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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过，真正的练兵场是在敌

人面前。然而，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里，

我们应该去何处寻觅这样的练兵场？

从摩托化到机械化再到信息化，

这些年来，“准战场”的脸一直在变，

我军部队的训练方式也跟着在不断

改变。构设融声、光、电磁为一体的

多维战场空间，加大战场仿真、导调

监控、对抗交战等系统的建设……无

论是物力还是人力，相关部门投入的

并不算少。

然而，就像上文中提到的那样，个

别基层官兵对于越来越逼真的“准战

场”，似乎总是难以认真起来，导致实

战化训练效果大打折扣。

冷战结束后，美国无疑是参与战

争最多的国家。就是这样一支不断经

过战争洗礼的军队，却始终保持着异

常强烈的危机感。在美军中就流行这

样一种观念：美军没有“和平时期”，有

的只是“战争时期”和“准备战争时

期”。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军人，头脑

中消除“和平时期”的概念。

由此可见，真正先进的实战化训

练理念，绝不会把“实战化”仅仅停留

在嘴巴上，而是把战场思维渗透到平

时训练中的点点滴滴。

我军一些部队在实战化训练水平

提升道路上的最大阻碍，不是硬件上

的落后，而是思维上的缺失。三夺“金

头盔”的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蒋佳冀，

谈到自己第一次夺得“金头盔”时说，

当时飞的战机在同代机型中并不是最

先进的，但是在别人还不知道如何使

用“电子干扰”技术的情况下，他们就

已经用上了，并取得了胜利。在日后

的训练中，他们也非常重视“电子干

扰”这项技术的运用。

不难看出，蒋佳冀的成功并不源

于武器装备的先进，而是巧妙运用了

战场环境。“电子干扰”技术并非高精

尖的技术，但是只要运用得当，就可能

成为制胜战场的重要因素。反观有的

部队，穿着新鞋走老路，战斗力建设自

然陷于低层次徘徊。

那么，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里，我们

应该去何处寻觅这样的练兵场？

答案其实已经十分明了，就是在

每一名官兵的头脑里。

“一定要发自内心地确定，你的每

一次训练都是在打仗！”我军训练场

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指挥员对官兵

说出类似的话语。话语之间，暗含着

训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训练为打

仗，打赢靠训练。只有把训练当成打

仗，上了战场才能多一份胜算。

在距离打仗最近的位置上，“把训

练场当战场”应当成为我军官兵的一

种习惯，更是一种自觉行动。

把“准战场”建在官兵的头脑里
■汪占军

台下一片欢呼，领奖台上，手捧奖牌
的二级军士长张新昌神情凝重。

在刚刚结束的装备维修技能比武
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张新昌带领小分
队以 33分 34秒的成绩夺魁，刷新了多年
未变化的纪录。

原本应该欢呼雀跃，可此时此刻，
张新昌脑海里却闪现着另一个训练数
据：24 分 55 秒。这是他们在训练中取
得的最好成绩，比这次比武要快 8 分
39秒。
“比武夺了冠，却比平时训练最好成

绩差了这么多，是该高兴还是该反思？”
旅里复盘会，张新昌把问题摆到了桌面
上，带着大家回顾比武场上意料之外的
3个瞬间——

首先是在比武过程中的转场阶

段。进场整队后，考核员临时宣布：分
队成员身上背的枪必须在计时后才能
摘下。按照实战要求，装备抢修分队
只有在作业时才可以摘枪，此时由对
应的炮班担负警戒任务。之前训练
中，大家都习惯了先把枪摘下来再开
始抢修，所以这个规定，让他们多用了
10多秒钟。

然后是在发动机拆装过程中。考核
员手拿游标卡尺检查了拆装后每一个档
位行程等数值，其中一个档位行程测量
值，只比最低数值下限多了一点，险些造
成失误扣分。

最后一个瞬间，发生在比武临近尾
声时。当时，分队队员们体力已经透
支。上士高峰拧紧最后一个螺丝的最后

一扣时，考核员突然下达了战场撤收命
令，要求将所有维修工具摆放原位，并快
速撤离。这一命令让大家慌了神，因为
分队很少练习撤收。熟悉撤收流程的，
只有张新昌一人。
“一次次耽误时间，累积起来最终

慢了 8分 39 秒。”张新昌的话语犹如一
盆冷水，浇在了分队每名成员的头

上。虽然没有影响比武的最后排名，
但与平时的最好成绩相比，他们已经
慢了很多。
“此次夺得冠军，只能说明比其它参

赛队我们发挥得要好一些，并不表示战
场上我们是合格的。”张新昌一语指出问
题要害。

队员们纷纷反思，还是平时训练没

有按实战要求组织，所以才会在比武中
准备不足延误了抢修速度。

随着反思不断深入，大家认识到：平
时训练与比武竞赛中的差距，不仅是操
场与赛场的差距，更反映了操场与战场
的距离。从某种程度上讲，找准这 8分
39秒的差距所在，可能比夺得冠军更有
用、更重要！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在激烈的复盘
讨论中找准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让一
个练兵备战课题浮出水面——

如今，我们从操场到战场的距离有
多远？

“8分 39秒，我们究竟慢在哪里？”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临机课目永远是战

场上的必考课目

——推进实战化训

练，应尽可能多一些“意

料之外”

拿了冠军，还要做检讨！
张新昌的举动在全旅上下引发了

强烈反响。旅领导把张新昌和参赛队
员反思的问题挂到了旅内部网络平台
上。两张问题清单上，他们列出了 3大
类 20多条问题——

平时的训练条件与比武条件的设置
有一定差距，参赛队员有一些不适应；

平时专业训练中，存在重技能轻敌
情的现象，与实战要求仍有差距；

年轻队员缺少比武和临战经验，存
在紧张和应变能力弱的问题……

采访参赛队员时，他们提得最多的
两个词就是“紧张”和“意料之外”。细细
品味这两个词，发人深思：比武场上的意
料之外，源于平时训练中的意料之中！
“信息化战场瞬息万变，一分钟的判

断延误就可能影响甚至决定战斗最终的
走向。我们只有在今天的训练中尽可能
地设置意料之外的内容，才能在明天的
战场上收获更多的意料之中。”旅议训会
上，旅领导的一番话引发了官兵共鸣。

日常训练中，不少官兵习惯到了训
练场就把枪摘下来放到一边。他们未曾
想过，在战场上对手可能在任何意想不
到的时间出现，这些不经意的习惯会使
官兵在实战中陷入被动境地。

装备抢修中，不少官兵的关注点仅限
于如何更好更快地把装备修好。殊不知，
在维修过程中的隐蔽伪装，以及维修结束
后的撤收撤离等训练，同样十分重要。
“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两者暗

含着战场上胜败与否的辩证法。对此，
某防空旅高炮营营长石行玉感触颇深。

去年实弹战术考核，石行玉带领全
营参加，首轮射击就命中拖靶，受到了上
级表扬。

面对成绩，石行玉心里却惴惴不
安：平时训练时，靶机通常只从一个方
向飞来，他们在射击时只需要注意自己
面前 45度角的射击扇面，这次考核也不
例外。
“战场上，敌人会从哪个方向飞来？”

考核成绩虽然不错，但这个问题却让石
行玉和全营官兵警醒：如果面对强电磁
干扰，防空阵地是否还能有效应对？若
身处战场，官兵能否沉着快速应对意料
之外的敌情……

拉直问号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可能
地多组织一些意料之外的快反训练。为
此，该旅充分利用基地化演习、陆空实兵
对抗演习等机会，立足复杂条件设置战
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种临机课目，逼着官
兵在难局、危局、险局中求突破。

如今，北部战区陆军各部队越来越
重视临机课目的设置，各类比武考核都
尽可能出其不意地设置难险课目，让参
考和参训的官兵经常遭遇“意想不到”。
“卫星过顶、炮火封锁、毒气侵袭……”

某旅副参谋长乔飞清晰记得，几年前，当
这些课目第一次出现在跨区机动演习
中，仓促应战的该旅官兵还只能简单地
搭设伪装网、拉大行军间隔、穿戴防毒面
具。而如今，随着大家敌情意识的提高
和处置意外情况手段的增多，官兵们对
这些课目的处置方式更加合理多样。
“两军交锋，一方企图夜袭，打算打

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而另一方则提前做
好埋伏，借着夜色，将前来偷袭的敌人一
网打尽。这是战争片里经常可以看到的
桥段。”乔副参谋长神情严肃地说：“当我
们想着出奇制胜的时候，往往敌人也抱
有相同的想法。”

都想出奇制胜，那谁能赢得最后的
胜利？

对此，乔飞和官兵们的看法一致：当
己方保守的训练方式，遇上了敌方出其
不意的战法时，此消彼长，答案不言而
喻。所以，古往今来的战争，无不阐释着
一个道理——临机课目永远是战场上的
必考课目。
“临机课目的处置慌乱，实则暴露出

平时训练条件和标准设置与实战贴得不
紧。”随着讨论不断深入，另一个问题渐
渐浮出水面：演训环境的构设是否贴近
实战的要求？

演习的关键在于如

何“演”

——这里的“演”不

是表演，而是要真正进入

战斗的角色

“双冠王”竟然两遭“滑铁卢”！
这段经历，让某旅侦察班长、四级军

士长凌乐对战场环境有了深刻理解：“平
时训练不同于演习，演习又不同于打仗，
这中间的差别着实不小。”

前年实弹射击中的一幕让凌乐刻骨
铭心——

目标由过去白灰喷绘的圆形靶标，
改成了等比例大小的运动坦克。在被火
炮覆盖后，对手还可能向山背逃窜，留给
侦察兵的时间极其有限。

逼真的战场环境让凌乐感到有些紧
张，在装备操作上频频失误，最终成绩很
不理想。返回营区后，凌乐认真反思总

结，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努力提升自身短
板，想在来年的实弹射击中打出好成绩。

谁知，第二年的演习场地换成了濒
海条件。大海上，舰船开进的速度要大
于以往陆上目标的前进速度。海滩上没
有高地，凌乐只能将观察所开设在海滩
隐蔽位置，观察视角和距离都受限，通过
原有方式很难完成侦察任务。

这一次，凌乐的演习成绩依旧不
理想。

怎么办？“适应！”凌乐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出的关键词，不经意间透露出训练
的真谛：即使瞬息万变，也要在最短的时
间里找到适应的方法，练就克敌制胜的
手段。

像凌乐一样，受环境影响，导致演习
考核成绩不理想的官兵还有不少。这恰
恰说明，官兵对于战场环境的适应程度
还不够。
“演习的关键在于如何‘演’，这里的

‘演’不是表演，而是要真正进入战斗
的角色。”旅党委议训会上，大家围绕战
场环境展开讨论。
“与真正的战场相比，演习一定会有

失真的地方。打破以往演练地域固定和
战场环境单一的惯例，从营造逼真实战
氛围、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入手，着力打造
对抗演兵‘准战场’，是每一场演习都应
当竭力去做的。”会上，大家达成了共识。
“关键在于官兵是否真正‘入戏’。”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个问题：现在的演习
中，战场环境构设得越来越逼真了，但还

是有不少官兵在演习中“出戏”。
“出戏”的原因在哪？一位多次参加

演习的老兵说：“物资装载、向交战地域
机动……很多演习的流程比较固定，甚
至有时候对手会从什么方向打过来都大
同小异。这样的固定套路，即使战场环
境再逼真，也达不到实战的效果。”

某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参与过重
大演训任务的官兵里，69%的人认为战
争还很遥远，演训更像是完成一次任务，
而不是打仗。

同样的问卷调查，却在另一个部队
中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该部参加过
海外维和任务的官兵中，几乎所有人都
认为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谁也不知道，这五六公里的路程

会遭遇什么。极端势力在路旁埋设炸
弹，遭遇火箭弹袭击的事件时有发生，
我们谁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是该部
排长管泰然在维和期间的日记里写下
的一段话。
“置身这样的战场环境，怎能不专注

于练兵备战？”曾经两赴马里维和的四级
军士长韩立建至今保留着一个习惯：军
装上衣的口袋里总是放着一封请战书。

当猛烈的炮火在耳畔轰鸣，当身着
异国军装的人在身边走动，官兵们舍身
和为国的勇气和上阵杀敌的血性仿佛在
一瞬间被激发出来了——这大概是真正
的战场带给军人独有的刺激。

如何让官兵真正“入戏”？许多部队
都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无形的焦点——战
场思维。

夺冠从来不是练兵

备战之路的终点

——缩短操场到战场

的距离，必须把“战”的思

维渗透到“练”的方方面面

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同样的原因“摔
倒”了两次！某旅排长杨志伟的经历令
人深思。

3年前，该旅组织班协同考核。在
前面的课目中，杨志伟以近乎满分的成
绩完成考核。

进行到通过炮火封锁区这一课目
时，由于场地泥泞、驾驶难度大，受领任
务后，虽然计算出每次通过封锁区的火
炮为两门，但为了保险起见，杨志伟还是
习惯性地一次只让一门火炮通过。这
样，即使单课目成绩不理想，但总成绩还
是可以排在前面。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考核成绩最终
竟然被判定为不及格。导调员的一句
话，令不明原由的杨志伟恍然大悟：“你
的做法虽然保证了自身的火炮安全，却
占用了后续梯队的通过时间，迟滞了整
个作战行动！”

没承想，2年后，杨志伟竟然在同一
个地方栽了跟头。同样的课目，同样的
考题，杨志伟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本着
实战的原则，组织两门火炮开足马力，利
用炮火间隙全速通过。

然而，他又一次被判定为不及格。追
着考核员反复询问，他才找到原因——原
来是旅里根据装备的实际性能更新了作战
数据，现有的火炮在泥泞路段上达不到教
科书中的最大速度。按照实际条件，一次
通过两门火炮会被敌方的下一轮炮火覆
盖。因此，只能选择一次通过一门火炮。

摔了个跟头，捡了个明白。两次失
利的经历让杨志伟明白：实战化的标准
一直在变，唯有用战场思维武装头脑，才
能跟得上战场之变。
“夺冠从来不是练兵备战路上的终

点，打赢才是。用战场思维养成作战习
惯、增强敌情意识才是我们最应该重视
的。”该旅领导说。
“如果官兵心中没有敌人，环境构设

再逼真，上了战场依旧会‘吃亏’。”该旅
领导发现，与战场环境相比，官兵们缺失
的更多是战场思维。

战场环境构设总会有局限性，最真
实的实战环境其实在官兵心里。为此，
该旅从教育和训练两方面入手，引导官
兵牢固树立“只有把每一次训练当打仗，
上了战场才能心不慌”的思想。

思维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接下来的训练中，各级指挥员通过不间
断地设置各种实战场景，尽可能地让大
家仿佛置身战场。

可喜的是，战场思维正逐渐渗入该
旅官兵的脑海中，一些细微的变化初现
端倪——

以往，为了追求更好的射击成绩，有
的战士面对升降靶时心中读秒；为了让
拆装炮闩的速度更快，有的战士对炮闩
加工，将中间零件结合紧密的地方打磨
得圆润平滑……这些由赛场思维带来的
和平积弊，如今渐渐地被赶出了训练场。

这些细微的变化，折射出该旅官兵
思维的转变，也让人看到了广大基层官
兵从“素练之卒”到“能战之兵”的进步。
“脑子里有敌人，才能把训练场当

战场。”采访即将结束时，该旅领导告诉
记者，让每名官兵都形成战场思维，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要时时处处把
“战”的思维渗透到“练”的方方面面，就
一定能够催生出真正为战争而生的“能
战之兵”。

左上图：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开展

陌生环境实兵演练，无人机飞向目标

空域。 刘星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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