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斗简介

云山位于朝鲜平安北道，四面环
水，周围群山连绵，密林覆盖。通往温
井、昌城、宁边、博川的四条公路在此交
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朝鲜北部的
交通枢纽。

1950年 11月 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 39军兵分三路对云山发起猛攻。担
任主攻任务的 116师由西北方向沿三滩
川东西两岸实施攻击，突入云山城；左
翼 117师由东北方向首先攻占三巨里，
主力协同 116师 348团歼灭朝阳洞之敌
后，向云山进攻，另以 351团直插上九洞
断敌退路；右翼 115 师 345 团向诸仁上
洞、栖凤洞方向进攻，从云山南面断敌
退路，另以 343团切断云山至龙山洞公
路，阻击北援云山之敌。战至 2日晨，胜
利攻占云山城及其附近地区。此战，志
愿军共歼美骑 1师第 8团大部和南朝鲜
军第 1师第 15团大部，毙伤俘敌 2000余
人，其中美军 1840余人，击落飞机 3架、
缴获 4架，击毁和缴获坦克 28辆、汽车
176辆、各种炮 119门及大批军用物资，
取得了志愿军首次与美军作战的胜利，
极大地打击了美军的气焰，坚定了志愿
军战胜强敌的信心。

讲评析理

分析整个战斗过程，云山进攻战取
得胜利主要有以下因素：

密切关注战场情况，及时捕捉战

机。兵法云“胜可知而不可为”，意思是
战场上的胜利是可以预知的，但战斗中
敌人有无可乘之隙，则不是由我方所决
定的。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从没有一
成不变的战场，也从没有完美无缺的作
战计划。只有依照新情况，及时改变既
定计划，才能于瞬息万变的战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云山战斗打响前，“联合国
军”已发现志愿军入朝参战。据韩国国
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韩国战争
史》披露，战前南朝鲜军队发现“在云山
和熙川北部，有 2 万名中共军正在待

命”，并将这一情报报告“联合国军”米尔
本军团长，但并未引起“联合国军”的重
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为中
国只是象征性出兵，对志愿军的决心估
计不足，决定仍执行既定作战计划。我
39军在 10月 30日完成对云山的三面包
围后，原定于11月 1日 19时 30分发起进
攻。但敌情发生变化，美骑1师第8团北
上云山准备接替南朝鲜军第 1师防务，
而南朝鲜军不待美军完全接防即开始撤
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回忆：“下午
3点多，我前沿观察员发现，云山外围的
敌坦克、汽车、步兵开始向后移动，云山
街附近的敌人往来频繁……”在察觉云
山之敌有后撤迹象时，39军军长吴信泉、
政委徐斌洲当机立断，命令部队乘敌后
撤混乱的有利时机，提前总攻云山。17
时实施炮火急袭。10 分钟后，116 师、
117师向云山城发起全面进攻，打了敌人
一个措手不及。如果按原定时间发起进
攻，则敌人早就撤走，丧失战机。

成功运用正面突击与侧面攻击相结

合、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法。志愿军
秘密入朝参战，开进中严密伪装，严格保
密，成功隐蔽了战略企图。至 10月底，
“联合国军”虽已发现志愿军参战，调整
了部署，在清川江以北地区兵力猛增至
美军 3个师、英军 1个旅、南朝鲜军约 2
个师，共六七万人，但因对志愿军的参战
意图和参战兵力判断失准，仍处于分散
状态。而西线志愿军可集中 10～12个
师、12～15万人作战，兵力占据绝对优
势，获得集中主力、分割包围、各个歼敌
的有利战机。云山战斗中，39军针对“联
合国军”火力猛烈、飞机优势对我军阻力
较大，但突击力不强，尤其惧怕近战夜战
和切断后路的特点，采取侧后战役迂回，
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对运动中与立足
未稳之敌迅速包围，敢于断敌后路，敢于
逼近敌人，敢于刺刀见红，迅速组织短促
火力、兵力猛追猛打。345团首先发起进
攻，迅速占领诸仁桥，切断敌人南逃退
路。116师 3个团从东、西、北三个方向
先后攻入云山城内，与美军展开了短兵
相接的肉搏战。该师师长汪洋回忆：“杀
声四起，刺刀见红，美国兵从未见过如此
神速的猛扑，更不适应近距离的白刃战，
渐渐乱了阵脚，溃不成军。”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斗精神。云山
战斗是志愿军首次同美军直接交手。战
前，39军虽得知美骑1师已经向云山地区
移动，但并不知晓其已接替南朝鲜军的
防务。直到总攻发起后，39军各部攻入
敌阵，才发现交战的是美军，而且还是美
军王牌骑 1师部队。该师创建于美国独
立战争时期，以骑兵起家，是美军历史最
悠久的部队，被称为“开国元勋师”。在
两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常充任开路
先锋的角色。朝鲜战争爆发后作为第一
批美军地面部队入朝参战，从洛东江反
攻到突破“三八线”、进攻平壤，一直担负
主攻任务。然而，这支号称建军 160年
来从未吃过败仗的王牌部队，面对武器
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志愿军却遭重创，
败下阵来。志愿军顽强的战斗精神是一
个重要原因。战前，志愿军党委发出号

召：“发扬高度顽强刻苦、英勇善战的精
神，把我军的声威扩大到全世界，提高新
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面对美军王牌部
队，39军斗志更加旺盛、不惧牺牲、敢打
敢冲。如 343团 1连以勇猛的动作楔入
敌阵，仅用 50分钟即攻占龙头洞，歼灭
美骑1师第5团 1个连100余人。志愿军
司令部在给 1连的“通令嘉奖”中指出：
“从此次作战中，可看出我军指战员的战
斗素养与作战精神比敌人强，我以一个
连即能歼美国一个连。”345团面对被围
诸仁桥的美骑1师第8团指挥机构和第3
营在十多辆坦克掩护下的疯狂冲击，以
“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的革命
精神，顽强地守住了阵地，最终全歼该
敌。战斗中，2营 4连 1排 3班阵地被敌
突破，双方展开肉搏。3班长邹德贵与敌
人滚打在一起。当5名美国兵冲到他身
边时，毅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临死他的嘴里还咬着敌人的一只耳朵。

云山战斗中，志愿军之所以能以劣
势装备战胜美王牌军，靠的就是人民军队
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
战术，充分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优势，
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在当前军事斗争准
备和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尽管战场环境、
作战样式、武器装备、部队编成等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优良传统以及
蕴含其中的制胜机理，仍然是我们必须传
承和发扬光大的克敌法宝。

云山之战：中美王牌军首次对决
■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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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策 集

●时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在回忆录中指出：“在这场中、美两军第一次交锋中，我志愿军战
士英勇善战与美军士兵贪生怕死形成鲜明对照。”

●接替麦克阿瑟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云山
西面第八骑兵团第三营的进攻，也许达成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

●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把云山战斗作为模范战例收入军官基本教材《作战理论入门》一书，
认为：对中国军队来说，云山战斗是与美军的初次交战，尽管对美军的战术特点和作战能力还不十分

了解，但“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对

孤立分散的美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包围，并积极勇敢地实施了夜间白刃战”。

新体制下，随着战区后勤与装备保
障指挥融入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之中，后
勤与装备保障指挥显现出一些新情况、
新特点和新要求，迫切需要在指挥体系
构建、指挥流程优化、信息系统兼容等
方面加强研究，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联合
作战的需求。

核心是指挥体系融合重塑。战区
后勤与装备保障指挥融入联合作战指
挥体系，是破旧立新、调整重塑的过
程，想要更好地将作战与保障结合成
为一个有机整体，更好地发挥其指挥
职能，就要在指挥机构层次结构、权责
功能上进行重新界定和切割。首先，
指挥机构深度融合。新体制打破了以
往分别编设作战指挥与后勤指挥两套
独立机构的模式，按照指挥功能把后
勤与装备保障作为组成要素融入作战
指挥机构编组，且置于统一的指挥所
内运行，使后勤与装备保障指挥完全
融入作战指挥链条，让保障行动与作
战行动实现了同频共振、协调一致。
其次，指挥权威高度集中。联合指挥
模式下，战区联指指挥员及其指挥机

构共同构成了新的后勤与装备保障指
挥主体，权威的高度集中，消除了以往
后勤与装备保障指挥中“九龙治水”的
不利局面。后装保障要素作为指挥主
体中的重要组成，拥有了对原属不同
军种、不同机构后勤与装备保障力量
的统一指挥权，有利于形成保障合
力。再次，指挥权责既集中又分散。
未来作战，战区后勤与装备保障指挥
将兼具“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的特
点。战区作为本方向唯一最高指挥机
构，负责对全局性重大问题实施宏观
指挥，权责愈加集中；编成内任务部队
的具体行动，将由战区各作战分中心
根据战区联指授权实施指挥，后勤与
装备保障要素负责提出保障决策建
议，控制保障行动，权责愈加分散。

关键是指挥流程优化再造。战区
后勤与装备保障指挥融入联合作战指
挥体系，要在优化和增强指挥流程的联
动性和协同性上下功夫，实现后装保障
行动与联合作战行动同步筹划决策、同
步调配资源、同步实施控制。首先，筹
划环节战保同步。以“战保一体行动”
为目标，一方面，“打什么样的仗，就筹
划什么样的后装保障”，以作战计划为
牵引，依托一体化指挥平台，同步制订
后勤与装备保障计划，保证联合作战总

体计划与后装保障分支计划的协调一
致。另一方面，“有什么样的后装保障，
就打什么样的仗”，后勤与装备保障要
素参与作战计划制订，从保障视角设计
和评估作战行动，以保障可以达到的地
理边界和持续时间来约束作战行动的
规模和范围。其次，控制环节灵活简
便。为达成保障行动的灵活高效，应尽
量简化指挥过程中的控制环节，能统则
统、宜分则分，且控制频率不宜频繁。
战区联指指挥员实施基于效果的集中
控制，尽可能减少对具体保障行动的干
预；具体保障行动控制由战区各分域中
心与联勤保障中心组织实施，使指挥员
不再聚焦于任务的具体细节，把主要精
力放在作战的关键环节上。再次，协同
环节纵横衔接。联合作战更加强调保
障行动中各关节点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战区联指向各分域和联勤保障中心下
达后装保障协同指示，规定协同的目
标、时间及地点，总体协调各级、各类后
勤与装备力量之间的关系；战区各军种
后勤和联勤保障中心基于对指挥意图
清晰一致的理解，以及相互信任等“隐
性”约束条件，做好纵向与横向的保障
协同和关系对接，组织所属力量实施区
域保障。

重点是信息系统通联兼容。战区

后勤与装备保障指挥融入联合作战指
挥体系，要遵照统一的信息系统建设标
准，充分依托大张力的通联网络、高度
开放的数据资源、融会贯通的指控平
台，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对后装保
障行动实施精准指挥。首先，依托信息
技术融汇“一张网”。指挥信息网络要
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覆盖后勤
与装备保障行动全过程，第一要务是打
通各保障力量间的网络联通阻隔，解决
原有军种之间、军地之间指挥网络相互
独立、保障数据交换不畅的难题。其
次，完善共享机制融合“大数据”。着眼
联战联保要求，打破后勤与装备保障利
益格局，推进后勤与装备保障核心数据
共享，规范整合数据格式，将关键基础
数据及业务数据汇聚至“云平台”集中
管理。再次，建好指挥平台打造“高效
芯”。坚持以用促建的原则，大力推动
一体化指挥平台的部署应用，优化后勤
与装备保障指挥控制模块功能，以实现
需求实时感知、资源可视掌控、行动全
程可控。此外，还要以信息系统建设倒
逼后勤与装备指挥席位标准化工作流
程，完善系统计算分析、推演论证、指令
生成等辅助决策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
人机结合，提高后勤与装备保障指挥精
度和效率。

后装保障指挥“变”在哪里
■王建军 曹站和 朱 宁

观点争鸣

●用技术之钥开启战法创新大
门，关键是让技术“因子”植入头脑、
嵌入思维。

技术理解力，通俗地讲，就是能够懂

得、明白和感悟技术中所蕴含的全部意

义和价值。历史反复证明，对技术的不

同理解将带来不同的应用方向，产生不

同的结局效应。军事领域，技术理解程

度的好坏，关乎作战理念、作战样式和战

法运用，甚至决定战争胜败。当下，战争

形态加速演变，“战法技术化”特征愈加

凸显，提高对技术前沿的捕捉、理解和感

悟能力，已然成为战法变革的逻辑起点

和内在要求，需要我们紧抓不放。

激发技术敏感创新战法。恩格斯

说，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

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

了多少。失去技术敏感，战法创新的

发动机就会熄火。当前，人工智能、高

超声速、新材料等技术纷至沓来，倘若

对其军事价值反应迟钝，就会错失“捷

足先登”机遇，拉大同强敌的技术差

距，引起作战方式滞后等连锁反应。

激发技术敏感就是基于探寻制胜之

法，敏锐判断技术开拓的新动向、催生

的新成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冲击和影

响；准确掌握技术物理特性和功能属

性，以及物化为武器系统的内在机理；

科学评估战法对技术的拉动需求，以

及技术研发应用的趋势走向，确保技

术内涵与战法内核同频共振。

强化技术思维创新战法。思维模

式影响实践成败。用技术之钥开启战

法创新大门，关键是让技术“因子”植

入头脑、嵌入思维。强化数据思维，通

过数据挖掘“吹沙见石”，掌握敌之作

战企图、发现其作战规律，研究针锋相

对之法；通过数据掺假“制造迷雾”，让

敌真假难分，虚实难辨，研究出敌不

意、攻其无备之法；强化“网状”思维，

着眼以网聚优，依网释能，研究基于信

息支撑网系，“侦、控、打、保、评”链路

贯通之法，作战要素、作战单元和作战

系统集成之法；运用数学建模、模拟仿

真、实操修正等手段，检验、论证和完

善战法设计，打通战法从“纸”上走向

战场的“最后一公里”。

厚植技术优势创新战法。脱离技

术支撑的战法，就像“泥足巨人”，很难

经受战场“风雨”。应注重突出关键性

技术主导优势，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对未

来作战的影响，将智能力量、智能主导、

智能决策、智能保障等功能，移植嫁接

到作战方式手段当中，让战法富有智能

“基因”；突出多类别技术融合优势，整

合微电子、微纳材料、新能源等颠覆性

技术，将技术耦合产生的增值、再生功

能作为战法创新突破口，谋求敌无我有

之法；突出潜在性技术发展优势，瞄准

太空、深海、极地等特殊领域，跟踪无人

技术、高超声速技术、生物技术等发展

趋势，预先构设战法要素变化、内涵延

伸、体系扩容等内容，最大限度提升战

法“含金量”。

依托人技结合创新战法。人技结

合，是战法创新的关键。虽然战场越发

透明化、网络化，让谋略运用面临巨大挑

战，但信息化战争仍有诸多“存乎一心”

的“运用之妙”。应从技术视角筹划谋

略，用技术手段孵化谋略，让“技”与谋联

袂演绎出全新战法。另一方面，先进装

备只有在能者手中，才能玩出新花样，打

出新套路，发挥新功效。要熟悉装备技

战术性能, 开展技术改造、革新和挖潜，

在找准性能“顶点”上创新战法；加强实

装训练, 娴熟操纵手中武器, 摸准“脾

气秉性”，开发“外溢功能”，在穷尽装备

使用效能上创新战法，在新老装备搭配、

优势互补中优化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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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之要，首在练将。指挥员，是
决定一支部队是否有战斗力的关键因
素，应从提高指挥能力素质和备战打仗
本领上求突破, 不断提升指挥员带兵打
仗能力。

找准“五个不会”症结，锤炼提升指
挥能力。部队的作战能力，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指挥员的谋划决策能力、机关参
谋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和部队人员的
整体备战水平。瞄准备战打仗，提高指
挥员指挥能力，当务之急是要立足实战
需要在“练”上下功夫。一方面，合理区
分各级指挥员训练内容。进一步细化
指挥员能力标准，规范不同兵种、不同
岗位、不同层级的训练内容，让指挥员
切实练有目标。连排指挥员突出按纲
施训练技能，把战斗体能、装备运用、基
本技能训全练精；营以上指挥员除基本
技能外，还要着眼信息体系练指挥，把
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搞清，像研究主攻方
向一样研究信息系统手段运用，像研究
弹药一样研究频谱资源使用，突出体系
对抗、信息制胜；旅以上指挥员紧盯新
质力量运用练联合，深研新编制、新体
制、新结构、新力量，着力提高合同素
养、联合作战素养和新型作战行动战法
素养，努力实现军事行动的精确侦察、
精确筹划、精确指挥、精确协同和精确
评估。另一方面，把聚焦练兵备战的机
制完善起来。强化主责主业意识，把领
兵打仗作为指挥员第一能力，下力破除
沉疴积弊，形成聚焦备战打仗的用人导
向、工作导向和经费投向；让各级指挥
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有序运行，强化

业务对口指导、纵向发力、逐级负责、综
合统筹，切实防止大事小事一锅粥、走
过场，空转式、推责式的指导；把各级指
挥员从抓安全、防事故、迎检查、管财
物、搞活动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让指挥
员切实训有动力、练有精力。

着力破解难点瓶颈,夯实备战打仗
基础。当前，部队改革持续深入推进，
战斗力建设水平稳步提升。但在个别
单位，基础差、底子薄、人才少、保障弱
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制约了整体建
设水平的提升。强化练兵备战，应从基
础抓起，真打实备，当前尤其要抓好三
个方面工作：

战备建设。应始终把战建一致、平
战结合作为部队建设的根本指导, 按照
“出门就能打仗”标准,抓好方案完善、器
材完备、物资储备、紧急出动等工作，把
临机拉动、实案演练作为检验备战能力
的关键环节,在坚持经常、保持常态上下
真功,使长劲。

人才培养。瞄准培养打仗型指挥
人才、专家型技术人才、多能型专业人
才、导师型教学人才，通过院校培训抓
源头、大项活动解难题、比武竞赛强素
质等多种方式，积极搭建成才平台，拓
宽人才培养渠道，着力提高专业对口
率、人才适岗率，切实让各类人才干事
有平台、成长有路径、发展有空间。

作风培育。把战斗精神培育纳入
实战化训练和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把
练技术练战术与练思想练作风结合起
来, 充分发挥重大任务对战斗精神的激
励和促进作用,注重引导官兵在真实敌
情、极端困难条件下经受生理心理极限
考验，培养闻令而动、雷厉风行的优良
作风,不断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的职
责意识。

把带兵打仗基本功练扎实
■李占良

一线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