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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论理

新时代训练场地的地

位作用日趋突显

强军必强训，强训必须有训练场地
作支撑。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
清推进新时代训练场地建设的重大意
义，进一步增强打造强军练武之地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

加强训练场地建设是保障国家安

全发展的战略举措。保障国家安全发
展离不开强大的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
仗离不开训练场地的重要支撑。必须
突出重要战略方向、新型作战力量和调
整改革部队，成体系成规模推动训练场
地建设，充分发挥训练场地屯兵、练兵
和战备等综合功能，有力推动部队扎实
有效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必须按照未
来作战准战场、战法训法检验场和武器
装备试验场的基本定位，大力加强模拟
化、网络化、对抗性手段建设和运用，充
分发挥战斗力的“孵化器”和蓝军“磨刀
石”作用，有力保障部队提高基于网络
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和全域作战
能力。

加强训练场地建设是借鉴强国军

队经验的必然选项。高度重视训练场
地建设是世界军事强国的历史经验，也
是世界军队建设发展大趋势。美军认
为不提供实战化训练环境、不模拟真实
战场威胁的训练，军队是不会打胜仗
的。为解决越战中暴露出的训练与实
战脱节问题，美军依托训练基地构建贴
近实战的训练环境，并要求所有人员在
执行作战部署前，必须前往相应的训练
基地接受适应性训练。目前，美军在全
球拥有大型训练基地 60 多个，基本做
到了军事力量部署到哪里、训练基地就
建设到哪里。俄、德、英、法等国也都分
别建有数量规模较大、训练功能完备的
训练基地场地体系。

加强训练场地建设是破解实战化

练兵难题的现实要求。进入新时代，
国防和军队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军
事训练的地位更加突出，军兵种品牌
演习质量有新跃升，远海太空网络训
练上新台阶，中外联演联赛联训走开
新路子，广大官兵实战实训激情、干
劲、合力超越以往。同时，我们也要清
醒地看到，当前在训练场地建设上距
离强军目标要求还有差距，总体数量
还不够、空间资源还比较匮乏、体系布
局还不够合理、信息化水平还不够高
等，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军事训练创
新发展最现实的瓶颈。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面对备战打仗急需和广大官兵
期盼，加强训练场地建设已成为部队
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成为强军兴
军的当务之急。

加强训练场地建设是贯彻军民融

合战略的重要平台。军民融合既是兴
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党的十八大以
来，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颁
发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关于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等
文件，为推进军民融合训练场地建设提
供了政策和机制保障，明确了基础设施
资源共享、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军地人
才双向培养使用等具体措施。近年来，
我军在推进军民融合训练场地建设方
面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实施了军用土地
资源规划整合试点、资源枯竭地区军事
运用转型试点，探索了练兵备战和地方
经济协同发展等。实践表明，推进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是打造强军练武之地正
确路子。

深刻把握新时代训练

场地的发展趋势

加强新时代训练场地建设，必须直
面机遇与挑战，使命任务拓展到哪里，
军事训练就要跟进到哪里，保障条件就
要建设到哪里，形成多维布势、功能完
善的训练基地场地大体系。

练兵功能由军种向联合拓展。信
息化战争打的是体系，一体化联合作战
成为基本作战形式，单一军种单打独斗
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美军击毙本·拉
登，看似是一个 20多人的战术行动，实
际上天上有卫星保障、海上有航母接
应、陆上有基地支援、本土有战略指挥，
实则是一场战略战役战术一体、多军兵
种一体的联合作战。联战必须联训，联
训必须联保，迫切需要以联合作战训练
需求为牵引，规划设计训练基地场地功
能，打造与各战略方向使命任务相适应
的大型联合训练基地，拓展提升中小型
场地保障军种互为条件训练的能力。

空间资源由陆域为主向立体多维

拓展。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大量
新型作战力量和手段不断涌现，武器装
备加速更新换代、射程增大、威力增强，
备战练兵空间不断向陆、海、空、网、频
等多维拓展，日益向远洋深海、网络电
磁、太空极地等新领域拓展。战场变
了，训练场必须跟着变，对接未来战场，
不断扩大陆域空间范围，积极向全域、
远域、新域等立体延伸，让部队走上训
练场就能真正走进现代战场。

支撑技术由信息化向智能化拓

展。颠覆性技术广泛应用，军事智能化
快速发展，正在引发军事领域链式突
破。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提高基于网
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
能力，是抢占新时代练兵备战制高点的
战略举措。训练场地建设既要加快信
息化建设，更要前瞻智能化，发展人工
智能、虚拟现实、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
等智能化训练手段，支撑保障智能化训
练，设计预演智能化战争。

建设管理由自建自用向统建共用拓

展。军事管理革命的鲜明特征是以效能
为核心、以精准为导向、以集约高效为目
标。在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情况下，
资源配置不能各管一摊、各建一块，必须
强化统筹统建、开放共享，军地一盘棋规
划，一家建设多家用，走开跨军地、跨战
区、跨军兵种开放共享路子，最大限度发
挥训练基地场地综合保障效益。

紧紧抓住训练场地军

民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

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
的训练场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必
须树立需求牵引、开放共享、协同创新
和军民互惠的理念，紧盯训练场地建设
关键环节，打通军地需求对接通道，走
开军地协调推进资源整合和优势聚合
的新路子。

规划计划统筹上“融”。建立自上
而下的规划计划机制，统揽各战略方

向、各军兵种，以及军地需求，制定与国
家经济建设、与军队新的“三步走”战略
相适应的训练场地建设规划，明确近
期、中期、长期的建设发展目标任务，避
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制定
推进训练场地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
自上而下逐级部署明确任务，推动规划
落到实处，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土地资源整合置换上“融”。积极
推广军用土地资源规划整合试点经验，
按省级行政区统筹训练基地场地建设
用地需求，抓住军民融合发展、军队停
止有偿服务等有利契机，采取军内跨军
兵种调剂保障、军地跨市县整合置换的
方式整体统筹；针对经济用地和训练场
用地需求差异，推进资源枯竭地区军事
训练运用转型试点，形成可复制推广经
验，以点带面逐步扩大转型应用范围。
同时，同步规划训练用地、海、空、频等
资源，推动训练空间向广域立体拓展。

实战化环境构设上“融”。提高部
队打赢联合作战的能力，必须从实战需
要出发构设支撑实战化训练的联合战
场环境，反映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
基本特征。通过签订训练场地军民融
合战略协议，引入大型军工集团和地方
企业加速推进建设；借力军民两用技
术，促进民用先进技术引进运用等一系
列举措，积极创设战场目标、复杂电磁、
核生化和空天网电多维攻防等复杂战
场环境，设置阵地工事、城镇街区等战
场设施、模拟声光烟、雨雪雾等战场景
况，把训练基地构建成“准战场”。

专业化队伍培塑上“融”。走开训
练基地与地方人才双向培养交流使用
路子，重点围绕技术保障、勤务保障等
军地通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加大
军地融合育人才力度。围绕信息化特
别是智能化所需的新知识、新技术、新
方法，依托院校、科研机构等培养技术
和保障骨干；加大军地人才交流使用力
度，做好“借才引智”，通过市场运作吸
纳地方人才，实现“不为所有，但为所
用”的人才柔性流动，建强各级训练保
障专业人才队伍。

标准化体系建设上“融”。区分训
练场地功能类型，分别制定各类场地建
设标准、技术标准和保障标准，在通用
技术领域实现军民技术标准的统一，消
除训练场地领域军民双方的技术壁垒，
打通军地需求对接通道，积极促进地方
保障力量进入训练场保障领域。特别
是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军地需求共性
强，要坚持以需求论证、规划计划、项目
实施、成果转化深度融合为抓手，打牢
智能化训练保障基础。

在深度融合中打造强军练武之地
■训必实

实战化训练改革的东风鼓荡之下，
“像打仗一样训练”的口号响彻全军。
激昂的口号深入人心、催人奋进，但若
要将其化为具体的行动，仍有许多理论
上的模糊亟待澄清，这其中首要的一条
即是：到底什么样的训练才“像”是打
仗？“像”的程度应如何区分和确定？评
判的标准又是什么？

第一层次“形似”。“形似”，是指在

训练内容、手段、强度等外部表现上映

射战场实际。这是“像打仗一样训练”
的启始境界，是在作战需求牵引下的模
仿和追赶，是纠治训战脱节的必经途
径。口号在指出努力方向的同时，反过
来也暴露出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训练
实战化程度不高，训练与作战脱节、“走
形”“不似”的情况还在相当程度上存
在。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最直观外现
的症状即训练课目内容老旧、训练手段
方法落后、训练难度险度低入手，比照
近期发生的局部战争，及未来可能发生
的局部战争的需求，在训战一致方面下
足功夫，努力做到课目内容的更新与作
战形态的演进同步，手段方法的改进与
战法样式的升级同频、强度险度的设置
与战场对抗的烈度同一，通过营造逼近
实战、形似实战的训练环境，提升训练
水平和效益。

“形似”，是从“不似”中跨出的初级
一步。虽有“治标”之虞，代表的却是训
战脱节这一不良趋势的缓解和终止，具
有质变层面上“止跌回升”的重大意义，
必将在实践中不断地引发和暴露出新
的矛盾困难，推动训练实战化向更深层
次发展。

第二层次“神似”。“神似”，是指在

训练作风、态度、取向等内在状态上比

肩战斗精神。这是“像打仗一样训练”
的进阶层次，是在战斗作风鼓舞下的沉
淀和积累，是达成训战一致的上升之
阶。训练在内容、手段和强度方面呈现
出的部分表面症状，之所以会成为迁延
反复、久拖不决的问题，深层次的病根
就在于训练与作战间“代差”性的整体
落后：条件、形式和理念都还停留在机
械化时代的训练，与装备、理论和编制
已一脚迈入信息化时代的作战之间的
差距。只是，治本需要时间，要以一段
时期内仍较落后的客观条件，满足军事
斗争准备迫在眉睫的需求，必须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把每一场训练都当成真
正的战斗来严肃对待，按“知彼”的标准
研究受训对象，以作战计划的严谨安排
训练进程，以“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
亡之道”的态度来对待训练结果。通过
端正训风、演风、考风，发扬以“小米加
步枪”对抗飞机大炮的战斗精神，在客
观条件暂时落后的情况下，以主观上的
努力尽可能补足短板。“神似”，是在“形
似”基础上的积累和发展，是在薄弱基

础、艰苦条件下取得的不断进步，具有
量变层面上“跬步千里”的重要意义，必
将在一个个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积
累起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引发新一
轮质的飞跃。

第三层次“不似”。“不似”，是指在

训练思想、理论、机制等观念内核上坚

持训战有别。这是“像打仗一样训练”
的最终归宿，是在规律内因驱动下的
回归和反超，是实现训战轮转的全新
起点。在宏观层次的战训矛盾中，作
战永久性地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制
约和决定着训练的全局。但在微观层
面，战训的相对地位并非不可更改。
理论上说，训练关乎能力的生成，作战
不过是能力的释放，后者天然地取决
于前者，正如消费的方式取决于赚钱
的能力一般。仗怎么打，归根结底取
决于兵是怎么练的。外军在训练中设
计战争、预演战争，用训练来引领实
战，“像训练一样打仗”的实践也证明
了这一点。然而要实现上述前景，却
不能在“神似”这一层次固步自封。因
为训练与作战是两个本质上完全不同
的事物，作战领域的需求，仅仅是训练
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
若完全依赖于外因的牵引、单纯强调
“形神皆似”，看不见本质上的“根本不
似”、忽略自身内因动力的开发，训练
就只能跟在作战之后亦步亦趋而无力
超越。为此必须将训练发展的关注
点，从外部牵引转向内功的修炼提升

上来，遵循训练领域自身的发展规律，
从训练领域内部矛盾问题的解决入
手，通过积累、分析训练经验数据，归
纳、探索训练科学理论，改造、提升训
练条件水平，优化、完善训练机制体
制，发挥内因的强大驱动作用，推动实
现自主发展道路上的反超。“不似”，是
对“神似”的否定和超越。这是对“像
打仗一样训练”之“似”的否定，却又是
更高层面上对“像训练一样打仗”之
“似”的新的肯定。这是训练领域聚焦
内因、专注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必将
实现训练地位从被动追赶到主导引领
新的飞跃，开创实战化训练的崭新局
面。

从最初的“不似”，到“形似”和“神
似”，再回到“不似”，表面上的回归和循
环，代表着的是战训矛盾螺旋式运动发
展的崭新阶段，体现的是矛盾主次地位
的显著转换，对应的是训练领域从落
后、追赶、同步再到反超、引领的跨越，
清晰地标示出从“像打仗一样训练”到
“像训练一样打仗”的路径和方向。然
而，“像训练一样打仗”永远不是我们的
终点。上述三个层次的跨越，不过实现
了战训矛盾的一次主次易位，要推动国
防和军队建设驶入快车道，必须实现战
训矛盾地位的二次转换、再次转换、永
续转换，让作战与训练这对双生子，在
“似”与“不似”的持续追赶中爆发出强
大的驱动力，推动我军向着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快速前进。

“像打仗一样训练”有层次
■叶钦卿

“通道”在战争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和作用。古往今来，指挥员都将“通道”

的争夺和控制作为取胜的前提和关

键。拿破仑时代曾有“小径”的说法，意

思是说，只要山羊能够行走，哪怕是蜿

蜒曲折的小路或小径，都可用来迂回突

袭敌军。这个“小径”实际上就是我们

今天讲的“通道”。

如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国家安

全利益日益拓展，军队武器装备信息化

程度不断提高，世界各国普遍注重对多

维空间战略资源通道的控制与利用，“通

道”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拓展

和深化。从战役战术层次上讲，“通道”

是指便于装甲机械化部队快速通行而且

具有一定战术容量的地方，高速公路和

铁路属于“通道”，便于机械化部队通行

的平坦地、谷地、小的高地和河流也是

“通道”，攻防双方都将围绕通道展开争

夺开放通道与守点控守通道的较量。但

战略层面来看，“通道”又是一个大的空

间指向概念，如“信息通道”“地面通道”

“海上通道”“空天通道”等。

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英联军就十

分注重对“通道”的控制和利用，并为其

快速机动进攻和夺取军事上的胜利创

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开战伊始，美英联

军采取了控制和利用策略，利用其绝对

优势的侦察探测、火力打击、机动作战

等优势，不惜使用诸军种精锐力量，全

力快速夺控多维战场空间的“机场、港

口、桥梁”等重要“关节点”，进而夺取战

场“空中通道”“海上通道”“地面通道”和

“信息通道”。特别是美军充分发挥其强

大的技术优势，成功建立了以C4ISR指

挥自动化系统为支撑的“信息通道”，作

战中的每一个士兵、每一台电脑都成了

整个“信息通道”中的一个节点，每一位

士兵都能通过头盔上的小型电脑显示屏

实时了解战场景况和自身所处位置，并

可随时接受上级指挥官和友邻的命令或

请求，从而较好地实现了美英联军各军

兵种之间的信息共享，为美英联军的机

动进攻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撑。相

反，由于伊拉克方面丧失对战场陆上、空

中、海上和信息“通道”这些交通命脉的

控制权，无奈把“通道”“让给”了美英联

军，致使伊军在美英联军的快速机动进

攻面前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未来作战将在“陆、海、空、天、电”

等多维领域同时进行，交战双方对战略

战役战术“通道”的争夺将异常激烈，控

制和利用“通道”不仅贯穿于作战的全

过程，而且对于夺取战场主动权进而夺

取战争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

用。我军未来无论是遂行登陆作战还

是边境作战任务，都将面临着控制和利

用“通道”问题。围绕快速架设“通道”、

夺取战场“通道”控制权，进行作战构想

和战法创新设计，增加我们在未来战争

中的胜算，是各级指挥员必须思考的重

要作战问题。

“通道”理论未过时
■潘金宽

●高寒山地，山势险峻，攻坚
难度大；战场空间容量小，难以展
开较多兵力；道路条件差，限制了
重型装备的发挥。1999 年印巴卡
吉尔冲突是典型的高寒山地作战，
冲突中呈现了卡点控道、空地协
同、火力主战等显著特征。

1999年发生了两场局部战争，即科

索沃战争和印巴卡吉尔冲突。相比前者

的受关注程度，后者是一场被“遗忘”的战

争。这场冲突发生在喀喇昆仑山背面的

克什米尔地区，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战场，

展示了高寒山地作战的特殊要求，对于研

究高寒山地作战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卡点控道。卡吉尔位于印巴经过多

次战争后形成的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印

度一侧，是典型的高原山地地形，其附近

150千米区域内有着5座高度超过8000

米的高山。巴基斯坦武装人员一度占领

了从卡吉尔到德拉斯、巴塔利克的制高

点，并在海拔5000多米的图图岭、泰格

尔山等山顶修建了混凝土掩体和加固的

掩蔽墙，致使印军从查谟－克什米尔首

府斯利那加向锡亚琴冰川运输物资的生

命线国家1号公路被切断，使拉达克首

府列城成为一座孤城。印军要重新占领

这些区域就必须逐个高地攻坚“拔钉

子”，打通生命通道。

高寒山地地形复杂、道路稀少，主

要战斗行动通常沿通道或通路展开，集

中体现在对通道两侧具有瞰制作用的

制高点等战术要点的争夺上。要切实

判明作战区域通道数量、通行情况和战

术容量，特别要判明通道两侧高地和通

道上的山口、交叉路口的数量、位置及

其对通道瞰制的影响程度，围绕主要通

道，守点卡口控道，形成严密的障碍物

体系，实施抗、打、阻、障一体的整体抗

击。

空地协同。在地面战局进展不利

的情况下，印度陆军、空军多次实施联

合作战，对克什米尔、德拉斯和巴塔利

克等地的巴方人员实施空袭和炮击，尔

后出动地面力量进行围剿，相继夺取了

巴武装人员占领的多个防御工事及战

略要地，控制了斯利那加至列城国家公

路，重新占领了泰格尔山的大部分地

区。值得注意的是，印军在行动中损失

了几架武装直升机后，采用高空轰炸战

术，不再出动武装直升机执行任务，之

后再无任何印军飞机损失。在此次冲

突中，巴基斯坦由于各种原因，空军没

有参战，巴方人员的伤亡大部分是空袭

造成的。

在高寒山区作战，由于地形复杂，交

通不便，地面机动和补给受到很大限制，

必须发挥空中力量在火力和机动力方面

的优势，才能提高综合作战能力，发挥整

体威力。充分发挥空中火力速度快、威力

大的特点，实施大纵深远程空袭和遮断行

动，消灭敌有生力量，阻止其机动，破坏其

作战准备，或为地面部队作战提供及时可

靠的火力支援，并使空中火力和地面火力

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一致地行动，从而

为地面作战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

火力主战。卡吉尔地区是石质山

地，陡峭的地形为巴武装人员提供了良

好的隐蔽条件。6月初之前在只有少

量105毫米榴弹炮的支援下，印军士兵

背着25公斤的行军包沿着陡峭且毫无

掩护的山坡一米一米地向上攀爬巍峨

的图图岭，而巴武装人员利用地形优势

轻而易举地就将攻击部队赶下山去，甚

至都不用开火，用“滚石战术”就把印度

士兵打得尸横遍野。印军组织了多次

类似的进攻，甚至是自杀式进攻，结果

均以失败告终。直到6月中旬，印军改

变策略，调集了120多门火炮部署在前

线。在对巴武装人员的阵地进行了长

达5个多小时的炮火准备和反炮战后，

印军最终攻克图图岭。印军认为没有

炮兵支援的步兵是战场上的羔羊。

高寒山地，山势险峻，步兵攻坚难

度大；战场空间容量小，难以展开较多

兵力；道路条件差，限制了重型装备的

发挥，炮兵成为战斗中最重要的火力支

援。因此，在高寒山地作战中，必须高

度重视发挥炮兵的作用，贯彻作战全程

使用炮兵的理念，灵活运用点穴式打

击、遮断式打击、耗歼性打击等战法，积

极打好火力支援战。同时，为提高火力

打击效能，必须构建适合作战需要的

“信息-火力”系统；合理选择配置地

域，构建完善的全程火力配系，特别是

各类精确打击火力，发挥火力打击的整

体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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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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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权

训练场地建设是训练领域的基础工程，也是战斗力生成的
必要条件。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训练场地的战略
地位日益凸显。加强训练场地建设，打造强军练武之地，需要
持久的韧劲和恒心，更需要主动的担当和作为，用好军民融合
大政策，把训练场地建设作为练兵备战重要途径，与提升部队
战斗力捆在一起推动，努力促进我军训练不断创新发展。

挑灯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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