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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80集团军某旅卫星通信专业

领域里，四级军士长方向名声在外。

“方向在卫星通信专业排第二，就没

人敢说自己是第一！”官兵们这样评价

他。“鼓捣”了14年卫星通信的方向，对

本专业知识了如指掌，只要他出手，眨眼

工夫就能联得准、联得通。

有例为证。一次演练刚刚开始，一

场雨不期而至，承担卫星台站架设任务

的人员纷纷“掉链子”。

“这可咋办？”眼瞅着时间一分一秒

流逝，负责卫星通联的张参谋急得直拍

大腿。“让我来试试。”方向大步奔向工作

站。两分钟过后，顺利实现通联。“方向

就是有‘方向’！”演练结束，方向受到了

演练组表扬，也被官兵誉为“活指北针”。

“对星”不用指北针，方向有着属于

自己的“方向感”：看房子坐向，阳台朝

南、屋后朝北；看大树长势，朝南的生长

茂盛、朝北的比较稀疏；看四季风向，春

天吹东风、夏天东南风、秋天吹西风、冬

天吹北风……

其实，方向的这些经验是他入伍前

就摸索出来的。小时候，拿着缝衣针和

磁铁制作指北针，方向就成了“娃娃帮”

里的“地理通”。后来，“地理通”走进部

队，当上了通信兵，他苦练本事，很快脱

颖而出。

观天测向，听风定点。方向这些年

斩获荣誉“一箩筐”：连年被评为“训练

标兵”，连续3次摘得上级卫星专业比武

桂冠，2次荣立三等功……

前不久，上级在某海域组织检验性

对抗演练，方向被抽调到卫星通信保障

组担任副组长。“是时候表现真正的技能

啦！”方向暗自下定决心。

“卫星台站在��地域、��时与指
挥组取得联系！”演练任务下达后，方向拿

着地图，带领本组成员迅速到达指定地

点，准备架设卫星台站。像往常一样，他

眯起双眼，伸出手臂感知风向来判断方

位，可忙活了半天，还是没能完成“对星”。

“咋回事？”方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绕着卫星台站不停地打转转。左转

一点，右移一下，折腾了半天，台站始终

没有“动静”。距任务受领已经过去了

10多分钟，在身边人满是疑惑又带着讶

异的眼神中，方向不得不借来邻车的设

备仪器，在规定时间的最后一刻判别出

正确方向，完成了卫星台站的架设开通。

“活指北针”为啥突然不灵了？原

来，这次演习地域处于南方湿热地区，房

屋的修建、风向的变换等，与北方大相径

庭。方向这个吃惯北方米、吹惯北方风

的东北汉子，自然摸不透南方“风姑娘”

的习性。

“方向没了‘方向’。”经历过这次教

训，方向找来训练大纲，认真对照规范训

练内容，加班加点进行强化补差训练。

同时，方向的“马失前蹄”也让越来越多

的官兵思考：在实战化道路上，我们究竟

还有多少没看见的训练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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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演练，方向没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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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训练中忽视的

地方，也许就是未来战场

上被对手打击的软肋

深入第 80 集团军部队采访，从集
团军分管训练的领导到基层的普通官
兵，很多人都向记者讲述了类似的尴
尬事。

一次红蓝对抗演练战斗打响后，
某旅机动通信营一连一班接到命令：
全班携带 5部新型电台，前往前沿突击
群担负通信保障任务。赶到现场一
看，通信班长王云犯了愁：新型电台的
通信距离，只有从前沿突击群到指挥
所之间距离的一半。最终，他们爬山
上树架天线，想尽办法也没能让 5部电
台和指挥所联系上，最终通信保障行
动失败。
“新型电台的‘手’不够长，我们也没

办法！”演练总结会上，王云一肚子委屈，
认为问题出在新型电台通信距离不够。
然而，信息保障科参谋许胜杰却告诉他
们，新型电台具备转信功能，将两部电台
作为“中转站”，通信距离可成倍提高，保
障此次任务绰绰有余。
“新型电台具备转信功能？”王云和

战友都傻了眼，他们不知道新型电台还
有这个功能，也没有练过这一课目。

某旅一次机动途中，突遇大雨，道路
变得泥泞不堪。火箭炮营十二连驾驶
员、下士吴瑞驾驶着一辆自行火炮，开足
马力却依然陷在了泥泞地中。吴瑞根据
以往经验降低挡位，猛踩油门，然后打了
一个转向。谁知发动机意外熄火，火炮
彻底陷在了泥泞地中。
“自行火炮在泥泞地中不能打转

向。”经历过这一次尴尬后，吴瑞才第一
次知道了这个知识“空白点”。

记者还了解到，有的基层营连在
组织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时，为了防
止出现安全问题，便将个别心理素质
不好的战士挑出来，让他们去站岗值
勤或执行别的任务。特别是个别曾经
在实投中出现意外情况的战士，从此
基本就告别了手榴弹实投训练。这样
一来，这部分战士就成了这一课目的
训练盲区。
“我们在平时训练时，总是有意或者

无意地忽略一些课目。那么，对表实战
标准，部队平时训练还有哪些‘聚光灯’
照不到的地方？”

一次，厂家对某部列装新装备使用
情况进行回访，采集到这样一组数据：列
装近两年来，新装备的许多常用功能官
兵们练得很熟练，可一些不常用的功能，
官兵几乎没练过。

某旅对所属 3个连队近 3年来的年
度训练进行统计发现，有近 20%的大纲

规定课目，他们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系
统扎实训练。
“这些没有练过的功能和课目，平时

可能看不出来作用，一旦上了战场，就会
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对此，该集团
军一位领导接连发出了三问：不考就不
练了吗？顾不上就是不练的理由了吗？
看不见就能心安理得了吗？

3 个连续问号，犹如 3 块巨石般压
在这位领导胸口。他说：“平时训练中
忽视的地方，也许就是未来战场上被
对手打击的软肋。没有练到的每一个
装备功能和每一个训练课目，或许都
将成为未来战场上决定胜负走向的‘X
因素’。”

有些课目，为什么我

们总看不见

训练中，为什么我们总有看不见的
课目？这些训练盲区是真的看不见，还
是视而不见？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深入
该集团军基层部队一探究竟。
“有些课目，不是我们看不见、不想

练，而是真的没时间！”对于训练盲区，不
少基层官兵有一肚子苦水：我们也想练
好练精，可时间不允许。

某旅高炮三连连长黄俊涛掰着手指
给记者细算了一笔账：按照大纲规定，他
们一年要完成 100 多个课目的训练，平
均一个月就要训完 10多个课目，一个星
期至少要完成 3个训练课目。刨掉每周
的政治教育和车（炮）场日等时间，如果
每个课目都练到，一个课目平均只有一
天多的训练时间，像这样“撒胡椒面”的
训练效果并不好。没办法，他们只得挑
重点内容练。
“突出比武考核，自然就‘冷落’了

其他课目！”不少营连主官说：比武考核
的成绩，将决定和影响营连的建设发
展。大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备战考核
比武中，其他相对“冷门”的课目就顾不
上了。
“训练条件受限，导致一些课目平时

练不上。”某新型火箭炮营营长王庆俊坦
言：由于新型火箭炮射程远，所需安全射
界范围大，很多训练课目平时在营区内
无法展开，只能利用每年驻训时加班加
点训练。
“还有些课目，确实是看不到。”一

位连长主动反思：前不久，他们参加上
级网上对抗演练，好几个训练课目他
们压根没练过。原来，去年新装备列
装后，考虑到新装备娇贵，他们不敢瞎
鼓捣,只得依据大纲明确的课目练基本
的内容。
“这原因那原因，缺乏实战意识才是

关键原因。”某旅旅长李志伟对此感触很
深，“头脑中没有打仗的意识，才会任由
很多训练课目被忽视，才会只重比武考
核而冷落其他课目，才会人为降低训练
标准、有意避开险难课目，才会面对一些
实战课目完不成却不着急……”

一位社会学家研究发现，一部手机，
有 70%的功能是闲置的；一款跑车，有
70%的速度是多余的。换言之，这些物
品人们只使用了其中30%的功能。
“手机和跑车的功能可以闲置不

用，可武器装备的任何一项功能和任
何一个训练课目却不能不练。”该集团

军领导一针见血指出：装备的每一项
功能、训练的每一个课目，都是为实战
需求制订的，都有其特殊作用。不要
说有多少的功能和课目平时没有练
到，哪怕就一个功能和一个训练课目
没练到，在战场上就可能造成不可预
知的后果。

忽视一个马钉，亡了一个国家的故
事，很多人耳熟能详；而忽视一个训练课
目，导致一场战斗失利的教训，古往今来
的战场上也不鲜见。那么，如何才能消
除这些训练盲区呢？曾经参加过某国际
特种兵竞赛的某旅二营四连连长吴志
辉，给大家讲述了他们征战国际赛场的
一段经历。
“走出国门，走上国际赛场，就相当

于走上了战场，谁都不敢马虎。”吴志辉
说，比武前 3 个月，他拿到比武细则发
现：平时练的只有 10个课目，参赛课目
竟然多了 3个，增加的 3个课目平时听都
没听过。

那 3个月里，他不仅把这 3个平时
从未接触过的课目认认真真练了 10多
遍，而且为了防止比赛临机超范围出
题，吴志辉和队友们提前把能想到的
课目全都练了好多遍。最终，他个人
取得 8 个单课目第一、3 个单课目第
二、2 个单课目第三的骄人战绩，荣立
一等功。

唯有真正经历过战火硝烟，才能体
会到忽视训练盲区会带来多大的危害。
基层官兵们认识到：任何一个我们平时
有意无意忽视的训练盲区，都有可能成
为未来战场致命的因素。

训练盲区为啥像“韭

菜”，割一茬长一茬

知道了训练盲区对练兵备战的巨大
危害，某旅无人机营营长刁宁把推进实
战化训练的重点放在了发现和消除这些
盲区上。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带领
官兵消除了一个训练盲区，很快又出现
了新的训练盲区。

某新型无人机列装不久，刁宁面对
无先例、无教材、无“师傅”的现状，不等
不靠，迅速集中全营骨干力量成立科研
攻关小组，在不到 3个月的时间里，就让
新装备形成了战斗力。其中，无人机降
落精度大幅提升。

然而，还没来得及庆功，新的训练
盲区随之而来——落点问题突破了，
起点又出现了问题。由于该新型无人
机对起飞的要求十分严格，试飞时他
们有意选择相对平整、坚硬的地面，但
投入到演习任务中后，由于地形地貌
的限制，很多官兵都为选择起飞地点
而发愁。

针对这一情况，刁宁又带着大家加
班加点，将原有的单一起飞方式进行改
进，设计出多功能起飞平台器材，解决了
这一问题。

训练盲区为啥像“韭菜”，割了一茬
又长一茬？再一次克服了装备使用的盲
区，刁宁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轻松。他
认识到：“战争是最大的未知变量。时代
永远在发展，新军事浪潮奔涌向前，对实
战化训练不断提出新要求新标准，出现
新的盲区就不难理解了。”
“在通往打赢的道路上，消除训练盲

区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该集团军党委采
取突出党委指导、立起奖惩“指挥棒”、强
化训练监察等方法，引导官兵认识到：要
想在未来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始
终把目光盯住那些我们容易看不见或视
而不见的训练盲区上，在持续消除“训练
灯下黑”中，补齐“战斗力木桶”上那根最
短的“木板”。

思想认识到位，行动自然跟上。很
快，该集团军各单位训练场上呈现出新
气象——

某旅作训参谋史治，每次参与新装
备的试用任务时，即使不是本单位的编
制装备，他也会拉着几个连长一同练一
练。“艺多不压身，这些新装备虽然没有
列装给我们，但谁能保证，未来战场上碰
不到呢？”史参谋一语道出了他们主动加
练的原因。

前不久，一次实装演练进行到节骨
眼时，某旅一台新型火炮智能检测系统
突然死机。技术大拿们纷纷上阵，鼓捣
半天也没找到问题所在，最终还是专家
找准了“症结”：一个关键芯片受潮，导致
智能检测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带着消除训练盲区的意识，他们顺
藤摸瓜发现，存放该检测系统的库房内
温度、湿度与规定要求不符，是导致芯片
“罢工”的“罪魁祸首”。

对此，该旅党委一班人态度明确：
训练盲区不仅仅出现在练兵场上。近
年来，大批新装备陆续列装，它们智
能、精巧、造价昂贵、维护保养要求高，
但现有库室却简陋狭窄，保养设施不
完善，通风条件、湿度、温度等也不符
合存储要求，还有一些装备始终在露
天环境经受日晒雨淋，严重影响技术
战术性能。

为给“宝贝疙瘩们”建一个科学实用
的“家”，该旅加大了对现有库房的改建
整修力度。他们拿出专项资金改建了一
批老旧库房、器材室，使库房到达了防
潮、通风、进出顺畅等要求。
“存放有库房、保养有场所、维修有

设备……”新装备住进了数字化、现代化
的新库房。该旅领导说：“我们这样做，
就是从装备精细化存储的源头，消除实
战化道路上的盲区问题。”

消除训练盲区，练兵不留死角。采
访中，记者欣喜地发现：这样的理念，如
今正在这个集团军官兵心中落地生根，
不断付诸于行动。我们相信，随着官兵
消除训练盲区意识和行动的不断增强，
部队实战化训练将越来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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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练兵场上的“X因素”
—第80集团军部队对照实战标准消除训练盲区新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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