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装感言

本以为这次新装

备集训能成为“加油

站”，没想到成了转型

路上的一段“减速带”

NO.1：骨干参加新装备集训

走进连队，放下背囊，常胜本打算与
同样是转隶而来的战友逐个谈心打气，
却发现自己多虑了——

不同于一些单位官兵转岗后遇到的
阵痛与迷茫，全连官兵对新岗位表现出
了出乎意料的热情。
“侦察兵，听这名字就让人热血沸

腾！”上士王浩至今记得全体官兵第一
次齐唱《侦察兵之歌》时的景象：“每
个人都吼得脸红脖子粗。”

走在路上，很多分流到其他单位的战
友好奇地向王浩打听：“侦察兵都练啥？”

那阵子王浩很忙，没时间细说。准
确地说，全连都很忙，新岗位、新理论、新
装备，一切都是新的，每天都充满挑战。
一双双常年托举炮弹的手，被攀登绳磨
出了厚茧，战斗射击、夜间射击、应用速
射……短短几个月的弹药消耗量顶得上
过去一年。

在常胜看来，全连官兵对新岗位的
认知，正是建立在对新装备和新课目的
认知上的。

不过起初，官兵们的认知有一块显
而易见的盲区——训练间隙，经常有人
围坐在一起，一边放松被高强度训练反
复“折磨”的肌肉，一边讨论“冠名”他们
这个专业即将配发还未能“谋面”的轮式
轻型侦察车（以下简称“轮轻侦察车”）。

到了车炮场日，看着其他单位官兵围
着新车、新炮忙活，不少人心里直“泛酸”。

2017年 12月，连队迎来与新装备第
一次“亲密接触”的机会。为帮助各单位
轮轻侦察专业训练尽快步入正轨，集团
军组织专业骨干集训，每个单位推荐 3
人参加。

僧多粥少，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
知。常胜拿着连队花名册找营长反复斟
酌，“学得快、教得好”是他选人的一大标
准。

当了 4年侦察兵的秦守恒幸运地成
为其中三分之一。机会难得，集训过程
中，秦守恒同另外两名战友铆足干劲
学，白天抓住点滴时间练装备实操，晚
上加班加点背记理论知识，课上课下缠
着教员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结业考
核，3人靠综合成绩夺得集团军总评第
一名。

学成归来，连队给 3人制定了教学
分工，考虑到他们参加的是基础班、连队
又没有装备，常胜专门交代：“先挑最简
单的教。”

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秦守恒很
快遇到了难题。他发现，讲操作时战
友们兴致勃勃，一讲理论有些人便哈
欠连天。

新装备自动化程度高，摁几个键就
能完成展开、信息采集、传送等动作，不
少战士把操作新装备看作使用家用电
器，感觉“多摸索多尝试就能学会，用不
着学理论”。

与此同时，常胜也发现一个不好的
苗头。

建连之初，旅里多方协调为连队
补充配发了三差仪、激光测距机、夜视
仪等作为顶编装备帮助训练。可自从
3名骨干学成归来并介绍新装备后，顶
编装备不再像之前那样受大家“追
捧”。有人质疑：“既然新装备如此先
进，为什么还要练这些根本不在编制
内、将来执行任务可能也用不上的老
旧装备？”
“不盯着新装备，找不到训练的方向

和动力；总盯着新装备，大家又眼高手
低，认为新装备配发后可一蹴而就。”就
这样，常胜本以为能成为激发大家训练
热情“加油站”的这次集训，却成了转型
路上的一段“减速带”。

单位要换新装备当然是好事，

但做好驾驭新装备的准备才是自己

最紧要、最切实际的事。

——下士 秦守恒

NO.2：全员参加新装备训练

旧装备要不要练，新装备理论要不
要学？在弄明白这两个问题之前，侦察
一连不少官兵走了一段弯路。

王浩坦言，连队很多人一度认为连
长之所以组织学理论、学旧装备，是怕战
士闲着，给大家找点事干。

可在连长常胜心里，“组织大家认真
学理论、学旧装备，是完成跨越必须要迈
出的一步”。

有些道理只有亲身经历才能顿悟。
常胜的“顿悟”来自一次惨痛教训。

2018 年 5月，集团军组织“小专业、
大集中”集训，连队终于迎来与新装备的
第二次“亲密接触”。让大家兴奋的是，
此次集训持续时间长、覆盖每名官兵，上
级还分配给连队一辆训练用侦察车。

常胜组织战士们轮流上车实操。起
初，一切顺利。后来，一名班长突然钻出
车舱，焦急地报告车“罢工”了。

常胜坐到车长席位上，按照操作步骤
反复尝试，始终没有听到装备自检通过时
的那一声“嘀”。车外，本来跃跃欲试等着
实操的战士们，此刻心都悬了起来。

刚才报告车出问题的班长反复保证
操作“是严格按步骤来的”。没办法，常
胜只得找上级搬救兵。故障原因很快查
清，光电手操作激光测距机过于频繁，导
致某零件损坏引发装备故障。
“那咋办？”
“操作原理没学吗？不知道激光测

距机 1分钟最多使用频次吗？这时知道
问咋办了，等着吧！”教员几句话把常胜
怼得哑口无言。

后来，紧赶慢赶，新装备终于修好。
此时，时间已过去了一周。与受到责备相
比，眼看着连队训练进度被兄弟单位赶
超，这更让常胜心急：“因为这‘一分钟’背
后的理论没学透，整个连队实装操作停摆
了一星期，这个教训够深刻了！”

痛定思痛，常胜带领骨干深刻反思
教训背后的问题。
“其实，连队的手持激光测距机对每

分钟操作次数也有限制，如果在顶编训
练中提前把它搞懂，这次训练中出的问
题很容易避免。”秦守恒的发言得到了战
友们的认同，“平时组织训练，大家只想
着新装备，瞧不上顶编装备，新装备训练
又只满足于会操作，不去深究背后的操
作原理，一出状况只能‘干瞪眼’。”
“大纲里新装备操作只占全部内容

的一部分，不能再干‘顾此失彼’的事
了！”找到问题症结，常胜带领连队从头
开始打基础：一方面人人手抄装备说明
书，骨干借助顶编装备研究讲解装备原
理，给马扎贴上手绘的按键图标，模拟各
阶段操作和状况处置；另一方面强化基
础技能训练，军事地形学、通指装备操
作、观察与报知等侦察兵“看家本领”天
天练、周周考……

这次集训结业考核，上级要求在规定

时间内测出10个目标的坐标。为增加难
度，考核组悄悄对侦察车的初始参数动了手
脚。一连雷达操作手吴杰上车后根据连队
总结的“控制点校验法”，及时发现问题并调
整参数；光电操作手朱英健通过“Z字形搜
索法”快速锁定目标……最终，一连夺得集
团军轮轻侦察专业集训考核总评第一名。

扎实的理论基础是用好手中武

器装备的前提，不然装备再好，也可

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中士 吴杰

NO.3：首次新装备战术演练

当炮兵时，上士崔丰军喜欢站在火

炮射击产生的气浪中，一边看着炮弹刺
破苍穹，一边想象远方某个重要目标如
何被它摧毁。

如今，崔丰军已成长为轮轻侦察车车
长，充当着火炮和战车的“千里眼”“顺风
耳”。目标近在咫尺，他却已无当年心境。
“敌防御前沿”“抵近侦察”“携带×

日份给养独自执行任务”……转岗之初，
面对大纲和教案中关于作战区域、作战
任务的描述，崔丰军心中并未掀起多大
波澜。直到首次驾驭新装备参加战术演
练，他才真正感受到“最前线”3个字给
心脏带来的压力。

那次演练中，崔丰军驾驶的侦察车
突然被判定“发生故障”。他习惯性地像
当炮兵时那样向维修分队求援，得到的
答复却是“‘敌人’眼皮子底下支援困难，
你们只能靠自己”。

弃车还是待援，前进还是返回？
崔丰军大脑顿时一片空白，难以作出
决定。
“作为炮兵，阵地位于作战编成的大

后方，敌情顾虑不大，遇到情况有指挥员
告诉你怎么处置；现在经常是单车执行
任务，小到吃饭换班，大到阵地选择、机
动路线规划、侦察方式选择等，都要自主
决策。”崔丰军感慨，换装的同时也要换

脑，岗位的变化带来了战场角色的变化，
“不变肯定不行”。

在雷达操作手吴杰看来，岗位变化
让所有人思维上都更加主动。

以占领阵地为例，虽然单车跟单炮人
数差不多，但侦察车占领阵地时要在敌情
复杂环境下完成警戒、展开、伪装等任务，
每个人都有负责的任务和席位，每辆车都
有负责的区域，任何一个人、一辆车出现问
题都会对全局造成影响，“一个萝卜一个
坑，逼着你主动思考如何把任务完成好”。

当然，岗位有差异却没有优劣之
分。比起炮兵的集火射击，轮轻侦察兵
更强调单人单装主动作为，脑子灵活、责
任心强等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名轮轻侦察
兵能力的重要标准。

崔丰军任炮兵班长时，有一年新兵
下连，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壮小伙儿，连队
让他自己挑。他毫不犹豫挑了后者，因
为“有力气，挖驻锄坑快”。如今，壮小伙
儿早已退伍，而那个当初的大学生士兵
已成长为连队技术骨干。

同样飞速成长的还有常胜。
过去当炮兵，下午就要实弹射击了，

常胜上午还带着班长们一遍遍练习，嗓
子因为下达口令而沙哑，装定表尺的手
指上缠满了“创可贴”。

现在，常胜和连队骨干常常在班战
术演练中为路线选择争吵，谁都试图说
服对方，抢过铅笔就在地图上画路线写
数字。有新战友第一次参加作战筹划
会，被这阵势吓住了。

在该连官兵看来，无论是炮兵还是
侦察兵，两个岗位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生
舞台和建功平台。只不过，前者更注重
将个体融入作战整体形成直接火力，后
者则更强调充分发挥个体作用并通过
“间接火力”来影响作战全局。

装备上的“鸟枪换炮”可以等

待，思维上的“腾笼换鸟”却应即刻

着手，只有勇敢打破惯性思维，才能

练好新装备的“新剑法”。

——连长 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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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炮兵到侦察兵—

一群转岗官兵的“装备新观察”
■梅 潇 王文记 颜士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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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装备是官兵与战位之间的纽带，官兵与装

备结合得越好，就越能胜任战位。改革期间，对于每名

经历转岗的官兵来说，掌握新装备是走上新战位必须

迈过的第一道门槛。

对此，第80集团军某旅侦察一连连长常胜深以为然。

去年秋高气爽时，常胜指挥连队官兵驾驶装备车

辆在崇山峻岭间疾驰。车内侦察员随着车辆上下颠

簸，双手却仍然熟练操作装备，将情报源源不断传回后

方……

此刻，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眼前的这些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的侦察兵，绝大多数还是传统炮兵。

2017年，部队体制编制调整，常胜和战友背起行

囊，千里转隶，汇聚到侦察一连，转型成为侦察兵。

从此，他们开始了在新战位上的跋涉冲锋，也开启了

一次次与新装备之间或苦涩或甜蜜的“亲密接触”。

第80集团军某旅侦察一连官兵在严寒条件下组织装备训练。 王宇峰摄

习主席深刻指出：“在战争制胜问

题上，人是决定因素。无论时代条件如

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这一条永

远不会变。”

未来信息化战争，武器装备越来越

先进，对驾驭装备的人的素质要求也越

来越高。如果操作装备的战斗员缺乏

训练、理念滞后，再先进的装备也可能

只是“烧火棍”。

1990年8月，伊拉克军队攻占科威

特，缴获40多部先进的美式“霍克”防

空导弹却无人会用。后来，伊拉克遭到

美军空袭时，只能守着先进的防空导弹

“干瞪眼”。

应当看到，军事科学技术不断向前

发展，大到陆、海、空、天、电、网等诸军

兵种，小到一个专业、一个岗位，随着武

器装备不断升级换代，对战斗员的能力

素质也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当前，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深

入，我军老旧装备正加速淘汰，为新装

备入列“腾笼换鸟”。面对越来越多的

新装备型号、越来越高的科技含量，部

队各级强化练兵备战，一定要善于以新

装备为牵引，实现官兵能力素质的转型

重塑。

要紧贴实战管装用装。恩格斯说：

“每一个自觉的兵士都应当知道自己的

武器的构造原理和性能。”武器装备是打

赢的基础，只有经常在贴近实战的环境

中使用，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管不管

用。要教育引导官兵大胆操作和使用武

器装备，在复杂战场环境和高强度对抗

条件下摔打武器装备，锤炼“人装合一”

的本领，最大限度地发挥装备效能。

要立足装备研究打仗。从二战中

德国的坦克“闪击战”，到海湾战争中的

精确制导武器“点穴式打击”，再到近期

纳卡冲突中无人机成为作战主力，新装

备总是一次次带着新的作战方式登上

历史舞台。一支军队要想在未来战场

上取得胜利，不仅需要发展先进的武器

装备，还要能提出有效运用先进武器装

备的作战理论。我们要教育引导官兵

集中精力研究装备、研究打仗，把装备

搞透、把对手搞透、把战场搞透，真正成

为善于运用新装备作战的明白人。

要强化战斗精神培育。与传统战

争相比，现代战争的毁伤性、残酷性进

一步增大，新型武器装备给人带来的震

撼和摧毁超过以往，对军人的战斗精神

和意志品质带来的考验更加严峻。现

代战争让更先进的武器大显身手，也同

样需要更顽强的战斗精神与之相匹

配。要强化官兵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

信心勇气和过硬心理素质，培育不畏强

敌、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

善用新装备塑造新型战斗员
■王 冰

第869期

锐视点

34号军事室

第
一
视
角

独
家
原
创

改革落实在军营·新战位新跨越

用装感言

侦 察 车 突 发 故

障，习惯性地向后方

求援，却被答复“支援

困难，靠自己”

因为“一分钟”背

后的理论没学透，整

个连队实装操作训练

停摆一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