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感言 ■扶 满

信息化战争是系统对系统、体系

与体系的对抗。这种体系，由无数节

点有机联结聚合成网，每名官兵都是

这张大网上的节点，每个岗位都是战

斗力生成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任何一

个节点或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

“作战链条”效能的发挥。

对于合成营而言，更是如此。如

果官兵抱着“我们营那么多人、那么多

专业、那么多装备，不缺我一个”的思

想，那就大错特错！可别忘了“合抱之

木，生于毫末”，更要警惕“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我们常说要攥指成拳，试

想，若是某个指头不给力，指头和指头

之间贴得不紧、松懈无力，还能握成力

道和准头兼备的铁拳吗？

鲁迅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

人们，都和我有关。”记者在第71集团

军某旅采访时，深深感到这种“和我有

关”、主动把自己摆进去的使命感，已

经化为该旅官兵练兵备战的自觉行

动。强军征程，功成有我，只要每名官

兵不断提升全局意识、整体观念，努力

把自身这颗“螺丝钉”紧紧铆在“作战

链条”上，一门心思为训练献计献策，部

队战斗力建设一定会取得长足进步。

拧紧每根“作战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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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心语：我想攻克的永远是

“下一关”，我要打赢的永远是“下一

仗”！ ——刘 茂

他扮演蓝军“下绊子”，出手不留余
地——初冬，一场高原实兵演练拉开帷
幕，红军未闻硝烟，通信装备便已失聪
失明……
“原来是他从中作梗！”红军指挥员

又气又急，连连感叹“冤家路窄”。
这个令对手生畏的“冤家”，就是西

藏军区某旅一级军士长刘茂。入伍 26
年来，刘茂一直战斗在电子对抗的无形
战场，亲历着电子对抗兵种的发展进
步，追赶着信息制胜的脚步。

1993年，刘茂初入军营，来到原成
都军区某电子对抗团。开训那天，团领
导这样介绍部队担负的任务：“别看咱

一不驾机、二不弄炮，可是没了咱，高科
技战争还真就玩不转！”

刘茂一听来了劲儿：“没想到自己
这么幸运，当兵就学高技术！”

由于脑子活、爱琢磨，在该团服役
期间，刘茂多次被外派学习新知识。一
次到某军校深造，别人报到后都忙着熟
悉校园，他却首先打听模拟训练机房在
哪儿；毕业那天，战友忙着外出购买纪
念品，他却扎进图书馆把没看完的专业
书籍上的重点内容摘抄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茂逐渐成长为
“专业大拿”，并因专业精湛被调入西藏
军区某旅，成了演训场上令对手头疼的
“眼中钉”。这些年，只要碰到大项任务，
刘茂总是主动请缨：“打一仗进一步，要
练就实战本领，步子就要赶一赶！”

一次，该旅同兄弟部队开展对抗演

练。刘茂没有给他们留情面——3场较
量，对手皆负。硝烟散尽，对方指挥员连
连追问这名老兵是谁？刘茂亮出那句“口
头禅”：“胜我过关，别问来路。”

战场上“凶狠”，源自训练中“疯
魔”。今年初，一次实装训练突遇大雪。
见状，几名战士提出避避风雪，可担任教
练员的刘茂却眉毛一挑：“就算雪把装备
埋了，训练也不能停！”

刘茂对战友严厉，对自己更苛刻。
刘茂曾经带过的徒弟、如今已经走上团
职领导岗位的鄢利刚回忆说，老刘要是

两天不写点与电子对抗有关的文字，心
里就发慌；三天不与心爱的装备打交
道，浑身便发痒……

无形战场砺剑二十余载，刘茂依旧
在奔跑。面对信息化装备的高速发展
和军队体制编制调整，刘茂说：“我想攻
克的永远是‘下一关’，我要打赢的永远
是‘下一仗’！”

上图：刘茂在训练中。杜启成摄

在电子对抗的无形战场，西藏军区某旅一级军士长刘茂每次

击败对手，都会亮出那句“口头禅”——

“胜我过关，别问来路”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通讯员 秦 萌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

“除了钻研本职岗位的修理专业，
他对工兵排雷、障碍爆破等课目也用心
琢磨，还喜欢捣鼓榴弹发射器、狙击步
枪等武器装备……”初冬时节，记者到
第 71集团军某旅采访，了解到这样一
位“精力旺盛”的士官长。
“他叫李俊国，是合成四营装备抢

修排的一名士官长。”旅领导告诉记者，
自 2017年由坦克连炮长转岗到修理专
业以来，李俊国没有因不在主战岗位而
对训练有所放松，而是在练好本专业本
领的同时，积极钻研其他专业技能。

类似李俊国这样的训练积极分子，
在该旅并不鲜见。寒风凛冽，战车轰
鸣，在某野外驻训点，合成三营营长柴
泉正带领官兵紧前展开专业补差训
练。“过去部队有句顺口溜，‘上有旅团
下有连，营在中间好清闲’；如今这句话
得这样说，‘旅团连队两头连，营在中间
当中坚’。”谈及合成营组建后带来的新
变化，柴泉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几十个专业、近百个不同岗位、数十种
武器装备，合成营就像一台结构精密的
机器，任何一名官兵都置身其间发挥着
重要作用，谁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对此，该营“王杰班”的战士深有体
会。两年前，“王杰班”由工兵班调整为
装甲步兵班，面对从未接触过的“铁疙
瘩”，他们咬着牙从山脚开始攀登——

那段时间，人人为训练支招、个个为
转型助力：排长找到军校教员，要来电子
版教材；班长带头钻进战车，对着教材找
线路、认配件、学原理；驾驶员徐彬利用
现有器材，加班加点改造出一套模拟训
练装置……3个月后，该旅组织新装备
首次实弹射击考核，“王杰班”一鸣惊人，
在数十个建制班中一举夺魁。

然而，正当大家对专业训练进展顺

利感到欣喜时，一次面对新情况的不知
所措，让“王杰班”以及合成三营官兵意
识到：练出一根根“铁手指”，握紧不一
定是“铁拳头”；缺乏合成训练思维，仅
抓好单兵专业训练，还是会栽跟头。

去年 6月，该营首次展开作战指挥
编组作业时，新编配的士官参谋感到有
些不知所措，尴尬地成了“局外人”。原
来，在过去的军官编组中，并无士官参
谋这一战位。于是他们不得不重新拟
制训练计划。不久后的一次演练中，当
该营所属连队铆足劲向一处高地发起
冲击时，又因缺乏训练磨合败下阵来。
“合成，合成，没有训练的‘合’哪

来作战的‘成’？”接连“败走麦城”的经
历让柴泉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还按
照以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
上霜”的方式训练，合成营的“车马炮”
就永远是单打独斗，“一盘棋”就难以
真正盘活。

打破隔阂方能攥指成拳。为此，他
们汲取演练“败北”的教训，一改以往“就

兵练兵、就炮练炮”的训练模式，让每名
官兵、每个战位之间在充分磨合中加速
融合，以期产生更大聚合效能。一方面，
他们按照战斗进程，把攻防、机动、勤务、
保障等多个行动“合”在一起训练；另一
方面，他们在陌生地域设置复杂多变的
战场特情，组织高强度跨昼夜综合演练，
锤炼合成营整体作战能力。

今年 8月，合成三营前往皖东某地
参加实战化演练。战斗开始前，柴泉率
领各连连长、营部参谋结合侦察到的蓝
军防御部署，对着沙盘反复研究作战和
支援方案。“当时，我们对着一个个‘袖
珍山头’认真分析，哪个地方需要多少
兵力和火力，由哪位连长主导攻击，大
家打开思路、各抒己见。”柴泉回忆，最
终，由于筹划充分，营里各个作战模块
在火力突击中形成了合力，本来担负左
翼牵制任务的三营，硬是率先直插“敌”
纵深阵地，把助攻打成了主攻。

这仗打得过瘾！眼瞅着合成营初
步实现由“编制合成”到“能力合成”的

升级转型，该旅不少官兵喜上眉梢。然
而成绩有目共睹，问题更需直面应对。
这段时间，一份份关于提升合成营作战
能力的训练建议和研究论文摆在该旅
领导的案头：如何让合成营与友邻部队
的陆航、防空等兵种展开联合训练；如
何进一步提升官兵的信息化素养以及
指挥员的联合作战思维……

眼下，尽管临近年终岁尾，但刚从
野外归营的该旅官兵并没有停下来“歇
歇脚”，而是立即投入专业复训中。记
者置身该旅训练场，铁甲轰鸣，硝烟依
旧，到处都是官兵忙碌的身影。
“探索基层战斗力生成和运用特点

规律，提高基层建设质量和用兵效能。”
采访结束之际，合成一营教导员高翎飞
告诉记者，对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提出的要求，尽管当前合成营的战斗力
建设还有不小差距，但他们在胜战之路
上的追求永不停歇……

上图：该旅合成营组织山地进攻演

练。 王 磊摄

一个合成营包含几十个专业、近百个不同岗位、数十种武器装备，如何产生聚合
效能？这是一道时代考题。请看记者追踪第 71集团军某旅“解题思路”的报道——

攥指成拳，合成营没有“局外人”
■本报记者 扶 满 郭 萌 特约通讯员 靖 周

强军论坛

爱国，是每个人心中最亲切、最神

圣、最庄严的字眼。《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纲要》中提出：爱国主义是中

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

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革命军

人而言，爱国就意味着勇敢扛起强军

重任，时刻准备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

家利益。

军人生来为报国。从汉代霍去病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豪迈，到南宋

陆游“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鬂向人无再

青”的凛然；从明代戚继光“封侯非我

意，但愿海波平”的博大胸怀，到清代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

趋之”的无怨无悔，这些都体现着华夏

儿女精忠报国、以身许国的高尚情

操。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基因，已经深深融入中华

儿女的血脉和灵魂，支撑起坚强不屈

的民族脊梁，汇聚起推动民族进步和

社会发展的磅礴力量。

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继承和弘

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建

立了不朽功勋。一代代革命军人在党

的旗帜指引下，怀着爱国报国的壮志

豪情，在生死考验面前视死如归、冲锋

陷阵，在艰苦恶劣环境中扎根奉献、戍

边卫国，在练兵备战一线摸爬滚打、刻

苦磨炼，在抢险救灾行动中挺身而出、

负重逆行。人民军队一路披荆斩棘，

付出巨大牺牲，取得辉煌胜利，赢得了

人民的衷心爱戴。

军人当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效命疆

场为荣。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场上，官

兵前仆后继、血洒边关。一位离休的老

将军在听到儿子阵亡的消息后，愣在那

里好半天，回过神来含泪问的第一句话

是：“子弹是从前边打进去的还是从后

边打进去的？”当他听说子弹全是迎着

儿子年轻的胸膛打进去的时候，老将军

落泪了，嘴唇颤抖着连声说：“好样的！

这才是我的儿子！这才是祖国的好战

士！”这种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报国奉

献为最高荣誉、奋勇杀敌为最高使命的

英雄气概，就是军人报国应有的境界。

报国重在爱岗尽责。教育家苏步

青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

者，用不着等待什么特殊机会，他完全

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表现自己对祖国

的热爱。”对军人而言, 岗位就是战

位、执勤就是战斗、出航就是出征、升

空就是作战，必须时刻听从祖国召

唤。“战斗英雄”张富清、“排雷英雄战

士”杜富国、“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

超，用感天动地的英雄壮举，立起了忠

诚报国的精神丰碑。

报国必须向战而行。作为新时代

革命军人，报国的志向在打赢、最好的

归宿在战场。我们必须坚定“责任重

于泰山、任务高于一切、打赢就是底

线”的价值追求，强化“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战斗精神，升华“除了战争别

无所虑、除了胜利别无所求”的情怀境

界，把一切工作的“准心”对正备战打

仗的“靶心”，在复杂条件下练兵备战，

在实训实考中摔打锤炼，全面提升新

时代打赢能力，切实以能打仗、打胜仗

的实际行动，回答好习主席的胜战之

问、价值叩问、本领拷问。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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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文、特约通讯员贺小龙
报道：锤炼战驾本领，锻造运输尖兵。11
月下旬，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瞄准实战组
织汽车运输专业比武。据悉，这是该中
心成立以来首次组织汽车运输专业群众
性比武竞赛活动。

比武中，他们着眼未来战场要求制
订比武方案，聘请院校专家和军兵种部
队专业干部担任评委，确保评比科学严
谨、公平公正。比武全程紧贴作战流程，
着眼实战化保障需求，区分“个人竞技”
“团体竞赛”2个类别，设置理论考核、车
辆维修、途中防卫、铁路输送和车辆装卸
载等10余个课目。
“车队行进前方，出现小股‘敌人’持

轻武器进行袭扰。”导调组结合实战化练
兵需要给出“敌情”。“车队迅速成疏散队
形停放，人员下车，依托车辆就地警戒。”

接到车队指挥员的命令后，全副武装的
驾驶员迅速下车，交替掩护，采取跃进、
匍匐等战术动作，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用
携带的轻武器进行防守反击。“敌人”被
击溃后，班组人员快速收拢，检查装备物
资，驾车驶离战场。该中心机关运输投
送处处长黄晓军说：“此次比武竞赛，我
们紧扣大纲要求，实地锻炼驾驶员战场
自救互救、单兵技能和联合投送装卸载
能力，多维度、全方位检验汽车运输专业
练兵成效。”

自组建以来，该中心党委高度重视
驾驶员队伍建设，严格按新大纲施训，创
新组训方式，抓好新驾驶员培训和在职
驾驶员复训，健全“考核发证、持证上岗、
无证淘汰”机制，全方位锤炼驾驶员战技
水平，从难从严磨砺汽车运输专业官兵
的支援保障硬功。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瞄准实战锤炼驾驶员战技水平

战场特情贯穿专业比武全程

11月25日，新疆军区某团将官兵拉至野外生疏地域，开展20公里高强度

战斗体能训练。 李仁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