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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

史无前例的考核，树立旗帜
鲜明的导向——

考军长，考出了备

战打仗的决心

“当了 20年的兵，考军长还是第一
次听说。”

从排长、连长一步步走上旅长岗
位，这些年来，已经习惯了考基层这一
惯性考核思维的第 80集团军某合成旅
旅长耿大勇，猛然间看到陆军考军长的
消息，他坦言：自己被震撼到了！

那段时间，他和旅里所有官兵一
样，兴奋地谈论，密切地关注。作为
24个分会场 3600 余名观战官兵中的一
员，正式考核那天，耿大勇早早就来到
了会场。

看到一个个军长在席位上从容答
题，耿旅长想起了十几年前的那一幕：
原沈阳军区首次组织师旅级指挥员军事
认证考核，对 4名考核不合格的师旅级
指挥员进行通报批评并补考。

当年不同寻常的“黄牌”，在原沈
阳军区尚属首次。当时，有的人并未
完全认识到这一举动的深远意义；如
今，陆军用考军长这一更加鲜明的举
动告诉大家：三军之重，莫过于将，
练就能打胜仗本领，指挥员不仅要
“挂帅”还要“出征”，不仅要亲自抓
更要带头练。
“过去考核，为什么我们考基层的

多、考机关的少，考基层官兵的多、考
领导干部的少？说到底，还是和平积弊
在作怪。” 南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张学
锋告诉记者，某种意义上，打仗就是打
“将”，陆军这次考核有些“颠覆式”的
味道，对我军一些沿袭多年的习惯和观
念提出了挑战，不仅考出了陆军党委备
战打仗的决心，更给陆军各级指挥员树
立了旗帜鲜明的导向。

枥上骅骝嘶鼓角，门前老将识风
云。老红军、开国少将邹衍今年已是
103岁的高龄，在新闻中听到陆军考军
长的消息后，他又让人给他反反复复念
了好几遍。他向记者又一次追忆起枪林
弹雨的战争年代，追忆我军那些战功卓
著的将帅，带领官兵创造的惊世伟业。
“练兵练将，正当其时。”邹老说，

现在不打仗，训练场就是和平年代的战
场；抓训练从高级指挥员抓起严起，就
等于给未来战场藏下一张最硬的“底
牌”。

历史充分证明，每一场战争都是战
将角逐的舞台；战将多寡强弱，很大程
度上决定和主导着战争的胜负。当前，
指挥员队伍之所以出现“五个不会”等
短板弱项，主要是有的指挥员总感到自
己是指导者、组织者，忘了自己也是受
训者、实践者。有的对未来战争制胜机
理一知半解、若明若暗，平时抓训练就
没有话语权；有的指挥演习训练一味依
赖机关作业，习惯机关提建议、开会定
决心……
“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

员’；只想当‘先生’，不愿当‘学
生’。” 北部战区陆军领导说，此次陆
军首次组织 13个集团军军长战役指挥
能力大考，为解决诸如此类问题立起了
标杆，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尽快制订
出练将练官的“时间表”，拿出练指挥
的实招硬招。

虎将才能带出虎狼之师。在某旅政
治工作部主任张锋办公桌的案头放着一
本书——《连队消逝在天际》，这是俄
罗斯描写车臣战争的报告文学。一个细
节引起了记者注意，张主任把文中这样

一段话用红笔画了重点：“如果指挥员
的判断错了，胜利的希望就变得渺茫，
这时候只能靠浴血奋战的士兵来力挽狂
澜。”
“战士不怕死，但不能白送死。”张

锋告诉记者：看了陆军考军长的新闻后，
每一个指挥员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明天的
战场上，我们有没有能力把一支部队带
出去，打完胜仗后再完整地带回来？

非同寻常的考核，带来前所
未有的压力——

考军长，考醒的不

仅仅是高级指挥员

“这次考核，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记者问刚从考场走下来的第 80 集

团军军长王秀斌，他毫不犹豫蹦出俩
字：“危机！”接着又补充一句：“前所
未有的危机！没有指挥的‘合格证’，
就没有打仗的‘资格证’！”

非同寻常的考核，带来前所未有的
压力。王军长在这次考核中成绩名列前
茅，按理说可以松口气了，可训练紧迫
感反而更强了。问及缘由，他感慨地
说：当连长，自己是训练标兵；当参
谋，自己是全军优秀参谋；当团长，他
曾带领全团夺得红蓝对抗多场胜利，原
本以为带兵打仗是自己的看家本领，可
这次考核过关闯隘颇感吃力，一下子把
自己考醒了！
“那 0.2分真不该丢！”至今，一名

参考的军长还在为考核中的疏忽懊恼：
作为战役指挥员，自己的任何一点疏
忽，都可能导致更多的牺牲和战场的失
利！

过去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而
现在是“尚未上阵”已经开始“磨刀霍
霍”。考军长，这种层层传导带来的紧
迫感，是前所未有的。记者一路探访发
现，考军长，考醒的不仅仅是高级指挥
员。

这些天，某合成旅官兵发现，自打
陆军考军长后，旅长张革强对自我要求
更严了，冒着高温酷暑，钻进新型战车
与组训骨干比着练。记者在该旅采访

时，旅里正组织机关人员进行战术标
图、文书拟制等训练。张旅长说：“这次
封闭集训，本来只有参谋部参加。可看
到陆军考军长的消息后，人人都有危机
感。机关各部门领导都主动找来，要求
带领本部门参加集训。”
“危机，像警钟一样，时时在我们

心头敲响。”不少机关干部坦言：雄师
劲旅看“头狼”！这次考军长，对我们
震动很大，大家都扪心自问，假如明天
考核我们该咋办？

考的虽然是 13 个集团军军长，牵
动的却是广大官兵的心！考核结束后，
某工化旅立即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党委
会。“带出的部队能不能上战场？上了
战场敢不敢亮剑？剑锋所向能不能应对
强敌？”党委会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
旅长、政委带领机关干部，进行首长机
关训练考核。
“有考就有比，有比就有争，争起

来才能练起来。”记者采访期间，就赶
上好几个单位信息化知识夜校开班。将
校军官和战士一样听专家讲课，同一课
堂探讨战法训法。

考军长，给海军、空军、火箭军

等其他军种部队同样带来了强劲的
“冲击”。当老战友把刷爆了微信朋友
圈的考军长新闻，转给北部战区空军
航空兵某师政委邹云川时，他正带领
官兵执行一项重大演习保障任务。“欲
言战，先研战”——这些天，他带领
各级指挥员天天钻研指挥打仗的新招
法。

考核是训练的“度量衡”，更是
训练的“风向标”。指挥员怎么考，
很大程度上决定部队怎么练。透过这
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考核，大家既看到
了人民陆军向能打仗、打胜仗又迈进
了铿锵一步，更感受到军队越来越像
“军队的样子”。连日来，大江南北座
座军营总能听见一个响亮的口号：
“练将练官”！

“这次陆军由侧重考机关、练参谋
向考主官、练将官转变，由侧重考技
能、评业务水平向考谋略、评综合素养
转变，由当初风起青萍之末，到如今的
浪高潮涌之势，反映了我军指挥员培养
观念的深刻变化。”一名军事专家认
为，这种变化必然对我军强军发展产生
深远影响。

备受瞩目的考核，回荡强军
兴训的呼唤——

考军长，是结束更

是开始

一场考军长震动三军，冲击波还在
继续——
“首长，能不能让我们旅党委全体

常委都上？”前不久上级组织某旅半年
考核，韩旅长的一个请求，让所有人的
目光齐刷刷盯住了他。按照考核要求，
该旅只需派 3名常委参考即可。结果，
该旅常委人人上场，所有课目优秀！
“不这样逼自己行吗？”回望考场，

某旅韩旅长讲起一则旧闻：海湾战争结
束后，得胜而归的美军前线指挥官施瓦
茨科普夫，坚决要求退役，理由是自己
的观念“已经不适应下一场战争”。
“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

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潜心研究打仗
的北部战区副参谋长安卫平引用了苏联
卫国战争时期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大将
说过一句话：“战争到来，首先要淘汰
一批和平时期的将军。”

不能站在思维浪尖上的指挥员，必
将淘汰在战争的退潮里。当“仗怎么
打，兵就怎么练”成为定论时，北部战
区陆军各级指挥员更在进一步探索“仗
怎么打，官就怎么练”。陆军考军长结
束不到半个月，他们就下发一个通知：
考部队必考主官。

生于本领强，死于能力衰。记者一
路采访发现：几乎所有的被访指挥员，
谈起指挥训练都是一脸凝重。
——战争年代，营连长驳壳枪一

举，就能指挥打仗。而现在，信息化作
战对指挥员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
空天一体、精确打击、系统多维的战争
新样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打指挥。
——信息化战争的形式变了，如果

指挥员的观念不更新，知识结构不改
善，能力素质不提高，蝶蛹就变不成蝴
蝶，只能是包在厚茧里的毛毛虫！
“深化新时代群众性大练兵，指挥

员不仅在掌握部队武器上要身先士卒，
更要增强谋略意识，提高指挥作战能
力。”在第 79集团军某旅合成营营长朱
运华看来，这种表率作用的意义也非常
大。

备受瞩目的考军长，催生强军兴训
的呼唤。走过一路，记者发现许多领导
都有着一样的观点：当战争来临之时，
战场就是最后的考场，战绩就是最后的
成绩。强军兴军之路的“零公里”就在
我们的脚下。这个路标，应当矗立在
“瞭望者”的视野中。

当兵就当能打赢的兵，练将就练
能打赢的将。记者和陆军参谋部作战
局的同志一起交流，大家也都有相同
的体会：战场制胜的弱项在哪里，练
将练官的主攻方向就在哪里。下一场
战争来临前，各级指挥员需要“更
新、更勇敢的头脑”，不断探索制胜之
道、克敌之策。
“谋战思训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陆军有关
领导表示，首长就要首训、领导就要领
训、常委就要常训。“军长赶考”，只是
开端和破题，是结束更是开始！

就在 13 名集团军军长刚刚走下考
核场，有军媒再爆“猛料”：陆军领导又
紧接着临机指定陆军机关 4名局领导和
8名参谋人员，现场进行指挥作业考核。
人们有理由相信，冲击波还将继续……

版式设计：梁 晨

考军长，到底考出了什么？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赵 雷

军之大事，命在于将。

采写这篇稿件时，记者兴奋之后

是振奋，这样一段历史萦绕脑海：

1954年1月，刘伯承元帅在军事系统

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发言中，介绍了

军事学院举办战役系的设想，并诚恳

地点出杨得志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

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这些人都是

军职以上干部，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

的锻炼和考验，具有丰富的指挥经验

和较高的政治素养，都是我军赫赫有

名的战将。

历史看起来反复，实则却是涅槃

升级。这次陆军首次考军长，就是陆

军体制编制重塑后，深化转型聚焦打

赢，向“脖子以上”要战斗力，推动

部队打赢能力向更真、更实、更严、

更高方向扎实迈进的重要举措。

“一些指挥员离开了机关就不会判

断形势、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不会定

下作战决心、不会摆兵布阵、不会处

置突发情况。”习主席指出的指挥员

“五个不会”问题，振聋发聩，语重心

长。这几年，部队大兴学习研究之

风，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

的人多了。但不可否认，和平时期军

事训练的紧迫感容易淡化，军人的主

责主业容易淡化，“五个不会”问题解

决起来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指挥

员重管理轻作战，说起管理头头是

道，分析作战有时却捉襟见肘；有的

指挥员重经验轻学习，指挥作战习惯

用老方法，面对新体制新编制新装备

创新不足；有的指挥员重督训轻参

训，抓基层训练招法多方法活，组织

战役机关训练则相形见绌。

本领，本领，还是本领。党的十

九大以来，习主席反复强调能力问

题。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指挥是

一个决定性因素。自古以来，练兵先

练将是沙场决胜的一条铁律。由此，

一个历史性课题从未像今天这样急

迫：新时代，我们如何练将？

正所谓，观军者观将。能打仗、

打胜仗，首先要看领导干部特别是高

级干部，领导干部要做备战打仗带头

人。必须通过立起“练兵先练官、强

军先强将”“抓自身、带部队”的鲜明

导向，通过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

战争、研究打仗，提高战役指挥机关

的谋略水平和指挥能力。

战将是制胜的关键。如何考核指

挥员，提升他们的能力素质，历来是

各国军队关注的重点。美军高度重视

联合作战指挥员的晋升和考评，探索

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机制，督促指挥员

不断自我加压、自我提高。俄军领导

层也十分重视对战役指挥员的培养。

2017年2月，俄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

的指挥人员战略战役集训，研究借鉴

叙利亚战争的经验教训，提高指挥员

指挥打仗的能力。

衡量一支部队战斗力水平，战争

年代靠打仗，和平时期靠考评。必须

用好考核这个“杠杆”，从制度层面为

开展实战化联合训练立起标准，特别

是对指挥员的训练，倡导什么、反对

什么应当旗帜鲜明，行为红线、量化

指标应当十分清晰，使“练将”更加

具体可操作。

当然，“千里马”既是在练将练官中

选出来的，更是在练将练官中练出来

的。必须牢固确立一切为打仗、一切为

胜战的用人导向，优先使用经过斗争前

沿摔打、重大任务历练的干部，优先使

用主动钻战研战、军事素养过硬的干

部，结合重大军事任务全程、立体、多方

位考察干部，切实让想战者留、能战者

用、胜战者上。面对习主席有关我军打

现代战争能力不够、各级干部指挥现代

战争能力不够的深切忧虑，每一名指挥

员都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态度、更加强烈

的使命、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投身强

军兴军的伟大实践，努力成长为组织训

练的行家、指挥作战的高手、能打胜仗

的先锋。

“昨天的战争”背影不远，“今天的战

争”面貌一新，“明天的战争”雏形已现。

“但得辕门能拜将，边墙何用两三

重”——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只

要将强兵勇、上下同心，就一定能仗剑固

边关、立威慑敌胆，就一定能在党和人民

需要的时候，断然出手、决战决胜。

今天，我们如何练将？
■本报记者 刘建伟

今天的“考生”是军长！从 6月 19日开始，陆军 13个集团
军军长迎来首次战役指挥能力大考。此举，在陆军历史上前
所未有。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消息一出，军营内外震动，专家

学者关注，网民微友热议，“千军万马”翘首……
一时间，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西北大漠到东南沿

海，从中原腹地到雪域边关，“考军长”犹如震荡波冲击着座座
军营……

聚焦陆军战役

首长机关集训（下）

启 示 录

今天的“军长赶考”，只是开端和破题，是结束更是开始。图为陆军战役首长机关“五会”集训主会场。 张永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