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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鼎新，大漠戈壁深处的一个西
北小镇。这几天，一场必将影响全军的
“头脑风暴”正在酝酿。

2018年 7月 24日至 25日，军委训练
管理部在这里组织召开全军实战化军事
训练难题破解推进会，来自各战区、各军
兵种、武警部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和部
分院校、科研机构的代表集聚一堂，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着眼随时准
备打仗、随时能打胜仗，聚焦影响我军实
战化训练水平加速提升的重大问题，统
筹研究制定破解之道。

鼎新原称“毛目”，后取“革故鼎新”
之意，更名为“鼎新”。看似历史的巧合，
给这次会议平添许多特殊的意义。

革故革什么？鼎新新在哪？
早在今年初，军委训练管理部就围

绕开好这次会议展开筹划部署，先后派
出 2个波次 15个工作组，分赴 5个战区
部队检查调研，进驻 8个师旅级单位蹲
点调研，深入部队院校开展 3轮训练监
察，与各大单位相关部门进行多轮研究
对接，组织全军军事训练领域专家集中
研讨，系统梳理全军官兵意见建议，最终
将革弊鼎新的着力点、自我革命的突破
口锁定在破除和平积弊、加强指挥训练、
建强训练基地场地上。

这三大难题，已成为制约战斗力建
设的瓶颈，严重困扰全军多年，习主席念
兹在兹，官兵反映强烈，不能久拖不决，

必须力行立决。
革故，必须铁腕除弊、猛药治疴，对

这些顽症痼疾精准“把脉”“用药”，综合
施策，切实“祛病根、点穴位、通梗阻”。

鼎新，要求刀口向内、勇于创新，构
建重塑新型军事训练体系，主动在军事
训练领域来一场自我革命。

革故鼎新，需要大破大立的创新思
路，需要直指要害的有力抓手，需要实在
管用的措施办法。

记者发现，每一名与会代表的案头
都摆着破除军事训练领域和平积弊和全
军训练基地场地建设等几份指导性文
件。这是军委训练管理部汇聚全军智
慧、凝聚全军共识形成的初步成果，专门
提交此次会议讨论审议、修改完善。
“难题”“破解”“推进”。代表们说，

会议主题的这三个关键词背后，其实藏
着三个大大的问号：难题之难，难在哪
里？破解之难，难在哪里？推进之难，难
在哪里？拉直了这三个问号，破解那三
大瓶颈问题，也就有了答案。

连日来，无论是参观见学，还是研讨
发言、审议文件，代表们始终坚持鲜明的
问题导向，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自我检
讨、自我反思，结合所在部队存在的带有
普遍性、全局性、倾向性问题，与大家一
起研究解决思路对策——

要破除和平积弊，就必须坚决纠治
备战打仗意识淡化、研敌研战不深、训练

观念方式落后、危不施训险不练兵、训练
追责问责不严等问题，夯实练为战思想
根基，立起练为战鲜明指向，保证练为战
正规秩序，创新练为战模式方法，加强练
为战质效管理，疏解练为战安全束缚，推
动练为战落到实处。

要加强指挥训练，就必须准确把握
新时代指挥员训练总体要求，重塑新时
代指挥员能力素质模型，创新拓展训练
方式方法，科学规范训练考核评估，大
力改进训练环境条件，从政策制度入手
破解“五个不会”问题和“二八”现象，提
高指挥员谋划打仗、指挥打仗、带兵打
仗能力。

要建强基地场地，就必须通过优化
建设布局，抓紧推进重点工程，深化军民
融合，实行统建分管共用，彻底解决现有
训练基地场地建管用理念陈旧、空间资
源匮乏、信息化水平滞后、使用效益不高
等问题，大力构建覆盖各军兵种、衔接各
层次训练的保障体系，全面提升练兵备
战支撑保障能力水平。

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在总结发言时
说，这三大瓶颈问题中，根本问题是“和
平病”导致练兵指导出现偏差；源头问题
是不知敌、不懂战、盲目练；决定性问题
是部分指挥员不懂指挥、不会组训；紧迫
问题是针对性训练不适应斗争形势；兜
底问题是训练基础薄弱；重大新难问题
是练兵模式创新滞后于体制改革；普遍

性突出问题是训练保障条件跟不上。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军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把实战化军事训练的
重心聚焦到能打胜仗上来，坚持问题导
向与发展指向相统一，坚持随时准备打
仗与抓好长远建设相统一，继续大抓理
论理念创新，大抓重点难题突破，大抓依
法从严治训，大抓训练转型升级，加速推
进新型军事训练体系建设，努力提高基
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
作战能力。

这是军事训练思想领域的一次大发
动、大清查、大整风！

这是军事训练实践领域的一次大起
底、大扫除、大促进！

随着一个个错误观念被严肃指出、
一条条意见建议形成共识、一项项措施
办法落到实处，这场“头脑风暴”凝结成
一批沉甸甸的务实成果。

革弊鼎新再出发。与会代表认为，
这次会议是我军军事训练进入新时代、
站在新起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深化
了对习近平强军思想的认识理解，认清
了新体制下军事训练的形势特点，深挖
了训练领域和平积弊的病灶病根，抓住
了制约发展的关键要害，找到了发力突
破的靶向靶心，拿出了行之有效的真招
实策，必将推动我军实战化训练实现新
的跨越。

（本报甘肃酒泉7月29日电）

革弊鼎新，主动在军事训练领域来一场自我革命
—全军实战化军事训练难题破解推进会侧记

■本报记者 梁蓬飞 特约记者 吴 旭

本报甘肃酒泉7月29日电 记者
梁蓬飞、特约记者吴旭报道：军委训练管
理部 24日至 25日组织召开全军实战化
军事训练难题破解推进会，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汇集全军智慧和力
量，聚焦解决和平积弊、指挥训练、基地
场地三大瓶颈问题，统筹谋划制定纠治
措施办法，引领全军主动在军事训练领
域来一场自我革命，加速提升实战化训
练水平。

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介绍，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主席领导和推动全军大抓
练兵备战、大干强军事业，引领人民军队
进入大发展的新时代、大练兵的好时代，

我军军事训练蓬勃发展，实战化水平显
著提升。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与我国国
家安全需求相比，与实现强军目标、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要求相比，我军军事
训练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和顽症痼
疾。此次会议集中研究破解的三大瓶
颈，就是习主席多次强调、全军官兵反映
强烈、严重制约我军战斗力建设的老大
难问题。
“老大难问题不能悬而不决、久拖不

决！”会上，来自各战区、各军兵种、武警
部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和部分院校、科
研机构的代表，围绕坚定不移推进习近平
强军思想“训练篇”走深落实，准确把握

新时代军事训练的历史定位，着眼构建
我军新型军事训练体系，坚持问题导向，
始终刀口向内，对顽症积弊精准“把脉”、
靶向“用药”，努力“祛病根、点穴位、通梗
阻”——

在破除和平积弊方面，坚决纠治备
战打仗意识淡化、研敌研战不深、训练观
念方式落后、危不施训险不练兵、训练追
责问责不严等问题，推动练为战落到实
处。

在加强指挥训练方面，按照新时代
新要求，紧紧扭住指挥员“五个不会”突
出问题，构建指挥员新型能力素质模型，
创新训练方式方法，规范训练考核评估，

改进训练环境条件，提高指挥员谋划打
仗、指挥打仗、带兵打仗能力。

在建强基地场地方面，通过优化建设
布局，抓紧推进重点工程，创新统建分管
共用模式，深化军民融合，大力构建覆盖
各军兵种、衔接各层次训练的保障体系，
全面提升练兵备战支撑保障能力水平。

会议研究形成了破除军事训练领域
和平积弊和全军训练基地场地建设等一
批指导性文件。与会代表表示，这次会议
深挖训练领域“和平病”病灶病根，抓住了
制约训练发展的关键要害，拿出了切实管
用的真招实策，必将推动我军实战化训练
在新的起点上迈出新的步伐。

聚焦三大瓶颈问题 定实解决措施办法

全军实战化训练破解难题强劲推进

（上接第一版）

众声喧哗的时代，不缺少有“主意”

的人，但缺少有主义的人。穿上军装，首

先要知道我是谁、为了谁，为谁扛枪、为

谁打仗。

如果把从军当就业、把部队当跳板，

只想到军营镀镀金、学技术、赚取政策优

待；如果只琢磨提职晋升、只考虑福利待

遇，脑子里装满“进城、安家、名利”的人

生规划……这样的军人怎么可能“受命

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

鼓之时，则忘其身”。

有一个战士在1929年6月29日《红

旗》刊物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红军

是有主义的军队，有政治训练的军队。

我们不仅懂得怎样打仗，特别懂得为什

么要打仗。”

今日重温，已无从考证这个战士叫什

么，但我们确切地知道他信仰什么。不为

官、不为钱，只为主义只为信仰。“我的一

切属于光荣的军旗，只有姓名才唯一属于

自己……”这，才是革命军人应有的魂魄！

“过日子”的心态从来与军人的状态

格格不入，从走进军营那天起，就要永远

保持对军人职业的敬畏，懂得我们是人

群中与众不同的“那一个”。

人在军营，心也要在军营。如果心

思不在战场，备战不在状态，只有职务恐

慌、没有本领恐慌，只追求生活化、不强

调战斗味，只喜欢聊房子价格、汽车牌

子、赚钱行业，不研究军情热点、军事训

练、武器装备，这样的军人和老百姓有什

么区别？

一只温水里的青蛙，亡于不知不

觉。过日子的心态，就是扼杀军队战斗

力的温水。“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

人”。内心深处没有点燃烽火狼烟，就不

可能真的谋打仗练打仗。

2006年秋天，一名军官放弃留在北

京大机关的机会，申请回到基层部队：“3

个月没有听到坦克的轰鸣，心里感到空落

落的，如果将来有战事，我更希望在一线

冲锋陷阵。”他叫满广志，后来成为著名的

“蓝军旅长”。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一

句话：“从我们这一代起，中国将不再给任

何国度的军人提供创造荣誉、建立功勋的

机会。”这，才是革命军人应有的抱负。

英雄辈出是伟大军队的标志，英雄情

结是军人精神的标配。没有英雄气，祛不

了“和平病”；没有英雄梦，何谈强军梦？

揉出来的馒头，摔打出来的兵。打

靶铺个垫子，护肤品堆满柜子，轻武器射

击有“保姆”架枪压弹……如果带兵像这

样哄着捧着，生怕磕着碰着，就永远带不

出“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的虎贲之师。

“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血战

到底，这是人民军队的信条。”真正的军

人，为战而生，为战而死。一次高风险课

目试训，“金头盔”飞行员蒋佳冀要求第

一个试飞，他在请战书中写下：“遗憾的

是，我只能为祖国牺牲一次！”这，才是革

命军人应有的气概！

战士就是战士，战斗队就是战斗队，

战斗力就是战斗力！

一支军队的所向披靡，不仅在于拥

有让敌人忌惮的武器，更在于拥有令敌

人胆寒的将士——他们深信“军人的专

业是打仗，军队的价值在打赢”；他们思

打仗谋打仗练打仗，如喝水吃饭一般自

觉；他们眼睛始终盯着敌人，肩上始终扛

着责任，时刻准备为祖国和人民去战斗！

（四）

军队之于国家，到底有何意义？是

战不旋踵，是血洒疆场，但绝不仅仅于

此。军队最大的价值是打赢！

2018年4月11日，英国某拍卖行不

顾中国方面严正抗议，执意拍卖当年英

法联军从中国圆明园抢走的西周青铜器

“虎蓥”。这只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流失

的1000多万件文物之一。

文物无言，华夏饮恨：如果一支军队

慕于虚功、疏于备战、荒于训练，铁甲再

坚、兵力再众，也必将沦为败军之师、亡

国之师。

“枕戈待旦不是唱歌唱出来的。”

习主席的谆谆告诫震动三军。

训练是战争的预演，越接近实战，打

赢就越有底气。实战！实战！究竟向哪

里实、怎么实？

都知道“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我

们对打什么仗认识有多深？

历史可能相似，但战争从不重复；战

争可以推演，但战斗力不能假设。上世

纪90年代以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4场战争，场

场不一样。“一场战争淘汰另一场战争”

的升级密码，就在于以实战为牵引，打赢

战争需要什么就练什么。

准备“看得见”的战争，只是一种视

线；准备“看不见”的战争，更是新时代军

人应有的视野。不可否认，有的指挥员

对现代战争是个什么样子、怎么打、怎么

指挥，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我们应当认真反思，总在说准备明

天的战争，但从思维理念到作战理论，有

没有重复过去、复制自己？军事训练抓

得很紧，是不是在“翻煎饼”，年年都上

“一年级”？科研创新、战法训法取得不

少成果，是否存在“贴信息化标签”“刚出

生就落后”的现象？有的演习念稿子、背

台词，除了训风演风不正，是不是对打仗

研究不够、指挥作战没底？

都说要“从难从严抓训练”，怎样才

是真难和真严？

训练不拼命，打仗就丢命。如果降低

训练标准和难度，基础训练满足于人员凑

齐、课目训完、时间熬够，战术训练缺乏实

战背景、不搞真打实练，联演联训按预定

套路走、演折子戏，敌情设置一厢情愿，战

场环境构设简单化，障碍一攻就破，要点

一夺就得，敌人一打就垮……这样训出的

成绩，再好也经不起实战的考验。

脱离实战的“从难从严”，不过是披

上隐身衣的和平积弊。如果以为，拉到

野外就是对接战场、实弹化就是实战化，

如果片面追求环数米数秒数，一味强调

增加训练时间、摩托小时、弹药消耗，那

么只能是表面看训练难度比以往大大提

高，实际上离实战要求越走越远。特别

是在有的训练离真难严实差距还很大的

情况下，如果宣传调门很高，就只能陶醉

了自己、震醒了敌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训练问责力度不

断加大，全军600多名干部被取消拟任

主官资格、推迟调职晋衔或受到处分追

责。真难严实，必须“真”字当头，否则就

是假难、假严、假实。

都在讲“中心居中”，有没有把“中

心”放在心中？

在一些单位，中心工作被标签化的

现象时有发生，言必称“中心”，实际却与

中心工作争时间、抢资源。有的唱的是

备战打仗的调子、迈的还是生活型管理

型的步子，有的工作跟着惯性走、频道跟

着检查换。研战练战不走心，杂事琐事

难脱身，战斗力标准怎么能落到实处？

“五多”顽疾异化翻新，抄笔记、补笔

记、背题库，诸如此类的“有害的积极性”，

消耗着部队的士气、消磨着战士的锐气。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感慨：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

任。”如果不认真检视自己的工作是否有

利于战斗力提高，就会陷入“一边诟病

‘五多’，一边制造‘五多’”的怪圈。

纠治“二八现象”，首先要弄清楚哪

些是“八”，就算是抓练兵备战，脱离实

战、搞形式主义也是“八”。“只要干的是

打仗的事，再苦再累也不怕。”总不能等

到仗打起来，才弄明白哪些是空耗虚转

的无用功、哪些是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从“天天忙得像打仗”到“天天忙着

想打仗”，隔着和平积弊的沟壑。这道沟

有多深，我们离实战就有多远。

（五）

军之大事，命在于将。

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指挥素养、谋

划能力、工作作风，直接影响战斗力建设

的层次水平，直接关系官兵生死、战争胜

负，乃至国家兴亡。

毋庸讳言，一些和平积弊之所以痼

疾难消，症状在下面，病根却在上面，在

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身上。如果上

面搞形式主义，下面就会弄虚作假；上面

讲安全第一，下面就会束手束脚；上面不

思战务战，下面就会马放南山。

领导干部的“和平病”，最大的病因

是政绩观有问题。如果领导干部政绩观

不端正，就会搞出很多“和平事”、琢磨出

很多“和平套路”。

——安全置顶，一票否决。和平年

代打不打得赢谁也不知道，但安全出了

问题谁都跑不了。安全工作必须想得最

多、抓得最紧、措施最细。

——文件堆里看落实，登统计里出

实效。工作不管做没做，不管有没有效

果，只要落在了纸上，留下了痕迹，在文

电中体现出“落实的过程”，既能免责，又

能得分。

——使劲踩油门，就是不挂挡。开

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一网打尽”，传达文

件要求一个不落，搞活动要求主官参加，

把造势当措施，把部署当落实。

“战争到来，首先要淘汰一批和平时

期的将军。”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作战部

长什捷缅科大将曾这样断言。

和平时期，战将安在？

一代名将粟裕，一辈子都以军人的眼

光审视、分析、判断眼前这个世界。解放

后，别人在繁华大街逛商店，他却在琢磨

如果打起仗来，这个街区怎样攻占，那个

要点如何固守。别人在名山大川流连忘

返，在他眼中这都是曾经和未来的战场。

烽火远去的今天，我们的指挥员能不

能像粟裕一样对打仗如此痴迷？敢不敢

拍着胸脯说自己是职业军人、军事专家？

好兵都是带出来的。指挥员的气

质，往往决定着一支部队的气质。如果

领导干部不思打仗、不愿吃苦、不敢牺

牲，还有什么资格带兵？各级领导干部

必须强化担当、勇于作为，带头树牢备战

打仗意识，带头提高备战打仗本领，带头

抓实备战打仗工作。一支战将如云、雄

兵景从的军队，才能无往而不胜。

（六）

未来，当我们站在胜利的节点回眸，

一定会致敬今天的这场价值回归。

“我军根本职能是打仗，战斗力标准

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进入新

时代，习主席把大抓练兵备战作为重塑

军队的战略选择、战略抓手，引领全军把

工作重心放到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上来。

这是军队工作重心的归正，这是军队职

能本真的回归。

撬动历史的，往往是敏锐而有力的

思想杠杆。习主席领导推动的重塑回

归，抓住了军队建设的关键，指明了军队

发展的方向，标定了军队应有的样子，蕴

含着三军统帅深远的战略考量。

给土地去除杂草，最好的办法就是

种上庄稼。纠治和平积弊，关键是在官

兵思想深处播下备战打仗的种子。军人

随时准备上战场，人民才可能远离战争。

沙土上建不起摩天大厦，每一名军

人都应该成为强军事业的坚固基石。不

管哪个单位，都是战斗队，不管在哪个岗

位，都是战斗员。清除和平积弊，没有旁

观者、没有局外人。千百个吐槽不如一

次深刻自省，多少次表态不如一次实际

行动，关键是从自己改起做起。

力量不在别处，就在我们心中；胜利

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脚下。人人内心都

藏着一簇星火，点燃它，让它成为熊熊燃

烧的火炬。

军队为打仗而存在

7月27日，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防空导弹分队开展对低空、超低空目标

打击演练。 李 彬摄

本报讯 丁立敏、吕雪飞报道：坦
克行进间射击，目标靶的显示时间只有
过去的三分之一，战机转瞬即逝……近
日，笔者走进第 74集团军某旅装甲专
业训练场，官兵坦言如今训练难度设置
不同往常。
“这样的难度设置，来自上级组织

的比武竞赛。”曾在南部战区陆军装甲
专业比武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四级军士
长李虎说，“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更贴
近实战，很多课目都是极限条件下进
行，为我们提高平时训练的实战化水平
提供了参照系。”

这些年，该旅先后有装甲、防空、后
勤等 10余个专业、数百人参加上级组
织的比武竞赛。“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
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在高难度课目、高
标准设施、高水平对决等条件下检验自

身能力的宝贵收获。”曾带队参加上级
比武的副旅长杨智斌说，每次比武归
来，旅党委都要求参赛官兵按兵种、专
业将训练资料汇总归类，集中展开针对
性研究，复盘检讨整个过程，对下一步
训练提出意见建议。
“要适应战场规则，首先要更新观

念，改变评判标准。”正在组织装甲专业
训练的作训科参谋徐韬博告诉笔者，他
们根据参加上级比武的经验，将全程用
时与命中率、保密通信等不同评分权值
相加后换算成总分，以新标准评选“优
胜车组”，激励官兵突破老习惯旧标准。

取回的“真经”不可束之高阁。为进
一步搞好成果转化，他们将比武选手编
入训练课题攻关小组，系统梳理出《炮兵
专业重难点课目组训法》等7本训练创新
成果集，成为战斗力提升的有力支撑。

第74集团军某旅突破演训老习惯旧标准

运用比武成果提升训练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