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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破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一思

今年以来，某部全面提高对抗

训练的实战化水平，要求官兵把对

抗训练当成战场对决一样组织实

施，广泛开展专业技术对抗、实兵

战术对抗和首长机关对抗，在真打

实练中总结出活思想和好战法。

实践证明，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

水平，必须全面加强对抗训练。近年

来，全军大力开展实战化对抗训练，

无论是基础训练、战术训练，还是实

兵演习，都要求根据实际真打实抗，

推动部队训练由无形的“带着敌情练

兵”向有形的“与强大对手过招”转

变。实战化对抗训练，已经成为牵引

训练质量提升的引擎。比如空军以

“红剑”体系对抗、“金头盔”自由对

抗空战、“金飞镖”突防突击、“蓝

盾”防空反导等比武竞赛为抓手，对

抗强度一年比一年大，火药味一年比

一年浓，展现出新时代实战实训的新

气象。

战场是敌我双方的生死对决，加

强对抗训练是对未来战争的先行检

验。然而，个别部队和指挥员，对实战

化对抗训练重视不够、方法不多，有的

“一厢情愿”，走不出“红必胜蓝必败”

的思维定势；有的想方设法在对抗中

降低难度和强度，训练结果看似喜人，

实则不利于战斗力提升。

把对抗训练当战场对决，必须找

准对手。锋利的刀刃，靠坚硬的石头磨

砺；过硬的素质，靠强大的对手锻造。

提高对抗训练实战化水平，离不开对

手这块坚硬的“磨刀石”。目前，很多单

位都在下大力气提高“蓝军”建设水

平，既追求编制、装备等方面的“形

似”，更追求作战思想、作战方式等方

面的“神似”。只有旗鼓相当的对手，才

能有效激发一支部队的进取精神和练

兵动力。对手持什么样的“盾”，倒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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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队进攻受阻，C队转为主攻分
队，立刻行动！”对讲机里突然传出
的命令，让 C 队指挥员谢举鹏有点
蒙：“糟了，之前让我们负责外围封
控，没做主攻的准备啊！”

盛夏时节，武警广东总队佛山支
队组织的一场反恐作战演练以“山地
捕歼”为战术背景，“暴恐分子”躲
藏在一处窝点。此处借助山势，易守
难攻，“暴恐分子”妄图负隅顽抗。

指挥组起初定下的作战方案是：
B 队正面喊话谈判，吸引“暴恐分
子”注意力，主攻的 A 队从侧面突
入。然而当 A队潜行到“暴恐分子”
的观察死角准备突击时，却误入“暴
恐分子”设置的陷阱。A 队“伤亡”
过半，退出战场。

A队遭遇的意外打乱了原有计划。
主攻分队“出局”，谁来顶替？没想
到，指挥组组长闫庆磊为了给“暴恐
分子”出其不意的致命一击，没有将
主攻任务交给距离较近的 B队，而是
交给了在外围担负封控任务的C队。
“当主攻”可没那么容易。在以往

的演练中，外围封控分队只是“配
角”。相较于主攻分队的装备齐全，谢
举鹏率领的 C队只携带了轻武器和山
地行军使用的攀登装备，许多反恐专
业装备并未携带。这一仗该怎么打？
“装备轻便，就有轻便的打法。不

如来个‘老鹰捉小鸡’，临空突入，打他
们一个措手不及！”官兵决定最大程度利
用手中的攀登装备。他们兵分两路，一
路配合B队佯攻，另一路利用携带的攀
岩索，从山顶索降，垂直打击。

这一招“暴恐分子”或许想不
到，却也是一步险棋：约 10米高的崖
壁，对索降突袭和正面佯攻都提出巨
大考验，稍有异动就会被发现，到时
候索降的特战队员将变成“活靶
子”。“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战
斗！”谢举鹏果断下达命令。

战斗打响，正面的枪声和爆震弹
果然吸引了“暴恐分子”的注意力，
谢举鹏和另外两名队员立即进行索
降。没想到意外再次发生：下士丁浩
艺的攀岩索卡在了离地面还有近两米
的地方。
“不能贻误战机。”丁浩艺不顾

受伤的危险，解开索扣直接跳了下
去……一阵枪响过后，“暴恐分子”

悉数被歼灭。
复盘总结会上，一波三折的演练

过程，引起官兵思考：战场时刻在变
化，临时转变角色担负其他任务，有
没有能力成功处置？
“当主攻分队失败，谁来接力上

阵？”闫庆磊道出了当时的考虑：B队虽
然距离最近，但已经在正面和“暴恐分

子”有所接触，如有异动，势必引起
“暴恐分子”警觉。C队虽然起初没有
被赋予主攻的任务，却是一支奇兵。
“战场上没有绝对的主攻手。”支

队长陈升泽也亮明自己的观点：临阵
点兵，考验着全支队官兵的应急处置
能力，只有人人具备当主攻手的实
力，才能在实战中摘下胜利果实。

据介绍，下一步，该支队将最大
程度发挥“蓝军”主动性，不搞预演
预案，设置复杂条件考验官兵应变能
力。谢举鹏带领的 C队将扮演“暴恐
分子”，而在演练中吃了苦头的“老
对手”将成为红方主攻手。

上图：反劫机演练。

唐凌云摄

反恐作战演练陡生变数，主攻分队意外“出局”，武警广东总队佛山支队官兵
接受战场应变能力考验——

外围分队受领主攻任务之后……
■易 昶 朱金伟 本报特约记者 黎晓辉

本报讯 臧朔阳、方祥森报道：
“脚踝扭伤，咬牙完成防护越障”“刚刚
转岗，超负荷练好新专业”……在今年
陆军组织的一项专业比武竞赛中，东部
战区陆军某旅代表队取得团体第一的好
成绩。7月初，该旅深挖此次比武竞赛
中的感人故事，请先进典型登台讲述精
武故事，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任务一线蕴藏着鲜活的教育资

源，官兵身边精武标兵的典型事迹感染
力更强。”该旅领导介绍，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他们坚持结合任务进程，收集
整理官兵参加大项任务时的鲜活素材，
建立典型事迹教育资源库，使教育内容
紧贴使命任务、聚焦中心工作。在演训
任务一线，他们还积极开展“沙场当先
锋、比武做英雄”活动，鼓励官兵“站

出来”做典型、“冲上前”当标兵，激
发大家的练兵备战热情。

前不久，上级工作组到该旅野外演
训场检查指导，指出他们训练中存在指
挥员紧急处突能力不足、敌情观念不
强、战场勤务要素不规范等问题。他们
随即结合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将训练
问题摆上讨论辨析课堂，引导官兵自觉
对表检视，深挖细查身边的和平积弊，
不断强化官兵实战意识。

在7月上旬组织的强军故事会中，支
援营营长刘远方和三营营长陈树波互为对
手、互相帮助，在比武中双双斩获佳绩的
故事让官兵备受鼓舞。会后，某连战士刘
爽说：“两位营长敢打敢拼、永不服输的
精神让我深受鼓舞，我要以他们为榜样，
练强打仗本领。”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紧贴练兵备战开展主题教育

比武竞赛故事成为鲜活教材

本报讯 王诗敏、记者邵龙飞报道：
“对照建设高水平军事科研机构的标准，
还存在哪些差距？原因是什么？应当如
何解决？”盛夏时节，军事科学院组织师
以上领导干部理论集训，参训人员围绕
发展建设中遇到的突出矛盾、科研攻关
中的棘手问题展开讨论。

新调整组建后，军事科学院在综合实
力、创新能力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科研工作中内在潜力融合不够、科研力量
不集中、科研任务碎片化，科研工作的效
能没有充分释放；中青年骨干缺乏、高层
次人才断档的问题较为普遍……面对调
整改革带来的挑战，该院党委在集训中

坚持问题导向，将梳理出的建设难题分
解成一系列调研课题，列入领导干部个
人学习计划；每名参训人员确定一至两
个重点课题，采取深入一线搞调研、集智
攻关寻对策等方式，力争实现“学习一个
专题、解决一个难题、推动一项工作”的
集训目标。

学习更深入，解难更彻底。该院某
研究院领导告诉记者，针对此次集训中
提出的“科研工作对战斗力的贡献率不
高”问题，研究院党委将加大科研干部赴
作战部队交流代职力度。他们计划组织
科研人员深入一线蹲连住班、当兵锻炼，
切实了解部队所需、官兵所盼，确保后续
科研方向紧跟部队发展趋势，紧贴战斗
力建设需要。

据悉，此次集训中，该院共梳理出
“立足现有条件加强自主创新”“完善科
研人员奖励机制”等 43项合理化建议，
为破解单位在新旧体制转换期、职能任
务调整期、工作运行磨合期遇到的矛盾
问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借鉴。

军事科学院领导干部理论集训突出问题导向

集智攻关，释放科研工作效能

本报讯 肖承槟、特约记者黄宗兴
报道：军马饲养员吴广熟练操作无人机
进行监视侦察，仓库保管员袁野驾驶某
型巡逻车顺利通过复杂路段……7 月
初，新疆昌吉军分区组织军事训练考
核，一批“边防通”“多岗通”骨干大
显身手。

该军分区机关在前期调研时发现，
所属部队相继列装新装备，戍边守防信
息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程度更高。但
是，部分指挥员不懂边防指挥、缺乏新
装备训练和使用骨干等问题制约着部队
战斗力建设。

该军分区紧盯边防急需，在摸清人
员、装备底数后，成立人才建设领导小
组，论证出台《军分区部队军事人才培
养方案》《“边防通”“多岗通”人才培
养细则》。他们鼓励官兵参加职业技能培
训、邀请军队院校专家教授到部队授
课，着力培养边防建设紧缺的指挥管
理、信息网络、装备技术、驾驶及维修

等专业人才。
针对边防小兵种专业缺少技术骨干

的难题，该军分区在选送骨干培训的基
础上，邀请友邻单位的工兵、雷达、炮
兵等专业训练尖子前来指导，探索出一
套“分组研讨、结对帮带、集中合练、
对抗考核”的训练模式。

在乌拉斯台边防连训练场，通信
技师、上士杨秦挥汗如雨。随着指挥
员下达口令，他运用某新型通联设备
与上级联络，继而根据“战场”态势
变化，接连担任步枪手、某型机枪射
手等多种角色。杨秦说，通过几个月
的岗位互换、多岗锻炼活动，他和战
友练就了一专多能本领，戍边守防能
力明显提升。

据悉，近年来，该军分区先后有
186名官兵取得两项以上边防专业领域
职业技能鉴定证书，多名官兵在国际军
事比赛和陆军、新疆军区组织的军事比
武中摘金夺银。

新疆昌吉军分区紧盯边防急需培养骨干

“边防通”“多岗通”人才加速成长

7月8日，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进攻战斗演练，对战斗编组、火力打击、战

术运用等课目进行实战检验。 李忠元摄

“承认意外会发生，通过备份的

做法来直接应对，不仅能避免损失，

甚至能带来收益。”这是学者塔勒布

针对如何规避风险、应对突发事件提

出的一个新概念：反脆弱。“脆弱”

是指因为波动和不确定而承受损失，

而“反脆弱”则是让自己避免这些损

失，甚至因此获益。经济领域衍生的

新思考同样值得我们借鉴：演练中面

对“意外”时如何规避风险，甚至将

风险转化为有利条件？

面对“意外”，传统的做法是靠预

测来避免损失。例如，我们在作战之

前都会构建预案来规避战场的风险。

但“意外”总是会发生，就拿这一次对

抗演练来说，不可预知的“意外”让主

攻分队“出局”，本在外围担负封控任

务的分队却通过应急处置，成功化解

风险。不得不说，战场应急处置是指

挥员必备的一项打仗本领。

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意外”

其实都在情理之中。过去评价一场演

练搞得好不好，往往是看“折子戏”演得

是不是严丝合缝，这恰恰是实战化训练

的大忌。再强大的军队也无法设计出

“完美”的战争剧本，根据战况灵活应对

才是最好的预案。训练场上处置的“意

外”越多，我们在未来战场上应对“意

外”时的处置能力才越强。

“意外”其实都在情理之中

■支队长 陈升泽备战札记

己打造能有效出击的“矛”。

把对抗训练当战场对决，比单纯

追求输赢更重要的是强化问题意识。

“宁可输于操场，决不败于战场。”在

比武、演习中，找准问题比赢得胜利

更宝贵，汲取教训比取得名次更重

要。各单位在对抗训练中，应自觉做

到“重实效不重形式、重检讨不重输

赢”，让官兵甩掉“想赢怕输、担心出

丑”的思想包袱，全身心扑在学打仗、

练打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