练结束后，看总结材
料上“有效提高战斗力”的字样，某部张
参谋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将其改为“实
弹射击能力有所提升”。其实，他心里
十分清楚：战斗力提升与弹药消耗量的
增长是不能画等号的。

前不久，某合成旅做了一项调查：
训练中，你打过几次实弹，投过几枚手
榴弹，排过几次地雷？没想到，这些问
题却把一些官兵“问”住了——有战士
反映，除新兵下连前打过靶外，平常接
触实弹并不多。

在某合成旅四级军士长杨国军看
来，“投弹，是军人杀敌的基本技能，跟
老农耍镰刀差不多！”

可是，实投经常出情况，因此也常
出一些耐人寻味的典型事迹。“战士手
榴弹脱手滑落身旁，连长数秒扑倒救
人……”前些年，“靶场救险”的新闻屡
见报端。而最近几年，杨国军发现：相
比以往，这样的新闻少了许多。这说
明部队训练质量在不断提高。

“安全带”虽然必要，

但不能成为战斗力建设

的“绊脚绳”

某旅“三实”训练展开前，自上而下逐
级开展训前动员，“安全”成为稳居榜首的
“高频词”。采访中，一些基层官兵对此见
怪不怪：“动枪动炮的，出不起事啊！”

座谈中，某旅一名“老牌”先进连的
指导员蔫了。原来，保持了 3年的先进，
因为去年出了点事儿，年底连队“三连
冠”泡汤了。
“人车枪弹密”是部队五大安全事

故高危区，枪弹几乎占了一半。“年初出
事，一年白干；年尾出事，白干一年”，过
去这种“事故定乾坤”的压力，让不少单
位的“三实”训练“缩水”。

遇会必提、逢训必讲。耳濡目染，
大家对枪弹有了一种特殊的“敏感”。

某旅火力连上等兵卢志强是个十
足的“兵器迷”。为了能实现操枪弄炮
的梦想，他走进军营。“钢枪是军人最亲
密的战友”，但入伍一年多，他对这个
“战友”却又爱又怕。

去年，第一次走上靶场的小卢不免
有些紧张。为了确保训练安全，部队把
整个射击流程细化为 10多步。“一令一
动”的过程中，卢志强错了好几次，结果
一发未射就被“请”到场外……

官兵“打弹”，领导“闯关”。枪和弹
一结合，各级领导都捏一把汗，毕竟子
弹不长眼，擦枪走火都要“见血”。

慢慢地，一些官兵发现：有的“三

实”训练走起了“队列动作”，有的枪械
排障用上了“专属保姆”，有的实射实投
变成了“傻瓜操作”。
“战争从来都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领

域。”在战斗力标准讨论中，某旅领导给
官兵算清了一笔“大账”：训练狠一点，
人破皮车掉漆，出了事故可能还要挨处
分；但如果在训练中搞花架子，战场上
打了败仗，这份责任未来谁担待得起？

这否决那否决，实战化训练不落实
最该“一票否决”。

据介绍，新修订的军事训练条例明
确规定了“四个不得”：不得违背规律盲
目蛮干，不得以安全为由简化训练内
容、降低难度强度，不得随意提高风险
等级、擅自终止或者取消险难课目训
练，不得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
全。
“安全带”虽然必要，但不能成为战

斗力建设的“绊脚绳”。某旅参谋长张
海滨说，“这几条刚性要求，为部队大胆
训练、科学训练、安全训练提供了制度
保障。导向正了，下级就不会因怕‘摊
事儿’而缩手缩脚了。”

练兵不可因噎废食，

要冲破“以牺牲战斗力来

预防事故”的怪圈

“打靶就是打仗！”
新年度开训，第 80集团军某旅就开

始了“钢丝绳上耍大刀”：实弹射击按
“普通弹+穿甲弹+曳光弹”模式装弹，
“精度射、俯仰射、乘车射”逐个人员练、

逐个单位考……
险情不是一点儿没有，但他们预测

在先、准备在前，防患于未然。
硝烟散尽，这个旅冲破了过去那种

“以降低训练质量来消极保安全，以牺
牲战斗力来预防事故”的思维怪圈。

该旅官兵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训
练的强度、难度、险度与事故没有必然
因果关系。
“真正组织好了，也没啥危险的！”

旅长张革强说，影响我们的最大阻力还
是头脑中的和平积弊。其实，不是训练
不安全，而是训不好不安全。指挥员当
有“登高履危”的练兵追求，否则别说
“三实”“五实”，就是“一实”也难做到！

坦克连上士安仕富对此有自己的
理解：“要下水，可能会有被呛的危险。
但不下水，永远练不会游泳！”

参加过多次“猎人集训”的安仕富，
能够熟练操作所有现役枪械，长达 12年
的“射击史”让他掌握了不同地域环境、
各种不良天候射击的技巧。
“准星稳不稳，取决于千百次的据

枪训练；密位准不准，取决于千百次的
计算练习。”他告诉记者，只有平时以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训练，战时才
会有绝处逢生的“柳暗花明”。
“都散开，让我来！”某旅火力连中

士吴迪在迫击炮实弹射击训练中，完成
了一次紧急排险，一举成为连队的英
雄。
“训练场意料之外越多，上了战场

应对意外的招法就越多。”吴迪说，“无
坐板、无炮架，单人操炮完成射击的‘高
危’课目，过去都被‘束之高阁’。如今，
为适应陡坡峡谷等地域作战，旅里重新
起用这一课目，结果真的派上了用场。”
“不能光看炮弹打出去了，最重要

的是看打击效果咋样！”这些天的训练

中，某旅用弹格外“抠门”，要求大家珍
惜每一发子弹。

旅长耿大勇对大家说，回顾我军战
史，在武器装备差、弹药供应不足情况
下打的胜仗许多，原因很简单，手中子
弹有限，就瞄准了再打、靠近了再打，避
免浪费每发子弹。
“发挥好每一发子弹的最大价值，是

提高官兵战斗技能的有效途径。”官兵们
意识到了，只有让弹药在训练场上命中目
标，才是衡量弹药消耗价值的科学标准。

走访几个基层部队，看到他们的
“三实”训练动真格渐成风尚——

某部一改实弹打死靶的做法，练就
了官兵战斗技能和实装抢修能力；某部
不满足坦克用直瞄射击方式打单一弹种
的训练模式，大胆尝试用间瞄方式打多
种实弹，同样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今，这样冒着风险抓实战化训
练的举动越来越多。诚如一名基层主
官所言，“‘三实’训练的道路虽然充满
荆棘，但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勇敢向
前！”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向世界一流军
队迈进。记者有理由相信，转型重塑后
的人民军队迎“险”而上、迎“难”而上，
大力推进实战化训练，一定能够迎来战
斗力建设的“又一个春天”。

一枚实弹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来自几个基层部队实弹实投实爆训练场的调查与思考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张 楠

实弹与实战的关系，其实根本无

需讨论。军人进行实弹实爆实投训

练，就像农民挥舞镰刀、工人开动机器

一样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可为什么

在有的基层部队，理所当然的事变得

有些不太自然了？这一问题值得每名

军人深思。

甲午海战，拥有世界先进铁甲舰、

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之所以失

败，除了清廷的腐朽与没落、内部纪律

松弛外，训练弄虚作假也是一个重要

原因。李鸿章检阅北洋水师军备时要

看实弹射击，下级军官就派人藏在靶

船上，专等舰炮一响便点燃船上的炸

药以示命中。如此弄虚作假，虽然骗

过了李鸿章，却给清军埋下了祸根。

海战中，定远舰连发数炮不能中敌，却

被日舰击中。

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练兵贵在

实战化，也难在实战化。革命战争年

代，我军将士以劣胜优、以少胜多，这

是在每一场血与火的战斗中“淬炼”出

来的。

精钢百炼，美玉千磨。一个没有

遍尝百草苦涩的医者，不能成为妙手

回春的良医；一把没有经过烈火淬炼

的刀剑，不可能削铁如泥。纵观历史，

战争形态虽然不断变化，但在恶劣环

境下磨砺、在艰苦训练中摔打部队的

练兵之道从未改变。

炮火硝烟是战斗力最好的“开刃

器”。常言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一支部队的基础牢不牢靠，关键看每

名战斗员的基础体能和战斗技能过不

过硬，而实弹、实射、实爆是最基本的

战斗技能。

我们常讲实战化，但实战化更要

精细化。毋庸讳言，当前，有的单位抓

训练仍然处于笼统粗放式状态，以为

弹药消耗多了、装备出动多了，实战化

训练的质效也就上去了，于是实弹投

掷“走程序”、实爆作业“靠保姆”、实弹

射击“静态化”。如此这般，弹药消耗

虽然多，实战能力却难以有效提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战斗力

生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必须实打实

对待每一次训练。过去我们常说，没

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从这个意义

上讲，在信息化战争中，没有先进的武

器装备是难以打胜仗的。现在，部队

的先进武器装备越来越多了。我们是

不是应该追问一句：有了“金刚钻”，就

一定能干“瓷器活”吗？

无论实战训练向信息化转型，还

是使训练贴近实战，要想战场打得赢

都离不开动枪动炮。抓战斗力建设没

有捷径，唯有严抠细训，实训精练，才

是赢得未来战争的不二法宝。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军队的生

命力在于战斗力。眼下，全军部队实

战化训练如火如荼展开，蓝天、大海、

高原、深山、大漠，到处可见热火朝天

的练兵场景。

当那一天来临，我们能打胜仗吗？

历史期待着新时代革命军人作答！

实
战
化
，必
须
实
打
实

■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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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评上先进，就看这“最后一
锤子”了！去年年底工作总结时，某旅
四连和五连主官心里“扑腾扑腾的”。

从去年年初转隶到新单位开始，两
个连队就铆足了劲儿狠训苦练，都想年
底夺下旅“军事训练先进单位”这块牌
子。这天，营党委对照旅《军事训练量
化评比细则》逐项为各连队加分，并当
场公布结果：四连以军事训练综合成绩
两分之差败给了五连！
“啪！”还没等五连王连长扬起嘴

角，早有准备的四连郭连长就从口袋里
掏出一份《连队弹药消耗清单》，拍在了
桌子上。按照营里量化细则规定，各连
队弹药消耗超出规定指标将相应加
分。根据四连年度弹药消耗超出指标

的数量，应该可以加4分。
平时看似微不足道的几分，此时成

了四连能否“逆袭”的关键。
煮熟的鸭子岂能轻易让它飞了！

五连王连长显然不服气：军事比武、年
终考核、战备拉动，这些加分项哪一个
不是实打实？弹药消耗量怎么能和这

些指标比？“实弹打得多，就说明连队的
实战化训练过硬，凭啥不加分？”事关连
队荣誉，四连郭连长寸步不让。

会议室内，两人“针尖对麦芒”，最
终也没争出个结果来。很快，这个争论
不胫而走，引发了全旅官兵热议。有战
士说：量化细则白纸黑字，弹药消耗超

指标，理应加分。
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也不少。有官

兵提出：听说四连弹药消耗超出的指标
是年底突击打的，这样的消耗跟实战要
求离得很远……

一时间，争论不休，这分到底该不该
加？该旅领导查看弹药审批单和《连队

要事日志》发现，四连超出的弹药消耗量
确实主要是集中在年底打的，目的就是
想把军事训练的综合分往上提一提。

用战斗力的标尺量一量，一切问
题就都变得简单明朗。“党的十九大
报告鲜明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
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

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该旅
领导说，聚焦实战首先要杜绝训练花
架子，与战斗力产出不成正比的“高
消耗、低效益”训练方式，就是典型
的花架子！

纸包不住火。面对问题，四连郭连
长一脸羞愧，表示以后训练一定“既查
消耗更看实效”，让每一颗子弹都打出
效益。

如今，这场争论已尘埃落定，但这场
风波留给官兵的思考还在持续……

一场弹药消耗量引发的争论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张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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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集团军某旅官兵在实战氛围下进行协同射击训练。 徐 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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