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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陈坤丰、记
者赖文湧报道：前不久，
贺兰山麓硝烟弥漫，第 73
集团军某旅一场跨昼夜
多弹种实弹射击考核激
战正酣。随着炮长李贻
豪一声令下，炮弹呼啸而
出，精准命中目标。令人
意外的是，此次实弹射击
靶标竟是一台刚报废的
真坦克！

据 了 解 ，往 年 该 旅
组织实弹射击，靶标大
都是模拟构设的“坦克”
“碉堡”等，即便精准命
中目标，射击效能也得不
到精确评估。今年，他们
利用现地实物共设置 6
类 23 个坚固目标。某新
型车载炮进行实弹射击
时，用真坦克当靶标，全
面检验炮弹射击精度和
毁伤效果。
“火力打击，击中目

标的不同部位，毁伤效果
也不尽相同。”该旅领导
告诉记者，为使新型火炮
尽快形成战斗力，旅党委
抽组骨干成立攻关小组，
梳理总结训练要点，展开
专攻精练，进行重难点问
题研究。

记者在现场看到，随
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一发
试射炮弹呼啸而出，精准
命中目标区。指挥所根
据试射结果决定进行效
力射击，10余门火炮震天
怒吼，全场顿时烟尘四
起。炮弹雨点般落到目
标区，多个坚固目标被瞬
间摧毁。

被问及射击感受时，
李贻豪说：“新型火炮装

弹更快、射程更远、精度更高，面对真目标的考验，我们打出
了实战底气。”据了解，该旅下阶段将围绕新型火炮实现“快
打快撤、精准点穴”等一系列课题，深研打法战法，抓好专攻
精练和协同训练，加速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上图：“箭”指苍穹。 郑晓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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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庄小好、刘雄马报道：“在外
展示大国形象，归国践行使命担当。”国庆
前夕，第 74集团军某旅官兵刚从维和一
线返回，又马不停蹄踏上演训征程。在
机动间隙的战斗动员中，某连指导员陈
家威向官兵讲述自己的维和经历，激励
大家发扬“蓝盔”精神，沙场再立新功。

去年初，该旅派出工兵分队和医疗
人员赴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担负基础
设施建设及人道主义救援等工作。一年

多来，该旅维和分队官兵先后圆满完成
当地学校援建、“蓝线”观察哨建设及巡
逻道路修筑等 80余项任务，得到联黎部
队和当地民众的高度评价。

为将部队维和经验转化为强军动
力，维和分队归国后，该旅跟进整理相
关资料，并开展“学习维和官兵、续写强
军荣光”专题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
该旅采取印发维和故事集、制作维和纪
录片、举办维和故事会等方式，引导官

兵从维和故事中汲取奋进动力，激发精
武豪情。

一段维和经历就是一堂生动的教
育课。某营演训场上，官兵利用训练间
隙围坐在维和官兵身边聆听感人故事，
并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大学生士兵毕
研鲁有感而发：“作为军人，守护好来之
不易的和平是使命所系。我要刻苦训
练，争取也能参加维和任务，为祖国争
光、为军旗添彩！”

第74集团军某旅将官兵海外执行任务经历当作活教材

维和故事激发精武豪情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毛泽东

同志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彭

德怀后来说：“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

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

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

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

正确。”杨尚昆在1951年元旦的日记中

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

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

则已如黑白之分明。”

1950年 6月 25日，朝鲜战争爆

发。两天后，美国当局宣布出兵朝

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

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对此，我国

政府发出强烈抗议和严厉警告。然

而，傲慢的美国当局认为这只不过是

“虚声恫吓”，悍然指挥军队大举越过

“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

月1日，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请求

中国出兵支援。是沉默容忍，还是奋

起抗击？是解放台湾实现统一，还是

挥师北上出兵朝鲜？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毅然决

然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历史性决策。

战略决策是一个极为重要、极为

复杂、极为艰难的过程，尤其是那些

事关“国之大事、存亡之道”的军事

战略决策。考虑到新中国百废待兴的

实际，最初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数

人对抗美援朝持反对意见：不到万不

得已，不要打这一仗。毛泽东同志在

会上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

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

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经过

慎重权衡、反复考量，党中央和毛泽

东同志最终作出“应当参战，必须参

战”的英明决策。

自古战场无亚军。军事战略决策

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战

略决策实施之后，留给历史的不是胜利

就是失败。如果战略决策出现失误，胜

利的希望就会变得渺茫。战略决策正

确与否，对战争胜负有着决定性作用，

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最大的胜算。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

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信息化智能化

战争具有“小行动、大体系，小战斗、大

战略”的特点，这对指挥员的战略视

野、战略思维、战略素养和战略筹划能

力提出更高要求。各级指挥员应站在

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

考和处理重大问题，时刻保持战略清

醒。强化大局意识，培养长远眼光，善

于“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

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

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做到因势而

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决策正确是最大的胜算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启示录①

■杨 欢

本报讯 郑晓文、

记者钱晓虎报道：秋风
瑟瑟，西藏军区某炮兵
旅机动数百公里，在
高寒地域检验某新型
火炮射击效能，瞄准
极限射击距离挖掘装
备最大潜能。火炮阵
阵轰鸣，炮弹拖着尾
焰直刺苍穹，精准命
中目标。

该旅过去组织实
弹射击，目标大多设于
最佳火力打击距离，新
型装备“首发命中、发
发命中”不是难事。一
次演练，该旅炮兵分队
在机动途中收到发射
命令，然而目标超出理
论射击距离，官兵对此
一筹莫展。

在远距离、高海拔
的实战条件下，如何实
现极限射击“一剑封
喉”，成为该旅官兵必
须突破的一道难关。
他们与院校、厂家专家
共同组成课题攻关小
组，登上海拔 4000 多
米的驻训地，根据目标
方位、射击仰角、气象
条件、空气阻力等参数
建立极限射击档案，区
分不同射击距离、不同
天候条件、不同海拔空
气阻力进行反复试验，
整理出 10多条超限距
离射击的核心参数，摸
索出一整套某型火炮
在高海拔地域极限射
击的方法路子。
“只有向武器装备

最大射程、最远距离等
‘临界值’要战斗力，才

能发掘出武器装备的战斗‘底数’。”该旅领导告诉记者，近
年来，他们在日常训练中融入“超限元素”，不断增加高原特
种体能、夜间带弹行军、夜视微光操作、冰雪路段驾驶等高
难课目比例，将“技能练到极致、武器用到极致”，有力推动
了部队战斗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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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在大漠戈壁组织红蓝对抗演练，锤炼官兵实战本领。 刘志勇摄

9月底，第80集团军某旅开展

全员全装全要素演练，检验部队整

体作战能力。 于 博摄

初秋时节，武警河南总队三门峡支
队训练场上，一场特战分队实战化演练
如火如荼展开。

机动中队一路追击，“恐怖分子”
溃逃至某高地负隅顽抗。眼看高地久攻
不下，“恐怖分子”气焰也逐渐嚣张起
来，部分官兵出现焦虑情绪。
“派出政工分队，任务一组对‘恐

怖分子’攻心劝降；任务二组对我方官
兵激励鼓舞……”面对紧迫形势，机动
中队中队长张纪勇认为这是瓦解“敌
人”信心的良机，他当机立断，组织官
兵开展战时政治工作。

位于战场后方机动位置的政工分队
闻令出动，各小组根据预案展开行动。
“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对“敌”抛
撒传单、宣传攻心，任务一组组长张然
对此驾轻就熟。任务二组则对官兵进行
宣传鼓动：“千难万险不要怕，坚定决
心听指挥……”

一阵急促的哨音中断了演练，导调
组作出“政工分队战场政治工作不合
格”的判定。“明明按照预案有序进
行，制敌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被判定
不合格？”复盘检讨会就地展开，张然
率先提出疑问。
“政治工作开展成功与否要看战

场效果！”导调组随即调出一组无人
机传回的现场画面，政工分队看后恍

然大悟。
画面中，任务一组官兵身处逆风方

向抛撒传单，导致只有少量传单落到高
地上，并且宣传人员站立的位置极易被
“恐怖分子”发现并射击，战斗位置选择
明显错误。任务二组用喊话器做鼓动宣
传，易暴露阵地位置，工具选择欠妥。
“以往演练任务中，政工分队往往只

是‘走过场’‘演套路’，与实战化要求不

符，经不起战场考验。”指导此次演练的
支队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演练是战斗
的预实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岂能机械
照搬方案搞‘按图索骥’？”

讨论越深入，剖析越透彻。参训官
兵从实战要求出发，根据现场态势，查
找并改进各类政治工作方案中不符合实
战要求的 10余个问题。他们还改进演
练行动方案，将政工分队战位前移，确
保战时政治工作发挥最大作战效能。

演练重新开始，政工分队再次走
上战场。紧贴掩体、灵活移动至上风
向的任务一组，对“恐怖分子”展开
“心理攻势”。高地下方已经斗志昂扬
的官兵把握时机乘势而上，圆满完成
捕歼任务。
“建议及时组织思想摸排，掌握战

后应激反应情况……”暮色四合，伴随
着最后一份战时政工通报下达，这场实
战化演练落下帷幕。

武警三门峡支队对照实战标准完善战时政治工作方案——

“攻心”演练岂能“按图索骥”
■李 勇

战争不仅是武器装备的较量，也

是精神意志的较量。战场形势瞬息万

变，官兵的精神、心理也会随之发生

变化，这就要求战时政治工作要多些

硝烟味，必须适应战场的快节奏变

化，并根据作战实际快速调整反应，

既要鼓舞官兵精气神，又要瓦解敌人

心理防线。

“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

致倾覆。”各级指挥员在组织军事训练

时，要着眼未来战场需求，将政治工作与

军事工作一体筹划、一体组织，将军事打

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让战时政治工作

真正成为“精神利刃”，成为战场上克敌

制胜的法宝。

战时政治工作须经得起硝烟检验
■李盼龙

短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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