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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长镜头

凌晨时分，大龙山下，夜雨袭来。野
战帐篷里，陆军首次战役参谋比武的参
赛人员都在酣眠。

4时 30分，4班帐篷突然亮起了灯，
10名来自第 73集团军机关的参谋人员
迅速起床着装，开始比武准备。刚刚接
到命令的班长、作训处副处长安文源做
简短动员：“接下来将有 11个课目的角
逐，组织形式、考核内容等都与以往不
同，每个课目都是一场硬仗！”

热身运动、点验装具……5 时 50
分，第一波参赛选手、来自第 73集团军
和西藏军区机关的参谋人员共 20人，站
到了 3公里武装越野跑出发点。

此刻，雨越下越大，道路变得泥泞
湿滑，但参赛队员们斗志昂扬。一声枪
响，他们如离弦之箭冲出去，比武正式
拉开帷幕。

这是陆军领导机构成立以来举行
的首次战役参谋比武竞赛。全新的组
织形式、全新的内容设置、全新的裁评
方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承办此
次比武的陆军指挥学院领导评价：此
次比武“绝非拼个胜负那么简单”，它
标志着陆军抓练兵备战理念的更新、
实战化训考模式的转变。从战役机关
参谋训练这一重要抓手抓起，陆军训
练转型正从这里艰难破局，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

连贯考：60小时内

“打”了11仗

起伏山路、泥泞小道……安文源和
队员们穿戴着战斗装具，一路狂奔。过
烂泥路段时，队员们一脚下去，泥粘鞋
底，甩也甩不掉。他们咬紧牙关，一步一
滑冲到终点。
“比武人员由各单位推荐一半，电

脑随机抽点一半。”安文源说，参加此次
比武，是自己军旅生涯中的一次重要经
历。

3公里武装越野跑刚结束，参赛队

员们就被带上了射击考场：3分钟内完
成 5发子弹精度射击。大家争分夺秒，迅
速据枪瞄准。记者注意到，有 3名队员未
开一枪就缩回了手，短暂调整后再次瞄
准、击发。
“3公里拼得太狠，双臂一直在抖，

影响瞄准。”射击完毕，10号靶台的一名
队员解释说。

过去比武也搞连贯作业，但为了安
全起见，很少会把实弹射击这种危险课
目拿来和别的课目组合。而这一次，刚
走出射击靶场，通信装备操作考核又在
等着参赛队员们。

竞赛课目接二连三，难度强度越来
越大。13 时 15 分，简单的快餐午饭后，
又展开了基本理论、遥感影像判读、融
合生成态势图等 7个参谋业务技能课目
竞赛。除晚餐时间外，各课目考核间隔
最长不超过20分钟。
“当面之敌为××，其下辖……”考

生们刚经过 1个半小时的作战计算，又
投入到了计算机标图竞赛。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计算机标图
没有纸质版想定，而是像英语听力考试
一样，听着录音即时标图，大大增加了
考核难度。

这一天，10个单人课目比赛一直持
续到凌晨1点半，然而并没有太多的休整
时间：等待他们的是更加严峻的考验——
34小时昼夜连贯实施的指挥作业。

次日 8时，经过 2个小时赛前准备，
指挥作业竞赛正式开始。21个参赛单位
被编成 21个班，每班 10人，在指定的 21
个帐篷内完成作业：分析判断情况、提
出决心建议、拟制战役命令……各班时
而集体研究，时而分工合作，帐篷内一
片紧张忙碌。
“没资料、没模板，全凭一个脑袋，

在 34个小时内要完成 13项内容，强度
难度可想而知。”12班班长、西藏军区训
练处副处长王端直言不讳地说，“指挥
作业既考协作意识，也是对体能、智能、
技能和心理的综合检验。”

第 3天 18时，经过 60个小时的连贯
作业，11个课目竞赛全部结束。走下考
场，南疆军区卫生处助理员汪德宇双
眼布满了血丝：“这次比武竞赛全程战
斗着装、全程野营食宿、全程封闭管理、
全程连贯实施，入伍以来参加如此高强
度高难度的考核还是头一回。”

练实战：从“计算题”

到“应用题”

比武结果，能马上出成绩的，赛后
就直接投射在大型显示屏上；不能马上
出成绩的，也会以最快的时间评判出结
果。

看到自己作战计算的成绩，第 82集
团军火力处处长王军有些懊恼。

王军多次参加各级比武竞赛，3次
荣立个人二等功，对于作战计算这个课
目一向信心满满。在集团军备战训练
时，他还登台授艺，而这次却在该课目
比武上吃了亏，无缘优秀。

老将为何失手？过去考作战计算，
试卷最多 5页纸，考题像数学题一样一
道一道的，套上公式直接加减乘除即
可。这次比武试卷 15页纸，所有计算内
容都隐藏在作战背景中，就算记得住公
式不会分析也没法做题，难度大大增
加，一不小心就会出错。

从“5”到“15”，变化的不仅是数量，
更是一种思维理念。该课目的命题组成
员、陆军指挥学院教授王本胜说：“过
去，作战计算是简单的计算题，重在考
察‘算’的技能。如今把题目融入作战背
景、带入实战，重在考察智能和分析应
用，真正体现了‘算为用’，更贴合实
战。”

若不是亲眼所见，记者也不相信，
这次比武的很多课目都像作战计算一
样，颠覆了传统的考核比武思维，变单
纯“计算题”为复杂“应用题”，让考生吃
尽了苦头。
“经长时间侦察发现，3号高地无车

辆人员进出……”融合生成态势图竞赛
开始不久，参谋刘福勇接到一组情报信
息，他未急于作答，而是立即调出初始
情报，从满满几屏幕文字中挑出一条信
息：“3号高地有电磁信号，周围筑有坚
固工事并复杂伪装……”

刘福勇判定，这是个假目标，便迅
速标绘了该高地的态势情况。

刘福勇来自东部战区陆军战勤计
划处，在多级训练部门任参谋长达 11
年。他告诉记者，过去演习演练也讲

态势融合，但通常由情报、作战等多
个席位共同完成；如今，变成了一个
人作业，对参谋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
更高了，若平常训练不够很难独立完
成。

尺子量、圆规比、笔头算……这是
图上量算作业留给人的传统印象。此次
比武现场让人耳目一新——没有纸质
地图、没有尺子和量角器，包括那些传
统的作业“神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所
有内容全在电脑上完成。除测量距离、
面积、高差等常规内容外，此次还增加
了系统查询分析等作战实用内容。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参谋业务
技能命题组组长王宁教授坦言，这次比
武竞赛在内容设置上花了不少心思，按
照打仗要求，聚焦实战实用，既考个人
素质，又考团队协作意识、联合作战意
识和战斗精神，“战”味更浓、“野”味更
足。

零作弊：巡察考场有

“第三双眼睛”

这次比武现场，记者发现一个现
象：胸前挂着“纪检监察”牌的工作人员
几乎随处可见。

为确保比得公平公正、赛出真才实
学，陆军参谋部作战局领导告诉记者：
“比武之前，陆军党委安排纪委深度介
入比武，实行‘伴随式’保驾护航，这是
以前没有过的。”

此言不虚。天刚蒙蒙亮，10多名纪
检监察员站在了 3公里武装越野跑候考
区。记者看到：参赛队员刚进入，陆军纪
委纪检局干事何煊和 2名纪检监察员，
就逐一核实考生身份信息，点验携带装
具，并抽查水壶，现场过称。

查得严格，才能考得公平。目送最
后一批选手冲出起跑线，何煊介绍说，

考核路线确定后，纪检监察人员利用激
光、行车等多种手段，先后 5次测量距
离，最后取平均值以缩小误差。

在 3公里武装越野跑终点，纪检监
察员紧紧盯着统计成绩的记录员，防
止出现一丝纰漏。考核采用“马拉松”
比赛的计时方式，系统统计为枪响时
间和静跑时间。一次，纪检监察员陈惠
岗干事突然发问：“这是静跑成绩，还
是枪响成绩？”记录员大吃一惊，这才
发觉刚才誊抄的几名考生成绩是枪响
时间，虽然枪响时间和静跑时间仅差
两三秒，可牵涉到比武的公平公正，记
录员立即作出更正。

采访中，无论是考官还是考生都向
记者谈到，此次比武之所以能实现“零
作弊”，背后离不开第三方监察制度的
强力支撑。每套试卷印刷、运送和分发，
及收卷、阅卷、排名，纪检监察人员全程
跟踪；每场考核前，纪检监察组都提前
对考场、系统和考生考官信息进行检查
复核；射击考核区，考官、考生和纪检监
察三方人员必须一同前出检靶……

提起执纪之严，命题组专家、陆军
步兵学院教授朱淑清对这一段经历“刻
骨铭心”。他在命题组报到后当天就被
没收了手机，吃住行都在一栋楼，一楼
设有警戒绳和岗哨，整栋楼只有岗哨处
配置了 1部公用录音电话。朱淑清感叹
地说：“就像地方的高考命题一样，我们
被全程封闭，足足‘关’了 10天，直到课
目考完才得以‘解放’。”
“纪检监察有教育、有引导，有人

防、有技防，确保执纪不留死角。”南疆
军区作训处处长象树新深有感触地说。
这次活动纪检监察独立于陆军指导组、
裁判组、保障组、参赛队等单位之外，既
能对考生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进行防
范和纠正，又可对活动组织和裁决人员
进行监督，有效实现了对监察对象的
“一碗水端平”，让大家“口服心也服”。

版式设计：梁 晨

本报记者现场直击陆军首次战役参谋比武——

“绝非拼个胜负那么简单”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记者 李大勇 吴科儒

初夏，南京城外，大龙山麓某训练
场，陆军举行首次战役参谋比武。210
名由各单位推荐和陆军机关随机抽选
的战役机关参谋人员同场竞技。

此次比武，“0.5+0.5”的人员选拔
模式是亮点之一。“所谓‘0.5+0.5’，就
是参赛队员一半由各单位推荐，另一
半随机抽点产生。”陆军参谋部作战局
参谋信卫斌介绍说。为了让在编战役
机关干部在抽点中都有相同的参赛概
率，机关专门开发了比武人员抽选系
统：录入系统的人员信息，全部经陆军

政治工作部和纪委审查核准；抽选过
程全程公开，抽选结果经多方现场签
字确认并实时公布。
“这一仗，谁也躲不过！”比赛前，很

多参赛队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事实
上，这种“谁都可能被抽中，谁都要认真
做准备”的机制设计，带来的正是“谁都
要上战场”的练兵警醒。

从 4月上旬抽选确定参赛对象，到 4
月下旬比武动员大会，留给参赛队员准
备的时间不足半个月。但记者注意到，
无论是单位推荐的还是被随机抽中的，

无论是机关处室领导还是参谋、干事、
助理员，参赛队员走进赛场时都信心满
满。大家心里有底气，源自于平时训练
扎实。今年开训以来，各单位严格按照

新大纲组织训练，一直保持备战打仗的
状态，一刻也不敢懈怠。
“比武赛出了一批尖子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蹚出了训练转型的路
子。”陆军参谋部领导告诉记者，参加
比赛的队员们回到各单位，都有了“拿
来就能用”的成熟样本，下一步将担负
起抓本级和下一级部队军事训练的任
务。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
看，可以说，“比武竞赛组织一遍，机关
训练带动一片”的辐射效应正在悄然
形成。

“这一仗，谁也躲不过”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记者 李大勇 吴科儒

和平积弊不除，备战打仗难实。

有的部队练兵备战工作紧不起来、实

不起来，说到底是“和平病”作祟，以不

打仗的心态作打仗的准备。然而，不

打仗的心态何以破除？这既要靠教育

引导，更要靠制度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改

革深入推进，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

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为在平时以备

战练兵为主线推进各方面工作建立了

组织领导体制。

新型陆军全新的编制体制，赋予

了这场比武竞赛许多新的内涵。机

关、院校、基地、部队，随着改革步步深

入以更加“致密”的形态聚合在一起：

机关谋战、务战，院校研战、教战，基地

检战、验战，部队学战、练战，纪委监

战、督战，各单位协调起来更顺畅，相

互配合更密切，整体步调更一致，组织

训练更高效。

同时，应该看到，若要充分释放新

体制红利，搭建起配套制度和相关机

制，还有大量具体的工作要做。具体

到工作运行上，就是要围绕战斗力建

设这一核心职能构建顺畅高效的工作

协调机制，清晰界定权力边界和运行

机制，明确哪些工作需要协调、如何协

调、向哪儿协调，规范各方在协调中的

职责权利，从而在规则和制度设计上

纠治顽症痼疾、起底和平积弊，立起实

战化训练标杆。

以此次陆军首次战役参谋比武为

例，方案的设计者打破传统思维理念，

按打仗要求设计竞赛项目、规范比武

流程和评判细则，临机抽点参赛人员、

临机选定竞赛地点、临机构设比武试

题、临机明确比武方式、临机编组裁评

人员，干部和纪检部门全程介入、跟踪

监察，同时利用视频监控、电子监测等

现代化设备，确保了比武的公平公

正。这些带有明确规范和良好导向的

制度设计，探索规范了实战化训练考

核的方法路子，从源头上杜绝了弄虚

作假，有力推动了陆军战役机关训练

水平的整体跃升。

一场比武竞赛搅活实战实训“一

池春水”。通过健全完善有关制度，不

断清除和平积弊，切实把解决作战、战

备、练兵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变成机

关和部队的自觉行动，才能从根本上

缩短从训到战的距离。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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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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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晓
虎

陆军首次战役参谋比武，既包含了传统体能技能课目，也有信息化程度

较高的一体化平台操作；既有单人单课目较量，也有集体编组作业比拼。赛

事全程多课目、高强度连贯实施，单课目连贯作业时间最长达34个小时。图

为计算机标图等课目比武现场。
彭 希摄

记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