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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的凉风，没能驱散驻训场上的
紧张气氛，火箭军某旅一场对抗训练正
在进行。

远处，一队战车轰鸣驶来，转眼即
到眼前。潜伏在草丛中的蓝军分队指
挥员沈强，嘴角扬起一抹狡黠的笑意。

他的对手、某发射连连长巩创新率
领的3个发射单元，皆是全旅闻名的“王
牌”。面对这样的对手，沈强不敢有丝毫
大意，已率领蓝军潜伏数小时，张网以待。

眼见战车逼近，沈强一口气抛出 3
颗烟雾弹，烟雾瞬间弥漫四周。紧接
着，一支蓝军小队从正面佯攻，沈强则

带领多名突击手从后方偷袭，成功破坏
红方导弹发射车并将其阵地“炸毁”。

红方另一个发射阵地上同样险象
环生：已测好的点位被摧毁，前来复测
的队员又遭蓝军“袭击”……
“磨刀石的硬度，决定了刀锋的锐

利程度。”该旅领导介绍说，此次演练，
他们从各单位指挥员和发射骨干中精
选能手组成蓝军，所有人员均具备多岗
位操作能力，对发射流程、操作细节的
要点了然于胸。
“蓝军越来越‘狡猾’！”复盘总结会

上，该旅某发射营营长刘洋如此评价。

一次机动部署，他们展开全防护状态，
谁料蓝军趁机穿上防护服混进点位，成
功实施破坏，并“窃”走多份文件。

该旅作训科参谋王博告诉记者，
蓝方的任务就是模拟未来战场上的各
种威胁，从制造麻烦中锤炼红方胜战
能力。

走下驻训场，沈强带蓝军主动同红
方官兵坐在一起，共同探讨总结训练中
的经验教训。某连连长刘友闯的话道
出了官兵心声：“今天虽然在蓝军手里
‘栽跟头’，但只要吃一堑长一智，明天
在战场上就能多一分胜算。”

“狡猾蓝军”专攻发射短板
■董岸松 鞠英杰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初秋，帕米尔高原白雪皑皑。突
然，冲天而起的信号弹划破雪野的宁
静，武警新疆总队某特战支队一场高原
捕歼战斗演练打响。

突击车风驰电掣，特战队员动若风
发，迅速对蓝军形成合围之势。谁料，
胸有成竹的他们却扑了个空，连对手的
影子都没见着。

红方现场指挥员、特战六中队中队
长孔雪刚随机应变，立即指挥侦察搜
索。瞬间，无人机升空侦察、通信设备
搜索信号、狙击手占领制高点……发现
蓝军踪迹后，他们迅即设计“引蛇出

洞”，大获全胜。
“这场‘翻身仗’，打得不容易。”孔雪

刚坦言，1个月前，同样的对手，曾让包括
孔雪刚在内的数百名特战队员“败北”。

那场战斗，孔雪刚所在的特战中
队刚受领完任务，蓝军就变了套路，
“围歼”变成“追剿”，将他们引入事先
构建好的伏击圈内，特战队员“伤亡
惨重”……

蓝军为何这么“硬”？该支队副支
队长何立峰告诉记者，他们千里机动到
高原高寒山区野外驻训，专门挑选精干
力量组建蓝军，一到高原就展开各种险

难背景下对抗训练，倒逼特战队员不断
在困局、危局中突围。

此后 1个多月时间内，红蓝双方进
行了多次激烈对抗，红方特战队员每次
都吃尽苦头。但经过数个回合对抗，特
战队员打破常规编组，灵活调整战法，
在演练中摸索出突击、侦察、通信等 10
余个专业的技战术“高原模式”。

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在真打
实抗中提升能力素质。何立峰感慨
道：“问题暴露得越多越早，收获越
大。‘敌人’越凶狠，越能锤炼官兵打赢
本领。”

“凶狠敌人”搅局对抗训练
■陈 轩 本报特约记者 王国银

“红方车辆被‘炸毁’，班组成员全
部‘阵亡’。”初秋时节，南国某地，第 74
集团军某旅班战术综合演练考核现场
出现尴尬一幕：首批 2个战斗班组刚进
入陌生地域，就遭蓝军埋伏“偷袭”，损
失惨重。
“此次考核摒弃了固定特情处置模

式，紧贴实战设置了多种出其不意的导
调方案。”该旅作训科科长贺开红介绍
说，为更加贴近实战，他们借鉴参加红蓝
对抗演练的经验做法，抽组蓝军连，全程

同参演班组进行自主对抗；将“战场”设
置权交给蓝军连，随机出难题、临机设情
况，确保“磨刀石”充分检验部队战斗力。
“前方有小股‘敌’袭扰！”正在对车

辆进行隐蔽伪装的红方班长陈松听到一
阵枪声，随即带领突击小组朝“敌”方向
奔袭。没想到，另一路蓝军分队乘虚而
入，直扑防守薄弱的装备车辆驻点……
“命令你班务必于×时×分前赶

到×地域。”接到上级给出的位置坐标
后，红方班长苏维顺带领班组小心翼翼

开赴进场。没想到，蓝军假扮驻地村民
混入阵地……
“还是被蓝军钻了空子！”走下演练

场，红方官兵颇为懊恼。战斗一直持续
至深夜，蓝军出其不意的袭扰，让大多
数班组吃了苦头、失了分数。
“高明对手”频频出难题、设险局，逼

着各参演班组在随机应变中练战法、练
谋略，更让官兵看到自身短板弱项、找准
训练方向。演练后，该旅立即组织官兵
召开“诸葛亮会”，制订针对性整改方案。

“高明对手”袭扰考核全程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通讯员 郑 烨

在我军训练史上，蓝军一词早

已有之。蓝军承载的战场之变，却是

日新月异。

蓝军越来越“狡猾”，战场上不确

定因素也越来越多。这样的“假想

敌”，逼着部队练出新招，真正让官兵

像打仗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打仗，这

正是蓝军的价值所在。

“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

道也。”敌情是战场上立体多维的变

量。蓝军形神兼备，才能为部队提供

接近实战的对手，有效激发官兵战斗

潜能，促进战斗力水平提升。从这个

意义上说，蓝军建设以及在实战化训

练中的应用，是没有穷期的探索。建

好蓝军、用好蓝军，才能打开更为广阔

的训练空间，练就料敌于先、掌控全局

的打赢硬功。

蓝军之变 未有穷期
■魏 兵

短 评

战争不仅是血与火的对抗，也是

双方指挥员的较量。指挥员能否运筹

帷幄、决胜千里，关键在于是否时刻处

在“情况内”。

“情况内”不分平时战时。拿破仑

曾说：“一个主将每天之内应时常反躬

自问：如果敌军突然在我的前方、右侧

或左侧出现，我应怎么办？”对于指挥员

来说，要想胜敌一筹，就得多些类似的

反躬自问，保持时刻处在“情况内”的军

人素养。开国大将粟裕一辈子不打牌

下棋，不喝酒跳舞，最大的爱好就是观

地形、看地图。胜利了，进城了，在繁华

的大街上别人逛商店看商品，他却琢磨

这个街区怎样攻占、那个要点如何固

守。在和平时期，他也依然保持时刻准

备打仗的习惯，每晚就寝前都把衣服鞋

袜仔细叠放在身边，确保一旦有事随手

就能摸到。“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

马上行。”正是这种枕戈待旦的职业素

养，造就了“百胜将军”的一代传奇。由

此可见，时刻处在“情况内”，才能练就

真本领、打好主动仗。

然而在个别单位，把自己置身“情

况外”、不设“情况”背景练兵等问题，

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有的指挥

员习惯在会议上抛开“情况”讲两句，

部署讲评“情况外”工作；有的从分析

形势、定下决心到下达指令，还习惯于

背稿子、念台词；有的夜间行军灯火不

管制、组织拉动搞“场地摆练”，等等。

这说明个别指挥员还未置身真打实

备、真抓实训的“情况内”，还在用不打

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

战争是最严酷的审计师。军人为

打仗而生，最不能缺的就是战争意识、

危机意识、紧迫意识。稍有懈怠，就可

能难以应对风险，在战争来临时手忙脚

乱。明朝名将戚继光说：“守不忘战，将

之任也；训练有备，兵之事也。”面对倭

寇侵犯，他指出，行军不带军粮和炊具，

打仗时又没有号令，驻守时也不筑营

壁，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抵挡倭寇呢？

这一问号深刻揭示了“情况外”练兵备

战的严重危害。指挥员目光聚焦打仗，

官兵才会瞄准战争靶心；指挥员手握打

仗标尺，训练场才会与战场对接；指挥

员铆定战场前沿，各项演训才能贴近实

战。以游离于“情况外”的姿态和作风

抓训备战，练出的必然是花拳绣腿，不

堪一击。

习主席多次就练兵备战作出重要

指示，其中“聚精会神”一词反复出现，

“一门心思谋打仗、聚精会神抓准备”

“聚精会神钻研打仗”“部队各级要聚

精会神抓练兵备战”…… 各级指挥员

必须把时刻处在“情况内”当成一种常

态和本能，培养时刻处在“情况内”的

军人素养，全部心思精力扑在备战打

仗上，做到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

的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切实担负起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时 刻 处 在“ 情 况 内 ”
■魏上海

强军论坛

本报讯 许家铭、王金亮报道：“不
仅要注重教育形式的创新，更要研究怎
样提升内容质量。”日前，在武警黑龙江
总队组织的“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推进会上，先进典型单位分
享经验做法后，总队领导一针见血指出
存在的短板弱项。

当天，该总队所属支队分别从创新
教育方法、丰富配合活动等方面作经验
介绍。然而，总队领导在总结讲评时认

为，还有少数单位主题教育效果不明显，
根子在于没有紧盯教育内容质量这个关
键持续发力。

为此，该总队成立调研组，带着“官
兵要学什么”“战士想听什么”等问题深
入基层，收集整理提升教育质效的意见
建议。他们从细节入手，区分形势政策、
理想信念、使命任务等 6大类经常性教
育内容，规范开展时机，纠治“乱弹琴”问
题；指导各支队扎实举办“四会”政治教

员评比竞赛，提升授课水平。
问题导向激活教育一池春水。机动

支队定期组织指导员集中备课，共同研
究、共享资料、共创优质教案，为高质量教
育打牢基础；双鸭山支队运用抗疫英雄故
事、抗洪典型事迹，增强教育吸引力、说服
力和感召力，让官兵在情感共鸣中学有所
得；大庆支队将老红军、“石油魂”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宣讲团等请进军营，让官兵从
先辈光辉事迹中汲取精神养分。

教育更走心，练兵添动力。近日，该
总队组织的主题教育问卷调查显示，官
兵满意率明显上升。白山黑水间，官兵
们刻苦训练、奋勇争先，全身心投入到实
战化练兵备战中。

武警黑龙江总队紧盯教育内容质量持续改进

教育更走心 练兵添动力

武警新疆总队

某特战支队

火 箭 军

某 旅

第 74集团军

某 旅

本报讯 彭德杰、孙连伟报道：“有效遏制
‘敌’开展的抛撒传单、通信渗透等心理战
攻势……”前不久的一场综合演练中，第 80 集
团军某旅将政治工作全程融入任务、嵌入战
位，官兵士气高涨。
“演兵场是检验政治工作实战效能的考场。”

该旅领导介绍说，他们针对防空作战发起突然、
对抗激烈、贯穿始终等特点，围绕政治工作相关
课题开展研讨，依托演训任务反复论证、改进完
善，持续发挥政治工作服务打赢效能。

他们区分部队类型、任务性质、演练阶段，细
致梳理战时政治工作课题内容，组织政治工作干
部围绕“特殊背景下政治工作组织实施”等多项
内容 20余个课目开展分业专攻，按照“演练一批
课目、检视一批问题、制订一批措施、形成一批成
果”的方法步骤，组织考评验收，确保政治工作与
任务同频共振，无缝衔接战场。
“说教式心理疏导效果不佳”“集中式教育

容易暴露目标”……演练现场，少数政治工作干
部暴露出的问题被悉数揪出。据悉，该旅采取
现场观摩讲评、复盘检讨辨析、邀请专家指导等
方式，对演练中应对不同情况的多项政治工作
方法剖析会诊。演练结束后，10余项改进措施
相继出台。
“通过实战化演训的摔打磨砺，政治工作

干部的看家本领越来越强，官兵打赢的信心底
气也越来越足。”走下演练场，某连指导员陈
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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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初秋，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部队作战能力。 秦钱江摄

初秋时节，新疆军区某团在野外驻训地组织强化训练，锤炼官兵敢打必胜的血性虎气。 周凯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