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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北京。
中国军队一条消息再次令世人瞩

目：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
开。这标志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第三场
战役”打响。

改革如潮涌，后浪推前浪。回望党
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改革的铿锵步
伐，一幅波澜壮阔的强军图景以恢宏磅
礴之势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些年，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实现历
史性变革。打破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
大陆军体制，减少领导指挥层次，解决机
关臃肿庞杂问题，构建“军委管总、战区
主战、军种主建”的领导指挥体制，我军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初步建立、效能凸显，
三军联战联训驶上快车道。

这些年，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迈出历
史性步伐。回望过去，我们欣喜地看到：
进入“新体制时间”，新的军队组织形态
焕发巨大生机，在一场场联演联训、抢险
救灾和应对突发事件中，体系融合、指挥
高效、保障有力等改革效益日益凸显，推
动人民军队在改革强军征程中阔步向
前。

今天的人民军队，在重塑再造中振
翅高飞！

深 远 谋 划 、科 学 决

策，领导指挥体制焕然一

新—

人民军队联战联训

进入新纪元

天上，有歼击机、预警机、侦察机；地
上，有坦克、导弹、重型火炮；海上，有驱
逐舰、护卫舰、巡逻艇……隆冬时节，一
场联合作战网上演练吸引了众多关注的
目光。可对筹划组织演练的北部战区联
合参谋部几位参谋来说，我军重塑联合
作战指挥体制后，这早已是“家常便饭”。
“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千呼万唤

始出来。”东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张学锋
为改革强军谋深虑远的战略考量叫好：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第一仗，就是重
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确立了“军委管
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
“这是立足战略全局对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作出的深远谋划和科学决策。”
多年参与联战联训实践的张学锋对此感
触颇深：没有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就没
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支军队能不能
打胜仗，领导指挥体制最关键。

能否解决好领导指挥体制的问题，
不仅影响制约着改革的顺利推进，甚至
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习主席深刻指出，我军“两个能力不
够”的问题依然很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
“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
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
制度改革相对滞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牢牢把握
能打仗、打胜仗这个聚焦点，为国防和军
队改革确立了主攻方向：深入推进军队
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
事力量体系，重中之重是领导指挥体制
改革，并以此为龙头和突破口，牵引和推
动改革强军战略的全面实施——

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
援部队，调整组建 15个军委机关职能部
门，划设 5大战区，完成海军、空军、火箭
军、武警部队机关整编工作，实施联勤保
障体制改革，组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
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新的
军委纪委、新的军委政法委，调整组建军
委审计署……

新的“四梁八柱”拔地而起，我军组
织架构实现历史性变革，军委管总、战区
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初步形成。人民
军队在看似波澜不惊中，跨出了石破天
惊的一大步。

“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是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全面实施改革强军
战略的标志性成果，是构建我军联合作
战体系的历史性进展。”军委联合参谋部
一位参谋说：“我军联合作战缺乏体制机
制的尴尬，从此成为了历史！”

1955 年 1月 18 日 8时，在时任华东
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的统一指挥下，我军
集中了约 1万人的陆、海、空兵力，发起
一江山岛战役。

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三军联合作
战。这也是我军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三
军联合作战。由于没有探索设计出科学
合理的指挥体制，全军官兵呼唤联合作
战几十年，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
下来”。

体制一变天地宽。过去联合难，难
在没体制。如今，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
建立，为联合训练“拆坝清淤”，引来了
“源头活水”。南部战区首次组织联合实
兵演习就欣喜地发现，部队盼望多年的
联战联训愿景正在变成现实。

北部战区一场实兵实装联合演习拉
开战幕后，地上坦克炮火连天，空中战机
穿云破雾，海上战舰巡航游猎……来自战
区各军种的舰艇、飞机以及海防、雷达、地
空导弹、电子对抗部队等，编成多个战斗
群，展开课题性实兵演练，全面检验战区
联合作战指挥和部队联合行动能力。

作为经略一方的联合作战指挥机
构，东部战区从诞生那一刻起，便将指
挥训练作为“重头戏”纳入主业主课。
近年来，他们组织指导战区三军进行系
列联合演训，一次比一次顺畅，一次比
一次融合……

一幕幕场景、一个个变化，无不告诉
世人：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基本建
立，深刻改变着人民军队、塑造着一代官

兵。如今，战区联合训练引领军种训练、
军种训练支撑战区联合训练已成为全军
共识，人民军队联战联训正从“物理组
合”走向“化学反应”。

钓鱼岛常态巡航、南海维权、边境反
蚕食斗争、反恐维稳、重大活动安保……
进入新时代，军委和战区两级联指运筹
帷幄、严阵以待，及时稳妥处置各种重大
突发情况，坚决打好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每一仗。

刀 口 向 内 、除 弊 布

新，军队组织形态更加科

学高效—

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迈上新台阶

人员减少了，战斗力却提高了；层级
减少了，指挥却更加高效了！

3年参加 10多场联演联训，陆军某
合成旅通信连、侦察连官兵这一感受越
来越强烈：原有 100多人的连队，改革后
编制只有 20多个人，由数量密集型变为
技术质效型，两个连队的通信保障和侦
察能力不降反升，实现了新突破。

一叶知秋，折射三军气象。两个连
队的深刻感受，体现了我军组织形态重
塑后的一个巨大变化：领导管理体制、作
战指挥体制和兵力结构编成等更加科学
高效，更加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

兵在精不在多，提升军队战斗力看
数量更看质量。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征程中，习主席深谋远虑，统筹谋划数量
规模，着力提升质量水平，明确要求“要
坚持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优化兵力规模
构成，打造精干高效的现代化常备军”
“打造精锐作战力量，优化规模结构和部

队编成，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
效能型转变”。这些年，人民军队刀口向
内、除弊布新，使组织形态为之一新。
——指挥体制更加高效。撤军区、

建战区……改革一开始，我军就从“根目
录”上贯彻科学高效的原则，精简指挥层
级，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
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
理体系。军委机关带头精简整编，正师
级以上机构减少 200 多个，人员精简三
分之一，军队长期以来机关臃肿、机构重
叠、层级太多的结构性矛盾得到解决。
——军队规模更加精干。减数量、

提质量……裁减军队员额 30万，健全军
种领导机构，优化军种比例、官兵比例、
新旧装备部队比例。全军团以上建制单
位机关减少 1000多个，非战斗机构现役
员额压减近一半。
——结构编成更加科学。优化军兵

种结构，大幅压减集团军数量，进一步编
实编强作战力量；陆军员额历史上首次压
减到全军总员额比例的50%以下，组建战
略支援部队，统筹传统作战力量与新型作
战力量发展，推动军兵种建设战略转型，
“大军区”“大陆军”的思维定式、机械化战
争观念的历史惯性逐步被拔除。

恩格斯说：“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
的力量，就造成一个新的力量。”组织形
态重塑后，我军指挥体制更加高效，军队
规模更加精干，结构编成更加科学，从根
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的力量结
构，改变了重兵集团、以量取胜的制胜模
式，实现了在“瘦身”中“强体”、在“精减”
中“增效”的目标。

新体制带来新效益。深秋时节，中部
战区空军地导某营射击指挥演练激战正
酣。履新仅一个月的指导员马天翼接替
“阵亡”的连长进行指挥，带领全连官兵成
功“秒杀”对手。走出兵器舱，马天翼长舒

一口气：“原本担心自己短时间内难以掌
握指挥流程，没想到新体制下指挥扁平
化，既减少了层级、缩短了时间，还减小了
操作难度，为我们打通了‘任督二脉’。”

新结构催生新战力。前不久，陆军
某旅一场合成营对抗演练中，合成三营
官兵一路攻坚拔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
战斗力。“新结构攥指成拳催生‘合成’战
力。”指挥员感慨地说，全营从步兵、通信
到工兵、卫生等，大大小小几十个专业，
作战效能不断得到释放，部队战斗力大
幅提高。

新编成锻造新利剑。一支军队的战
斗力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数量和质
量关系的优化程度。新编成让许多部队
的战法研究从单打独斗向系统配套、从单
一军兵种向多军兵种联合作战发展。这
几年，中国军队不断走向世界，“航空飞
镖”“东方-2018”战略演习等军事交流活
动深入开展，透射出中国军队走向世界一
流的新足迹，见证了改革强军的新成就。

审视重大历史事件，离不开时间的
沉淀。回望过去，我们欣喜不已。这些
年，精干高效的军队组织形态焕发勃勃
生机，新体制使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迈上
新台阶，一幅在新体制下集合再出发的
强军图景，正以恢宏之势铺展开来。

战 建 分 离 、聚 力 打

仗，为打造精锐之师奠定

体制基础—

战斗力建设在体系

重塑中脱胎换骨

“组织形态重塑后，人民军队最大的
变化是什么？”

前些天，陆军某合成旅一位领导将

这个问题发到强军网上后，不到一天时
间就收到近千条留言。该旅领导逐一浏
览发现，一向“七嘴八舌”的网络，这次竟
然出现了难得的“异口同声”。官兵们都
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全旅上下全
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
劲，思训谋战的氛围更加浓厚。

人人琢磨打仗，个个聚力打仗。这
些年，全军将士以临战状态演兵砺兵，扎
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实战化训练如火
如荼。“跨越”“联合”“红剑”“砺剑”“卫
士”……从苍茫大地到碧海蓝天，从白山
黑水到南国密林，数百场跨区基地化训
练、联合专项训练、军兵种实兵对抗演习
轮番上演，力度之大、标准之高、要求之
严前所未有。海外媒体发出惊叹：“中国
军队近几年训练强度世所罕见！”
“战建分离的军队组织形态，为我

们思训谋战奠定了体制基础。”一位战
区指挥员一语道出关键所在：这次改
革，实现了领导指挥体制上的作战指挥
职能与建设管理职能的相对分离，也实
现了军队建设模式由建用一体的大陆
军主导体制向军种主导、专业建设的转
变，推动人民军队战斗力建设发生脱胎
换骨的变化。

主战更加心无旁骛。五大战区始终
专司打仗、主营联合，去掉了行政化，去
掉了和平思维，一门心思琢磨打仗，和军
委联指机构一起，更好地把诸军兵种力
量统起来、联起来、用起来，真正实现了
联合作战制度化、常态化。

主建紧盯打仗需要。各军兵种从建
用一体模式中跳出来，从长期和平环境
造成的战建错位中跳出来，把主要任务、
主要职责、主要精力放在建设管理部队
上，抓建为战、抓管为战、以建促战，为战
区提供优质作战力量。

主战主建相生相依。战区主要负责
联合作战指挥，军兵种主要负责部队建
设管理，战区和军兵种在军委统一领导
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既符合联合作战
统一指挥的要求，也符合军种专业化、体
系化建设要求。战建分离不分家，主战
主建皆为战。二者相生相依、配合默契，
发挥出最大威力。

新的领导指挥体制更加有利于提
升管理和指挥效率，更加适应未来一
体化联合作战的需要。新体制运行以
来，全军官兵人人真悟打仗之道、真思
打仗之策、真练打仗之能，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真正把体制优势变为
了制胜优势。

战场建设，我出方案你来施工；部
队检验，我考联合能力你查打仗素养；
组织训练，我搞联合训练你抓基础训
练……如今，战区和军种深刻理解军
队改革精神，深刻把握实行战建分离
的意图，建立内部衔接运行机制，从而
让战区谋打仗更专心、更专业，让军种
搞建设更科学、更高效，真正实现了战
建分离不分家。

来自北部战区和陆军某合成旅一对
兄弟的切身感受颇能说明问题。在北部
战区当参谋的哥哥，感受到战区专司主
营打仗职能的魅力：在战区工作 3年来，
他和战友们摆脱了繁杂的事务性工作，
集中精力研究打仗。
“战建分离后，军种同样聚力打

仗。”在陆军某合成旅任职的弟弟对此
感同身受：这次改革，把联合作战指挥
的重心放在战区，把部队建设管理的重
心放在军种。战区专司主营，军种则以
战领建、抓建为战，共同实现了向打仗
聚焦。3年来，他从营长岗位走上副团
长岗位，筹划主抓的每一项工作都跟打
仗息息相关。

窥一斑而知全豹。人民军队组织形
态实现整体性重塑，三军演兵场不断呈
现新景观，改革强军迈出铿锵步伐。我
们相信，人民军队必将在变革中走向更
加强大的未来。

体系重塑，波澜壮阔开新局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建立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实现了人民军队组织形态的整体性重
塑，迈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的历史性步伐，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
一新、面貌一新。

—习近平

进入“新体制时间”，组织形态重塑焕发巨大生机。图为火箭军部队导弹多箭齐射的震撼场景。 任方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