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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聚焦“东方-2018”
人烟稀少的楚戈尔，很少像今天这样喧嚣。

9月13日上午，一场规模罕见的实兵实弹演练，把

“东方-2018”战略演习推向高潮。呼啸而过的战机，急

速开进的装甲车，以及发出阵阵怒吼的大炮、火箭弹，

让大地为之震颤，让天空为之变色。

火光冲天，烟尘弥漫。受邀前来参演的中国军队

指战员，驾驭各式装备高标准完成陆空协同战斗任务，

以过硬的战斗素养、顽强的战斗作风，赢得广泛称赞。

跨出国门，合帐练兵。中方参演部队在异国演兵场

磨砺捍卫和平的刀锋，展示着中国军队捍卫和平的决心

和能力。下面，就让我们随着本报记者和采访小分队的

笔触，“实地”感受我军将士砺兵境外沙场的风采。

空旷的楚戈尔训练场，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当地时间 11时 30分，受命对“敌”一线阵地

进行防御性打击的某合成营官兵，在半地下工
事内紧张进行着射击前准备，伺机出击。四周
很静，战斗室里的通信技师、四级军士长王立夏
守在电台旁寸步不离，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指令。

机动防御群指挥员、某合成旅参谋长刘佩
峰不时通过望远镜观察前方阵地。他知道，前
方几公里处，潜藏着他们要射击的目标。

记者了解到，这次实兵演练中，俄军根据演
习地域特点，灵活设置了固定靶、移动靶、显隐
靶等多种靶标，全是贴近地面的低位靶标和仿
实物的模拟靶标，逼真程度高、射击难度大，是
对部队实战能力的一次巨大检验。

12时 13分，电台传来作战命令。顷刻间，战
车从半地下工事中破土而出，鱼贯向“敌”目标
突击。原本寂静的草原顿时风雷激荡、炮火连
天，绵延数公里的射击阵地上硝烟弥漫。

榴弹炮急速射击，火箭炮满管齐射……由
不同炮种组成的炮兵分队对“敌”实施强有力的
火力打击，为步兵冲击撕开道道豁口。在炮兵

强大火力的掩护下，隐蔽在各阵地中的机动防
御力量快速突贯、密切协同、接力强击。

参加演习的这个合成旅是新一轮国防和军
队改革中调整组建的部队，该旅官兵驾驭的新
型主战装备列装仅 6个月。跨国参演前，他们重
点展开各兵种专业间的协同训练、各战斗分队
间的合成训练，初步形成了整建制作战能力。

8门火箭炮全部满管齐射！该旅炮兵营火箭
炮连连长郭强任连主官不到两个月，就带队参加
规模如此大的跨国演习。他告诉记者，新装备列
装以来，打出如此猛烈的火力还是头一次。

率先对“敌”前沿进行车载导弹射击的是火
炮技师李文杰，他所在连队在这次机动防御中
担任前沿左翼防守任务，战斗动作最复杂，射击
武器10余种。

步步惊险，步步紧逼。机动防御群发挥轮
式步战车机动性强、突击力猛的特点，在纵深 2
公里的山丘沟壑间和地面反击群密切协同，交
替对“敌”进行火力突击，很快对前沿之“敌”形
成围歼态势。

(本报俄罗斯楚戈尔9月13日电）

鏖战楚戈尔，磨砺捍卫和平的刀锋
——“东方-2018”战略演习中国参演部队投入实兵实弹演练目击记

中方参演部队机动防御群——

密集火力围歼前沿之“敌”

抵达楚戈尔训练场已半个多月的中方参演
部队、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官兵，终于迎来了
“东方-2018”战略演习最激烈的一天。此役，该
旅担负地面反击作战任务。

一波射击过后，4306 号坦克车车长吕家根
显得很兴奋。就在刚才，吕家根所在排在战斗
中使用了俄军创造的“坦克回旋”战术，对“敌”
支撑点实施了不间断的火力打击。

营长王晓军介绍，此前的一次协同训练中，
他正指挥坦克分队在一线展开射击，透过潜望
镜他发现，战斗分界线另一侧的俄军坦克战斗
队形不断发生变化：有的前进，有的后退，每三
辆坦克绕成一个圈，对目标进行射击。通过研
究，王晓军结合我军装备性能，对俄军坦克战术
进行借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俄方武装直升机
的掩护下，中方参演部队 30 名机降队员在预
定地域实施机降，对前沿之“敌”发起突袭。
紧随其后，密集的炮弹飞向“敌”阵地，炮兵集

群对“敌”指挥所和防空体系展开精确打击。
轮式、履带两型火炮交替实施射击，首群覆盖
目标。

战鹰轰鸣，多路攻击；悬停机降，立体破袭；
铁甲纵横，飞驰沙场……作为此次演习的重点
课目，由中方参演部队参加的机动防御、火力打
击和转入反攻备受瞩目。王晓军告诉记者，中
俄双方出动多型装备，在同一地域对目标进行
打击，两军协同配合、并肩战斗，拓宽了联合作
战视野。

在空中火力和坦克车载火器的掩护支援
下，中俄地面反击群从正面和两翼同时展开
反击。记者看到，中方攻击群成一线冲过通
路，各车组自行搜索目标、展开射击，精确命
中目标。

大战过后，楚戈尔训练场恢复平静。回望
这片烟尘弥漫的阵地，参演官兵的心中久久不
能平静。

(本报俄罗斯楚戈尔9月13日电）

中方参演部队地面反击群——

并肩战斗展开立体突击

“命令你部快速开设渡场，确保重装部队
如期通过鄂嫩河水障！”演习打响后，中方参演
部队综合保障群接到上级指令。

命令传来，综合保障群舟桥分队渡河分队
官兵迅速携装出营。在中俄双方共同实施工
程侦察后，一张鄂嫩河流域预选渡场分布图展
示在指挥车内。记者看到，5个预选渡场河幅、
水深、流速、两岸进出路等情况一目了然。

战况紧急，参演的某工程防化旅旅长刘豪
杰迅速部署行动方案：“俄方在上游和下游开
设两个渡场，派出装甲警戒哨，中方预选渡场
在中间，负责部队渡河时发烟伪装，部队过桥
后分别按1、2、3号路线前进……”

兵贵神速。按作战需求，中方渡河分队需
在 5分钟内开辟进出路，并构筑简易码头。舟
桥连连长徐鹏带领官兵驾驭门桥驰骋江面之
上，对准码头一线进行门桥连接。

快速构筑码头不易，中间的门桥连接更
难。此时，鄂嫩河中心水流速度接近装备性能

极限。一节门桥长十几米、重几十吨，在湍急的
河水中将这些庞然大物合成一体，犹如在行进
的火车上连接车厢一样。官兵们根据码头位
置、水流速度，有的用船推顶，有的用钩镐拖。
不到20分钟，一条160米长的浮桥横跨两岸。

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俄方指挥员弗拉罗
夫上校，对我军舟桥官兵的快速反应和行动能
力赞赏有加。
“哒哒哒……”俄警戒分队先期占领前沿阵

地展开防御，在火力掩护下，中俄多类重型装备
分多路纵队同时渡河，由纵深向前沿投送兵力。

中方浮桥东侧岸边，俄方主战坦克冒出水
面，潜渡成功。我方参演的某合成旅官兵驾驶
战车急速从浮桥上通过。

（本报俄罗斯楚戈尔9月13日电）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蔡鹏程、通讯员段 军、

安 阳、邓庆颖、高 巍、孙伯语、王浩亿、

王 鸿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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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参演部队综合保障群——

重装部队快速强渡水障

当地时间上午 11时 50 分，在距楚戈尔训
练场 300公里的俄罗斯赤塔某机场，多架中国
空军“飞豹”战机驶出停机坪，挂载航空炸弹待
命起飞。按照演习方案，由北部战区空军航空
兵某飞行旅组成的飞行编队将对“敌”实施火
力突击。
“起飞！”接到空中战役指挥所指令，该旅

旅长郝云涛下达命令。迅即，战机拖着淡蓝色
的尾焰梯次升空。

郝云涛向记者介绍，此次跨国参演，飞行
环境陌生、气象条件复杂、演习预定的打击目
标种类繁多且特征不明显，实施精确打击的难
度较大。

“已到达石勒喀！”18分钟后，编队长机张
宝玉报告。空中战役指挥所命令：“听从地面
引导组指令，对地面部队实施火力支援！”

随着地面目标引导组一声令下，多架“飞豹”
战机投掷的炸弹从不同方位对目标实施攻击。

空军航空兵的轰炸正在进行，驻扎在楚戈
尔训练场的我陆军航空兵部队接到战斗指令，
6架米 171型直升机、6架直 9型直升机、12架直

19型直升机迅速升空。
半个多月前，中国陆军航空兵某旅参演战机

远程机动至此。飞行员们克服陌生场地飞行、独
立自主保障等困难，在前期与俄军直升机部队开
展了多次协同训练。

记者通过塔台无线电了解到，直升机编队
分成 4个梯队接序到达待机地域，按照预先协
同进入攻击航线，开展近距火力压制，为机降
分队实施火力清场。

几分钟后，搭载我陆军某合成旅作战小组
的“31”梯队到达机降点。全副武装的机降小
分队跃出舱门，迅速展开作战行动。

演习场上空，弥漫着各种火器发射扬起的
烟尘，我武装直升机掠地飞行，不时钻入烟尘
中。正在塔台指挥的该旅旅长李新成介绍，在
这种条件下飞行风险很高，对飞行员的战斗技
能和心理素质都是一个考验。

“‘21’进入攻击航线！”“拉起！瞄准！射击！”
伴随着机载火箭弹出膛的火光，远处的靶

标区域升腾起一团团浓烟……
（本报俄罗斯楚戈尔9月13日电）

中方参演部队空中突击群——

战机临空实施火力支援

沙场秋点兵，跨国展雄风。今天，中

俄两国军队共同参加的“东方-2018”战

略演习实兵实弹演练行动，在俄罗斯楚

戈尔训练场拉开帷幕。中俄两军秉承互

信、互利、平等、协商的防务安全合作精

神，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致力于维护本地区和平与稳定，受到国

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普遍欢迎。

“但立直标，终无曲影。”联演联训作

为一种对外军事交流合作活动，其功能

包括开展军事外交、增强军事互信、加强

互鉴协作、提升实战能力等多个方面。

经过持续不断努力推进，中国军队与外

军开展联演联训日益频繁。从起初的单

纯受邀参加，到根据安全需求主动设计、

牵头组织；从以周边国家为主要合作对

象，到与世界众多国家扩展合作；从以反

恐、救援等非传统安全起步，到涉及传统

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各个领域，中国军

队始终保持着开阔眼界、学习借鉴的心

态来开展联演联训，努力达成维护本国

安全、增进国家和军队间友谊、促进地区

和世界和平稳定相统一的愿景，为加强

国与国、军与军之间的合作交流提供了

崭新思路。

演训是作战能力生成的“正向累

积”，而作战则是训练水平的“逆向释

放”。如果把演训与作战比喻为两张不

同的影像，两者间的差距便是实战化训

练必须跨越的障碍。历史一再证明，要

提高军事训练效益，必须使两个影像高

度重合。从中国军队的顶层设计分析，

未来联演联训的组训方式应当严格按照

实战化要求组织实施，精心选择演训课

目，突出全要素演训和检验性演练，努力

使演训内容与现代战争相吻合，探索联

合协同机制，积累联合行动经验，以量的

积累求质的飞跃。

我军军事训练大纲强调突出创新驱

动，用前沿思维、最新理念、一流标准研

究训练问题。那么，这种“前沿思维、最

新理念、一流标准”从哪里来？当然不是

闭门造车式的主观臆想，而是要在紧贴

自身实际的基础上放眼世界，比肩高手，

用好中外联演联训平台。事实上，近年

来众多部队自觉把中外联演联训作为群

众性练兵比武的大舞台，通过学习外军

作战理念、组训方式与作战战法，促进部

队训练质量提升，提高战斗力水平。从

此次“东方-2018”战略演习中俄两军的

联演实践来看，这种并肩战斗式的合作

交流，有利于部队官兵开阔视野，有利于

共同提高战斗力。

备战能战方能慑战止战，准备打才

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利

用联演联训提高实战能力，是以前瞻眼

光透视未来战争、指导当前训练实践、创

新发展作战方式方法的有效途径。和

平，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胜战，是各

国军队的永恒追求。作为一支维护世界

和平的正义力量，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增

强，就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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