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 场

火箭军某导弹旅的冬训日历进入第
10天。傍晚时分，新年度首次夜间火力
突击演练进入倒计时。

这是一个成立不到两年，编制未满、
装备未齐的新型导弹旅，有的发射单元
组建还不到半年。此次以营为单位的 3
轮火力突击考核，究竟让谁上？

某待机地域，数支保障分队战斗准
备就绪，发射一营官兵严阵以待。他们
判断：首战非自己莫属！去年，正是一营
将旅成立后的首枚实射导弹托举升空，
创造了某新型导弹多项发射纪录。

然而，灯火通明的旅指挥所内，争论
却正激烈：“不能让刚组建的发射单元
上，实战能力不托底，派人跟岗见学即
可。”“演练计入年度总成绩，让执行过发
射任务的分队先上更稳妥。”到底谁上谁
不上、哪个先上？演练总指挥、旅政委郑
建勇陷入了沉思。

夜幕下，群山遮掩的阵地伸手不见
五指，发射五营营长王东波接到火力突
击命令，他立即指挥某发射单元展开演
练。
“发射装置出现故障！”眼看到了发

射窗口，情况突变。一时间，王东波有些
不知所措，迅速带着骨干分析“会诊”，但
终究没能按时完成模拟发射任务。

首战失利，有的旅领导坐不住了，建
议马上进行复盘总结。“五营组建才 6个

多月，没有经验！”会议一开始，就接连有
人对受考单位安排提出质疑。
“考得不好，是能力问题；畏难避

考，却是作风问题。”郑建勇的话没有丝
毫含糊。他认为，亲身经历的教训永远
比学来的经验还管用，训练基础薄弱的
分队，尝过失败的苦头，才能找准备战
的“短板”。

翌日晚，大山深处狼烟再起。这一
轮，又是让专业基础相对较弱的发射三

营上阵。为检验官兵战斗力底数，旅指
挥所还特意安排三营使用五营前晚使用
过的“问题发射车”。

尴尬的是，发射倒计时当口，三营
遇到了同样“故障”，依然没能按时完成
任务。

最后一轮火力突击，执行过实弹发
射任务的发射一营终于出场。旅指挥所
决定，还是使用“问题发射车”。

是装备真有故障，还是操作有问

题？如今，一营官兵也紧张起来。凌晨
时分，接到命令，发射一营某发射单元
指挥员李博带领官兵冲向战位。占领
阵地、展开设备、发射准备……随着发
射时间节点临近，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
子眼。
“点火！”在李博洪亮的口令声里，发

射一营按时完成火力突击任务。
“同一装备，操作人不同，结果为何

大相径庭？”旅指挥所组织 3个波次的火

力突击骨干一起复盘，大家发现：前两次
模拟发射，没经历过实战锤炼的官兵，对
某测试项目时机把握不准，导致信息化
设备产生误差，从而错过发射最佳时间
节点。
“火力突击，首先要突破头脑里的

‘发射窗口’。”一名发射单元指挥员现场
感慨。

一波三折见“定力”。从成立伊始到
实弹发射成功，从不具备训练条件到创
造条件训练，该旅正是勇于在失败中吸
取教训、在阵痛中谋求进步，先在思想深
处展开“火力突击”，才一步步跨越了现
实困境、思维障碍，实现了备战打仗工作
紧前推进，迈上了战斗力的新台阶。

火力突击，冲破头脑里的“发射窗口”
■本报记者 王卫东 通讯员 王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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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废待兴，样样都

很必要，旅党委还是坚决

把第一块砖、第一片瓦

‘砌在’战斗力建设上”

面对此次冬训任务，火箭军某导弹
旅政委郑建勇还是有些焦虑：

新年开训后，旅长、参谋长均赴
外参加上级集训比武，组训重任更多
地落在他的肩头；作为新组建单位，
官兵缺编较多，训练人才更是捉襟见
肘；刚刚完成新训的新兵，因营房有
限，还只能借用兄弟单位营区继续专
业集训……

有人建议，眼下现实困难多，能不
能向上级报告，争取把冬训时间“错
峰”“打折”？但郑建勇心里清楚，越
有困难，越是摸清备战打仗底数的好
时机。
“战争面前没法讲困难、谈条件，备

战打仗工作不能等‘万事俱备’再推
进。”制订计划，协调场地，筹备物资，训
前动员，冬训如期进行。
“最难的时候都挺过来了，冰天雪

地的考验又怕啥？”踩在冬训地域的积
雪上，郑建勇向记者袒露心声。

郑建勇口中“最难的时候”，就在不
到两年前——这个旅在一处借来的废
旧营区宣布成立。那时候，要人缺人、
要地缺地、要钱缺钱……真可谓一穷二
白、白手起家。
“百废待兴，样样都很必要，旅党委

还是坚决把第一块砖、第一片瓦‘砌在’
战斗力建设上。”发射二营营长崔德林
记忆犹新——

开局起步该怎么干，组建后的多次

工作筹划会上，与会的机关干部、基层
主官，都各有见解。不少人认为，先搞
好拴心留人的环境，优先建好营房及配
套设施是重中之重。
“组建旅队的战略考虑是啥？担

负的使命任务是啥？把新型导弹武
器交给咱们又为了啥？”旅长解维鹏
这一连串问号，当时让所有人陷入了
沉思。

虽然驻扎在临时营区，这个旅最先
建立起的是正规战备秩序，最先协调租
借到位的是训练场地，最先摸索的是新
型导弹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备战打仗
成为该旅全面建设各项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为引导全旅官兵把心思向备战打
仗聚焦，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持续半年的
“查问题、看差距、悟责任、定对策”大讨
论。

综合保障营营长王东刚感慨地说，
他们营可能是这场大讨论的最大受益
者——营里官兵从不同单位抽组而成，
集合站队的呼号都是五花八门、各自成
调。官兵一张口就是“我们原来老单位
就是这样做”。在讨论中思想交锋，在
讨论中思想认同，官兵们慢慢校正了干
工作的航向和标杆，懂得了“备战打仗
就应该这样做”。

去年 5 月的一天，该旅机关干事
孟繁星接到上级临时通知，火箭军、
基地两级工作组将于次日抵达，就
某 项 工 作 展 开 调 研 。 但 按 训 练 计
划，次日恰好该旅将组织首长机关
战备拉动。
“训练计划必须刚性落实，没有例

外。”接到报告，旅长、政委不约而同地
决定：战备拉动正常进行，工作组由机
关对口部门接待。

迎检当天，整个旅机关仅留下孟繁
星一人陪同工作组，其余人员全部开进
训练地域。

直到中午训练结束才见到旅领导
的工作组，并没有感到被忽视，反而对
这个旅给予赞扬：“这才是抓备战打仗
的作风和秩序”。

“把备战打仗指挥棒

立起来，官兵们首先看的

是党委在抓啥、主官在想

啥”

夜深了，旅指挥所内依然忙碌。值
班首长、副旅长袁纪云正组织各要素成
员，根据前几天部队演训中的各种“表
现”，研究调整下一阶段冬训课目。直
到凌晨3时，袁纪云才宣布“收工”。
“老百姓都知道开荒、垦荒最难。

作为新成立的单位，一堆堆的事就摆在
那儿。要让备战打仗提速，唯有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开足
马力’。”袁纪云说。

而在旅作训科科长李剑光眼里，作
为新成立的单位，人员来自五湖四海，
官兵的能力素质、心理诉求都不同，要
在短时间形成合心合力备战打仗的局
面，实属不易。

李剑光清楚记得，旅宣布组建命令
后不久，全旅组织了一次以连为单位的
训练考核。“那次考核，既是摸战斗力的
底数，其实也是在摸全旅官兵打仗意识
的底数。”结果，10余名官兵因成绩不合
格被勒令补训补考，一个连队因刻意降
低补考标准被问责……

备战打仗最忌“分心走神”，领导干
部带头是凝聚士气的无声激励。这一
点，二连连长杨官召的体会尤其深。去
年初，为迅速形成干部带头练兵备战的
局面，旅里抽组成立 8套干部发射单元，
杨官召便是其中一员。

杨官召铆足了劲训练，在层层考
核中脱颖而出，成为干部发射单元指
挥员，并带领所在干部发射单元勇夺
全旅发射单元比武第一名。去年深
秋，杨官召带领所在干部发射单元高
原亮剑，打出了某新型导弹历史最佳
精度。

有上刀山的排头，才会有下火海的
排尾。在干部发射单元的辐射效应之
下，二连官兵克服重重困难，在全旅考
核中反败为胜，名列前茅。
“把备战打仗指挥棒立起来，官兵

们首先看的是党委在抓啥、主官在想
啥，要是带头的‘跑了调’，就难以在官
兵心里形成关注中心、突出中心、大抓
中心的行动自觉。”杨官召说。

备战打仗，有种能力叫定力。不久
前，一位将军在该旅调研后如此评价：
在这个旅，“抓备战是主业主责、谋打赢
是核心政绩”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共

识；“少讲生活指数，多讲打仗参数”成
为广大官兵的行为习惯。

“宁可苦自己，不能误

备战，让打仗的事先落地”

月光如水，保障营地内，一阵急促
哨音划破了午夜的宁静。旅应急保障
分队、综合防护分队等闻令而动，在规
定时限内完成集结。现场“卡表”的战
备演练指挥员洪铭彤，望着计时器上停
止跳动的数字，颇有感慨：“这里的战备
出动效率比家里强多了。”

他说的“家里”，其实是这个旅借用的
临时营区。这里原先驻扎的是一个营级
单位，如今驻扎一个旅，条件可想而知。

洪铭彤说，不少连队被迫“一分为
多”，宿舍、办公室、各类库房散在多处，
战备演练很难在规定时限完成。

由于营房紧张，旅机关干部全部挤在
班排集体宿舍里，旅领导干脆睡在办公桌
旁。供应科助理员刘柬申坦言，即便这
样，机关干部铺位仍不够用，需要利用其
他人值班、休假、出差等机会轮着住。

然而，穿行在简陋营区，记者发现，
营连战备库室一个不少，战备物资一个
不落。与满眼的局促感相比，由食堂改
造而成的旅作战值班室则显得十分敞
亮，室内电子屏幕林立，数张巨大的作
战地图，挂满了整个墙壁，指挥系统、通
信网络以及各类硬件设施应有尽有。
“宁可苦自己，不能误备战，让打仗的

事先落地。”旅保障部部长张孝光告诉记
者，组建以来，旅党委始终坚持人力、物
力、财力首先向备战打仗倾斜，“生活的事
可以慢一点，备战的事必须快一点”。

去年，这个旅接收部分新装备，没
有训练设施成为制约战斗力生成的一
道难关。四处协调后，虽可借用兄弟单
位设施，但训练时间短期内又无法落
实。旅长解维鹏急得一宿没睡着。

跑遍驻地，访遍友邻，他们终于租借
到驻地某工厂的废弃厂房，作为临时训练
场。议训会上，旅长解维鹏一句话掷地有
声：“咱们的训练设施算是‘大车铺’，虽然
不能和兄弟单位的‘星级酒店’比，但战斗
力生成绝不能因此慢了拍子！”

为提升训练质效，这个旅训练起步就
增加夜训等战术课目。连续两个月时间，
从难从严的训练节奏不停摆，多个发射单
元提前掌握了新装备独立操作能力。

一切为了打仗，逼着自己起跑。由
于这个旅备战打仗工作加速推进、成效
明显，去年底，上级专门对该旅的建设
目标重新进行了规划，旅全面形成作战
能力的时间节点大幅提前。备战打仗
的新路标，等待着他们有更快更强的
“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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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面前没法讲困难、谈条件，备战打仗工作不能等“万事俱备”再推进 □□ 备战打仗最忌“分心走神”，领导干部带头是凝聚士气的无声激励

备战打仗，有种能力叫定力
■■本报记者 王卫东 通讯员 王天林

党的十九大之后，习主席第一

次戎装亮相，就是带领新一届军委

班子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强调要把备战打仗的指挥棒立起

来。

2019年伊始，习主席决策中央

军委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研究

部署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军事斗争准

备工作，再次强调要把备战打仗指

挥棒立起来。

党的领袖、三军统帅的深谋远

虑、反复叮嘱，是对全军将士的警示

与启迪：军不备战，国之大难；天下

虽安，忘战必危。

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

战。备战打仗是军队的根本职能，

是军人的主业主责。我国正处在由

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前景十分

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

就能实现的。军事斗争是进行伟大

斗争的重要方面，打赢能力是维护

国家安全的战略能力。若是打仗思

想不牢 、战备观念松懈，中心不

“中”、重心不“重”，战斗力标准就会

受到削弱，战斗员角色就会出现错

位，平时会出问题，战时要吃败仗，

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后

果，遭遇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

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必

须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关键，在

备战打仗上有一个大的加强。这个

加强，首要的是强在“指挥棒”的指

向和力度上。指挥棒就是导向。导

向正，则万川归一。备战打仗这根指

挥棒立起来、硬起来、实起来，一刻也

不软，一毫也不偏，官兵的全部心思

就会向打仗聚焦，部队的各项工作就

会向打仗用劲。

“不明于急务，而从事于多务、

他务、奇务者，穷困灾厄及之。”甲午

战争前，北洋海军也在练兵、也在备

战，然而“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

徒求演放整齐，空给观者以威力强

大的假象”，最终在甲午海战中惨

败。从部队备战打仗调研情况看，

有的单位沉疴积弊人人都能感受

到，官兵也都不满意，问题显而易

见、存在已久，为什么总是解决不

了？都说战斗力是唯一的标准，而

在有的单位实际工作中为什么往往

就变成了多个标准？归根到底，是

备战打仗指挥棒没有真正立起来，

没有触及灵魂、拷问灵魂。如不尽

快警醒、痛下决心，打起仗来就会付

出沉重代价。

把备战打仗指挥棒立起来，关

键要聚精会神抓落实，以刚性措施

促使“指挥棒”严起来、实起来、重起

来。坚持以整风精神纠治备战打仗

中的顽症痼疾，彻底破除“打不起

来、轮不上我”的备战观，“守摊子、

混日子”的事业观，“危不施训、险不

练兵”的训练观，真正让备战打仗成

为全军上下的思想共识和价值追

求。建立健全服务能打仗、打胜仗

的制度体系，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制

度，构建联合作战法规体系，调整完

善战备制度，重塑军事人力资源政

策制度，强化备战打仗的政策导

向。健全完善考核监督评价体系，

通过组织开展战备突击检查、备战

打仗专项巡视、应急应战军事训练

监察等途径，强化督导问责，层层传

导压力，以刚性执纪督促备战打仗

指挥棒立起来、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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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战打仗上有一个
大的加强，首要的是强在
“指挥棒”的指向和力度
上。

彻底破除“打不起来、
轮不上我”的备战观，“守
摊子、混日子”的事业观，
“危不施训、险不练兵”的
训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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