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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记者调查

主战装备完好率从 68%跃升到 96%，新疆
军区某旅整整用了4年时间。

今年年初，这个炮兵旅被陆军表彰为“装
备工作先进单位”。拿到这个沉甸甸的荣誉，

不少官兵眼含热泪，感慨颇多——
朱日和沙场阅兵，该旅主战装备精彩亮

相，全程零故障、零失误；某营列装新装备不久
就千里机动参加联合演习，没有一台装备“掉

链子”，且射击成绩优秀；参加上级战备拉动考
核，各类型装备在陌生极端环境下未出现一例
“水土不服”；近两年大项演训活动，新型装备
全部参演参训……

回想这些年的点点滴滴，一位帮建这个
旅的新疆军区领导感触颇深：为了那句“拉得
出、上得去、打得赢”，全旅官兵付出了艰辛
努力。

聚焦备战打仗·一线调查

新疆军区某旅新型远程火箭炮在高原地域实施齐射。 刘 丁摄

打仗，一靠人，二靠装备。时刻保持

装备“健康”，是提升战斗力、打胜仗的根

本前提。战场上金戈铁马、装备显威，功

夫却是下在平时。只有平时管好用好，

战时才能发挥应有效能。

装备是我们的“战友”，列装部队后，

理应按规程操作、依标准维护、照要求管

理。如果操作人员不懂不会、消耗磨损

过度、维护保养跟不上，再先进的装备也

可能在关键时刻“趴窝”。只要管理精

细、维护到位、操作科学，老装备也能焕

发新活力。

当前，部分单位在管装用装上还存

在不少问题：有的管理不正规，定人定装

定责不到位，看似人人都在管，实则无人

管；有的保养不精细，缺项漏项，走程序

图形式，致使装备处于“亚健康”状态；还

有的对老旧装备不管不问，“姥姥不疼舅

舅不爱”，弃于库房让其“自生自灭”……

凡此种种，一旦战事起，必然拉不出、用

不上、拖后腿。平时不重视装备管理，战

时就要付出惨痛代价。

我军历来有爱装管装的优良传

统。战争年代尽管装备十分落后，但每

名同志都深知一枪一弹来之不易，像爱

护生命一样爱护装备，这是我们依靠劣

势装备打赢一场又一场战争的一个重

要原因。

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刚刚组建，

靠严格的管理、严格的训练、严格的纪

律，实现了人与装备的最佳结合，迅速

形成了战斗力，打出了国威军威。

现代化的装备呼唤现代化的管理。

我们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自觉管好用

好手中的武器装备，为打胜仗提供有力

保证。

随着备战打仗向纵深推进，装备建

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丝毫不能偏离战斗

力这个中心。各级应大力强化科学管

装、依法管装的思维，树牢“管装就是管

战斗力”“保装就是保战斗力”观念，营造

人人管装、人人爱装、人人护装的良好氛

围。

管装用装，人才素质是关键。我们

应广泛开展学装备、研装备、用装备活

动，让广大官兵成为懂装备的行家里手，

为掌握和驾驭装备奠定科技素养基础。

此外，我们还应以实战化演训为牵引，探

索“动中管”“动中用”“动中修”的方法手

段，提高装备的环境适应性和使用可靠

性，确保装备始终保持迅即能动、随时应

战的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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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台装备如果有4

台上不了战场怎么办？

仔细想想，不寒而栗

去年，新疆军区某旅分 4次向其他
战区陆军的 4个单位移交装备。接到装
备后，4个单位不约而同地发来了感谢
函。
“不仅装备性能完好，备附件齐全，

他们还将多年来在演训中总结出的训
练经验整理成册一并移交了过来。”接
收单位之一、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领
导感叹道，“装备拿来就能用，经验照着
就能练，他们移交的不仅是好装备，更
是战斗力！”

凭啥能让 4个单位同时认可移交的
装备？这还要从该旅打破对好装备的
认识误区讲起——
“好装备”应该是啥样？过去，

这 个 旅 有 些 官 兵 这 样 理 解“ 好 装
备 ”：好 装 备 就 是 注 重 保 养 越 新 越
好。

思想上的误区，造成行动上陷入
“泥潭”。2015年的一次检验性考核中，
上级要求装备成建制出动，不少封存多
年的崭新装备齐刷刷地“掉链子”，有的
压根“不听使唤”。

考核结束，主战装备完好率的鉴定
结果为68%！

68%意味着什么？打仗时，10台装
备如果有 4台上不了战场……仔细想
想，让人不寒而栗。难以回避的结果，
让该旅领导低下了头、臊红了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些年，
某新型火箭炮列装这个旅，大家视若
珍宝，一块漆都怕碰掉。然而一次高
原课题演练，“宝贝疙瘩”首次出远门，
却在机动途中“抛锚”了 3 次，实弹射
击也是“吞吞吐吐”，问题不断。

一连串问题的出现，让该旅领导意
识到，武器装备长期“待字闺中”容易患
“富贵病”。战术技术性能得不到发挥，
官兵的操作技能得不到锻炼，还谈什么
人装合一？

只有摔打磨练，才能让武器装备
“强筋壮骨”。从那以后，每逢演训活
动，该旅坚持让主战装备出动率超过
95%。虽然问题接踵而至，但他们逐个
检查排除，装备越用越结实、越用越好
用。

近年来，该旅扎实开展“实装、实
修、实供”和战勤编组训练，加大复杂
地形、恶劣环境和夜间装备保障训练
力度，探索总结出某新型火箭炮 6 种
战法。

去年，该旅按照“建制分队打全、
弹药类型打全、射击方法打全”的要
求，组织多层级、多批次、多地域实弹
射击。有人觉得某些弹种没必要打，

但旅领导态度坚决：“训练上有空白，
战场上就会吃败仗，现在不打还等什
么时候打？”

好好的装备为啥

突然就坏了？“意外”其

实有祸根

一次长途机动途中，该旅一辆装填
车辅机电站意外烧坏，当场“趴窝”，影
响了后续任务完成。

好好的装备为啥就突然损坏了？
厂家鉴定：日常维护保养不到位所致。

无独有偶。2016年，该旅一辆指挥
车参加演训任务时出现故障，不得不拖
回营区。事后检测故障原因，让人吃
惊：驾驶员在演训前的维护检查中粗心
大意，没有察觉到有机油滴漏，导致发
动机失灵。

不是总把“注重保养”挂在嘴上
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看来，一些

单位和个人并没有把装备保养落在实
处。旅党委一班人当机立断：敢在装备
上打“马虎眼”，就是对战斗力不负责
任！结果，两位当事人受到严肃处理。

一路反思一路警醒，“掉了一块蹄
铁，输了一场战争”的故事又一次掀起
管装爱装的“思想风暴”——

有人“吐槽”：车炮场日如同“班主
任眼中的体育课”，被不少基层单位当
成处理各种杂务的“万能时间”，说占就
占，保养标准可想而知。

有人“诉苦”：装备保养“形式感
太强”。很多单位为了图省事，维护
的时候只是简单地擦擦表面，该拆卸
的不拆卸，该分解的不分解，该上油
的不上油。

有人“抱怨”：小部件缺损无人问。
由于各种原因，装备零件、随车工具都
有损坏缺失现象，到底是上级补充还是
依靠自身解决？等靠之际，小部件往往
衍生不少“大问题”。

那年，该旅保障部结合上级战备拉
动考核，参照实战化演练中“装备故障
率”等指标，对全旅各单位装备管理情
况进行评估排名。某连虽然在“软件”
资料上下足了功夫，却因为一件随车工
具丢失，成了全营的“反面典型”。
“装备考评理应把实战效能作为主

要检验标准，不能靠‘软件’资料‘论英
雄’。”该旅保障部部长邓尚权说。

为此，该旅针对管装爱装中的现

实问题，逐装备、逐系统、逐部件明确
管理权限、界定职责范围；印制下发装
备管理责任制登记簿，逐级签订单装
管理责任书，使责任制覆盖全员全装；
车炮场日机关全程督导，业务部门现
场指导……人按职责干，事按制度
办。这几年，先后有 10 名官兵因装备
制度落实不力被问责。

为了准确判定装备机械故障和人
为损坏，他们依托修理连成立故障鉴
定组，区分类型和专业对装备故障进
行鉴定，对于那些为了创新训法战法、
符合操作规程而出现故障的情况免于
追责。

有规矩，才能成方圆。该旅三营多
年被评为“爱装管装先进单位”。装备
管理科科长唐文如此评价：“这个营装
备管理领先一步，既有软实力又有硬成
绩。”

数据不会骗人：这两年三营辗转
三地参加演习，总行程 4000多公里，全
程无故障；上级组织全员全装拉动考
核，主战装备出动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情况……

今年 3月底的装备换季保养工作启
动仪式上，三营再次担负装备维护保养
示范任务。说到装备管理的成功经验，
营长田文智说：“成功经验千百条，落实
制度第一条。”

驾驶员能不能兼

任电工？一个并不轻

松的话题

3 年前的一次实装演习，让该旅官
兵记忆犹新。某营一辆运输车撤离时，
水箱被凸起的山石划破，导致车辆无法
移动，全营驾驶员轮番上阵都无能为
力。无奈之下，他们向几十公里外的修
理连求助，凌晨才完成车辆抢修返回宿
营地。

因为不会维修，该旅四级军士长李
志也吃过大亏。一次实弹射击，某型装
备点火触头因潮湿无法点火，导致炮弹
打不出去。担任炮长的李志，急得团团
转也没办法。后来，他们经过远程咨询
生产厂家，多次尝试才使问题得以解
决。
“打起仗来，不能指望厂家全程保

障吧？”这件事对旅党委一班人触动很
大：术业应该有专攻，但在战场上，人人
都要一专多能，必须立足基层营连实
际，培养更多“用修双能”人才，增强“自
我修复”能力。

该旅综合评估每名官兵的专业技
能、领悟能力、成长空间等因素，合理
确定培养对象，采取送出去学、请进来
教、专业人员带等举措强化官兵维修
技能。

考虑到不少装备内部电路密集、
元件精细，行驶在复杂地形极易发生
故障，修理分队难以保障等问题，他们
开创性提出“驾驶员兼任电工”的人才
培养方案，结合演训任务，发动大家开
展小招法、小革新攻关活动，先后破解
了野战条件下远火精密设备如何防
护维修等 3 大类 25 个训练问题，形成
了一套实打、实保、实救、实修的管用
招法。

被称为“火炮神医”的四级军士长
钱玄，精通多个专业，特别是在故障检
测方面是能手，曾被军工厂登门“挖
人”，但他无数次谢绝，毅然选择坚守岗
位，带出了 20多位尖子骨干。该旅党委
研究决定，破例给他分配公寓住房，并
多次派人到地方政府部门协调，为其爱
人解决就业问题。

一系列的人才培养保留制度，让更
多“大师傅”脱颖而出，全旅装备自我保
障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盛夏，一场实弹演习即将打响。关
键时刻，一台新型火箭炮火控系统突然
“罢工”。

随行的四级军士长耿进福迅速跃
进仪器舱，打开主电路板，一番“望闻问
切”，一连串娴熟的排障动作，不到 5分
钟，火控系统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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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问剑：“好装备”应该是啥样
■赵俊锋 本报特约记者 许必成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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