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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青藏高原一片银装素裹，几

道车辙在风雪中若隐若现。车辙尽头的

旷野中，十几个身影围着几门火炮正在

忙碌，一发炮弹突然破膛而出，震天的巨

响在雪峰间久久回荡。

炮声渐消时，他们已完成射击效果

记录和数据采集。在这海拔近5000米

的高原，他们的动作稍显迟缓，但口令并

未因缺氧而变得低沉。

这十几个身影，是西部战区陆军某

合成旅旅长于洋带领的武器效能试验小

组。他们所操控的火炮，是旅里刚刚配

发的某新型主战装备。

装备刚列装，性能还未摸清就上高

原，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近5000米

的海拔，远超装备厂家所明确的海拔上

限，多少有些冒险。然而，对于这个旅

来讲，这些看似不可理解的举动如今早

已成为常态。

原因只有一个：前年，这个旅从平原

地带移防到了青藏高原。

“驻扎高原后，训练模式发生了颠覆

性变化。”于洋介绍，以往部队驻扎在海拔

较低的平原地带，通常是在营区打基础、

练技能，野外驻训时上高原练战术、练战

法，称之为“上山训练”；移防高原后，部队

不论平时训练还是驻训演习，都是在高海

拔地区，常年都是“山上训练”。

在过去，“梯田式练兵”、逐步适应高

寒环境，是驻西部地区陆军部队高原实

战化训练的法宝：从海拔3000米开始，

每升高500米作为一个调整台阶，在不

同海拔高度进行相应训练，循序渐进，逐

步提高。

2013年，于洋曾按照这一训练方

式，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地域驻训4个

月，人员无一伤亡，装备无一损坏，不论

是高寒地区的机动距离，还是演练课目

数量，都创造了该部历史纪录。

然而，随着部队依令移防高原，部队

从“临时驻扎高原”变成“长期扎根高

原”，在于洋心中，曾被奉为法宝的“梯田

式练兵”“适应性训练”已不合时宜。

“营区是高原环境，战场在高原环

境，必须祛除临时适应观念，对人员和装

备都是如此。”移防高原前，旅里就组织

官兵广泛开展抗缺氧等针对性训练，为

官兵普及高原病预防知识，并系统梳理

往年积累的各类高原训练数据。

“得益于扎实的准备工作，部队一上

高原就处在打仗状态。”火力科参谋王恺

记得，他们到达高原第二天就展开高原体

能训练，一周后就打实弹。一个月后接受

上级实战化考核，同样取得优异成绩。

征战高原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高寒缺氧的环境，不仅让官兵产生高原

反应，连武器装备都患上了“高原病”。

刚上高原时，一次实弹射击考核，由于

高原气压低，许多重装备效能下降，跑

不快、打不准、精度低，总体合格率下降

了不少。

“锤炼高原战力，首先要治好武器装

备的‘高原病’。”移防高原仅半年时间，

他们把全旅所有轻重火器都至少打了4

遍，所有车辆装备都到雪域天路上走了

几遭，形成了 14个方面的分析研究报

告，积累了3万多组高原作战数据。

“一组组翔实的数据像武器装备的

‘高原健康档案’一样。”炮兵营榴炮三连

连长王闰兵拿某型火炮举例，“现在火炮

在什么样的海拔用什么样的参数校正，

打什么目标用哪种弹药引信，我们一翻

‘档案’就一目了然，武器装备的‘高原

病’再也不是难题。”

“走上高原，离战场更近了，离使命

更近了，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旅政委

王韬说，“高原训练，能适应是一个层次，

能打胜仗、不辱使命才是更高的目标。”

跨 越“ 心 中 的 海 拔”
■本报特约记者 孙利波 通讯员 唐 磊

俯瞰神州大地，自东向西，沿三级阶
梯拾级而上，青藏高原横空出世，耸立西
端。祁连山之南，横断山以西，250余万
平方公里面积，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
囊括大半西部国土。

这里是世界的屋脊，也是生命的禁
区。自组建以来，西部战区陆军部队连
续 3年组织所属部队奔赴风雪高原锤炼
实战能力，高原寒区实战化训练在改革
转型中不断向纵深推进。

从“驻训上高原”到

“驻扎在高原”，比时空跨

越更急切的是观念之变

2017 年 9 月 6 日，对于“邱少云部
队”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全
旅官兵的共同见证下，邱少云同志的塑
像迁入该旅位于青藏高原的新营区。这
名“老兵”的正式归建，标志着该旅移驻
高原任务全部完成。

以前“驻训高原”，如今“驻扎高原”，
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对某合成旅旅长于
洋来说，需要改变的远不止这一点半点。

于洋回忆，移防之初，部队还是按照
以往经验，先慢慢适应，再逐步提升训练
强度。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场
实兵演练提前到来。
“那时部队刚改编为合成旅，只能硬

着头皮上阵，一下子暴露出很多问题。”
于洋向记者举例：高原山大谷深，射击多
为俯仰角射击，但部队很少练；地形复
杂，炮阵地构筑、火炮打法受到很大制
约；受环境影响，战术行动迟缓，配合也
不如以往娴熟紧凑……

从山地平原到风雪高原，从临时驻
训到长期驻扎。客观上看，是时间和空
间维度的跨越；但从主观来看，更需急迫
改变的还是思想观念。而观念的跨越，
恰恰是最难的跨越。
“上了高原，就要站在高原视角抓

训练。简单地把平原训练内容移植到
高原，无异于刻舟求剑。”于洋带领部
队向高原训练未知领域进军：高寒地
区体能训练如何组织？如何保持装备
性能？如何构建符合高原特点的训练
场？……随着一个个课题被攻克、一
组组数据被采集、一项项制度逐步建
立，官兵们征战高原的底气也越来越
足。

相比“邱少云部队”，另一个旅移驻
高原的距离更远、海拔跨度更大：他们是
西部战区陆军驻地海拔高度最高的作战
旅。

2019年新年伊始，该旅开训动员大
会刚结束，二营营长祁建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
“最初上高原时并没有什么感觉，毕

竟以前也上高原驻训过，物资等方面准
备还是很充足的。”祁建说，问题逐渐显
现，是在冬天到来后。
“以前高原驻训都是在夏秋季节，所

以那是我们在高原度过的第一个冬天。”
祁建回忆，连日的大雪让气温不断降低，
不仅装备性能受到很大影响，官兵们平
时的动作反应都迟缓了很多，大家多少
有些措手不及，原计划的冬季训练内容
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
枳。当真正意识到自己将扎根高原时，
祁建和他的战友们暗暗在心中立誓：要
从“山野猛虎”变身“雪域之狼”。

一年多来，该旅按照高原标准，在思
想、体能、技能、战术等方面全方位摔打
锤炼部队，高原“磨刀石”的特有优势逐
渐显现：去年集团军组织比武考核，在该
旅随机抽考两个连队，分获第一和第三；
参加陆军新条令“百连万人”比武活动，
该旅斩获高原赛区第一名。

今年开训，记者在该旅训练场看到，
同样是凛冽寒冬，官兵们却已渐渐习惯，
体能、技能训练有条不紊地展开，一派火
热的练兵场景。
“以前我们常讲‘从这里走向战场’，

如今大家常说‘这里就是战场’。”祁建
的话语或能代表官兵们的共同心声：“上
了高原，心离战场更近了，与使命贴得更
近了，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

从“适应性训练”到

“实战化锤炼”，仗在哪里

打就要在哪里精训实练

雪域高原一派肃杀景象，冷月下雾
气缭绕的山顶上积雪依稀可见，某旅一
场实兵实弹的班战术综合演练考核在寒
夜里展开。

这不是潘承亮第一次参加班战术综
合演练，但像这样“硝烟味”十足的考核
还是第一次：演习场纵深直线距离 25公
里，预定路线专门设在险路、难路上；战
斗等级转进、按图行进、指挥通信、勤务
警戒、野战生存、进攻战斗等十余个课目

昼夜连贯实施，防卫星侦察、通过染毒地
段、小股兵力袭扰等十余种突发情况轮
番上阵。

走一路、防一路、打一路……第二天
中午，走下考场的潘承亮虽蓬头垢面，却
不见一丝疲惫，兴奋地说：“太过瘾了，从
侦察到分析判断敌情，从保障到制订行
动方案，全都是自主进行，真像打了一
仗。”

2017年刚到高原时，潘承亮可从没想
过训练强度这么大：“毕竟这里高寒缺氧，
心想只要能在高原待得住、能适应就行。”

然而，旅里的训练计划内容全、强度
大、标准严，让潘承亮丝毫看不出止步于
“适应”的影子。一次对抗演练，让曾是
步兵专业训练尖兵的潘承亮感到有点跟
不上趟：“速度跑不快，枪打不准，电台连
不上，和平原是两方天地，自己那点手段

根本玩不转。”
像潘承亮有这样心理的官兵不在少

数。旅领导介绍，过去高原训练一般几
个月，大家过段苦日子就下山，如今部队
虽然住到了高原，许多官兵还不同程度
存在临时思想、适应观念，甚至有的还认
为在高原“躺着也是奉献”。

对此，旅里及时开展使命教育、清除
和平积弊，开展“奔赴高原为什么，扎根
高原干什么，胜战高原靠什么”大讨论，
不断绷紧官兵的练兵备战之弦。

如今脸庞已经晒得黑红的潘承亮感
叹：“以临时适应的心态进行高原训练，
高原对你就像待客一样不那么严苛；当
你全身心融入高原时，高原会以它的真
性情给你全方位的磨砺。”

认识上的提升必然带来行动上的自
觉。某旅从海拔 3000 多米的营区到海

拔近 5000米地域驻训，部队安营当天就
展开训练，第二天就上马实弹课目；某旅
从成都平原到高原驻训，铁路输送梯队
刚停靠在高原兵站，实战演练任务就已
下达。

进入高原，就是进入战场，就要用战
场思维衡量战斗力的“成色”。

去年底，多场高寒山地实战考核连
贯展开，40多个实战课目综合实施，旅营
连三级联动展开，昼夜不间断进行……
战区陆军领导明确要求：打仗需要什么
就设什么考题，仗怎么打就怎么考。

实战砥砺催生可喜变化：炮兵群遭
“敌”突袭，指挥员王应槐临危不乱启动
预案，3个连队迅速重组为 2个连队，继
续对“敌”实施火力打击；设计战法，作训
参谋罗虎把高原环境对火炮射距的影响
计算精确到秒；战斗转移中遇到沟壑，班

长徐肇成没有一味求快，而是在认真分
析环境、派出警戒后，才组织大家以战术
队形通过。

从新力量“亮剑”到

新战法“淬火”，制胜高原

战场还需迈过多道坎

某合成旅旅长吴军已数不清多少次
率部上高原，但去年绝对是他底气最足
的一次。

底气足是因为有“好牌”：随着合成
体制的建立，该旅不仅主战力量按作战
编组合成配置，电子对抗、特战侦察等新
要素新装备也一同转入。

长缨在手，他率部队整建制奔赴高
原参加实兵演练，10多辆车载指挥方舱
构成的指挥机构迅速建立，实时传输的
信息数据涵盖各个作战要素；在立体侦
察的指引下，各型火炮织出密集火网，实
施准确打击。
“既有硬摧毁，又有软杀伤，作战手

段更加多样。”吴军兴奋地说，新编制、新
要素、新战法使部队高原实战能力呈现
出“倍增”效应。

与这个旅携手参加演习的，还有首
次上高原的某情报侦察旅。作为一支组
建仅一年的新型作战力量，“首战”就放
在高原，勇气可见一斑。

面对高原复杂的环境，旅长朱建彤
信心十足：“高原侦察是一大难题，我们
这柄新铸就的钢刀，就是来磨刀开锋
的。”

演练中，他们不仅综合投入十多种
专业侦察力量，还主动联合其他部队侦
察力量，形成“一张网”覆盖整个目标区，
将一份份实时更新的目标清单传到指挥
部，形成战场态势图。

前有侦察“千里眼”，后有火力“铁拳
头”。实兵演练不仅是孵化新战法的平台，
更为锤炼联合作战素养提供了“参照系”。

这场实兵演练，是西部战区陆军部
队锤炼高原作战能力的一个缩影。组建
3年来，各个部队高原训练“打卡”更加
密集，几乎覆盖所有兵种专业，数十项战
法成果填补训练空白，千余件新装备亮
剑高原演兵场。

雪域高原也频频传来捷报：集团军
指挥所一次性进驻海拔 4500 米地域展
开演练，某合成旅高原日行军距离破历
史纪录，某陆航旅首次组织飞行营整建
制砺兵高原……

力度不可谓不大，成果不可谓不
丰。然而，高原官兵的目光，早已穿透眼
前的小目标，聚焦到更远的未来。

去年几项大的高原演习刚结束，战
区陆军就自下而上召开问题检讨会，按
照联合作战要求、实战实训的标准，查找
出单兵素质、联合素养、人才建设、保障
机制等方面的数百个问题。

问题很快拉出了清单，明确了责任，
研究出了措施，一些成熟的建议已经进入
了新年度的训练工作指导，更多的还需要
在新年度的高原练兵实践中来检验。

战区陆军领导说：“新体制编制运行，
新质作战力量组建，为提升高原作战能力
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们的实践还是初
步的，必须孜孜以求、久久为功，才能分享
到改革带给战斗力建设的最大红利。”

打一仗进一步。新年度，习主席的
开训号令刚刚下达，一支支雄师劲旅再
次秣马整装，奔赴雪线……

上图：西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在海拔

4500多米的雪域高原开展实战化演练。

图为火力打击分队向“敌”阵地实施覆盖

射击。 袁宏彦摄

版式设计：梁 晨

从“上山训练”到“山上训练”
——西部战区陆军紧贴使命任务锤炼高原实战能力闻思录

■本报特约记者 孙利波 通讯员 李 森 唐 磊

雪域高原，素来被视为难企的天

路、生命的禁区。然而，对以卫国戍边

为己任的西部军人来说，生命有禁区，

打赢无盲区。

未来战争在哪里打，就要在哪里练

兵。从上个世纪开始，驻守祖国西部的

一支支雄师劲旅就奔赴风雪高原锤炼

实战能力，在生命禁区留下了一串串孜

孜求索、挑战极限的铿锵足迹。

“脖子以下”改革中，部队从平原移

防到高原，由以往的短期适应高原变为

长期驻守高原，训练场更加贴近战场，

官兵们更加贴近使命。面对高原恶劣

的自然环境，他们以顽强的毅力笑傲风

雪高原、挥洒青春热血，在雪域“磨刀

石”上激扬血性、百炼成钢。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身处不

同高度，眼中的景致截然不同，实战化

训练亦如此，就连地图上稀疏平缓的等

高线也变得密集而紧凑。

从平原到高原，从坦途到险川，从

大漠戈壁到莽莽雪域，跨越的不仅是海

拔的高度、地域的界限、环境的局限，更

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嬗变、作战理念的

更新、实战能力的跃升。

扎根高原的官兵们以超前的思维去

研究，以敢为人先的胆魄去尝试，以勇于

牺牲的精神去探索，标定出了新时代高

原练兵的新坐标。皑皑雪峰，见证了他

们为使命而练的豪迈和艰辛；长长冰河，

见证了他们为理想而战的忠诚与担当。

昆仑雪域，始终象征着一种高度、

一种挑战、一种召唤。在真正的勇者面

前，没有攀登不了的雪峰，没有跨越不

了的达坂，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

战胜不了的敌人。

雪山巍峨，长风浩荡。在挺进高原的

道路上，我们这支部队永不缺少血性迸发的

勇士；在攀登实战能力高峰的征程上，我们

这支部队永不懈怠、永不止步。

新时代，标定高原练兵新坐标
■干作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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