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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今年夏天，我第 4次到朱日和训练
基地采访，与蓝军旅指挥员聊天，让他们
谈谈与 30多支“红军”部队进行实兵对
抗演习鲜有败绩、声名鹊起的秘籍在哪
里？大家都笑,哪有什么秘籍，如果真要
谈，我们就站在蓝军的角度，就训练和演
习中的问题，与大家交流交流，说几句从
硝烟中提炼出来的实战箴言吧。

看得出来，说是“箴言”，其实是客套
话，应该说，用“忠告”更为准确一些。下
面，我们就来看看蓝军指挥员给出的不
可多得的几点“忠告”。

要换位思考，更要反

位训练

换位思考就是在战术训练时，红蓝
双方都应该先站在对手的立场上思考。
“红军”首先要根据对手的武器装备情况
和战术原则，思考一下蓝军部队可能会
用什么战法来对付自己，弄清了这个，训

练才有针对性。研究对手是制胜的第一
要义，研究要深入，只背诵条文是不够
的，必须得自己先当一回假想的对方指
挥官。作为蓝军部队，每次战术训练或
演习之前，我们都要站在“红军”的位置
上思考，把“红军”可能对付我们的手段
都尽量想到。但到此为止还不行，即使
对对手资料研究得比较深，即使站在对
方指挥官的角度都思考过了，如果不经
过实兵对抗，许多东西是体会不到的，战
术水平也是难以提高的。

都说蓝军是“磨刀石”，但“刀”不能等
到和蓝军旅对抗时才磨。平时就得找一
块“磨刀石”来磨，也就是自己内部先行进
行红蓝对抗，这可称之为反位训练。反位
训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在自己组织的
红蓝对抗中，设置的对手一定要强，要用
最精锐的部队来充当，按蓝军的作战原则
和战术来充当，如果用一支弱旅来充当，
就失去了对抗的意义。

从朱日和历次演习的情况来看，有
的“红军”部队在这方面可能下的功夫还
不够深，只是一个劲地埋头自己练自己
的，来朱日和演习时，制订的作战计划和
战术原则，就难免有点一厢情愿的味
道。有一个装甲旅的官兵把在家里制订
的战术原则背得滚瓜烂熟，听起来挺不
错，殊不知完全不适合模拟战场和模拟
蓝军的情况。比如，第一回合战斗，他们
确立的战法是三句话：“全程择要精确
打，兵力引导火力打，地空一体割裂打。”
原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教授杨宝有评价
说：“这三句话，放在什么战斗都管用，都
没有错，但没有什么个性，没有针对性。
这个战法是在没有深刻分析当面敌情的
基础上来确定的，所以这种战法在操作
层面上没有实际意义。”

换位思考，反位训练，还有一大好处，
就是可以把对手的长处学过来，以弥补自
己的短处。在历次演练中，蓝军旅之所以
能打得越来越顺，平心而论，首先要感谢
“红军”。这么说不是客套话、假谦虚，而
是事实。如果说蓝军是“红军”的“磨刀
石”的话，反过来，“红军”也是蓝军的“磨
刀石”，是“红军”这块“磨刀石”把蓝军这
把“刀”磨得比较锋利了。每次演习后，我
们都要让部队找对手的优长，学习对手的
长处，并运用到训练和演习当中。总之，
对手犯过的毛病我们争取不犯，对手威胁
我们较大的地方，也就是对手的优长、高
招我们都要想方设法学过来。

指挥员要亲自掌握

侦察情报体系

对抗演练打的是双方首长的决心，
决心下错了，不可能胜，毛主席曾经说
过：“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
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
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

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
索。”没有情报、情报不准确或者情报太
少，指挥员和战斗员就都成了“瞎子”。
敌人具体在哪里？主要的兵力火力特别
是影响战斗胜负的重要装备配置在哪
里？战斗部署如何？这些都是侦察的重
点。从朱日和演习场上的情况来看，一
些参演的“红军”部队情报获取率和准确
率还不高，影响了指挥员作出正确的判
断，下战斗决心自然就非常难。

情报获取率低的原因，主要是侦察
情报体系没有组建好。具体来讲，第一
是各兵种和各级的侦察要素没有融合，
步、炮、工、化等等，各侦察各的，与本专
业无关的就不太注意，只向各自的领导
或部门负责，所以搜集的情报非常零散。

其次是侦察手段过于单一，只会运
用传统的侦察手段，对新型的侦察手段
要么不会用、要么用的不熟练。比如，有
的部队对无人机、直升机侦察手段运用
就不熟练。对于我们蓝军旅来说，使用
直升机进行侦察已经逐渐推开，必要时
由指挥员亲自登机侦察，印证从其他渠
道得到的情报之真伪，当然也会冒风
险。指挥员亲自侦察是我军的光荣传
统，应该继承发扬。

再次是对电磁侦察手段运用得不够，
忽视了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报来源。我们
的模拟对象高度重视电磁侦察，甚至将其
摆在各类侦察手段的首要位置。蓝军的
很多情报，也是靠电磁侦察取得的。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问题，蓝军旅也
曾经有过，教训也很深刻，就是在吸取了
红蓝双方的教训之后，才有了进步。旅
长满广志的体会是：旅一级是一线指挥
部，指挥员要亲自掌握侦察情报体系，不
能只依靠业务部门。
“红军”在这方面吃的亏更多一些。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有个旅一次打了很多
目标，其实都是蓝军部队设置的假目标。
原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教授潘凯，在这次
演习后点评“红军”部队存在的问题时说：
“我们经常看到，指挥员处置情况过于随
意的现象。如对上报的敌情信息，不加分
析判断和甄别，几乎是有报必打，没有准
确地点信息时，就打一个较大的覆盖范
围，确实有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意思，
炮兵、攻击直升机就好像是一支消防队，
听说哪里有火就往哪里洒水……为什么
会这样？因为对情报没有融合，从而难以
判别目标的真伪，难以确定目标价值的主
次高低，致使情报获取时实效性和可靠性
不高。”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妨先从指挥员
亲自掌握侦察情报体系做起。

通信与电抗应联合

使用

没有通信就没有指挥。没有通信，
坦克、装甲车、火炮就可能成为对手的

活靶子。在实兵对抗演习中，指挥员最
怕出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
况。可以说没有一个指挥员不重视通
信，但往往在强调其重要性后，提一句
“一定要保证通得了联得上”的要求，交
给通信部门就完事了。每一个参演的
“红军”部队，都在保障通信畅通上下了
很大的功夫。比如某装甲旅在演习中
做到了实时语音、图文传输，就很值得
学习。但是，非常遗憾，一些“红军”部
队都因通信网络被瘫痪，甚至被入侵，
而败在了朱日和的演习场上。尽管平
时练了很多抗干扰的办法，但在蓝军的
电磁压制下，仍然显得力不从心。有的
部队电台不通就过分依赖对讲机，进行
明语通话，结果重要目标全给暴露了。

要保障通信畅通，当然要努力提高
通信兵的专业技能，加强抗干扰的训练，
这是毫无疑义的。蓝军旅旅长满广志一
个深刻的体会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
就通信抓通信，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
脚，因为练得再好的报务员在对手的强
电磁压制下，要保障通信畅通也是非常
困难的。因此，必须换一个思路，将通信
与电抗分队融合使用，在电磁领域来个
攻防结合，不能通信干通信的，电抗干电
抗的，各干各的，互不相干。这一点非常
重要。

保障通信畅通不能只是被动应战，
要有攻击行动。把对手的通信有效干
扰了，自己就有了主动；把对手的电抗
分队打掉了，己方通信的安全畅通就少
了威胁。有的对抗，“红军”的电磁干扰
对蓝军的影响非常有限，有的场次甚至
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其主要原因是不
会用电抗分队，或者干扰作用很小，或
者被蓝军打掉了。对手的电抗分队是
蓝军侦察和打击的重点目标，总是要千
方百计找到它，尽可能干掉它。如果在
电子战上占不到上风，就没法保障通信
畅通。而据战后导演部的讲评，有的部
队在战前开协同会，却不通知电抗分队
参加，把这一电子战的重要力量，放任
分队指挥员去自由使用。而分队指挥
员因不明白整个战斗部署，也不明白战
斗进程中敌我双方的态势，在实施电子
干扰时就不知道应该重点压制什么方
向、什么地方、什么波段，自然就达不到
压制的效果，盲目性较大，甚至出现了
自己干扰自己的情况。

强调把通信和电抗融合起来使用的
另一个方面，是通信部门和通信分队不
仅要保障通信畅通，而且要参与电子战，
不能认为电子战仅仅是电抗分队的事，
要明白自己不仅是要抗干扰，还应有进
攻行为。在朱日和演习场上，“红军”部
队通信受到的是蓝军电抗和通信的联合
干扰，被蓝军欺骗指挥的情况也时有发
生。如某旅一个坦克连，被冒充的上级
指挥在“原地待命”，结果被蓝军的武装
直升机在原地“点了名”。要做到实兵对
抗时有攻击性，平时电抗和通信就要有

融合训练，战时指挥员要亲自掌握，统一
调度。

合同作战的瓶颈要

实打实地突破

合同作战乃至联合作战的理念原
则，人人都记在本上、挂在嘴上，但从朱
日和演习场的情况来看，红蓝双方都有
合成水平不高的情况，计划的是合同作
战，打起来又成了单一兵种作战，各兵种
各打各的，没形成拳头。差不多每场演
习后的复盘检讨，导演部和专家组的成
员都要讲评这个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
大家都想解决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蓝军旅并不比“红
军”高明。开始时只打防御，因为有预设
阵地，通信联络的保障就比打进攻的“红
军”更稳固一些，加上地形比较熟悉，又
反复演练过，即使作战过程中在协同上
出点问题，也不至于乱到不可收拾的地
步。而打进攻，没了上述优越条件，协同
起来难度就大多了。

有一年的 7场“跨越”演习，蓝军打
的都是依托预设阵地的防御战，有不少
“红军”官兵败得不服气，说：“如果反过
来，让我们守，蓝军攻，鹿死谁手还不一
定。”当然，红蓝对抗不是为了争输赢，双
方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通过“磨刀”来
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但红方部队提的意
见有道理，基地导演部就坦然接受。为
了全面锻炼部队，包括锻炼蓝军这块“磨
刀石”，第二年的“跨越”演习，红蓝对抗
就由每场一个回合，变为每场三个回合，
从下半段开始，其中一个回合就是红守
蓝攻。

蓝军旅打进攻能力如何呢？在合同
作战这个问题上，刚开始暴露出来的问
题并不比“红军”少。在蓝军旅内部预演
时，第一场进攻战斗，红守蓝攻，蓝方在
开辟通路这个环节，一个连被打光了也
没有完成任务。严峻的事实迫使蓝军旅
下决心研究进攻中的合成作战问题。因
为破障是进攻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最
考验部队合成能力的一个坎儿。

蓝军旅的指挥员们研究发现，制约
破障的首先还是认识问题，认为破障是
工兵的事。炮火准备后，防化兵施放烟
幕，工兵上去破障，其他部队仿佛无事一
般，就等着通路打开后冲上去，等到工兵
受挫后，再派步兵接着上，结果可想而
知。对此，首先必须要明确，破障不只是
工兵的事，离开了协同，破障就会付出沉
重代价，甚至根本破不了障。因此，破障
的第一责任人不是工兵，而是主攻连的
指挥员。

第二是指挥手段问题。主攻连连长
缺少指挥合成部队的手段，尤其是对配
属兵种交代完任务后，就指挥不上了，对
配属的坦克也没法指挥到单车，主要是

被通信问题卡住了。解决这个问题，是
要下大功夫的。旅主要指挥员带着通信
部门一项一项研究解决的办法，靠分队
现有装备没法解决的，全旅调剂通信器
材解决，调剂后仍然不能解决的，创造条
件革新方法也要解决。

第三是指挥权限问题。光凭主攻连
本连及配属的兵力兵器，完成破障任务
也是有困难的，需要炮兵、直升机及时的
火力支援，还需要电子战的配合。战场
上情况瞬息万变，如果请示来请示去，就
会贻误战机。对此，蓝军旅大胆采取了
任务式指挥方式，将营属炮兵临时委托
给主攻分队指挥，并临时赋予主攻营营
长呼唤旅属炮群和攻击直升机的权力，
连长只需报告营长就可以得到及时的火
力支援。

上述三个问题解决了，诸兵种合在
一起练了，合同战术自然就有板有眼
了。在后面的进攻战斗演习中，主攻连
从破障到突破一线阵地，伤亡大幅减
少。与开始时一个连损失光了也没能开
辟通路的情况相比，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足以看出合成作战的威力。

对新型作战力量应

格外重视

对新型作战力量不会用的问题，每次
演习讲评都在讲。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很多，但主要还是因为指挥员重视不够。
他们的体会是，对新型作战力量，一般的
重视还不够，要格外重视才行。所谓格外
重视，就是对新型作战力量，要比传统作
战力量高看一眼。必须认识到，在现代战
争中，离开了新型作战力量，就很难取胜，
甚至无法取胜。在一次进攻战斗演习中，
因为某种原因，导演部临时取消了直升机
参战。这场演习，旅长指挥起来感到非常
非常吃力。没有了直升机，空中的眼睛瞎
了一只，只能靠无人机，没法直观地鸟瞰
地面的情况；没了直升机，就没了机降行
动，就少了一个空中突击手段，特别是少
了一种对付坦克、装甲车的“撒手锏”。这
场演习虽然最后胜了，但损失非常惨重，
担任掩护的一个营几乎伤亡殆尽，而突破
成功的两路，损失也比过去高出百分之六
七十，正所谓惨胜等于不胜。讲这个战
例，是想说明，陆航只是新型作战力量之
一，仅仅因为少了这一个要素，就付出了
如此大的代价，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如
果所有的新型作战力量都缺席，那多半连
惨胜也做不到了。

所以，蓝军旅对新型作战力量，包括
本旅编内的和战时配属的都格外重视，
平时就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在一起训练。
比如，直升机部队和蓝军旅是兄弟部队，
平时蓝军旅无权指挥人家，但大家却通
过联合训练变得亲如一家。双方通过联
合训练都提高了本领，指挥员之间也有
了较深的了解，战时配合起来就有了默
契。演练前旅里的作战会议，他们一定
要通知所有新型作战力量的指挥员来参
加。会上，旅主要指挥员要听取他们的
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如何使用他们的意
见，同时让他们了解全局，明确任务。在
战斗过程中，也要及时向他们通报情况，
交代任务。这并非是客套，只有做到这
一点，才能让各级指挥员了解全局，了解
当前的态势，最终达到服务全局、主动配
合的目的。事实正是如此，在历次演习
中，新型作战力量对蓝军旅战斗力的贡
献，虽然难以用百分比来计算，但每次起
的作用都很大，有时甚至可以说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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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高强度的红蓝实兵对抗打下

来，对交战的双方来说，输赢当然很重

要，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查找在对抗中出

现的问题。唯有发现问题，我们才能解

决问题，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步。

我们常说，教训也是一种财富。道

理很简单，做起来未必容易。一般说

来，总结成绩都是大家乐于做的，也是

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查找问题却不

是一件易事。成绩不说跑不掉，问题不

查吓一跳。其中的道理没有谁不懂，要

想把红蓝实兵对抗的经验和教训都总

结好，除了主观的原因之外，也有客观

上的原因。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站在不同的角度查找出的问题，不

尽相同。一场红蓝实兵对抗下来之后，

自己查找的问题，与对手发现的问题，

肯定不一样。相对而言，赢得实兵对抗

的一方，更容易看到对手的痛点和弱

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对手发现自己

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尤

为重要。

每一次红蓝实兵对抗下来，都会有

复盘总结。既然是总结，就会有经验和

教训。复盘总结时，说对方的成绩大家

都乐意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

说到教训，谈到对手的问题，碍于情面，

要么是不痛不痒，要么都是“伟大的缺

点”。听的一方，听到顺耳的话语，自然

是心里窃喜，脸上也不会出现挂不住的

表情。直谏需要勇气，采纳则要有胸

怀。所以，敢于直言对手存在的缺点和

问题，不仅需要不怕得罪人的勇气，还需

要对部队战斗力负责的担当。

发现问题是成绩，解决问题是能

力。蓝军既然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磨

刀石”，不仅要在实兵对抗中不给对手

面子，也要在复盘总结时敢于不给对手

面子。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磨刀

石”的作用。对于参与实兵对抗的红方

部队来说，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特

别是对手的逆耳忠言。良药有时是苦

口的，但确实能治好我们的一些“和平

病”。不管是谁，不管说的中不中听，只

要符合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有利于提

高部队战斗力，我们都应该用宽阔的胸

怀予以接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没有

海纳百川的气魄，就很难锻造敢打必胜

的战斗力。

从谏如流也是一种有战斗力的表

现。蓝军旅旅长满广志说过，一个老是

把成绩挂在嘴边的人，是不可怕的；相

反，一个不断吸取教训的人才是可怕

的。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一兵，能真

正把失败和教训作为练兵备战的财富，

才能找到傲视战场的制胜机理，才会无

限接近打赢现代战争的目标。

忠 言 逆 耳 利 于 战
■尔 天

蓝军旅指挥员在研究作战计划。

陆学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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