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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8 月下旬，昆仑山腹地，一场实兵

演练激战正酣：陆地、空中协同立体攻
击、弹炮结合精准毁瘫、信火一体联合
制胜……战火硝烟中，多种全新战法轮
番上演，全方位检验了一支新型作战旅
的整体作战能力，为探索信息化部队的
未来作战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陆军战斗序列中一支新型作战
力量，这支驰骋大漠高原的雄师劲旅秉
持“荣誉、责任、纪律”的旅魂，心无旁骛
练兵备战、一心一意谋战思训，在改革大
潮中经历着脱胎换骨式的浴火重生，见
证着陆军部队从摩托化到机械化、信息
化的伟大跨越。

传承，总有一种基因永不改变

“左前方 1.8 公里，‘敌’地堡，穿甲

弹，发射。”
砺兵昆仑，面对复杂战场环境和强

劲对手，参演官兵以精湛的战斗技能和
顽强的战斗作风，驾驭新型战车一路过
关斩将，将“敌人”逼得无路可退……

担任主攻任务的合成二营装步四
连，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连队。
1951 年 4月，该连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序列入朝参战，奉命扼守夜月山前沿阵
地，3班和一个机炮组共 11人在 365.2高
地担负阻击任务。

战斗中，面对装备精良的美军王牌
部队，3班用手榴弹和机枪顽强阻击、杀
伤敌人。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全班战
士冲出堑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以劣势
兵力坚守 6昼夜，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
战后，3班荣立集体特等功，并被志愿军
总部命名为“夜月山英雄班”。
“在共和国 70 年砥砺奋进的征途

上，我们连经历多次改革转隶，但这种忠
诚可靠、敢打敢拼、舍生忘死的血脉基因
永远没有变。”9月初，站在连队荣誉室，
面对即将退役的战友，二级军士长冯红
民的离别赠言十分动情。

这位有着24年军龄的老兵，曾是“夜
月山英雄班”班长，亲历连队三次装备升
级。“每一次换装都是一次重生。”冯红民
依然记得第一次换装前的兴奋与不舍。

兴奋，是因为盼得久；不舍，是因为
爱得深。他说，相伴 10多年的装备就像
自己的孩子，每一个零件他都了如指掌。

然而，短暂的兴奋过后，是真正的考
验。信息化设备的一个个按钮，对只有
初中学历的冯红民是个巨大障碍。
“作为英雄班的传人，就要有敢啃硬

骨头的勇气！”冯红民通过自学获得中
专、大专、本科学历，向身边战友、工厂师
傅学习声光电知识，不断弥补专业技能
上的不足。
“英雄班的责任激励我不断前行！”

如今，冯红民手握通信、驾驶、侦察等 6
个专业的特级证书，精通 3代 9种主战装
备，是全军优秀教练员。

传承，总有一种基因永不改变。无论
战斗力建设进展到哪一步，那种融入血脉、
浸入灵魂的传统绝不会变。去年，信息化
装备列装刚满一个月，该旅就在实弹射击
中打出全优的好成绩。年内，新装备顺利
完成体系对抗演习，快速形成战斗力。

改革，总有一种动能催人奋进

改革，是一支军队前进发展的力量
之源。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从初期的摩托
化建设大潮，到上世纪 90年代开始的机
械化信息化跨越，再到新时代的军队编
制体制调整，该旅是陆军改革发展的亲
历者和实践者。

8年前，该旅由装甲部队改编为新
型步兵旅。几年间，旅队全面换装新型
坦克、步战车、自行火炮等新一代主战装
备，数字化建设提挡加速。

剑换了，人依旧。如何适应新变革，
实现战斗力新跃升？
“换装首先换脑，不能身子钻进了信

息化装备，脑子还在机械化思维徘徊。”
面对全新的数字化装备，全旅官兵头脑
异常清醒。

从步兵营营长到合成营营长，再到
如今的副旅长，韩文龙有太多的感慨：部
队因转型而重生，聚焦转型抓建谋战就
是他们的主责主业。

装备互联互通，是转型发展的重点
和难点。该旅党委常委分块包干，分系

统研究、分阶段攻关，生产厂家和科研单
位百余名技术人员跟进指导，完成了平
时建制和战时编组两种模式下的网络规
划和系统调试，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大幅
度提升。

针对新的编制体制下，指挥、协同、
保障等方面需要改进的问题，他们充分
发挥合成营支援保障连的作用，探索形
成了“直达式、模块式、集约式、伴随式”
保障模式，部队联合作战、持续作战能力
得到了有效保证。
“合成营编制员额大、作战要素全、

独立决断多，对指挥方式、战斗编组、组
训形式都提出了挑战。”营长范海龙告诉
记者，以前，各级指挥员崇尚以多取胜，
认为火力越猛，战斗力就越强。现在，合
成营凭借强大的信息力、突击力和防护
力，精准计算、自主完成战斗能力进一步
增强，既实现了瘦身，也实现了强能。

记者目击了昆仑山下的一场演习：配
属进攻方的兵种、兵力比以往减少近一
半，但始终做到收放自如、占据主动。旅
政委苏程介绍说，新型合成营已成为集多
种作战要素于一体、具备独立遂行多种作
战任务的全新作战模块，整体战斗力已经
实现质的飞跃。

新生，总有一种勇气换羽高飞

坦克当作火炮打？像这种想都不敢
想的设想，在该旅成了不争的事实。

那年，新装备列装，官兵们刚刚熟悉
基本性能，就将新装备拉到戈壁滩上展
开极限射击实验。初次实射，就将目标
设在最大理论射程上。

经过实战检验，几台主战装备超射
表、超性能、超距离、超大纲打出了满堂
彩，实现了直瞄火器向间瞄火器的转变，
首次探索出了该型装备的极限打法。

前些年，新型信息化装备列装后，该
旅转战到昆仑山腹地，在气压低、海拔
高、含氧量少的严寒条件下，第一时间检
验了新装备的极限效能。

新生，总有一种勇气换羽高飞。练
兵备战，越是重难点、薄弱点，越是战斗
力提升的突破点、增长点。多年来，该旅
把研究突破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难题作为
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突破自我，始终走
在战法创新、装备运用的最前列。

今年 6 月，部队刚上高原，一场联
合战役演习随即打响。由无人机、雷
达、光电、声学等多种力量组成的侦察
分队展开行动，一张张“敌军”兵力部署
和火力配置情报图呈现在各战斗群指
挥终端。进攻展开，陆空联合火力形成
一张火力网，随着一阵阵爆炸声，“敌
军”阵地半数火力点被摧毁，整个过程
不足 10分钟。
“过去指挥员的电台电话，已被今天

的信息网络所取代，无形的信息网络，使
‘嵌入’战场的每一个单兵不再孤单。敌
情获取、方案制订、火力打击……作战各
个环节全部由信息力支撑，强大的信息
力推动了战斗力成倍增长。”旅长朱永黎
介绍说。

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由“钢铁比拼”
到“信息较量”，该旅的成长进步，也正是
新型陆军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从科尔沁大草原到西北戈
壁大漠，从雪域高原到平原丛林，该旅和
陆军各部队一起，在陌生环境和复杂地
域下演练新战法，全面检验部队信息获
取、指挥控制、快速机动、火力打击、整体
防护和综合保障能力，为陆军建设不断
注入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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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4 月，华东军区海军刚
刚成立一周年，人民海军接收的一
艘海防舰被正式命名为长沙号，经
过改装后成为用于近海作战的千吨
级护卫舰。

第二代长沙舰是国产 051型导弹
驱逐舰，1975 年底正式加入人民海
军序列。1980 年，它作为远海训练
编队中的一员，经过 3 个昼夜的航
行，完成了人民海军史上首航太平洋
的任务。

第三代长沙舰现在服役于南部战
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是国产新型导

弹驱逐舰，也被军事爱好者称为航母
编队“带刀护卫”。2017年春节，作
为编队指挥舰，长沙舰第一次走向深
蓝参加演习，开展了实战条件下联合
防空、反恐反海盗和海上防卫作战等
科目训练。

2018 年 4 月 12 日，长沙舰作为
检阅舰参加南海大阅兵，成为举世
瞩目的“明星舰”。阅兵结束后，长
沙舰又马上起航，赴印度尼西亚参
加“科莫多-2018”多国联合军演，
完成了在世界舞台上的“首秀”。

三代长沙舰，吨位越来越大、装
备越来越先进。当年的长沙舰水兵在
甲板上吃饭、靠雨水洗澡，如今的长
沙舰有专门的士兵餐厅、独立的女舰
员生活区，甚至还有自动售卖机等，
舰员的生活条件得到大幅提升。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我们看
到长沙舰在深蓝大洋上犁出一道道
亮丽航迹，交出了一张张合格答
卷，它将承继三代舰艇的光荣传
统，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征
程上不断奋进。 王柯鳗摄

从近岸浅海到深蓝大洋
■王柯鳗 朱雄滔

8 月下旬，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
旅警报声骤响，一场以处置异常空情
为背景的战备等级转换迅疾展开，各
营按照任务分工展开处置，成功猎杀
“来袭之敌”。

走出指挥所，该旅“英雄营”教导
员马晓东感慨：“以往训练，‘英雄营’
习惯了自己解决战斗，如今置身新体
制、换型新装备，很多时候只是配角，
如果与其他单位配合不好，自身能力
再强也很难打胜仗。”
“英雄营”组建于 1958年，十年国

土防空作战中“拖着导弹打游击”，靠

“单挑”先后击落入侵的高空侦察机 5
架。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英雄
营”的作战模式都是“千里走单骑”。
“机械化时代，或许可以千里走单

骑，但在信息化战场，单骑不可能走千
里。”某地导营营长苏伟旗告诉笔者，“信
息化条件下的防空作战，营与营之间协
同配合组网作战正在成为现实，逼着我
们主动改革训练模式、转变训练理念，紧
盯体系制胜不断创新，逐步实现从‘全营
一杆枪’向‘全局一张网’的转型。”

过去，“英雄营”只需盯着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如今要融入体系训练、实
现接力作战，必须完成信息联通、系统铰
链、协同配合，地域通信组网、情报分享、
隐真示假等课目纳入日常训练，训练考
核从考单元向考整体、考“单骑”向考“团
队”转变，官兵训练任务成倍增加。
“组团”作战不仅局限于地导营之

间。去年，“英雄营”参加实兵对抗演
习，主动与其他军兵种部队交流学习，
与航空兵、雷达兵以及电抗部队“背对
背”搞对抗、“面对面”研战法，全面锤
炼部队体系作战能力。 朱姜海摄

从“一杆枪”到“一张网”
■李洪运 高思峰

迎着初升的朝阳，南部战区陆军
某旅一连进行例行巡逻。宽阔的柏油
路面上，崭新的巡逻车轻快地向前疾
驶，昔日崎岖泥泞的巡逻小道早已了
无踪影。

沧海桑田强国梦，转首关山气象
新。在军委和各级的关怀下，边疆军
民填平弹坑，将一条条柏油路、水泥路
延伸向边陲的崇山峻岭。国家重点口
岸和边境重镇，相继建起了高速公路
和高等级公路。

说话间，一栋栋漂亮的楼房跃入
眼帘。入伍已 10多年的上士班长袁

登，指着一个个安宁祥和的边陲村庄
介绍，2002年，东起东兴市竹山村，西
至那坡县弄合村的广西沿边公路全线
贯通。这条长达 720 多公里的柏油
路，让边防官兵巡逻执勤进入“机械
化”——第一批巡逻车列装使用，边防
巡逻执勤开启了“徒步和乘车相结合”
的巡逻执勤方式。

沧海桑田，山河巨变。历时 10余
年，广西边境全线基本实现车行巡逻
路和人行巡逻道贯通硬化，官兵巡逻
全面驶入“快车道”。随着一条条“快
车道”相继建成，广西边关“山不再高，
路不再漫长”，“千里边关一日还”变为
现实。今日南疆，公路、铁路、水路、航
空四通八达，交织成网，成为军民同心
共守、奔向幸福的“康庄大道”。

随着边境公路的大发展，广西边
海防旧貌换新颜，一条无形的路——
“信息高速公路”延伸到雄关古道。
随着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广西边
防执勤哨兵真正实现了“耳聪、目明、
腿快”，“智能边防”“数字边防”已见
端倪。 蒙帝宇摄

从巡逻“快车道”到信息“高速路”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宋邦稳

时间是一种充满魔力的尺度。人

们常因时间而感怀，不仅因为它是忠

实的见证者，更因它是伟大的书写

者。回望新中国成立70年来翻天覆地

的变化，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改革如

同唤醒大地的春雷，正是依靠改革，

中国释放了时间的魔力。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谈

到改革带来的巨变，许多人都能脱口

而出这样的对比：曾经农民进一趟城

要自带粮票，如今在乡下就能过上数

字化生活；曾经只能在等待中奔赴慢

悠悠的旅途，如今乘坐高铁便可当日

往返北京上海；曾经中国人很少走出

国门，如今中国出境人数已多年稳居

世界第一……

数不过来的变化，让人们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赞美，早已与对

改革的期许和赞美融为一体。

中国奇迹一件接着一件，百姓生

活一日胜过一日，很多人感叹：那么

多的不可能是如何变成可能的？这就

关乎对改革的理解。“治世不一道，

便国不法古”。改革是一场革命，是

奔着问题去、奔着梦想去的。通过改

革，可以让一切推动社会发展的活力

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

泉充分涌流。从小岗破冰、深圳试

水，到浦东闯关、雄安启航，改革的

魅力越发彰显——它能汇聚起改变中

国的力量，催生亿万中国人民大踏步

逐梦伟大复兴的激情。

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历史，也是

一部不断改革发展的历史。新中国成

立以来，军队历次重大改革，都为发

展增添了强大动力、注入了新的活

力。进入新时代，习主席亲自领导、

设计和推动改革，开启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新征程，着力解决体制性障碍、

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人民军队

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

貌一新。可以说，正是改革的深入推

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才得以迈出了振

奋人心的“一大步”，呈现出壮丽的

景象。

鲁迅先生说过：“前驱和闯将，大

抵是谁也怕得做。”改革从来都是既有

风光又有风险的，如果缺乏坚定的自

信、坚韧的意志，没有一股“于满是

荆棘的荒野里踏出一条路”的闯劲，

就难以取得新突破、开辟新天地。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

陡。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面临的

“娄山关”“腊子口”还很多，难啃的

“硬骨头”仍不少。是压倒一切困难

还是被困难压倒，是蹄疾步稳拾级而

上还是徘徊彷徨止步不前，不仅检验

我们的初心，也考验我们的担当。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

强国强军梦想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

会轻松抵达。我们坚信，只要将改革

进行到底，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

偏、力度不减，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时间

的魔力一定会释放得更加绚烂多彩。

靠改革释放时间的魔力
■冯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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