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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依法治训、从严治训，提高军事训
练实战化水平，我军从 2014 年开始探索建立全军
军事训练监察制度，2016年正式建立军事训练监察
体制。

几年来，全军先后组织各类训练监察 140多次，
覆盖上千个军师旅团级单位，严肃督导追责问责和
整改落实，从体制机制上纠治训练与实战不符的思
想和行为，推动实战化训练创新发展、落地见效。

前不久，本报记者跟随军委训练监察发现问题
整改情况专项监察组，深入全军多支部队展开训练
监察“回头看”，在面对面、零距离中感悟我军军事训
练监察制度的作用发挥及深远影响。

航母编队迎着朝阳进发。 本报记者 张 雷摄

锐 视 点

记者调查

一路踏访，一路监察，一路感

受。目睹练兵场上展现出来的新景

象，记者越走越兴奋，越看越激动。

“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

众所周知，一支军队的战斗力直接决

定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而军队战斗

力的提升，须臾离不开其生成和提高

的基本途径——军事训练。可以说，

军事训练既是未来战争的预实践，也

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军事斗争准备。

强军必兴训，兴训必从严。习主席

反复强调，全军要坚持把军事训练摆

在战略位置，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

难从严训练，不断提高部队实战化水

平。落实统帅号令，提高部队战斗

力，既需要全军官兵增强使命感责任

感，也需要打破军事训练领域“自我

设计、自我检查、自我考核、自我评

价”的惯例，从体制机制上建立监察

机制，通过“第三方力量”，督导推动

军事训练不断深入。

毫无疑问，成立军事训练监察专

职机构，建立军事训练监察制度，开

展军事训练监察工作，是我军军事训

练领域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方

式的重大变革，对于巩固军事训练的

中心地位，监督各级履行军事训练职

责，督导军事训练法规执行和军事训

练任务落实，纠治军事训练领域违规

违纪和不符合实战要求的思想行为，

推动实战化训练深入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一路踏访，我们欣喜地看到：随

着我军军事训练监察体制正式确立，

如今已探索出综合监察、专项监察、

回访监察、受理举报、专题调研同步

发展的较成熟的监察方式，实现了训

练领域“决策-执行-监督”的管理

闭环。

一路监察，我们欣喜地看到：近

年来，军事训练监察以“零容忍”态

度重拳出击治虚打假，严格问责追

责，狠抓问题整改，层层传导压力，

增强了对军事训练领域违规违纪行为

的震慑力、对查处问题的整改力、对

实战化训练的推动力，立起了军事训

练监察的威信威力。

一路感受，我们欣喜地看到：如

今，部队贯彻落实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关

于军事训练的决策指示更加坚决了，执

行军事训练规章制度更加有力了，训风

演风考风教风学风研风明显好转了，练

兵备战责任逐层压紧压实了，军事训练

的中心地位更加巩固了……在军事训练

监察的强力推动下，全军聚焦实战、改

进训风的风尚正在军事训练领域形成压

倒性态势，部队实战化训练呈现出向上

向好的喜人局面。

利剑催生新气象，激浊扬清练兵

场。回望过去，我们豪情满怀；展望

未来，我们信心百倍。新体制下，我

军实战化军事训练需要有一个大的跃

升，军事训练监察也必然要有一个大

的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军事训

练监察这一依法从严治训的“纠察

队”，必将督导推动实战化军事训练取

得新突破，促进部队备战打仗能力不

断提高。

利 剑 催 生 新 气 象
■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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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压力

督导部队把练兵

备战摆上中心位置

一项基础训练课目没完成，单位和
责任人竟被指名道姓全军通报批评。

随监察组刚到某部，记者就看到 3
年前军委首次下发全军军事训练监察通
报的一项内容：该部因各种大项任务扎
堆，一项基础训练课目受到冲击，不得
已一拖再拖，最终没有按时完成。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部队

工作千头万绪，偶尔一次影响训练在当
时并非新闻。”该部一位作训参谋感慨
地说，计划不如变化快，前些年，训练
计划受到冲击和影响的问题并非个例，
有人甚至习以为常。
“说实话，当时我们也没想到查

纠得这么细致严格！”被通报部队的
一位领导坦言：过去遇到这种情况，
一般在训练预备期补训一下就没事儿
了。虽然平时大家总说，当兵打仗、
练兵打仗天经地义，可承平日久缺乏
实战引领，再加上各项工作和任务冲
击，训练竟慢慢变得“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
“这工作那工作，训练才是部队

中心工作；这重要那重要，练为战、
打得赢才最重要。”东部战区某部两
名技术干部对此感触颇深：他们二人
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党委开会研
究都同意了，可就因为个人年度军事
训练综合成绩不合格，被取消了晋职
资格。

这样的问责并非个例。军委训练管
理部领导告诉记者，强军必兴训，抓训
必从严。过去由于缺少训练监察，致使
部队依法治训不严。从 2016 年开始，
我军构建军委、战区和军兵种两级联
动、各有侧重、常态运行的训练监察体
系，着眼备战打仗高擎军事训练监察的
雷霆利剑，严格按照新的训练条例、训
练监察条例、训练大纲督训执法，使
“有训练就有训练监察”成为常态。

记者跟随监察组一路采访了解
到，3 年来，军事训练监察连出“重
拳”，树起鲜明的追责问责导向，指
出问题具体到单位和个人，其中不乏
军级单位甚至副战区级单位，全军官
兵深受震动。一些军师职领导干部因
抓练兵备战不利被通报批评，一些军
官因军事素质不过关在晋升中被“一
票否决”，一些官兵因在训练考核中
作风不实受到纪律处分……

不倒出鞋里的沙粒，就翻不过实战
的“大山”，走不远强军的道路。带队
的监察组组长唐一平说，军之不训，与
无军同；训之不严，与不训同。近年
来，训练监察以初始即严、一严到底的
高压态势，严格依法监察，严肃追责问
责，层层传导压力，立起严训实训新纲
纪，成为练兵场上新敬畏，督导部队把
练兵备战摆上中心位置，划出演训施训

底线，推动全军部队持续兴起实战化军
事训练热潮。

作为军委首批聘用的军事训练监察
员，某部原政委许益民对新变化感受最
直接：近年来，军事训练监察始终坚持
把党委统训抓训和练将练官作为重心，
紧逼首长机关进入战位、进入角色、进
入情况，以上率下大抓实战化训练。

几次训练监察中，许益民都负责监
察党委议战议训内容。他告诉记者，别
看这项内容看起来很细很小，却直观反
映了党委统训抓训的情况。试想，一个
党委如果连议战议训都落实不了、落实
不深入，还谈何抓实战化训练？
“仅去年一年，全军 39 次综合监

察，就指出党委议战议训方面的问题
172 个。”许益民告诉记者，监察导向
就是部队努力的方向。据统计，各级党
委议战议训次数不落实的问题，已由
2016 年出现的 32 个下降到 2018 年的 3
个，各级党委把练兵备战摆在首要位
置，指挥员进入战位参训组训研战练战
已渐成普遍自觉。

去年，南部战区空军某团发生一起
训练事故，要在过去早就停飞不训，开
展长时间整顿了。这次他们火速调查，
找准问题症结和原因后，马上制订措施
针对性整改，第一时间按计划展开飞行
训练。

事故发生后短短几天，一架架战机
又呼啸着冲向蓝天。该团领导告诉记
者，在训练监察的督导推动下，官兵们
认识到：军人的第一身份是战斗员、第
一任务是备战打仗、第一职责是能打胜
仗。不管遇到多大困难，练兵备战的步
伐都不能受影响。

督导整改

破解练兵备战重

难点矛盾问题

因训练监察被追责问责，所在部队
领导作何感想？

随监察组一路监察，记者注意到一
个出乎意料的现象：好几个曾被监察通
报的部队领导，提起训练监察不仅没怨
言，反而还表示庆幸和欢迎。
“有什么可怨的？训练没到位，战

斗力有弱项，被通报问责我们心服口
服！”一位部队领导告诉记者：“被监察
通报问责，谁心里都不会好受，可我们
必须认识到，现在被指出问题总比将来
上了战场吃败仗强，现在被通报问责总
比将来战场败北当罪人强！”
“更关键的是，训练监察不光指出

问题，更注重督导整改解决问题。”一
位刚刚从练兵场凯旋的部队指挥员兴奋
地说，他们在这次考核中取得全优成
绩，多亏了训练监察的督导整改。

由于担负任务重、工学矛盾突出，
加之各级考核习惯“老三样”，导致该
部曾出现热门训得多、冷门训得少的偏
训漏训问题。训练监察指出这一问题
后，各级引起高度重视，从考核源头上
改进，并一起携手解决训练失衡问题，
使部队训练和战斗力水平实现了均衡发
展。这次上级普考，他们全员参考，一

举取得全优成绩。
“冲着矛盾去，盯着问题改，训练

监察的本质是发现问题、查纠解决问
题，进而推动建设发展。”南部战区空
军某部官兵对此感受很深：飞行员救生
训练因涉及军地多方力量，多年来一直
没有得到有效推进，成为影响飞行员训
练热情的一个大问题，部队对此反映强
烈。

去年，军委训练监察组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专门在全军通报中指出这个问
题，引起各级高度重视。空军不仅专门
在南部战区空军组织飞行员救生训练，
在全军推广推进救生软硬件建设，还着
眼建立全民救生体系。来自空军的人大
代表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建立飞行员全民
救生体系的议题被采纳。
“训练监察既盯着蛛丝马迹查问

题，更着眼战斗力标准推动解决问
题。”某部领导告诉记者：该部列装多
型火力打击系统，可由于缺乏统一的数
据标准，一度制约了体系作战能力的生
成。由于单打独斗且缺乏技术手段，这
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军委训练监
察组将这一问题通报后，该部所在的军
种抽组专家骨干，统一数据标准，规范
数据体系，使整个军种部队多型火力打
击系统形成了体系，有效提高了整体战
斗力。

一个个困扰部队多年的练兵备战难
题，被训练监察通报后都解决了。谈起
这些，军委训练管理部训练监察局的同
志不无自豪：这说明，军事训练监察发
现问题、形成震慑、促进整改的工作回
路正在形成，我军强势开展训练打假治
虚，督导推动实战化军事训练取得新的

突破。
我军自 2014 年探索建立全军军事

训练监察制度以来，训练监察机制逐步
完善、法规制度日益健全、方法手段更
加灵活，推动从严治训和训练质量效益
有效落实，以监促训、以监促建、以监
促战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

督训助推强训。如今，我军两级训
练监察部门充分发挥监察“利剑”治训
督训战略效用，在问题牵引、问题倒
逼、问题归零中推动训练落实。仅去年
一年，训练监察就纠治 53类 1924个问
题，部队能打仗、打胜仗核心能力不断
提升，广大官兵练兵备战的信心进一步
增强。

树立导向

打仗的标准就是

训练监察的标准

“当天的气象条件怎么样？最低
能见度是多少？航弹爆炸后的安全高
度是多少？战机当时飞行的高度是多
少……”

就因为一架战机实弹轰炸任务没完
成，军委训练监察组竟逐一复盘反复核
实。原来，在空军某部组织的一次演习
中，某旅担负火力打击任务。可没想
到，等到战机飞临任务上空时他们才发
现，云层较厚、能见度低，飞行员无法
瞄准目标，不得已只能“无功而返”。

“真没想到，这样一件具体的小
事，军委训练监察组竟如此重视。”对
此，记者刚开始还不太理解：像这样的
事在演兵场上并不罕见，军委训练监察
应该关注大事情大问题，为何对这样的
小事如此较真？
“因为‘小事’不小！”来自原空军

安全委员会飞行安全办公室的聘用监察
员周俞民对此认识深刻：如果只就事论
事，一架战机“弹没投出去”，可以说
是小事；可如果你站在打仗的高度来衡
量，假如众多飞行员都养成消极保安全
的思维和习惯，那就是事关打赢的大
事！
“是纠正训练偏差，更是树立监察

导向。”从我军建立军事训练监察制度
开始，两级监察机构就坚持把随时准备
打仗作为监察的第一标准，依照战训链
路重点监察作战问题研究、联战联训落
实和练兵备战状态等内容，狠抓共性倾
向性问题、典型事件追责问责，给部队
树立了鲜明的监察导向——打仗的标准
就是训练监察的标准。
“以前我们总觉得训练监察是‘鸡

蛋里挑骨头’，可用打仗的标准来衡量
发现，这样严厉甚至苛刻的监察太应该
了。”空军某基地地防处李参谋告诉记
者，去年，某旅向基地申请大比例尺地
面地图，结果找遍了基地的图库都没
有，此事便被搁置了下来。

可没想到，此事被训练监察指出
后，不仅在全军进行通报，还严肃问
责。他本人在参谋部军人大会上作了深
刻检查，有关处室还制订了业务整训计
划。刚开始，他有些想不通，空军部队
没有陆军地面地图情有可原，为啥非要
“小题大作”？

用打仗的标准来衡量，李参谋心里
豁然开朗：未来战场空地一体，如果连
最基本的地面地图都没有，一旦执行地
面作战任务，后果不堪设想。随后，他
们向战区、战区空军等多家单位协调，
请领了数千份该旅周边的地面地图，为
未来战场执行地面作战任务打下了基
础。

如今，从实战入手查训督训已成为
监察共识。近年来，训练监察从纠正野
外演习拉横幅贴标语、演练念稿子等表
层问题入手，不断向纠正研战偏虚、练
战盲目纵深挺进，先后查纠出制约备战
打仗的数百个深层次、倾向性问题，推
动了部队训练向现代战场挺进。

这样的变化还有很多。过去，有的
院校作战类课程设置研练作战训练现实
问题和应用方法要领少；有的进行战例
研究、想定作业、综合演练等实践性教
学达不到课时要求；有的教材教案内容
陈旧。如今，国防大学主要领导亲自组
织，对联合作战指挥专业课程内容进行
重新设计，加大想定作业数量和时间比
重；火箭军指挥学院优化作战类课程专
题设置，增加火箭军作战训练现实问题
教学内容，加大学员作业计算、作战筹
划等动手作业比重……

听着一个个训练监察的故事，回望
几年来两级监察员一路挥洒的辛勤汗
水，感受我军军事训练监察从无到有、
从默默无闻到在全军树信立威的坚定足
迹，记者不禁心潮起伏：随着训练监察
这柄悬在军事训练头顶的督战之剑作用
发挥越来越好，我军实战化训练必将风
起云涌、铿锵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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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动 训 练 与 战 场 对 接
—记者亲历军委专项训练监察感悟我军军事训练监察作用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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