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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佛 在 一 夜 之 间 ，

杨飞龙变了脾气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 2017 年。那时
各战区联指机构工作开展、联合作战能
力生成，都在急切期盼高素质的联合参
谋人才。也是在这一年，国防大学联合
作战学院让杨飞龙牵头组建全新教研
系，尽快承担起培养联合作战岗位参谋
人才的任务。

当某教研系主任的任命下达时，最
先感受到变化的，是杨飞龙的爱人付红
伟。她发现：杨飞龙以前经常在家吃
饭，现在很少回家；以前脾气温和的
他，仿佛一夜之间变了脾气，总是心事
重重，动不动就发火。

付红伟想，丈夫工作上肯定遇到了
很大的压力。

知杨飞龙者，莫如相濡以沫数十载
的妻子。那时，作为某教研系首任系主
任，杨飞龙遇到的是“冰火两重天”的
局面：一边是各战区新成立后，对联合
作战参谋人才的热切期盼，询问情况的
电话接连不断；一边是联合作战参谋人
才培养的相对滞后的现状，一切都要从
零起步。

该系成立之初，杨飞龙一边收拢人
员，一边收集资料。一天，他兴冲冲地
来到教员办公室，询问联合培训教材资
料收集情况，大家都直摇头。这个系前
身教学单位虽然有着一定的联合教学和
联合组训积淀，但相较职能任务的重大
转变，他们连一本现成的统编教材都
没有。

除了面临“教什么”的无米之忧，
他们还面临“怎么教”的巧妇之困。

一纸命令让许多原本承担其他专业
教学任务的教员，成了培养联合参谋人
才的教员。面对全新的教学任务，无论
是基本理论、想定作业，还是参谋技
能、系统操作，他们都要摸索。

有着 20 多年教学经验的教授郭建
平，面对全新的教学内容重新当起小学
生。有一天晚上，他梦到自己上课——
讲到一型主战歼轰机作战半径时，一名
学员举手询问该机“挂载方案”“突防
高度”，自己回答不上来，急得脸红。

郭建平“急”醒后，辗转反侧难以
入眠：“‘人过三十不学艺’，我还能适
应新岗位吗？”

面对一部分人的畏难心理，杨飞
龙给大家做动员：“联合参谋人才培
养，就像战场上一个攸关整个战局胜
败的高地。没有专业的联合作战参
谋，如何形成联合作战能力，谈何制
胜未来战场？除了肩负起时代重任，
我们别无选择！”

学员在“等米下锅”，不允许教员
按部就班地先学习后上岗，边学边干成
为现实选择。杨飞龙提出要“走出军种
溪流，汇入联合海洋”，在全系开展学
军种、学联合的大学习活动。

副教授张烨承担 《海图识别与使
用》 课程教学。备课过程中他发现，
学院关于海图的资料积累非常少。为
了找资料，他到学员队找海军学员请
教，通过电话向海军其他院校教授请
教……

教授张英杰 50 多岁，经历过从兵
种到合成、由作战到训练的多次转岗，
但这次的转型让他感受最强烈。他承担
的某专题教学任务，在全军没有相关研
究成果。虽然他按期把成果融进了课堂
教学，但张英杰坦言：“转型的过程有
点难，需学的知识有点宽，奋斗的味道
有点咸。”

杨飞龙列出这样一组数据：组建一
年里，数十名教员拥有了联指机构跟训
经历，全系人均授课量达数百课时，形
成了数十门课程的全新教学体系，其中
作战指挥类课程比重超过 70%，实践课
程比重近三分之二。

从一开始，这个系

就不是孤军奋战

“我们的第一节课，是一位上将给我
们上的。”在电话采访中，首期联合岗位
资格培训班的学员都提到了这一细节。

首期开班在即，要面对从全军选拔
而来的新学员，大家紧张忐忑之时，军
委机关领导带着专家指导组来了。他们
不仅带来了某战区先行成果，还主动承
担起了“开学第一课”的教学任务。

对于杨飞龙所在系而言，这样的超
常规支持是全方位的、可持续的。

2018 年初，教研室主任马强受领
某教学任务后，犯了愁。因为较之以
往，新专题教学任务不仅“联”的成分
有质的提高，授课对象也从以往单一军
种拓展为诸军兵种。如何打好“首
战”？大家心里都没底。

当时，杨飞龙、马强给素未谋面的
军委、战区几个业务局打了一通电话，
表达了想去了解情况、搜集资料的想
法，对方一口答应。全室人员分为几个
调研组分赴各单位调研，每到一地，各
单位都在规定范围内提供了教研室需要
的相关资料。

调研归来，看着满满的收获，杨飞
龙感慨良多：“如果说联合参谋人才培
养是一场战斗，我们就是一线前沿，那
么全军其他单位都是大后方。”

告别了单打独斗，杨飞龙在友邻单
位的支持下，把联合作战人才培养带上
了新轨道。

某主干课程是提高联合岗位任职能
力的业务基础，教学内容多、时间跨度
长、组教力量需求大。杨飞龙大胆探索
“内聚外联”式联合育人教学新路子统
合内外师资力量，组建了“4 系、 9
室、36 人”的专家教学团队，收到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

记者在一次采访时，正好遇到一批
学员的毕业考核，见到了这样一支联合
考核组：他们中不仅有专家教授、各战
区机关干部，还有军委机关领导。

一次毕业考核，考核组有必要这么
兴师动众吗？看到记者惊讶的表情，杨
飞龙说：“外界的关心关爱，对于学员
来说，既有沉甸甸的压力，也是难得的
实习机会。”

联合参谋人才这个班次，入学前、
结业前都要通过由军委机关带队组织的
选拔考试。不仅入学考核有淘汰，学员
在校期间也实行全程考核、全程淘汰，

大家不敢有丝毫松懈。同时，他们还要
走出课堂走进战区，编入局室、进入席
位进行全方位实践锻炼。

首期联合岗位资格培训班空军学员
彭树，2018 年通过嵌入值班席位，观
摩联合值班、参与情况处置，熟悉了解
战区情况。毕业被选拔到某战区后，彭
兵适应很快，已经在自己的作战席位上
担负日常值班任务。

学员们的成长让杨飞龙欣慰的同
时，也增添了信心。“尽管这场人才培
养之战困难重重，但我们有信心取
胜！”他说。

眺望未来，他们从

课堂上看到了什么

2019 年 12 月，有了前面的探索积
累，副教授刘宝山信心满满走上想定作
业课堂，没想到险些下不来台。

刘宝山按照往年套路，引导学员围
绕联合作战战役布势展开激烈讨论。
“教员刚才总结得不错，但这是老套路
打法，现在应该是这样……”来自某战
区作战部门的一名班长举手发言。

那一刻，刘宝山紧迫感油然而生：
现代战争战法年年更新，学员思想这么
活跃，教员稍不注意更新知识就会落伍。

感到更大压力的，是系主任杨飞
龙。2019 年，杨飞龙专门走访了各战
区，对战区人才需求，毕业学员在战区
任职状况进行调研。

通过实地调研，杨飞龙发现，战区
机关“上上下下都在研究联合作战”，
担负一线值班任务人员的能力水平提升
很快。战区在变，部队武器装备在变，
对手也在变，教研系如果不与时俱进更
新教学内容方法，就会落后于战区联合
岗位需求。

调研归来，杨飞龙对于联合参谋实
施高效选拔与精准培养，有了更深地思
考。他带头向千辛万苦探索形成的传统
模式发起了挑战。

翻看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记者看
到，杨飞龙带领团队设计了标准化的联合
参谋能力标准框架，并围绕基础能力、通
用能力和要素岗位构建起了能力标准体
系。目前，已有战区将该标准框架内容融
入人才能力检验评估指标体系中。

学员的视野随着课堂的延伸不断拓
展，而教员的足迹走得更远。

今年年初，教授石道祥买好了回家
机票准备休假。这时，他得知某战区要
组织一次远海训练。考虑到此次出海和

自己负责的课程直接相关，石道祥向上
级机关申请参加。2月底，石道祥返院
后，提交了一份跟随海军远海联合训练
的报告。

一次跟训跟学，教授马志松登上了
辽宁舰。站在航母甲板上，看着不远处
伴随的舰艇编队，听着呼啸升空的舰载
机，马志松思绪万千：作为一名曾经长
期从事军种教学的骨干，要实现向联合
转变，必须扑下身子当小学生。

采访中，记者总能听到不少时髦词
汇：副教授赵岩利用“毛松香行动之九
屏幕法”，组织案例分析和项目实训，
受到联合岗位资格培训班学员们的追
捧；教授罗显廷将发明问题解决理论引
入军事案例课程开发，通过思维训练研
究技术，辅助提升联合参谋在应对复杂
态势问题时的分析、处理效果和效率。

近两年来，杨飞龙带领全系教员聚
焦专家型参谋的岗位需求不断充实更新
课程内容，不仅把战区最新成果充实到

教学内容中，还在消化吸收战区成果经
验的基础上，开展二次创新，新编写了
数十套课题教材。他们整体压减理论课
比重，充实增加战略、军种、外军授课
内容，加大专业课、实践课比重，调整
优化了数十门课程设置。

前不久，他们围绕联合岗位资格培
训专业建设核心要素和关键环节，研究
细化了评估标准，向着为战教战、精准
施教又往前迈出了一步。

不久后，他们将迎来新一批学员，
这些学员也将迎来新的教学内容、培训
模式，一颗颗新的火种将被点燃，迸发
新的能量……

（本版所提学员名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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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作战参谋在这里锻造成长
■本报记者 周 远 特约记者 闫晓强

清脆的电话铃声响了3次，才将电脑屏幕前杨飞龙的

注意力“拉扯”过来。

“杨主任，我接到战区的调令了。”“这是你军旅生涯

的新战位，也是新起点。工作中如遇到疑惑或有了新的

思考，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对于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某教研系主任杨飞龙

来讲，最近这样的电话不少。陆续有联合岗位资格培训

班的毕业学员给他打来电话，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通过了

考核，从各军兵种选拔进入战区，担负联指机构作战

值班等任务。

办公桌对面的书架上，摆放着多张毕业合影。最右

边的一张合影里，就有刚才通话的学员。学员们对未

来的自信憧憬、杨飞龙满脸自豪的笑容，都在合影中定

格下来。

杨飞龙所在的教研系，承担着培养联合作战参谋的

重要任务。如果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教师，身为系主

任的杨飞龙则是“学员遍战区”。

比起收获的喜悦，耕耘的过程更让杨飞龙感慨难忘。

随着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建

立运行，在日趋强化的“联合”趋势下，

联合参谋人才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中

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其素质高低直

接决定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效能发挥，

攸关未来作战行动成败。

今天，加强联合参谋人才培养，既

是我军人才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也

是深度推进联合作战体系建设、履行

联指机构使命的应有之义。

要培养出能打仗的“高徒”，先要

有通晓实战的“名师”。联合参谋人才

作为参谋群体的“金字塔尖”，其培养

塑造无疑是艰巨复杂的，对联合参谋

教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联合参谋教员要练好内功、练强素

质。要加大入学深造和参观见学力度，

努力推进教员常态业务培训、跟研跟

学、参观考察等工作，开阔战略视野、夯

实知识储备。着力建立健全自修自学

制度，通过引导教员找准问题差距，自

觉深入系统学习，全面提升联合作战综

合素养。要始终把教学坐标定位在打

赢下一场战争，引导学员着眼现代战争

形态，思考打仗、研究打仗、准备打仗。

联合参谋教员要主动实践、摔打

磨砺。要加强同部队交流力度，积极

赴战区、军兵种和任务部队任职代职，

全面深入掌握军事战略、联合指挥、主

战装备、战略训练等最新情况；积极参

与战略战役集训、联合演训等重大任

务活动，全程融入、全程参与，既为重

大任务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也

以受训者身份参与实践。要紧盯当前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建立运行实际，与

战区、军兵种等单位进行联合攻关，深

入参与实践亟须、教学紧缺的前沿课

题，掌握研究过程、论证方法、研究成

果，既为战区部队提供强有力支持，也

为一线课堂提供第一手资料。

联合参谋教员要善于教学、勇于创

新。教学和科研是联合参谋教员教会

学员、教好学员的重要支撑。科研能力

是增强自身厚度的能力，也是教员自身

知识的“扩容”。要努力掌握理论创新、

科研攻关、作战实验等方法途径，具备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素质，始终以战略高度、前瞻视野研究

解决联合作战重难点问题。教学能力

是教员自身知识的“出口”，是引导学员

深入学习和研究现代战争的前提。

联合参谋教员，唯有紧盯备战打

仗主责主业，一切工作向备战打仗聚

焦用力，凝神聚力育打仗之才、研打赢

之策，方能在培养高素质联合参谋人

才上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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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在进行协同训练的场景。 范江怀摄

转型，就是从一个熟悉的领域转

到一个不熟悉的领域。

从军多年，我亲历了数次转型，

但都没有这次转型深刻、彻底。因为

承担着教战研战的重要责任，所以我

们不是“一般的教员”，因为培养的

学员直接面向战场，所以我们必须成

为“不一般的教员”。

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教研室的

教员队伍发生了质的变化。教员

100%具有联指机构跟训经历、100%

能够承担联合参谋核心班次教学任

务。很多教员由“陆军通”变成了

“联合通”，参与指导多个战区的联合

演训活动。

培养联合型学员，我们要首先成

为联合型教员。为了在转型中重塑自

我，我和其他同事一样，先当学生再

当老师，向“没有围墙的联合作战学

院”学、向各军种的学员学。

根据学员特点，我们不断优化教

学内容体系，全面提升教战研战能

力，全身心投入教学。

——联合作战学院某教研室主

任 吴宏启

去战区前，我听别人说，工作中

最怕的就是同事说的名词概念听都没

听过，部队提的任务需求不知从何

下手。

10个月的在校学习，我们收获

颇多。理论授课让我们理解掌握了

各作战领域最基本的知识框架和技

战术运用规则；演练教学让我们学

习领会了灵活机动的战法运用。这

段学习经历帮我建立了一个较为完

备的理论体系根基，理清了下一步

努力方向。

一年的战区工作实践证明，这样

的教学模式确实让我们在思想上、理

论上、能力上做好了充分的备战

准备。

——毕业学员 倪 浩

前不久，在一次“联合作战方案

拟制”作业课上，我看到一些同学面

对想定材料面露难色，对“战役布

势”不知该如何进行筹划，究其原因

在于他们对其他军兵种力量不熟悉。

联合参谋是联合作战筹划和指挥

控制的智力支撑。未来战争，是联合

体系支撑下的精兵作战，这就要求联

合参谋必须具备较高的联合素养，首

先要对“家底”一清二楚，对“我

情”了然于胸。

具体来讲应做到“三精通、三熟

悉”：精通本军兵种、熟悉其他军兵

种，精通本专业、熟悉其他专业，精

通战役层面、熟悉战略和战术层面，

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交互的“网

状”知识结构。

——在读学员 杨再来

（闫晓强、孙 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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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位说

我的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