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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一思

“这一次的对手是真正的战斗机，飞
行速度更快、规避能力更强，泽仁扎西还
能锁定目标吗？”5月下旬，第 73集团军
某旅与空军某部展开“背靠背”战术对
抗，上士泽仁扎西成了官兵议论的焦点。

泽仁扎西为啥这么“火”？旅领导告诉
记者：前不久，他大胆操作，完成了一次其他
官兵认为“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打击任务。

那一次演练，受领阵地防空打击任
务后，泽仁扎西随连队迅速机动至预定
地域，绘制火力要图、布设防御战位……
一连串动作紧张有序。然而天公不作
美，阵地渐渐被浓雾笼罩，能见度极低，
这让不少官兵眉头紧锁。
“正前方发现‘敌’机一架。”观测手

发现“敌情”，立即提醒发射手搜索目
标。然而由于浓雾的遮蔽，声光信号时
断时续，发射手无法精准截获目标。

从 1号战位到 5号战位，大家眼睁睁
地看着“敌”机飞过，却没有人敢发射导
弹。“敌”机越飞越远，渐渐超出了装备说
明书标定的极限射程。

打还是不打？正当大家犹豫不决
时，只听“轰”的一声响，“长箭”跃筒而
出，穿过浓雾摧毁靶机。大家齐刷刷地
把目光投向6号战位的泽仁扎西。
“超出装备理论极限射程到底能不

能打？”复盘检讨会上，官兵围绕这个问
题展开激烈讨论。有的官兵认为，超出
了性能参数范围，纯属盲打，打中只是运
气好；有的官兵说，这绝不是运气，武器
装备的性能参数只是个参考，在实战中
要敢于突破装备的极限。
“极限射程的‘极限’到底是什么？

现在看，恐怕不仅是装备性能，还有人的
观念。”该旅领导引导大家继续思考，并
请泽仁扎西谈谈看法。
“自己手中的武器自己最熟悉，能不

能打心里要清楚。”泽仁扎西从事导弹专
业已有 8年，他坦言自己刚学装备时，和
很多人一样把理论书背得滚瓜烂熟，严
格按照武器性能参数操作。但是随着实
战化训练的不断深入，他发现一味依靠
“参数思想”指导训练，缺乏突破和创新，
不利于应对复杂的战场情况。
“以科学训练为基础，把一项技能练

到极致，能不能发挥出装备更大效能？”
泽仁扎西反复琢磨手中武器装备的各类
参数，大胆尝试突破性训练，从大于理论

极限射程开始一点点摸索，总结出了自
己的“一整套”射击经验。“真正打起来，
我更相信自己的技能。”谈起上次演练中
的一幕，泽仁扎西自信地说。

为了摸清装备真实的性能底数，
该旅邀请院校教授、厂方专家配合开
展导弹装备实战性能检测。让官兵感
到意外的是，在外部环境良好、官兵操
作娴熟的情况下，武器装备的潜能被
不断激活，导弹击中目标的距离竟然

多次超过装备说明书上标注的极限数
值。这启示官兵：极限射程的“极限”
不是一个恒定刻度，并非不可逾越。

举一反三，寻求更多突破。该旅以
此为契机，对其他武器装备分别进行实
战性能检测，把平时训练想不到、看不明
的装备潜力挖掘出来，真正使手中武器
装备成为战场制胜的利器。

上图：该旅组织某型战车进行实弹

射击，检验装备极限性能。 何 生摄

第73集团军某旅防空演练中“敌”机超出导弹极限射程，“打还是不打”引发官兵热议——

触摸极限射程的“极限”
■邬 林 李 宝 本报记者 赖文湧

主人公心语：先发制人，后发制于

人。上了战场，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

是胜利。 ——左照辉

临近仲夏，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
某旅将官兵拉到野外陌生地域组织红
蓝对抗演练。指挥方舱内，四级军士
长左照辉快速敲击键盘，目光牢牢
“锁”在显示屏上，在密密麻麻的杂波
中搜寻“敌”机踪迹。

突然，显示屏上的信号变得极不
稳定。左照辉敏锐地意识到，我方雷
达信号正在被干扰。

雷达是防空兵的眼睛，一旦受到
干扰，“千里眼”将变成“近视眼”，“敌”
机就会趁机突进我方阵地。现场气氛
顿时紧张起来。
“抓到了！”左照辉和战友一起迅

速捕获“敌”机，并判读其位置参数，为
后续瞄准发射奠定了基础。
“战场上，就需要这样的兵！”讲评

会上，导演组点名表扬了左照辉。
去年，该旅组织“雷霆杯”岗位练

兵比武活动，左照辉所在战斗班又一
次获得“金牌班组”称号。

左照辉为啥这么牛？战友们都
说，因为他珍惜每一秒，把时间都用在
了钻研装备和训练上。

几年前，左照辉所在单位转型，装
备更新换代。此前一直操纵老式主战
装备、训练成绩拔尖的左照辉，却没能
在换装中分配到战斗岗位。

岗位边远，训练不能边远。那段
时间里，左照辉每天早晨提前 1个小
时起床，背记新装备原理；晚上，他又
带着风油精，到学习室看资料。在左
照辉的抽屉里，有几本被翻烂的笔记，
里面密密麻麻画着各色标记。在笔记
本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先发
制人，后发制于人”。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在后
来的一次岗位调整中，左照辉凭借过
硬的专业技能，被分配到梦寐以求的
某型雷达装备车。担任班长后，他仔
细检查战车的每一根线路、每一个子
系统，把战车所有系统原理和技术参
数都刻进脑子里。

在一次日常训练中，一向好脾气
的左照辉却和战友支航起了“冲
突”。“明明这两种方式都能给导弹加
电，为啥非要按你说的来？”支航一脸
不服气。

左照辉没说话，将秒表递给支航，
让他比较两种加电方式的时间。结
果，左照辉的操作方法快了 3秒。“战
场上，每一秒都不容耽搁。用导弹的
飞行速度乘以 3秒，你算算多远。”左
照辉的话让支航心服口服。

夜色下，从阵地归来的左照辉，又
投入到夜训方案研究中……

左上图：左照辉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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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彭晓军、夏小军报道：
“开山岛上没有通电、没有淡水，我的
父亲坚守孤岛 32年，践行了他一生守
岛的誓言……”5月下旬，武警指挥学
院一场强军故事会上，该校培训学员、
江苏海警支队侦察科参谋王志国深情
讲述父亲王继才守岛奉献的事迹，赢
得在场学员的阵阵掌声。
“每一名学员经历的强军故事，汇

聚起来就是一笔宝贵的主题教育资
源。”该校领导介绍，参加中级培训的学
员来自大江南北的各个战位，或是精武
典型，或是专业标兵，他们亲身经历的
强军故事，充满感染力和说服力，是官

兵喜闻乐见的教育素材。为此，该校积
极搭建学员讲堂，鼓励来校参加培训的
先进典型、英雄后代用朴实的话语，讲
述最真情的故事。
“我虽然参加军警狙击手世界杯荣

获个人冠军，但比赛过程中心里还是挺紧
张的，因为我担心万一没打好，给祖国和
军队丢脸。”在一次党团活动时间，培训学
员、猎鹰突击队特战三大队大队长王占军

分享自己的比武经历。听了王占军的强
军故事，学员们纷纷表示，以这样的方式
听典型讲故事，很真实、很受益。

据悉，为增加强军故事会的辐射
面，该校广泛运用“网络+”教育模式，
借助公众号、强军网等平台定期推送
收集整理的强军故事，通过参训学员
分享给基层部队官兵，持续掀起传承
红色基因的热潮。

武警指挥学院善借典型资源激发主题教育活力

搭建学员讲堂 分享强军故事

本报讯 胡尊、记者陈典宏报道：
“老单位的荣誉锦旗放进转隶组建的
新连队，更能激励官兵奋勇前行！”6月
初，一面印有“猛虎连”字样的荣誉锦
旗挂进第 75集团军某旅装步二连荣誉
室。至此，“巩固部队模范连”“淮海先
锋班”等 14面荣誉锦旗，全部挂进了该
旅不同营连荣誉室。
“一面锦旗就是一簇强军火种。

部队调整改革中，多数转隶单位历史
厚重、‘自带’荣誉，这笔精神财富是无
价的！”该旅领导说，融入一支英模部

队就会获得一座精神宝库，用好这些
优良传统，可以激励官兵更好地开局
起步、再立新功。

调整改革后，该旅专门派人到各
转隶单位老部队走访收集光荣战
史，并带回部分荣誉锦旗。同时，他
们还组织官兵开展“锦旗故事分享
会”，制作锦旗简介画册等，通过讲
述荣誉锦旗背后血与火的战斗故
事，及时提炼和宣传转隶单位的优
良传统和先进经验，汇聚起强军兴
军正能量。

高擎精神之炬，增添练兵动力。
在防化连“讲连史、话使命”活动现
场，四级军士长李诚说：“不同的年
代，同样的选择。宣布调整命令的
告别仪式上，大家抚摸着一面面鲜
红的锦旗，25 名党员同时向连队党
支部承诺：党叫干啥就干啥，移防不
移志，整装再出发！”新组建后，该连
主动承担新装备试训任务，在毫无
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党员骨干带
头攻坚克难，不到一个月就攻克 6个
训练难题。

第75集团军某旅着力弘扬转隶单位的优良传统

交接荣誉锦旗 激励再立新功

本报讯 王森、杨季鑫报道：5月下
旬，火箭军某旅测试装填连传出喜讯：在
最近一期“八项工作评比”中，连队终于
跻身先进行列。指导员程少武深有感触
地说，从刚接手连队时“两眼一抹黑”到
现在抓建有招法，旅里开办的党支部书
记培训班功不可没。

前段时间，该旅机关调研发现，新
编制运行后岗位人员流动加快，党支
部书记成长周期变短，近五分之一的
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履职不满一年，党
建工作能力偏弱、经验匮乏的问题比

较突出。
为此，该旅按照“夯实根基、提升能

力、增加研讨”的思路，组织开办党支部
书记培训班。他们围绕支部议事、换届
选举、召开组织生活会等 8个专题，逐项
挖掘剖析，通过授课辅导、点评交流等方
式，重点解决基层党支部书记理论功底
薄弱、抓建能力不强、过度依赖机关等问
题。为确保培训效果，他们定期组织考
核验收，不合格人员必须“回炉”，做到人
人过关、人人过硬。

笔者在培训班现场看到，参训干部

观摩召开支委会的流程演示，经过现场
互动交流，许多干部心头的疑惑得到解
答。发射六营二连指导员乔志明说：“这
次培训班把实践案例搬进课堂，真正达
到了学以致用的目的。”

与此同时，该旅还注重做好培训
的“下篇文章”，通过建立问题台账，纠
治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顽症痼疾。
他们针对查找出的 5 类 15 项问题，制
订出 20 余条整改措施，进一步规范党
建工作秩序，激发基层党组织创先争
优活力。

火箭军某旅将实践案例搬进党支部书记培训课堂

精准指导培塑党建工作“明白人”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
会议上强调，“要把新时代军事战
略思想立起来，把新时代军事战略
方针立起来，把备战打仗指挥棒立
起来，把抓备战打仗的责任担当立
起来”，为新时代练兵备战和军事
斗争准备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
遵循。
“练兵若难，进军就易；练兵若

易，进军就难。”对战场胜利的角
逐，往往在一支军队的训练阶段就
已经展开。训练和实战如何一体
化，没有标准答案，必须在火热的
练兵场上磨砺摔打，在硝烟中“实
践出真知”。

时下，全军各部队出远海、穿
山谷、上高原、走戈壁，由专业训练
到战术训练，由单元合成到要素集
成，进入了按纲施训的又一个新阶
段。越是向前跋涉，越会遇到难关
险隘。从今天开始，本版开设“破
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
一思”专栏，及时报道一线官兵在
直面矛盾中思考、在解决问题中突
破，聚力胜战再出发的新探索、新
观念、新成果、新气象。

开 栏 的 话

一次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引发了一次关于装备极限性能的思

考。这不仅仅是一次数据的突破，更

是对“参数思想”的破击。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本上的

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但如果只会

一板一眼地按照书本上的理论“循规

蹈矩”，不在实践中突破创新，那么理

论便成了“教条”，甚至可能成为“束

缚”。武器装备说明书上的理论要求、

参数指标亦是如此。

练兵备战必须靠躬身实践。只

有少点“纸上得来”的“肤浅”，多点

真打实备的“躬行”，反复在实战化

训练中摔打锤炼，才能砥砺官兵沙

场亮剑的底气。

绝知“战事”要躬行

备战札记 ■防空营营长 敖日长

6月 6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飞行训练，提升飞行员技战术

水平。 周 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