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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fjbjygc@163.com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张琳

看不见的“敌人”才是

最恐怖的对手

林海雪原，今年的寒冷来得早，已洋
洋洒洒下了两场雪。

寒风凛冽，伴着沙沙作响的树叶，一
顶顶帐篷在密林中若隐若现。帐篷内，
正在酝酿着下一场战斗。

在被红情、蓝情、绿情各种图表“包
围”的作战室内，某蓝军部队指挥员刘晓
光正带领“智囊团”排兵布局。数小时
后，同样驻扎于此的数支导弹旅团即将
开始新一场火力突击演练。

此役，蓝军部队的任务依然是“搅
局”。“局”该如何“搅”？面对记者的疑惑，
刘晓光的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就是让
他们的作战企图隐蔽不了，指挥通信通不
了，地面防卫防不了，导弹不能准时发射
出去！”

刘晓光显得胸有成竹。担任蓝军部
队指挥员前，他是火箭军某基地司令部
导调科科长，2005 年大学毕业后，全程
见证了火箭军蓝军力量的发展历程，也
参加了几乎所有场次的红蓝对抗，目睹
了火箭军蓝军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单一化到成系统的历史性跨越。

对抗从哪里打响？刘晓光并没有直
接回答记者的疑问，只是介绍了蓝军的
力量编成和列装装备，以及部署地域和
机动路线。

红方反击作战随时打响，蓝军力量
如影随形，早已布下一张张“大网”，正严
阵以待随时出击。一辆辆特种装备车、
导调采集车风驰电掣般在密林中往来穿
梭，记者乘坐的越野车此时却“找不到
北”，不知该跟向哪里。

犹豫间，只见一辆导调采集车停在了
某发射场坪，也许“好戏”将至。果不其
然，某导弹旅发射四营即将启用的发射阵
地遭袭击，已测好的点位被摧毁，而本应
前来复测的测地队员又“中毒”正在抢救。

临近的发射三营测地号手临危受
命，前来救急。在导调员宋晓桐、范泽康
的导调下，数名队员身着防护服、头戴防
毒面具，重新定点测量，终于让遭受重创
的阵地“起死回生”。

夜色降临，方圆上百公里的演兵场
上，逐渐热闹起来。记者循着轰鸣的马达
声，也顺藤摸瓜找到了蓝军的几个阵地。

我们窥视到了蓝军部队的车载装
备，但看不见他们对红方发出的“威
胁”。上士孟宪贺是某干扰设备的专业
组长，他带领操作号手对红方部队进行
电子干扰。

演练场波诡云谲，对抗于无形之
中。显示屏上，某红方导弹旅不断变频，
孟宪贺下达指令，对红方部队进行主频
侦察，实施跟踪式精准干扰。

不断变换着的波形，令人眼花缭乱。
“成功！”孟宪贺突然大喝一声。演练结束
才得知，红方导弹旅基本指挥所受到干
扰，无法向发射分队下达指令，演练败北。

和孟宪贺同年兵的张伟屏，是某监
视装备的专业组长，他带着上等兵彭贞
辉、李宝康，在装备车上连续操作了 3个
多小时，一旁泡好的方便面早已没有了
热度。

一双双娴熟的手在键盘上翻转着，
跟踪着一个个疑似信号，一句句“有价
值”的通话被记录下来。他们再根据听
到的声音，判断红方部队的作战部署和
行军路线，进而采取其他手段“围猎”。

地下有侦察监视，天上同样有双犀
利的“眼睛”，让红方的行动“无处遁
形”。飞艇、无人机在头顶上盘旋，通过
机载的红外、可见光、热成像等手段，对
整个演练区进行无死角扫描。

站在高高的山冈上，中士王磊磊手
持遥控设备，操作着一架无人飞艇在演
练区“地毯式”搜索着。一旁的车载方舱
内，上士彭斌、中士刘建忠、下士王崇伟
各司其责，对飞艇传回的不同画面进行
分析判读。

“发现目标！”看到某地域一张疑似
导弹战车的图像，刘建忠显得有些激
动。“发现即摧毁！”对导弹部队来说，只
要暴露目标，就意味着被摧毁。

此时，端坐在模拟精确打击控制席
的彭斌，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少顷，他告
诉记者，导弹战车被炸毁，该发射架火力
突击失败。

原来，对抗开始前，他们在每一辆导
弹战车和指挥车上都安装了专门的信号
感知终端，只要被空中发来的信号照射到
并发光发声，即被判为“中弹”，退出战斗。

透过某蓝军部队的对抗模式，记者
发现，火箭军的红蓝对抗并不是面对面
真刀实枪地“捉对厮杀”，而是来无影去
无踪地“隐形角逐”，蓝军部队是红方导
弹部队发射行动的“麻烦制造者”，他们
通过构设未来战场威胁，强化官兵敌情
意识，强化防范措施手段，磨砺提高红方
部队“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
打赢能力。

没有最“狡猾”只有

更“狡猾”

时隔 6年，某导弹旅再次受命，千里
机动参加红蓝实兵对抗演练。

兵车未动，练兵先行。地处深山峡
谷的演兵场上，该导弹旅自建“蓝军”分
队，预想蓝军部队的各种招数，对所有发
射分队逐个“过筛子”。

然而，没想到的是，来到演练区，等待
他们的却是一场场“彻骨之寒”。凌晨时
分，专列停靠未稳，蓝军便“摸”了上来，天
上无人机多手段侦察，地下特种兵抵近破
袭，让官兵们神经紧绷，丝毫不敢懈怠。

好不容易突破重重包围，旅长沐守
勤却发现，蓝军如影随形，钢铁巨龙的一
举一动，都在蓝军的“封控”之下。常常
是命令尚未下达，信号就被追踪，不得不
变换信道。
“没有最狡猾，只有更狡猾！”战前动

员会上，沐守勤用了这样一句话评价蓝
军。6年前，时任基地作训处处长的他，
全程参加首次红蓝对抗演练，曾与蓝军
交手过招，面对面切磋训法战法，对当时
的蓝军可谓知根知底。

这几年，随着装备不断更新换代，蓝
军的各种手段越来越先进，也越来越“狡
猾”。一支支导弹旅团自信满满地走进
深山密林，却又一个个“告负”离开。

就连赫赫有名的“常规导弹第一
旅”，在这里也尝到落败的滋味。首次跨

区驻训，被誉为“百发百中”的该旅胜券
在握。不料，多轮对抗，该旅饮恨败北。

对导弹旅团来说，梦魇才刚刚开
始。曾在发射场上一次次把大国长剑送
上蓝天的他们，却被一支临时抽组的“杂
牌军”逼上绝境，不是未及出战被“端了
指挥所”，就是转进途中被“包了饺子”；
不是设备还没展开就被摧毁，就是行踪
暴露被精确打击。用一位指挥员的话
说，“被打得体无完肤”。
“不管你左突右奔，似乎总逃不出蓝

军的手心。”某导弹旅指挥所内，一名参
谋“抱怨”道。这不，旅首长正在下达命
令，指挥各发射分队展开反击战斗，却被
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了。

数公里外，某蓝军部队的通信雷达
信号监测车内，四级军士长薛鹏正在对
该旅进行“收网行动”。

薛鹏告诉记者，刚刚列装的第二代
装备，不仅监测范围更广了，还能够实施
引导干扰，对红方指挥所指令的上传下
达构成了极大威胁。

今年的第一轮对抗中，在薛鹏他们
实施的干扰下，某导弹旅发射三营吃了
不少苦头。占领阵地命令下达后，导弹
战车刚出营门，便遭遇蓝军实施的破袭，
桥梁炸毁无法通行。

是绕行通过，还是上报旅指挥所请

求工兵支援？营长包相龙进退两难。与
参谋人员盘算，绕行需要多走数十公里
恐怕耽误时间，于是决定请求支援。

然而，此时的包营长才发现，所有通
信手段已失灵，三营成了“信息孤岛”，只
得退出战斗，原地待命。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较量，一次次剑
拔弩张的对决，让记者时时感受着不同
寻常的紧张氛围。对导弹部队来说，“随
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是核心能
力标准，而对蓝军部队来说，他们的“狡
猾”，就是用一个个难局危局险局，不让
导弹部队按时打，不让他们打得准。

蓝军越来越狡猾，战场不确定因素
也越来越多，让红方导弹部队经受的考
验也越来越多，打赢本领也越来越强。
记者欣喜地看到，通过逼真环境下的红
蓝对抗演练，导弹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正
渐入佳境。

不想当“罪人”的蓝军

不是好蓝军

扔还是不扔？
凌晨时分，手握着爆破弹，下士宫晓

达犹豫了。此刻，在密林中潜伏了5个多
小时的他，手脚早已麻木，困意不断来袭。

“敌人”来了，宫晓达一个激灵。他
面对的，是某导弹旅发射一营二号发射
架，刚刚占领阵地，正在展开设备。宫晓
达的手榴弹扔过去，就预示着二号发射
架被“摧毁”。

宫晓达知道，这个发射架在寒冷的
夜晚连续转换部署，已实施多波次火力
突击，官兵们极度疲惫。“如果这颗弹扔
过去，官兵们肯定会恨透我。但是不
扔，我就成了‘罪人’！”拂去内心的波
澜，宫晓达振臂一挥，伴着声与光的交
相辉映，二号发射架退出了演兵场。
“今天对红方不狠，明天上了战场部

队就恨死你！”蓝军部队成立之初，部队
党委就确立了当好一个“罪人”的理念。
经过一轮轮对抗，遍尝败绩的导弹旅团
终于明白：蓝军并非真正的敌人，而是他
们走上未来战场的磨刀石、是能不能打
仗的奠基石、是能不能打得赢的试金石。

红蓝双方，犹如矛和盾，又如舟和
水，存在着水涨船高的辩证关系。在红
蓝实兵对抗演练中，蓝方的任务就是等
效模拟未来战场的各种威胁，从制造麻
烦中锤炼红方的胜战能力。

四级军士长聂荣是某型无人机机
长，是火箭军蓝军力量的第一批苗子，曾
操作过 6种无人机，在红蓝实兵对抗演
练中已飞行 300 多架次，是某蓝军部队

响当当的飞行“一号手”，也曾是红方最
“恨”的人。

这个红方眼中的“罪人”坦言，这几
年升空侦察，空手而归的次数越来越多，
获得的情报也越来越少。说这话时，他
的脸上略带自豪，“说明我们练他们出效
果了！我们也该洗脱罪名了。”
“红方部队千里迢迢拉到我们这儿，

如果不把他们练好，我们就是罪人！”某
蓝军部队所在某试训区政委文青表示。
他们充分考虑红方部队导弹型号升级、
战术战法更新、战备状态转换和战场环
境变化对实战化演练带来的影响，着眼
全型号、新战法和不同对抗环境，深入研
究蓝军等效仿真问题。

蓝军把练不好部队当“罪人”，红方
也把自己不当“客人”。对抗演练告一段
落，双方一次次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组
织检讨式总结，召开双向讲评会、诸葛亮
会，共同查漏补缺。

记者在该蓝军部队指挥所看到，对
抗间隙，参谋人员集中学习典型战例，研
究未来战争特点规律，围绕找准红方真
正面临的威胁、找准强敌作战样式和手
段、找准等效模拟还有哪些差距等等一
系列问题，个个争得面红耳赤，透着浓浓
的“火药味”。

火箭军某基地参谋部导调考评处处
长丁国林是历次红蓝实兵对抗演练的组
织者。他告诉记者，从 2012 年至今，火
箭军已组织数十个批次红蓝实兵对抗演
练，所有导弹旅都轮了一遍，已由过去的
单人、单装、单项对抗向体系、连锁、联动
转变，形成了“你来我往”、持续升级、红
蓝并进的对抗演练模式，立起了红蓝对
抗训练的品牌名牌，也增进了红蓝双方
并肩战斗的情谊。

硝烟散尽，记者走进参演的红方部
队某指挥所，指挥员张树学正把电话接
通千里之外。电话那头，火箭军指挥学
院教授肖国辉正围绕遭袭击后全防护操
作问题，为他指点迷津。

挂上电话，张树学带领参谋人员复
盘推演，对蓝军实施的各种“麻烦”进行
总结归纳，准备提交到第二天的检讨总
结会。

夜已深，指挥所内依然很不平静，不
时传来键盘敲击声、热烈的争论声……

上图：深秋时节，火箭军红蓝双方在

某地展开了一场实兵对抗演练。

王 璐摄

“我们是难局危局险局的制造者”
——随火箭军某蓝军部队实兵对抗演练的一段经历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特约记者 杨永刚

白山黑水间，踩着嘎嘎作响的树叶，穿行在高高

的密林之中，端详着屹立在山冈上的红色“战斗遗

址”石碑，会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游击队之歌》：“我

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

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

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

数的好兄弟……”

在同一片沃土上，已是物是人非。在这里将进

行的一场激烈鏖战，不再是手持从侵略者手中缴获

武器的游击队，而是驾驭着大国长剑的我火箭军精

锐部队。是短兵相接刺刀见红，还是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之外……他们将给我们展现一幅什么样的现代

战争图景？

战斗跌宕起伏，险象环生，迎接一支支跨区机动

红方导弹部队的不仅是陌生的地域，还有藏匿于无

形的敌情。无所不在的袭扰、无孔不入的监视、无所

不能的侦察，让红方导弹部队在难局危局险局中经

受考验，在真刀实枪中磨砺打赢本领。

难局危局险局的制造者，就是有着“撒手锏磨刀

石”之称的蓝军力量——火箭军某蓝军部队。从

2004年成立战术对抗队，到2012年从多支部队抽组

组建蓝军部队，再到2018年成建制列编，火箭军蓝军

部队已成为我军导弹部队走上未来战场的“首个对

手”。

深秋时节，枫叶红似火。在颠簸的越野车上，记

者穿梭在一个个演练区，亲眼目睹了火箭军某蓝军

部队与多支导弹旅团的“沙场较量”。

跟随火箭军某蓝军部队进行红蓝

对抗演练，很少听到官兵们说“全歼”，

说得更多的是如何制造险局难局危局，

让参演的红方导弹部队“浑身不舒服”、

到哪哪都是“陷阱”，最终达成让对手按

时到不了位、到了位没法准时发射、发

射了打不准的作战目的。

现代战争最为显著的特点，打的是

高科技，比拼的是信息化和网络化，这对

火箭军来说尤其突出。在火箭军的红蓝

实兵对抗的演兵场上，你听不到喊杀震

天，也看不到刺刀见红，但你能感受到在

高科技的角逐中，无形战场给我们带来

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在这里想要赢得实

兵对抗的胜利，你不仅要秀出你的肌肉

和装备，更要亮出你的智慧和胆识。

中外战争史告诉我们，兵不血刃能

取得完胜乃是作战的最高境界。从作

战的效费比来说，全歼敌军当然是一件

好事，但这样的结果常常会是“歼敌一

千自损八百”。因此，用最小的代价赢

得最大的胜利是每一支作战部队不懈

的追求，也是一条不可忽视的制胜机

理。“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

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

兵法》的核心要义，放在今天的现代战

场上，依然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同的军兵种，在联合和体系作战

中肩负着不同的任务和使命。也许你拥

有的武器装备不同，作战对手不同，甚至

作战目的和作战原则也不完全相同——

是全歼还是兵不血刃，是袭扰还是瘫痪，

完全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管有多

少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是相同的，这就是

你所有战术战法都必须符合实际，都必

须贴近制胜机理。火箭军蓝军部队在实

兵演练中，很好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不

求全歼，但求瘫痪——不以毁伤对手为

目的，在未来战场上可能会遇到什么样

的威胁和麻烦，就要给参演的红方部队

制造什么样的威胁和麻烦。

平心而论，研深悟透现代化战争机

理并非易事，在战场上遂行起来就更加不

容易。火箭军某蓝军部队在红蓝对抗的

实践中，没有喊一些中听不中用的口号，

而是不断迭代自己的作战理念和战法，使

之尽可能地贴近实战。他们练就的“四维

八能”，在红蓝实兵对抗演练中千方百计

地给参演的红方部队设置最大的障碍和

麻烦，让红方部队扎扎实实地吃到苦头、

栽了“跟头”，在近似残酷的演练中让红方

部队真正得到质的提高和飞跃。

不求全歼 但求瘫痪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特约记者 杨永刚

记者探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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