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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位 观

我的战位

没有“存在感”
便是最好的存在
■ 某 团 无 线 通 信 连 战 士

胡 强

去年一次演习中，我们连负责传

输靶机飞行数据，并将现场视频实时

传回导演部。

演习准备阶段，我们对设备进行

了多次调试，确认一切正常后才赶赴

战位。靶机试飞当天，我们突然发现

网络不稳：电脑终端中不时出现“丢

包”。这意味着，靶机数据很可能传输

失败，导演部分析数据、掌握性能、研

究改进方案将无从开展。

想到前期各部位的精心准备很可

能因为我们通信环节问题而白费，我特

别紧张。随即，我和战友分别对设备硬

件软件展开全面排查。大概20分钟过

去了，还是没能找到故障原因。

发射阵地上，对讲机传来“距离靶

机发射还剩半小时”的声音，我感觉心

都悬到了嗓子眼儿。千钧一发之际，

我们做出一个大胆推测：既然系统设

备本身没有问题，会不会是阵地现场

有干扰？

于是，我与链路另一端的战友重

新进行了调试。在距发射还剩10分钟

时，导演部打来电话：“现场视频恢复

正常，请保持。”我们长舒了一口气：

“还好没出岔子！”

这次经历，是我们最有“存在

感”的一次。通信专业的特点决定了

平时链路通畅、各部位正常开展工作

时，作为“桥梁”的我们一般不会被

特别注意到。但我们都希望，这样

的经历还是少点好，因为对于通信

兵来说，没有“存在感”便是最好

的存在。

我们处在
“战场中的战场”

■某团通信营政治教导员
项 浩

去年，我们参加了一场实兵对抗

演习，红蓝双方在陌生海域展开跨昼

夜轮番较量。为随时确保链路通畅，

通信各点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班，

战场持续保障能力得到了充分检验。

近年来，基地化驻训成为锤炼指

战员、检验新装备、验证新战法的有

效途径，官兵参加的演训任务越来越

多、越来越频繁。对于通信兵来说，

能打“硬仗”是适应现代战场的硬性

要求。

一方面，战位增加使保障压力增

大，从布线、调试到全时值班，要求官

兵对体系和链路了如指掌；另一方面，

实战化环境下的昼夜连续值班，给官

兵体能技能和抗压能力带来极大考

验。

处在“战场中的战场”，通信兵必

须把自身综合能力素质练强、练硬，才

能在不断变化的战场环境中坚守住岗

位、发挥出效能，当好感知多维战场的

“血管”和“神经”。

晚风吹来，海面泛起点点波光。

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某团无线通信

连连长李亮站在甲板上，迎着风，捋了捋

汗湿的迷彩服。一旁，新兵刘保印正在对

设备进行出海前的最后调试。

这两天，李亮和战友们来回穿梭于几

个不同的港口码头。他们要给10余艘军

舰加装相关设备。每上一艘舰，就留下一

到两名保障的战友。现在，只剩下了刘保

印和李亮。

忙了一天，刘保印脸上看不出丝毫疲

惫。这是他入伍后第一次上军舰，对一切

都感到很新鲜，整天绕着连长问这问那。

“连长，我们的天线信号会不会被军

舰的雷达干扰？”

“万一遇到台风了，咋办……”

李亮一边回答着刘保印的问题，一边

忍不住笑了。眼前，夕阳正渐渐往海平面

底下沉，海鸥在远处盘旋，晒得满脸通红

的新兵兴奋得上蹿下跳，发梢都是汗。

此情此景，李亮觉得自己就像是动画

片中的“孙大圣”，“小猴子”们总是有问不

完的问题，既闹腾又有趣。

“他们的征途开始了。”李亮猛然发

现，这已经是他带的第4批新兵了。3年

前，他和官兵第一次带着设备上军舰时，

也像“小猴子”一样左顾右盼、问东问西。

现在，李亮变得从容而沉稳。

这份沉稳，是改革大潮冲刷下的素质

积淀。

2017年，李亮从观通部队选调到某

无线连担任连长。算上他，全连官兵平均

年龄不到22岁。

这支年轻的队伍组建即转型。历经

3年蜕变，他们已先后 10余次保障重大

演习任务，足迹遍布这片海域的各个演

兵场。

对于无线连官兵来说，成长的过程就

如同每次随舰出征一般，有期待中的大海

星辰，亦有不期而遇的惊涛骇浪。

翻阅历史，从烽火台上的滚滚狼

烟，到军马邮车的千里奔袭；从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嘟嘟作响的电报电台，

到计算机网络像触角一样延伸到陆

海空天……古往今来，通信总是与军

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作战空间

更加广阔、部队机动更加高效、作战样

式转换更加频繁，战机稍纵即逝。海

量的战场信息与激烈的电磁交锋，大

大增加了军队指挥对军事通信的依赖

性和完成军事通信任务的艰巨性，通

信兵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中，

某训练基地被冠以“联合”二字，部队

编制体制彻底重塑，通信保障力量深

度整合。保障队、通信站摇身一变，首

次组成全训建制连队，职能定位更准、

使命任务更清、抓建标准更高。这个

变化，正如一位士官班长所言：“以前

总觉得我们保障兵处在部队建设发展

的‘边角位’，现在，像是走上了‘舞台

中央’。”

训练机构的建制通信连，是“保障

兵中的保障兵”。他们既有传统的“保

通”功能，又能在演习演练中传输战场

数据、自主研判形势、协助导调评估，这

一战位，是通信要素进一步嵌入部队训

练与战斗力生成体制的生动写照。

新战位，要发挥传统优势。1931

年，红军从敌人手中缴获受损的“半部

电台”，成为我军无线通信的起点。长

期的战争实践，使我军通信兵积累了丰

富的组训和作战经验，对于转岗走上通

信岗位的官兵来说，这是一笔宝贵的财

富，是他们钻研专业的基础和源泉。

新战位，要突出创新驱动。年轻

官兵成长在网络时代，信息化的生活

体验使他们普遍视野开阔、思维活

跃。走上一个新岗位，虽然专业陌生、

本领“归零”，但就像手游中的一次“空

投”，不限于固定思路便意味着，每个

方向都有可能开辟出新的道路。

新战位，要树牢打仗导向。未来

战争，是短时间、高强度的体系与体系

的比拼，实际上也是长期的训练质效

之间的较量。训练的组织者、保障者，

早已成为战斗力生成链条中不可或缺

的一环。当实战实训成为部队日常，

通信兵必须体能、技能、智能全面过

硬，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环境。

毛泽东同志将通信兵喻为“科学

的千里眼顺风耳”，鼓舞着一代代通信

人前赴后继、开拓进取。如今，随着通

信保障力量与训练、作战体系的进一

步融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场史无前

例的改革重塑，将让“千里眼”更明，

“顺风耳”更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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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落实在军营·新战位新跨越

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某团无线通信连官兵正在进行通信演练。 郭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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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一个新岗位，

就像一艘船开到了一

片陌生的海

与李亮一样，无线连官兵大都是从
别的专业转岗过来。成为通信兵，是他
们在人生规划中不曾预想的“章节”。

对于上等兵林科慧来说，转岗的过
程尤为深刻。

18岁参军入伍时，林科慧梦想着成
为“许三多”一样的特种兵，结果被分到
某后勤单位，在炊事员岗位工作了一
年。后来转到警卫连重新集训，现在他
又成了一名通信兵。
“走上一个新岗位，就像一艘船开到

了一片陌生的海。”连队第一次集会，官
兵挨个自我介绍，当林科慧在台上说出
自己的经历时，战友们若有所思地看着
他，仿佛在看一面镜子。

对于新连队新岗位，大家的感觉都
不太一样。

下士刘龙飞是从警卫专业来的，个
性张扬的他从小喜欢舞枪弄棒，在原单
位担任军体拳、匕首操“小教员”，常在射
击比武中崭露头角。听说要成为通信
兵，刘龙飞一下子“感觉找不到存在的价
值了”。

上等兵刘炬耀却满怀期待。这名成
长在草原的内蒙古小伙儿，憧憬着有一
天能见识远海大洋。了解到新连队的使
命任务，这位本科毕业生觉得自己离“远
洋梦”更近了。

无论忧虑还是憧憬，时代的浪潮已
经把官兵推到了一起。

在李亮眼里，大家专业不同、经历不
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赶考”
的人。

对于这次“赶考”，林科慧显得很从
容：“有心打石石成砖，无心打石石胶
连”——这句潮汕谚语，是当初特种兵
“梦碎”时母亲跟他讲的，现在他用来鼓
励战友们。
“从‘想当特种兵’到‘当好炊事员’，

我一入伍就感觉经历了一场转岗。”那
天，战友们饶有兴致地听林科慧讲述了
更多的心路历程。

曾经，林科慧以为炊事员只需要管
好“柴米油盐”，但他融入岗位之后才发
现，专业要会、理论要学、军体也要练，
“成长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后来
短暂转入警卫连，他能在 3公里跑道上
与新战友一较高下。

两次转岗的经历让林科慧认识到，
在改革强军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岗位都
可以成为提升自我的舞台。
“炊事班的故事讲完了，接下来要写

好通信兵的篇章。”他说。

电话再次响起时，

感觉大家不一样了

打电话，是最简单的通讯应用。走
上通信岗位后，这群年轻的官兵才发现，
平时随处可见的电话机，背后也可以很
复杂。

中士刘佩是连队最“老”的班长。起
初，李亮安排他掌管新设备，牵头把专业
训练抓起来。

探寻未知，正是刘佩喜欢干的。就
跟小时候组装家里的旧收音机一样，刘
佩觉得，研究电子设备干脆用“最原始的
方法”：只要在链路两端各接一部电话，
根据电话是否能通、通话音质怎样，便能
检验中间的系统功能和链路质量。

但最难的，正是中间部分的调试。
那时候，官兵对新的系统不太了解，这部
分链路就像设备中五颜六色的线一样，

让人找不着头绪。他们只好对照参考资
料，把每一个端口、每一类系统设置、每
一种搭配组合都试了一遍。
“失败总是多于成功，但只要有一点

小的收获，我们就很开心。”刘佩说，有时
忙活好几天，电话终于响了，大家欢呼雀
跃，像听到美妙的音乐。

然而，要达到上级要求的“形成战斗
力”，没有这么简单。

第一次参加演习，官兵们带着设备
清早出发，一直干到半夜两点。
“通信保障能力还有很大的进步空

间。”演习复盘总结会上，简单的一句话，
让官兵们听得“直冒汗”。刘佩暗下决心：
“下一次绝对不能再给连队丢脸！”

回去后，官兵们经过讨论一致认
为，“不能脱离专业理论一味盲干”。刘
佩召集班员搜集资料、完善教案，连长
李亮当起兼职教员，把自学的专业理论
梳理汇编，带着大家学习探讨。

每晚，学习室都灯火通明。
不久，连队接到新的任务。官兵们

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奔赴不同战位。
军舰越驶越远，大海越来越蓝。刘

佩却没有心情欣赏眼前的美景，总想着
如何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这一“仗”刻骨铭心。7人小分队将
500 多斤重的机柜和 100多个设备箱一
点点拆分，然后用手抬、用肩扛，一件件

地运到了六层楼高的信号塔。
拆、装的过程，意味着曾经复杂繁琐

的设备结构和网络原理已经被他们攻
克。保障过程中，团队的协作让每个环
节都更加顺畅高效。电话再次响起时，
刘佩说：“感觉大家不一样了。”

真正跨过通信那道“门槛”之后，官
兵们发现，里面的世界就像珊瑚礁一样
绚丽多彩。

后来，他们经过反复推敲论证，画
成了涵盖多型设备的网络拓扑图，制订
标准化作业流程，成为历次演训保障的
基础。

未来体系化作战

中，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专业学通之后，每名官兵都想上军
舰一显身手。

李亮提出了一个新要求：所有考核
必须全部达到优良以上才能出海保障。

消息一出，不少人小声嘀咕。上等
兵傅建富直言：“我们就是搞保障的，在
任务中能把网络调通就行了，干嘛这么
折腾？”

傅建富入伍前是一名咖啡师，“追
求生活品质”的他只想在部队体验两年
生活。他想出海，但又对连队的管理模
式表示不解，一时成了连里的“重点
人”。

得知傅建富懂电脑、打字快，李亮便
带他学习报务专业的理论和业务，并在参
加演习时将他安排到指挥所。

指挥导调大厅的态势屏上，一道道
命令通过无线方式快速传递到各个作战
单元。这一切让傅建富深受触动：“从没
觉得战场离我这么近，原来我也可以成
为有价值的那种人。”

后来，傅建富钻研专业、苦练体能，
不仅成功通过了留队考核，还成长为团
里响当当的业务骨干和军体尖兵。去
年，基地组织军体运动会，他为连队一举
夺回5块奖牌。

傅建富的成长，证明李亮的思路是
正确的。

从最初转岗开始，李亮心里就很清
楚，传统孤立的专业思维和“保障单位
不打仗”的认识误区一起，都已成为过
去——“未来体系化作战中，没有人能
置身事外。”

每次任务，无线连官兵主要负责把
演习数据实时传回导演部，并为战场裁
决、导调评估搭建“桥梁”。李亮常跟官
兵说，他们虽不直接操枪弄炮，但大家的

战位本身就嵌在战场上，也要随时做好
应对一切突发情况的准备。

今年夏季的一场实兵对抗演练中，
任务编队在某海域意外受到电磁干扰，
下士赖康果断采取应急措施，配合军舰
相关部门研判情况、梳理上报，“特情”得
到有效处置。

当官兵们像星星一样洒在偌大的海
域，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经历
得多了，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现在，保
障员与一线战斗员可以没有明确的界
限，就像新体制下的训练与作战没有太
明显的区别一样。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无线连官兵
才在新岗位上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刘龙飞又当起了军事小教员，带着
军体拳队伍在运动会开幕式上一展风
姿；林科慧用切菜掂勺的手，一举夺得天
线架设比武第一名；刘炬耀跨过体能难
关，如愿随舰出海，见到了心中的“诗和
远方”……

如今，他们的足迹仍在随着军舰的
航迹，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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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线 连 的“ 赶 考 ”足 迹
■雷 彬 吴永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