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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寄语
2019年的阳光，照耀着神州大

地，沐浴着座座营盘。

此时此刻，新中国的年轮上开始

刻下70周年的新轮圈，新时代的地平

线上已经留下中国军人跋涉新征程的

新足迹。

时光年轮，记录每一个人的变化；

时代际遇，塑造每一个人的人生。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21世纪迎来

18岁，第一批“00后”跨过了成人的标

志线。生在新世纪、长于新时代的他

们开始参军到部队。他们的成长里，

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飞跃的能量，也

映照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成长与梦想，是贯注《军营观察》

版的两个重要母题。我们在记录成长

中一点点成长，在触摸梦想中积攒梦

想的力量。我们见证历史，也行进在

正在发生的历史之中。

2年，409期。这里，有我们的成

长。

在一期一期的数字累加中，中国

军人的选择、奋斗、价值、尊严，中国军

队的转型、重塑、变化、发展，以特稿的

形式固化在《军营观察》的每一个文本

之中，装订起来就是新时代强军故事

里不可分割的时光页码和梦想章节。

那些最平凡的日子，有你我不动

声色的成长。这些成长一天天积攒

起来，你方能感受到初心与梦想的力

量——犹如种子从不辜负泥土、雨露

与阳光。

一个个平凡的日子汇聚成了一个

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成长轨迹也终将

镌刻进大时代进程。某种意义上，这

是一场接力。在历史年轮与时代跃进

的宏观时间里，一代人接过一代人的

接力棒；在秒针、分针与时针构成的微

观时间里，同样见证着一场场激烈的

接力赛：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小时、每

一天，一个更好的你我，都在接过自己

成长的接力棒。

是的，无数个你我的成长，赋予时

间以壮丽，赋予时间以伟大，赋予征程

以梦想。

2年，409期。这里，有我们的梦

想。

两年前，我们在“致读者”中说：

“请与我们同行。在这里，您将看到中

国军队的时代变化，看到中国军人所

付出的努力……”

一年前，我们再一次发自内心地

说：“与广大读者同行、与全军官兵同

行、与新时代同行——与‘你’同行，是

幸福也是担当！”

今天，我们再一次向您发出邀请，

请您见证我们的初心与梦想——

审视观察新时代中国军队和中国

军人，我们期望并力求能在大势大策

的研判解读中开阔更宽广的格局视

野，在兵情兵事的倾心聆听中练就更

敏锐的眼光思维，在话语表达的创新

重塑中锻造更高强的能力素质，在强

军进程的忠实记录中涵养更自信的胸

怀气度。

我们相信我们所看见的，也力求

让更多人看见并相信我们的“看见”；

我们相信我们所表达的，也力求让更

多人相信我们所表达的每一个字。

今天，借助社交媒体的发达，人们

再次看见法国摄影家布列松拍摄于

1949年中国的一组照片。其中，在南

京火车站拍下的一幅照片格外引人注

目：一个解放军战士怀抱着一个尚在襁

褓中的孩子，眼神里透着憧憬和安详。

这是70年前，世界目光里的“中

国军营观察”。那一年，美国《生活》杂

志还刊登了一幅上海解放后很多战士

睡在马路边上的照片，照片标题为“国

民党的统治时代结束了”。

如今，70年过去了。布列松照片

中那个解放军战士怀抱里的孩子倘若

健在，恰好见证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有人说，多数人因为看见而相信，

少数人因为相信而看见。无数先驱先

烈昨天的梦想与行动，已经累积为今

天我们可感可触的幸福纹理；守望并

践行我们今天的梦想，才能收获并拥

有灿烂的明天。

新时代美好的前景、宽广的舞台、

激昂的鼓点，吸引着我们，召唤着我

们，鼓舞着我们。新征程上，让我们携

手奋斗、携手前行，遇见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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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兵夜间对“敌”目标实施射击。张 璞摄

火箭炮分队向“敌”阵地射击。李飞宇摄
接受四季全天候环

境考验

前不久，易水之滨，一场合成营
城市攻防战悄然打响。

凭借战场态势实时感知、指挥控
制高效快速的优势，红方 4辆战车相
互协同，强行突入城区。蓝方则依托
城镇建筑物，据点反击。

跃进、匍匐、突击，在装甲战车
火力掩护和无人机的精确引导下，红
方清残小组闻令出击。残垣断壁间，
激光模拟对抗系统发出的红蓝烟幕此
起彼伏……从年初开训到年尾考核，
这样的对抗性训练对该师来说已是家
常便饭。

战斗结束，合成营营长乔意成跳
下战车，直奔训练场一隅的临时指挥
所。说是“指挥所”，其实就是散落在

训练场地上的几块石头，似“桌”似
“凳”。

“我们按照实战要求，形式主义的
东西剔除了不少。”乔意成笑着说，少
了以往开设固定指挥所的“高标准”，
能有更多精力和时间来研究训练。
“习主席要求全军提高军事训练

实战化水平，牢牢掌握能打仗、打胜
仗的过硬本领。那适应全时域全天候
战场环境是一道必须过去的坎儿。”
乔意成深有感触地说，野外驻训这一
年，住帐篷、打地铺，吃住全靠自我
保障……春天的大风、夏季的炎热、
秋季的温差、冬季的严寒，适应野外
环境可不容易，“囧事”一件接着一
件，驻训的每一天都是考验。

6月中旬，深夜突降瓢泼大雨，因
为未考虑夏季多雨的气候规律，宿营
没有按照地势走向分散搭建帐篷，而
是按照便于隐蔽的原则选择地势低洼
处，结果雨水倒灌进帐篷，五连连长
周田志和连队官兵从梦中惊醒，最后
不得不坐着熬过“漫长”一夜。

冬天的野外，最难的还是取暖问
题。持续的低温一天就把不少人冻感
冒了。不少官兵轻伤不下火线，继续
铆在战位上。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
装步协同战术课目示范才最终完成。
“从最基本的宿营开始适应环境，

转移时间一次比一次短。”严寒酷暑，
磨砺着官兵们的意志，也锻造出了实
打实的作战能力。周田志随口说出的
一组数据，印证着由营区生活化向驻
训实战化的转变：年初从营区机动至
野外安营用了整整 1天时间，11 月份
从一个驻训地域转移到另一地域仅用 3
个小时。

夕阳西下，气温越来越低。“这会
儿老乡们都要在温暖的屋里‘猫冬’
了。”周田志笑着说。可官兵们却在寒
风中展开了下一个课目的训练，因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习主席开
训号令就是练兵指向，驻训的每一天
都是备战能力的拔节之时。

探寻训练与实战一

体化之路

“按实战要求去训练，按训练去实
战，训练与实战达到一体化。”

中央军委 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主
会场的红色标语，深深印在某团士官
程心想的心里。

驻训走过四季，该师官兵从合成
营课题式训练到对抗式比武，从规范
单个军人组训方式到营连长战训法集
训，向着训战一体化步步深入。

去年 6 月，该师千人百项大比武
在某驻训场拉开战幕，装甲战斗射击
项目比武异常精彩，程心想领衔的车
组与老对手——士官李康领衔的车组
一决高下。枪响靶落，两个车组都全
部命中目标，遗憾的是李康车组以 38
毫秒的微弱劣势屈居第二。

走下比武场，程心想车组配属到
某合成营，参加实兵对抗考核，“敌
人”的队伍里恰恰又有李康车组，两
个老对手再一次狭路相逢。不承想，
上一次比武技压一筹的程心想车组，
却在对抗中以0：2的战绩败下阵来。

比武冠军“折戟”训练场，程心
想难免有些失落，但更多的是不解。

在随后开展装甲战车跃进战斗训练
中，程心想开始从老对手身上找寻答
案——
“老办法都是跃进 30米，他们怎么

只跃进 15米？”“敌方火力反应时间是
3秒，3秒最多跃进 15米，跃进 30米就
意味着送肉进虎口”……细琢磨这一
招一式，程心想开始醒悟，虽然自己
的特长课目越练越精、越练越专，战
术素养、战场意识却被老对手甩在后
面。“比武冠军首先要看到从赛场到战
场的差距。”程心想感慨地说。

从赛场到战场的距离有多远？李
康车组所在的合成营根据使命任务倒
推能力需求，根据能力需求倒推训练
内容，根据训练内容倒推训练计划，
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速度，而是专攻
精练战术，使“随时能战”成为现实
招法。
“咱们两个车组结为训练对子

吧！”昔日赛场上的竞争对手，今日
“握手言和”，向着同一个目标发起新
的突击。

时隔 1 个月，记者站立在无名高
地，目睹了他俩所在合成营作战能力
检验的演习画面——电磁定向干扰，
毁瘫“敌”指挥网络；数字化炮兵离
散配置，即停即打火力毁伤效能明
显；直升机紧贴坦克战斗队上空，超
低空同步攻击……他们凭借精确到位
的合成作战能力一举夺控战场。

人人都在训练中，个个都在竞赛
中。记者采访发现，该师还按照基于
提高能力普训、基于遂行任务精训两
条线，探索构建训练编组、集约训
练、升级训练等训练机制，统筹调配
训练资源，区分不同层次、不同兵
龄、不同专业、不同内容实行分训精
训，让新兵过硬、老兵更强。

锤炼从驻训场直接

走向战场能力

驻训设营按实战要求进行疏散配
置，是该师紧盯备战落实训令的又一
项举措。
“嘟，嘟嘟……”隆冬时节，某团

驻训地域一声紧急集合哨划破黎明。
仅仅数分钟后，六连连长邵君昱带领
全连官兵，时间不差一秒，集合不落
一人，物资不缺一件，精神抖擞地接
受上级的战备拉动检验。

回想年初制定的“出门就能打
仗，开拔就能作战”这个战备目标，
邵君昱难忘驻训伊始的尴尬情景——

现场聆听完习主席训令后，他们
在合成营编成内，斗志昂扬地参加合
成营实兵战术演习。然而，一场突袭
而来的寒流，吹醒了官兵对战场的认
知——

气温突降至-15℃，一辆车却只
能配发一顶车边帐篷，官兵们直接睡
在地上。更令邵君昱坐卧不安的是：
官兵们对野外的“冷”估计不足，就
连装备性能都开始打折扣，第一次战
备拉动就有战车“罢工”，野外低温环
境下发动机预热时间也比营区多出不
少……

“从驻训场直接走向战场，绝非想
象中那么简单。”某合成营营长武晓飞
坦言：野外设营如何摆脱“方块直
线”的一贯做法，按照战备要求进行
疏散地域配置？侦察、工化、炮兵等
数十个作战单元，如何优化战斗编组
实现随时能战？作战、保障和支援等
近百种野战物资，如何按照不同任务
分门归类随时可用？
“推进备战集约化、精准化，为我

们加强战备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个新方
向。”2018 年以来，武晓飞认真抓了
一件事：立足“备战”二字抓战备规
范。他们从小处抓起，利用驻训时机
反复试验，初步建立起一整套战备物
资集约化存放、便携化装载、精确化
管控的备战模式，对单兵生活用具、
车边帐篷、野外供电系统等近百种野
战物资分门归类，按照作战、保障等
功能元素将物资集成在“车轮子”上。
“实战化不是口号，必须把实战化

‘框进’标准，落到实处。”某团团长
黄立勇检查战备工作，在一个营驻地
惊讶地发现，他们针对不同任务和作
战要求，对野外宿营等各类零散物资
都做到清单列表，对相关物资分类
“打包”“装箱”存放，部分还实现
“方舱化”，可以随时“拎包出发”。对
此，黄团长感触颇深，“战备没有捷径
可走，通过实战化驻训的摔打磨砺，
官兵们越练越‘老到’，学会了紧盯细
节练打仗！”

夜色渐浓，气温越来越低，几顶
车边帐篷却仍旧灯光闪烁。走进机关
组帐篷，记者感到眼前一亮：正在回
放现场视频，复盘当天战备演练情
况，以实例举证、数据分析等方式，
将演练中与实战要求不符的问题一一
拎出来，逐人逐项挨个进行剖析。
“指挥所和任务部队通信手段单

一，不善于综合运用电台、北斗等多
种信息化手段”“部队对任务区域路
况、频谱等信息掌握不全面，导致战
术情况处置出现问题”……盘点当天
的演练，表扬的话只字片语，一旁正
在记录的参谋潘飞告诉记者，以前讲
问题轻描淡写，都怕脸上不光彩，如
今问题和整改措施一块讲、共同议。
大家虽然如坐针毡，但是听到了真知
灼见，对演训场上曾经司空见惯的老
问题有了新看法、新对策。

以问题开局，用打胜仗标准卡尺
画线，在追问与反思中，大家达成了
共识，组训施训有了更明晰的思路。
历经几个“不眠之夜”，在潘飞和几名
连长的反复推敲下，一份更加贴近实
战化要求的《新年度战备训练工作意
见》也被梳理拟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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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22日，又到“冬至”。
中部战区陆军某师“松骨峰特功连”连长董全丰没能

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饺子，而是迎来了野营驻训的第353天。
时光回溯到 2018年 1月 3日，董全丰和战友们在中央

军委 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上，现场聆听习主席向全军发布
训令后，便以作战编组，全员全装蜿蜒向西，深入太行腹
地，展开野外驻训……
“全员全装战备出动时间再提前 1小时、群众性练兵比

武力争创破 12个课目纪录、一半训练骨干通过专业等级认

证……”自安营扎寨那一刻起，董全丰就召集全连训练骨
干列出一份练兵目标清单，决定在反复摔打磨砺中，推动
实战化水平不断攀升。

走过春夏秋冬，历经严寒酷暑，黝黑的脸庞映衬着迷彩战
车，时间的痕迹烙印在士兵面孔上，“超规格”的野营驻训考验
着像董全丰一样的指战员们。从虎虎声势到凿凿胜势，他们
严格落实主席训令，铸造起能打胜仗的钢筋铁骨。

近日，本报记者探营该师驻训地，以点带面“解剖麻
雀”，感受基层官兵落实统帅号令的强劲脉动。

黄昏时分，该师一场合成营对抗演练打响，某合成营前沿攻击群向

预定地域开进。 张日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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