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河南省固始

县史灌河潘庄段管

涌险情处置行动

中，河南省军地联

合指挥机制充分发

挥职能，军地合作

迅速投入抢险救灾

任务。

图①：陆军某
旅官兵冒雨装填沙

袋。

图②：陆军某
旅官兵在大堤上处

置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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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中军帐”的

“楚河汉界”

74 年前，豫南桐柏山北麓，血雨腥
风。30万国民党军队大军压境，中原军
区部队被围困在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
地域。

危急关头，该省军区的前身河南军
区阵前受命，接应掩护中原军区主力突
围。河南行政专署与军区领导紧急组
织军民参战支前、袭扰敌军、补充给养，
策应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成为中原解
放军地联合指挥的经典范例。

战火硝烟已飘散在历史深处，“中
原突围”的成功战例和人民战争的军事
思想光辉，依然震古烁今，镜鉴当下。

然而，回放近年来国防动员演练
演习的镜头，这样的场景不时出现：或
是“中军帐”清一色的戎装唱“独角
戏”；或是有的国动委专业办公室虽然
派人到场，但大都是当配角和“跑龙
套”……

今年 6月中旬，河南省军区组织省
市县三级军地联合指挥所展开研究性
演习。这是该省军区近 30年来参演规
模最大、人员最多、要素最全的演训活
动。

刚到地下指挥工事安营扎寨，省联
指指挥员通过视频发现：省市县三级联
合指挥部名称竟都不一致。

不止于此。军地联合指挥要素怎
么设置？席位怎么配置？军地领导的
指挥权责如何厘清？指挥流程怎么规
范？上级尚未出台规范，兄弟省份也没
有权威版本可资借鉴。
“拆除‘中军帐’的‘楚河汉界’势在

必行，健全军地联合指挥机制刻不容
缓！”联指主要领导迅即打响“脖子以上
的战争”。他们邀请国防大学、军事科
学院的全军知名专家轮流授课，洞观敌
情变幻风云，解码联合制胜机理；组织
省国防动员委员会经动办、信动办、交
战办、科动办、人防办领导轮番登台，畅
谈自家职能优势，直击指挥链条梗阻，
深论军地联合指挥良策，冲破思想牢
笼、卸掉观念枷锁。
“中军帐”火药味渐浓。围绕后装

保障要不要建群的问题，后装保障要素
主任许保增 3次谏言，与指挥控制要素
主任许杰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对
省联指下发的作战决定，安阳市联指指
挥长王树文直言不讳，尖锐提出重点方
向是否精准、指挥编成是否科学、兵力
配置是否合理等“13问”……

兵者，诡道也。战争没有标准答
案，战场没有非此即彼。

经过一场场激烈的“兵峰”争辩，
“ 中 军 帐 ”一 道 道 无 形 壁 垒 悄 然 拆
除。省军地联指将省国动委 5个专业
办公室纳入指挥编组，充实编设指挥
控制、指挥保障等要素和席位。市县

两级依次编实配强相应要素席位。
900 多名地方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和市
县领导打起背包、身着迷彩踊跃参
演，指挥所内人民防空、交通战备、经
济动员、信息动员等各色标识和臂章
耳目一新。

国防动员“大棋盘”上，“中军帐”出
将入相、拱卒跃马。随着“中军帐”四梁
八柱一根根立起，困扰联合指挥中枢畅
通的“中梗阻”迎刃而解。

打通“指挥链”的

“奇经八脉”

未见炮声隆隆，却也惊心动魄。
“火箭军某部急需 10名维修技术人

员，请你们 4个小时内征召到位！”在 6
月这场演习的战役实施阶段，导演部临
机导调省联指国防动员要素。然而，查
找潜力库内 10名专业技术人员，却有 1
人联系不上……

无独有偶。在去年战区组织的实
兵演习中，上级紧急征召两名小语种翻
译，省联指不得已只能求援地方某高
校。事后发现，河南省有大量的小语种

翻译人才，但动员潜力调查没有挖掘统
计到位。
“如果信息链、动员链、执行链有堵

点、淤点，战时就会变成弱点、痛点、败
点，指挥中枢就会成为瞎子、聋子、瘸
子！”省军区主要领导眉头紧锁、一语中
的：必须探索建立上下贯通、左右衔接、
平战一体、军地融合的“指挥链”。

围绕军地信息如何无缝对接、动员
潜力如何精准保鲜、军事行动如何快速
反应等重大问题，全省军地各级国防动
员潜力大核查、动员数据大更新活动如
火如荼，军地会商、信息共享、情报互通
等机制应运而生。
“八一”刚过，省军区主要领导深入

驻豫陆军、火箭军、联保、武警部队和军
事院校，了解建设情况、对接任务需求、
共商备战大计，“面向三军、协调军地”
的桥梁越来越畅通，军地联合指挥“铰
链”咬得越来越紧。

为打通国防动员的“任督二脉”，军
地各级有关职能部门加紧充实完善经
济、科技、信息等动员目标数据库，短短
几天潜力数据储备量猛增，采集范围拓
展到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等前沿技
术领域。今年以来，该省军区百余名军
兵种交流干部还围绕立体化联合保障
集思广益，组织修改完善了 50余份保障
预案。

前不久，正在豫南地域组织实兵
演习的中部战区某旅国防光缆中断，
请求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武部出动民兵
帮忙巡护线路。该人武部政委李光辉
紧急启动行动预案，组织民兵应急分
队和基层行政村的兼职武装委员，迅
速赶赴现场处置，保证了部队演习通
信畅通。

激活“打胜仗”的

“引擎动能”

如果把军地联合指挥部喻为“大
脑”，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就是为打胜仗
提供血液动能的强大“心脏”。
“党委对作战实施集中统一和坚

强有力的领导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根
本原则和制度保证！”前不久，他们专
门研究制定了《河南省军地联合指挥
部战时党委运行规则》，为合理区分、
科学把握战时党委会和作战会提供了
依据和遵循。

联合指挥链上最可怕的锈蚀，是思
想的锈蚀。习主席告诫全军，我们千万
不要做苏联话剧《前线》中那个固步自

封的戈尔洛夫。
话剧中，曾战功卓著的苏联卫国战

争红军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因骄傲保
守，甚至不肯使用无线电指挥部队，从
一名功臣沦落为败将。
《前线》是当年前线的真实写照，也

是未来前线的一面镜子。
某单位议战议训会上，一名同志

分析情况照“稿”宣科，被观看视频
的省军区领导当场叫停；某市一名业务
生疏的“南郭先生”被请出中军帐。而
在沙盘前摆兵布阵、脱稿而谈者，被军
地各级交口称赞。

省军区在全区倡导军事会议讨论
交流“上台五分钟、发言不念稿”。省军
区主要领导意味深长地说：“战场不是
剧场，我们需要的不是背脚本的演员，
而是能带兵打仗的指挥员！”

仲夏时节，疫情全球肆虐，汛情
骤雨摧城。疫情防控不能松，防汛救
灾不可怠，在一次次急难险重任务
中，联合作战机制在实战中磨砺成
熟，一份份合格答卷刚提交，一道道
崭新考题又提出。

7月以来，全省军地各级拿出专门
时间组织训练演练、抗洪抢险复盘检
讨，聚焦军地联合指挥机制的 108个深
层次矛盾问题被摆上桌面、列入清
单、明确责任、限时破解……

锻造动员指挥“最强大脑”
—河南省探索军地联合指挥机制启示录

■胡 凯 张红旗 本报特约记者 魏联军

习主席强调指出，军队能不能打仗、

能不能打胜仗，指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解放战争时期，在西柏坡35平方米

的土砖房里，党中央和毛主席以197封

电报，指挥了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

战役在内的24场重要战役。周恩来说，

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

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战争

胜负与否，首先取决于“中军帐”。如今，战

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在人类头顶高

悬，只要战争一天没有消亡，探索“中军帐”

的脚步就一刻也不会停止。

千军万马看指挥。战争前台是“硅

片”“钢片”的较量，背后则是指挥能力的

比拼。未来信息化战争对作战指挥的战

略性、联合性、时效性、专业性、精确性提

出越来越高的要求，需要着力加强联合

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打造坚强高

效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一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变革方兴

未艾。纵观强军兴军大棋盘，从军委联

合作战指挥中心到战区联合指挥机构，

从各类演习演练的“中军帐”到各种处置

突发事件的“神经中枢”，军种联合、军地

联合威力初现。

我军联合指挥体系链条上，国防动

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5年来，转

型重塑的国防动员战线上的军地各级

“中军帐”，在抗疫、抗洪、抗震等没有硝

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经受了重大检验。

当前，虽然军地联合指挥的坚冰已

经打破，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联不上、

合不了、控不住、融不深的问题依然不同

程度存在，亟需强化联合作战“共同体”

意识，打破兵种之间、军地之间的沟壑壁

垒，构建基于“一幅图、一张网、一平台、

一条链、一个库、一流程”的作战指挥体

系，推动网络融入、系统融入、信息融入，

把军地各种参战力量、参战单元、参战要

素融为有机整体，聚合情报链、坚强动员

链、贯通指挥链、支撑行动链、衔接保障

链，不断提高军地联合指挥效能。

刘伯承曾指出：“军官培养，是最艰

巨的战争准备。”这是久经沙场的老帅对

战争规律的深刻洞见。强军先强“中军

帐”，练兵先练带兵人。

国动系统各级指挥员应强化胜战之

忧，经常问问自己“无事之时忧什么”“有

事之时靠什么”“关键时候有什么”“战场

打赢凭什么”，深挖纠治和平积弊，切实

回归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本真本位，不

管什么时候，都集中精力研战争、练指

挥、强素养，不断提高胜战之能，努力以

作战指挥的“资格证”换取领兵打仗的

“上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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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团大战总指挥部所在地山西省
武乡县蟠龙镇砖壁村出发，向北行 13公
里，就到了百团大战关家垴歼灭战发生
的地方——山西省武乡县关家垴村。

探访当年战斗过的土地，只见群岭
环抱中，有一个高高的山岗，山顶是一块
方圆几百米的平地。山岗北面是断崖峭
壁，下面是一条深沟，东西两侧坡度较
陡。“关家垴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当年
参加战斗的民兵后代关新成老人说。

1940年 8月 20日夜，震惊中外的百
团大战打响。在八路军连续大规模的破
袭和攻击下，华北日军损失惨重。从 10
月 6日起，日军调动数万兵力向华北各
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10月

28 日，一股日军撤到关家垴附近，准备
夺道武乡退回沁县。

刚打完榆辽战役的八路军第 129
师，此时正在蟠龙镇附近休整，彭德怀决
定消灭这股日军。10月 30日凌晨 4时，
八路军总部指挥所发出了总攻击信号。
当炮火弥漫的烟雾凝结成黑沉沉的乌云
冉冉升起，地平线露出一线光亮的时候，
一面面红旗迎风猎猎而舞，召唤出震撼
天地的冲杀声。
“全村人都转移到山沟里躲了起来，

我那会儿还很小，却清楚地记得炮弹剧
烈的爆炸声，子弹飞过时的‘嗖嗖’声。”
那场惨烈的战斗，是关新成内心深处永
不磨灭的记忆。

在这场战斗中，“民兵杀敌英雄”关
二如带领村民支前打掩护、送军粮、抬伤
员。关新成的父亲也在其中，负责运送
弹药和伤员。

11月 1日，日军 1500多人增援部队，
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逼近关家垴。彭
德怀命令部队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由于攻击地形十分不利，关家垴之
战极为惨烈。关新成听父亲讲，当时鬼
子将村里的窑洞全打通了，每个窑洞都
筑有机枪阵地，形成交叉火力网。八路
军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勇猛攻击，反复
与日军短兵相接，伤亡极大。

据战史记载，“772团一营原本 70多
人的一连只剩下 3人；50多人的三连只

剩下指导员和 2名伤员；近 70人的四连
只剩下 10余人。下午 2时，当一营参加
进攻的部队被兄弟部队换下来时，只剩
下6人…… ”

关家垴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
嚣张气焰，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日军一个
大队可以在抗日根据地内横冲直撞的
局面。

如今，在关家垴山顶平地的最北端，
一座镌刻着“烈士之血，革命之花”字样

的抗战纪念碑格外醒目、庄严、肃穆。碑
后，一个隆起 1米高的山包是烈士们的
合葬墓冢。
“牺牲的八路军太多了，战斗结束

后，沟里面全是战士的遗体，周围 8个村
子的民兵都来帮着掩埋。”说着，关新成
抬起手，抹了下眼泪。

纪念碑上仅刻有 134 名烈士的名
字，墓冢里的许多烈士都没有留下姓
名。在侵略者面前，无数没有留下名字
的革命先辈，以他们的坚韧、勇猛与无
私，染红了这片土地。

彭德怀当年在关家垴阵地前的壕沟
里举起望远镜察看敌情的一幕，定格在
被广泛刊登、转载的照片里。关家垴战
斗指挥所、关家垴歼灭战纪念碑、关二如
旧居，分散在关家垴村落的沟沟岭岭，它
们蕴藏着那些撼人心魄的红色故事。历
史的足音久久回响，太行深处留下的浩
然正气激荡永存。

浴血关家垴 浩气传千古
■张学敏 许福勇

水患如虎。
7月 21日 11时许，在河南省固始县，淮河支流史灌河潘庄段突发管涌

险情。堤内，打转的漩涡像老虎张开的血盆大口；堤外，喷涌而出的河水
撕咬堤坝；堤下，有 15个行政村 4万群众，一旦控扼不住“虎口”，方圆数十
平方公里将有倾覆之虞。

忽来汛情急，鸣镝催征紧。河南省抗洪抢险军地联合指挥部立即组织
驻豫某旅420名官兵和200名民兵应急分队队员火速集结出动。河南省委

省政府、河南省军区、武警河南总队与省水利厅、应急管理厅等军地领导现
场指挥官兵封堵管涌、加固堤坝；33位水利专家、48位水文测报专家协同
配合指挥部科学决策、抢险查险。经过一昼夜奋战，史灌河化险为夷。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也是一次军地联合指挥的实战检验。
近年来，河南省军地积极适应国防动员系统改革重塑新要求，深入研究破
解军地联合指挥机制深层次矛盾问题，提升战时动员支前能力，带来诸多
有益探索和启示。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作为百

团大战的总指挥，在武乡关家垴战

斗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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