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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申云航怎么也没想到，作为一名老
兵，自己竟在“战斗”第一天就“光荣”了。

申云航是谁？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
合成一营二连班长。他皮肤黝黑、性格豪
爽、嗓门洪亮，被战友们称为“小钢炮”。

去年，该旅千里机动到内蒙古腹
地，参加“跨越-2017·朱日和”实兵演
习。“这可是咱们第一次参加跨区演
习，必须打一场漂亮仗！”申云航和战
友们一路上摩拳擦掌，恨不得战斗早
点打响。

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此次
出征前，申云航带领全班战友对战斗攻
击、阵地防守、搜索、侦察等 10余个班战

术课目逐一过了“筛子”。为提升全班协
同作战的默契程度，他还带着大家对一
些复杂课目进行反复演练。

然而，“战斗”真正打响的那一刻，申
云航发现：战场情况和平时训练有太多
的不一样！

演习第一仗——山地进攻战斗拉开
战幕。“交替掩护前进！”在搜索接敌过程
中，申云航指挥还比较得心应手。他下
达的每个指令，大家都能听清楚。

谁知，情况突变，一架“不明身份”的
直升机掠过山包，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

申云航习惯性地大声命令道：“注意……”
话刚出口，他的声音就淹没在直升机的轰
鸣声中。愣了一下，大家就地疏散隐蔽，
一名战友的激光对抗系统头盔此刻冒出
红烟——“阵亡”了。
“其实，我就是习惯性地喊了一句

‘注意隐蔽’，没想反而弄巧成拙了。在
真实的战场上，可能就因为这一秒钟的
画蛇添足，让战友无谓牺牲。”这场战斗
结束后，申云航就作了深刻检讨。他意
识到，“注意”二字是多余的，直接喊“隐
蔽”就好了。

接下来的战斗，让申云航彻底品尝
到了失败的滋味。

战斗进入胶着状态。头顶，战机震
耳欲聋；四周，枪炮轰鸣……申云航下达
的指令，对班里的战士来说就如同无声
电影。不过，申云航很快缓过神来，开始
改用手语下达指令。尴尬的是，由于之
前训练大家“动嘴”多“动手”少。面对手
语，大家一时间配合不默契，接二连三出
情况。

情急之下，申云航又开始扯着嗓门
下达指令。不过，他这次下达指令的声
音，不仅“自己人”听到了，也把自己所在
位置暴露了。一声枪响，他的头顶冒出
了红烟……

战斗结束盘点“败绩”，申云航狠狠
地对自己说：“一切脱离实战的训练，都
将被战场和强敌否定！”

“小钢炮”缘何成“哑炮”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徐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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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3月12日，习主席出席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团全体会议时指出，“要大力纠治‘和

平病’，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要

瞄着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可能的作

战对手，有针对性地去练。”

统帅的话语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为广大官兵练兵备战进一步指明了

“靶标”。

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在指导

部队开展刺杀对抗训练时有句经典的

话：“不要怕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

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在这一思想

指导下，独立团官兵个个都练成了嗷

嗷叫的“小老虎”，敢于逢敌“亮剑”并

屡屡获胜。只有把“练打仗”当作本能

来强化，让训练回归打仗本源、让官兵

扛起打仗本职，不断缩小训练与实战

的差距，才能在未来战场上处变不惊、

游刃有余。

古往今来，一支军队的战斗素养，

往往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进而决定

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命运。眼睛看不

到战火、思想燃不起硝烟，打仗的本领

不足，何谈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能战

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

能打越可能挨打”的道理，军人当深思

之、切勉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装甲

集团军群司令官古德里安多次模拟装

甲集群突破进行战役推演，而法国军

队指挥员眼中无敌情、心中无忧患，还

在幻想“仗打不起来”。两相对比，开

战6个星期就投降的法国军队也就怨

不得谁了。

我军多年未打仗的客观事实，使

有的官兵的思维远离了战场：有的嘴

里喊着备战打仗，心里却想着当“和平

兵”“太平官”，不关心军情、不研究战

事；有的不愿真学实练，存在“得过且

过”思想，演练只为好看、考核只求合

格；有的对现代战争规律不深钻细研，

或是墨守成规、或是照搬照抄。

2018年起步一开局，习主席向全

军发布训令，要求“全军各级要强化练

兵备战鲜明导向，坚定不移把军事训

练摆在战略位置、作为中心工作，抓住

不放，抓出成效”。领袖的沙场动员、

统帅的强军号令，是练兵备战的时代

号角，是强军新征程上奋发前进的动

员令。

军人生来为战胜，能打仗、打胜仗

是军人的终极目标。“练练练，练成那

精兵才是好汉。”为了在强军兴军新征

程上留下闪亮的足迹，广大官兵用在

训练场上的实际行动践行“首战用我、

用我必胜”的铮铮誓言：“我站立的地

方，就是战场。我怎样，这支军队就怎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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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训练场就是战场，指令要用
密语、手语或旗语；

②站队就是战位，集合带队及
跑步都要按战斗编组序列；

③防护就是生存，每天训练至
少30分钟是戴着防毒面具训；

④值勤就是警戒，所有哨位都
要建防御设施并指定观察地境；

⑤打靶就是打仗，实弹射击要
按“普通弹+穿甲弹+曳光弹”模式

装弹，“精度射、俯仰射、乘车射”都

要逐个练、逐个考；

⑥自救互救器材必须随身携
带，训练间隙班长组织必考；

⑦构筑单兵掩体必须经过轻重
火器实打检验；

⑧凡实弹射击都要观测捕捉弹
着点；

⑨凡射击训练必带校枪器，凡
战术训练必须带战斗背囊；

⑩凡上训练场必先明确方向和方
位物，人人掌握钟点和方位物报知法。

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

强化战斗素养十个细节

从“训练为了打仗”到“训

练就是打仗”，中间的差距还

不小——

战斗素养的缺失，源

于对实战化训练的认识

跟不上

尽管事情已过去了大半年，但演练
场上的那一幕幕，至今让第 80集团军某
合成旅合成一营官兵印象深刻：“那次
演练可把我们折腾惨了，不过，那才像
打仗，锻炼人！”

那次，该旅组织合成营对抗演练，
合成一营几个战士“猫”在刚挖好的掩
体后面，等着“敌人”送上门。此时，导
调员突然“杀”了个措手不及：“看看你
们的掩体符合实战标准不。”

有两名战士挖掩体时图省事儿，选
择了一处土质较为松软的地方。没想
到，一时偷懒竟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
价。导调员当场宣布：“你们俩，阵亡！”
“今天的训练，最可怕的缺失是实

战意识不够！”调查中，该旅领导发现，
不少官兵战斗素养的缺失，源于对实战
化的认识跟不上。

该旅一次调查显示：有的新兵不会使
用校枪器校正自己的枪支，有的新兵不能
熟练掌握钟点和方位物报知法，有的官兵
从没有训过乘车运动射击课目……
“把靶子放到山坡上！”实弹射击，

合成一营 6名老兵卧姿射击打出了好成
绩。正当他们得意之时，指挥员突然
“发难”。

面对“考题”，这几名老兵不以为
然：“靶子换个地方而已，没啥不一样。”
可当他们仰着枪口射击完后，大家都傻
了眼：成绩没有一个人合格。
“水平射击和俯仰角射击，子弹飞行

的弹道不一样，瞄准点也有很大不同。”
指挥员的现场讲解，把这几名老兵弄了
个大红脸。原来，从“训练为了打仗”到
“训练就是打仗”，中间的差距还不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该旅战备
教育课上，一个战例让官兵们警醒：“贝
卡谷地之战中，叙利亚军队把以色列军
队加装了雷达反射器的假目标当成真
目标来打，遭到反雷达火箭弹和反辐射
导弹的攻击。与其说是以军的电子战
手段太狡猾，不如说是叙军的实战经验
有待提高。”

走队列“顺拐”的人想改

过来，必须形成新的“肌肉记

忆”——

头脑中的惯性思维，

是阻碍打赢的最大敌人

“战斗素养，反映着军人对战争样式
和规律的理解、认识以及自省。”几年前
随我军军事代表团出访，外军的训练场
景深深印在该旅旅长张革强的脑海里。
——俄军步战车在高速机动过程

中，高射机枪、机关炮、反坦克导弹等轻
重武器同时开火，对空中、地面、装甲目
标进行同步打击……
“深入推进实战化训练，必然要面

临更多的困难，训练难度、强度也会与
日俱增……”张革强深有感触地说：“一
些官兵头脑中的惯性思维，是阻碍打赢
的最大敌人。这就好比司机跑惯了老
道儿再上新路，肯定感觉别扭。走队列
‘顺拐’的人想改过来，没什么好办法，
只有按标准动作反复强化，才能形成新
的‘肌肉记忆’。”
“打仗这根弦绷得紧不紧，决定了

实战化训练会不会‘跑偏’。不能身子
已经下山了，思想依然在山上。”前不
久，该旅把党委议训会开到了训练场。

旅政委崔海旭讲评训练问题一针
见血：“一些机关干部还在用老旧思维

指导基层训练；个别营连对下发的训练
制度落实不严格，还存在消极保安全、
难险课目训练走过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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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
习习主席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
时的重要讲话，该旅党委“一班人”深刻
认识到，当前部队实战化训练深入推
进，每一名官兵都应当从心底强化“练
即战”的主动意识，要避免“穿新鞋走老
路”的教训，有些训练“老轨道”得抓紧
改一改了，弯路不取直，就要做无效功。

旧船票难登新客船，形成新习惯离
不开硬规范。该旅深入查找训练场上
的和平积弊，对症下药，多措并举强化
官兵战斗素养，让官兵们形成实战化的
“肌肉记忆”。

条条规范聚焦实战，把官兵思想
“敲”醒了：再按老套路练，到了战场会
出现更多无谓的牺牲！
“以往有的课目看似训练了，但缺

少危局险局困局的考验。”交流中，曾担
任维和部队指挥员的张革强告诉记者：
“维和部队官兵在外出巡逻之前，首先
会自觉地打开自己的战术背包，看看急
救包带了没有，都不需要别人提醒。因
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东西在战场上能保
命，这也是战斗素养的体现。”

当我们从一场战争中走

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向下一

场战争迈进了——

用“战场法则”破除

“靶场思维”，让每次训练

都是一场战斗

“呛得睁不开眼！”在该旅侦察营训
练场，只见官兵穿着防护服，带着防毒面
具进行战斗射击、渗透侦察等课目训练。
“为了让训练更加贴近实战，现在

每天训练至少有 30分钟是戴着防毒面
具训。”营长赵建华介绍说，要用“战场

法则”破除“靶场思维”，训过去不敢训
的、不能训的、不真训的，将实战化意识
植入官兵头脑，提升官兵的战斗素养，
浓厚钻研打仗的氛围。

说话间，记者发现一名战士因为穿
戴不规范，导致防毒面具漏气，被呛出了
“战场”。“今天训练场上放过去，明天战
场上就过不去！”赵建华一脸严肃地说。

现代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重复 21
天以上的行为会变成习惯，重复 90天的
行为会变成稳定习惯。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提高官兵战斗
素养，需要把以往专注于一弹、一地、一
次打击的训练模式，变为协同全局、全
战场、全要素的训练模式。
“从开训到现在，我们营区靶场的

枪声就没停过。”作训科科长张绪锦向
记者介绍说，“卧、跪、立、推、跃、掩”6种
战斗姿态，“坑、包、坎、垛、树、墙”6种地
形地物运用，“精度射、隐显射、运动射、
俯仰射、乘车射、极限射”6种射击技能，
都要逐个训、换个考。
“轰……”一天深夜，该旅协同训练

场上战车轰鸣，合成二营数十辆装甲战车
鱼贯而出，向着一片山林地域疾驶而去。

不开大灯、不亮双闪、没有整齐的
行军梯队，在夜视器材的辅助下，一辆
辆战车在曲折蜿蜒的山路上快速行
驶。突然一个急刹车，官兵下车发起冲
锋、战车变换战斗队形，向“敌”阵地发
起冲击……原来，他们正在进行主战装
备夜间极限驾驶训练。
“扣一下扳机，就要估算出自己弹

匣里还剩多少子弹；枪弹袭来，目光一
扫就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掩体……”该旅
领导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官兵找到
了“打仗”的状态。
“当我们从一场战争中走出来的时

候，就已经在向下一场战争迈进了。”记
者有理由相信，如果当兵打仗不再是官
兵的一个口号而是一种习惯，练兵备战
不再是一项要求而是一种素养，那么，
我们距离练就“能打仗、打胜仗”过硬本
领的要求将会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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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练为战到练即战，“一字之差”咋改写
—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强化官兵战斗素养的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徐 彬

记者调查

锐视点

今天的训练场如何对接明天的战场，这是部队战斗力建设面临的时代课题。图为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官兵在实

战背景下进行装甲车极限驾驶、战场抢救等训练。 徐 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