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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大地，春意盎然，火箭军某旅
一场战术演练正在紧张进行。

指挥所内，发射一营营长于玺兴目
光紧紧盯着指挥平台，心情忐忑。此次
演练，发射一营的各发射架是“主角”。
“战”前，该旅领导曾透露：演练会出一
道难度不小的考题。究竟这道神秘的
难题考啥？于玺兴不敢懈怠，特意嘱咐
参演官兵：“打起精神来灵活应对，坚决
完成任务。”

突然，指挥平台响起一声警报，实
时信息传来：发射一架号手全体“阵
亡”，导弹发射失败！
“首战就打了个败仗？！”抄起通信

设备，于玺兴急于找发射一架指挥长张
伟问个究竟。

原来，就在发射一架官兵依令抵达
指定地域展开导弹发射操作时，“敌机”
突然强势来袭。眼见发射零点将至，为
抢夺发射时间，张伟索性心一横，率领
官兵与“敌机”来一场“时间赛跑”。最

终，仅以数秒之差，发射一架剑未出鞘
即遭“敌机”精确打击，惨败沙场。

对于惨败的结果，张伟却有些不服
气。演练结束后他找到导调组，一边复
盘一边阐明自己的看法：按照“敌机”距
发射阵地的距离、飞行速度、武器性能等

条件计算，“敌机”要阻拦导弹发射轻而
易举。在这样不对等的对抗条件下，导
弹发射根本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听罢，导调组反问：“面对‘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有没有其他应对办法呢？依
照战场整体态势分析，为保存兵力、以利

再战，是不是应该主动‘舍车而去’？”
“中军帐”抛出的问题，引发了官兵

热议：一位连长复盘讲评时坦言，虽然
导调组设定的博弈场景有点刁难人，但
理性思考权衡后，“舍车而去”不失为当
时战场条件下的明智选择；一名士官指
挥长则认为，“车在人在、车亡人亡”是
战斗精神的体现，狭路相逢殊死一搏也
无可厚非。
“什么样的选择是对的，不可一概而

论。”讨论越来越激烈，旅长解维鹏也参
与进来亮出观点：“分析战例得失，不能
局限于一个发射架的输赢，应基于战场
全局这个‘棋盘’来思考。面对强势突
袭，在判断出自己发射无望，并且知道上
级还有其他发射力量的情况下，我认为
保存有生力量投入后续战斗更有意义。”

开放性考题的解答探讨不是为寻求
标准答案，恰恰是为了引导大家在谋打
赢上树立大局观念和整体思维，善于在
困境中另辟蹊径。懂得这番苦心，官兵
在接下来的演练中更加积极开动脑筋。
该旅党委顺势在全旅组织“谋兵论剑”讨
论活动，将一个个战术课目、战场特情置
于整体作战背景、作战流程中考量，引导
官兵研究攻关，大胆构想多种应对招法，
掀起一场谋战思战的“头脑风暴”。

左上图：战斗发射演练。王 杰摄

火箭军某旅战术演练中，“敌机”强势突袭，是该冒险“亮剑”殊死一搏，还是
避其锋芒保存兵力？对此，官兵众说纷纭—

一道开放性考题掀起“头脑风暴”
■本报记者 邓东睿 通讯员 王天林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习主席在统筹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部署会议上，多次提到“风险”一词，并强

调“对风险因素要有底线思维，对解决问题

要一抓到底”。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

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基本经验，也

是战胜疫情的一个重要保证。

邓小平同志讲过：“我们要把工作的基

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

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

来。”我们党诞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

于忧患，一路走来，凡是研究、思考和决策重

大问题，都从最复杂、最困难、最严峻的情况

出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居安思危，思

则有备，有备无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应

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

机的实践表明，只有“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

立我们的政策”，“把工作放在最坏的基础上

来设想”，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

握主动权。

“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

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这是习主席在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上列举的16个具体风险之一，充分体现了底

线思维方法的前瞻性、预见性和科学性。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正是因为始终坚持提

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次

疫情暴发后，我们党才能够运筹帷幄、从容

应对，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推动防控工作有

力有序有效地展开。也正是从“最坏处”准

备，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把问题和

风险想得更严重一些，把措施和办法制定得

更全面一些，才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重

要成果。

“守乎其低而得乎其高”。从最坏处准

备，是为了向最好处努力。中共七大召开

时，面对曙光已现、胜利将至的大好前景，毛

泽东同志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困难”，接着又

讲了八个方面的“光明面”。把“困难”和“光

明”都估计充足之后，我们党制定了一整套

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为解放战争胜利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次疫情防控斗争的努力方向，无疑是“努力把疫

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从抗疫实践看，经过前段时间举国上下的艰苦努力、

团结奋战，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

对于军队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防范化解来自军事安全领域的重大风险。当今世

界并不太平，我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十分严峻复杂，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因素

明显增多。一旦风雨来临，军队要能拉得出、上得去、拿得下，这个“底线”无论什么

时候都要守住守好守牢，否则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对各方面可能发生

的战争风险，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最坏”准备，既要打好前瞻危机、管控风

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作者单位：9538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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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一思

曾有一则故事，讲的是画家问老

农：“小木桩缘何能拴住大水牛？”老农

笑答：“这头牛还是小牛犊时，就被拴在

小木桩上。在它脑子里，小木桩早已成

为不可挣脱的‘大树’。”我们常讲“思维

不拘成法、行动不拘一格”，怕就怕固有

的“法”与“格”，早已成为官兵脑子里

“不可挣脱的‘大树’”。

战争胜利之奥秘，流动不居。战

场上，军人更应该突破自己的思维局

限。对一辆发射车、一枚导弹的取与

舍，要放在整个战局上称量。回想当

年解放战争中，很多人一时不理解党

中央、毛主席为何会选择主动暂时放

弃延安，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这一

决策十分英明：局部放弃，正是为了全

局胜利。

未来信息化战场的胜败，并非完全

取决于芯片的“转速”，官兵“更新、更勇

敢的头脑”其实更为重要。而这，正需

要我们砍掉那些拴住思维的“小木桩”，

从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演练开始破旧立

新，求解胜战之钥。

砍掉拴住思维的“小木桩”

备战札记 ■旅长 解维鹏

强军论坛

3月28日，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紧急出动演练，检验部队快速反应能力。

孙明建摄

本报讯 李攀恒、特约记者吴继宏
报道：“请根据所提供的想定材料，制
订支援分队组建方案……”近日，陆军
装甲兵学院管理课程教学团队开展线上
案例教学研讨，教学督导组上线全程参
与并实时点评指导。自线上教学启动以
来，该院不断加强网络授课质量监管，
切实提升线上教学水平。

开展线上教学初期，该院组织问卷
调查发现，因学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存
在线上教学监管难的问题，并且线上教
学对学员的学习习惯、个人定力和作风
纪律等也是全方位的考验。该院领导告

诉记者：“部分教员首次参与线上教学，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存在不少挑战。我
们成立教学督导组，组织专家教授对线
上教学进行全方位的服务指导和质量监
管。”为此，他们加大网络课堂的日常监
督管理力度，教学督导组嵌入网络课堂
全程跟踪点评，机关业务参谋实时开展
网上查课，学员管理单位落实在线听课
制度，多方合力保证线上教学质量。

规范督导线上教学，网络课堂秩序
井然。他们实践运用“直播+连麦”
“案例+讨论”的网络授课模式，完善
课程学习、成绩考核、效果反馈等环

节。记者了解到，如今学员不仅在课堂
上积极“抢麦”参与课程讨论，而且成
立学习互助“云小组”，积极开展教学
知识抢答、线上学习流动红旗评比、线
上体能比武；教员们则灵活运用线上签
到、集中讨论、线上答疑等多种形式，
掌握学员学习进度。

前不久，学员们普遍反映《军事运
筹学》课程较难。结束一天的网络授课
后，教员张勇利用晚自习时间进行线上
辅导答疑。张勇说：“网上教学互动，
解答学员知识难点、提升学习效率，让
居家学习和防控疫情两不误。”

陆军装甲兵学院着力加强网络授课质量监管

教学督导组服务指导线上教学

本报讯 易昶、朱金伟报道：“执勤
一中队下士梁延富在本季度训练考评
成绩综合排名第一，下一步需要强化的
课目有……”3月底，武警广东总队佛
山支队公布第一季度的基层中队训练
“龙虎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龙
虎榜”不再是军事训练课目的单项排
名，而是统筹各项军事训练课目成绩之
后进行的综合排名。这是该支队科学

调整训练评比机制出台的新举措。
“‘龙虎榜’只有几项基础课目排

名，有的人军事技能不熟练，仅凭军事
体能单项‘冒尖’就能上榜。”去年底，
某中队中士小王对该支队“龙虎榜”的
评比机制提出异议。问题反映上来，
引起该支队党委一班人的深刻反思：
制作训练“龙虎榜”本是为了营造比学
赶超的氛围，但榜单排名仅纳入几项

基础军事体能课目，标准过于单一，时
间一长，“龙虎榜”不仅不能如实反映
官兵军事训练水平，还会降低大家练
兵备战的热情。
“着眼实战，必须变单项评定为

综合评定，让‘龙虎榜’发挥科学的导
向作用。”今年初，该支队党委调整训
练评比机制，推出新的“龙虎榜”，让
军事训练评比充分发挥正向激励作

用。他们重新调整评比项目，将新大
纲上的搜索射击、携枪通过障碍等几
项紧贴实战的课目纳入考评，更加聚
焦实战；优化评分权值，并将军事理
论、战术素养等纳入评比，评价体系
更加科学。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对上
榜人员的薄弱课目进行点评，给出训
练建议，引导官兵在横向对比中找到
差距，为下一步的训练改进提供科学
参考。
“尽管第一季度综合排名第一，但

识图用图是我的训练弱项。”仔细对照
“龙虎榜”进行分析，梁延富找到了自身
的训练短板。在排长陈维业的帮助下，
梁延富制订了补差训练计划，更加刻苦
地投身训练之中。

武警广东总队佛山支队科学调整训练评比机制

综合评定校准练兵导向

本报讯 李强强、高群报道：3月
中旬，新疆军区某团步兵五连公布上
个月士官综合考评结果，在随后的干
部骨干讲评会上，排名靠前的士官被
点名表扬，排名靠后的上台检视自身
不足。这是该团推行士官全程考评模
式带来的新变化。

“加强基层建设，士官人才队伍建设
是关键。”针对部分士官存在“考前拼命
干，考后松一半”的情况，今年初，该团党
委依据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和
士官队伍管理相关规定，结合单位实际
制订《加强士官教育管理的意见》，围绕
体技能和民主测评两大内容，每月从

“德、能、勤、绩、体”5个方面对士官队伍
的工作表现进行量化考评。同时，他们
建立士官量化考评数据系统，并设置士
官量化考评公示栏，确保考评成绩公开
透明，年终评定有据可依。此外，量化考
评结果将作为士官选取任用、奖励惩处
的重要依据，从而在士官队伍中立起“凭

素质立身，靠实绩进步”的鲜明导向。
全程考评进一步完善了该团士官队

伍创先争优机制。新晋下士申得胜虽然
不是骨干，却因考评连续几个月在营里名
列前茅，今年被任命为副班长。参加完干
部骨干讲评大会，申得胜深有感触地说:
“工作干在平时，有为才能有位。全程考
评极大激发了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

新疆军区某团创新机制狠抓士官队伍建设

全程考评倒逼能力升级

3月25日，新疆军区某团在野外陌生地域开展堑壕搜索、潜伏狙击等战术

课目训练，提升部队实战化水平。 罗昭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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