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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的战争”打不

赢，未来体系之战的奠基

也会不稳

终于不再是“一个人的武林”了。
收到节点被摧毁的指令，某基地信

息通信旅某营一连七班上士班长李志
强，利用指挥信息系统接通营指挥所，请
求上级派出通信车前出支援，接替被毁
伤的信息节点。

这是一场对抗演习中的一幕。这天
上午 8 时，李志强接到指令：“你部遭
‘敌’袭击，节点被摧毁，所有业务中断，
但人员安全！”
“在以前，我们只能选择撤收。”现

在，李志强有了“其他选择”。
几分钟后，营指挥所答复：通信车将

从就近枢纽站向你部机动，于 1小时后
到达指定地域，请做好接替准备。

接替位置勘选、评估受损情况、修订
接替方案……李志强带领全班人员有条
不紊地进入战斗状态。

通信车准点到达的同时，李志强和战
友也完成了通信节点的接替，顺利完成了
接下来的多个演习部队的通信保障。
“都说未来战争是班长的战争，这

次，我真的感受到了。”走下演兵场，李志
强思绪难平。

李志强的成就感，是因为“在战场上
找到了满满的存在感”。
“对于我们小散远单位来说，班长不

仅是平时的管理者，更是战时的指挥
员。”李志强说，如果未来战场上班长没
有两把“刷子”，不会带着打，就难以融入
体系之战。

正如旅长朱海所说：“‘班长的战争’
打不赢，未来体系之战的奠基也会不
稳。”

如何打赢“班长的战争”？该旅在
重大演训活动中随机设置突发情况，来
检验班长在变局、难局、险局中的分析
判断、组织指挥能力，不仅让战场“指挥
链”更加牢固，也激活了每个作战要素
的活力。
“未来信息化战争，体系对决是基本

作战样式，节点较量在战前就已经打响。”
这已成为越来越多官兵的共识。
“兵没几个但专业很多，就算一人一

个专业还不够！”中士班长蒋兵兵当上哨所
“主官”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现在建制小了、人少了，但专业要
素一点也没少。”面对专业繁多、任务饱
满的现实状况，某营一连十四班时常会
陷入“人手不够”的窘境。

编制体制从一岗一责到一岗多责，
能力需求从一专多能到多专多能，遂行
任务从相对单一到多元多样……记者了
解到，十四班的情况不是个例，全旅范围
内，人数少于专业种类数量的小散远单
位还有不少。

如何才能适应现实需求，打造过硬节
点？只有练强打仗这个唯一的“专业”！

观念一变天地宽。记者了解到，他
们按照“精本职、通两岗、懂多岗”思路，
按照分层考核、过关升级、岗位轮训的方
法稳扎稳打，提高体系建设的融入度，提
升对体系建设的贡献率。

截至目前，该旅多数官兵都能熟练
掌握 3种以上专业技能，单兵能快速走
进战位，节点能迅速融入体系，以前的
“小而弱”变成了“小而优、小而强”。在
最近的一次对抗演练中，一连十四班迅
速进入战位，快速融入体系，信息节点开
通效能显著提高。

任何一个作战单元甚至一个人、一
件武器都是节点与终端，都将深度融入
联合作战体系，影响关联战争全局。

就在前不久的一场平台演习中，该

旅某营三连顺利完成了一次全要素对抗
任务。

制胜的秘诀是什么？连长李哲说：
“在我们连，有一份融入体系‘路线图’。”

去年年初，针对部队“由保向战”转
型发展的形势，连队按照全旅“我在节点
在、我通节点通”的训练要求，在连队的
训练计划上新增了信息对抗内容。

未雨绸缪，方能临危不乱。一开始，
演习双方呈胶着状态，导调组为检验网
络平台训练情况给演习增加了难度，临
机添加“信息对抗”课目。李哲带领官兵
迅速展开攻势，不一会儿对手就乱了阵
脚，在连连败北中直喊“烧脑”。

只有人在网里、网在

心中，才能把“小块头”融

入“大体系”

强强联手，为啥“1+1＜2”？
2017 年初，该旅刚刚组建，两个台

站竟然因一次日常业务处理超时“挂了
号”。

两个点位都是枢纽站，装备性能没
的说，骨干业务也响当当，为何却在“河
沟里翻了船”？
“不合拍！”该旅网络运维科科长张

巍文坦言，两个台站虽然在同一条线路
上，却来自不同单位，基本的业务语境、
操作流程不一致，业务处理不顺畅！

类似的问题还有哪些？旅党委会
上，问题一经“抛”出，就激起千层浪！一
个个问题被严肃指出，与会的每个人脸
上都写满凝重。
“要想从合在一起到融为一体，首要

的就是打通制约体系形成的‘肠梗阻’！”
党委议训会上，一名旅领导斩钉截铁地
说，全旅由那么多单位组建而成，各打各
的拳、各唱各的调肯定行不通，体系建设
要走标准化之路。

欲成体系，先破“思想藩篱”。随着
一个又一个问号的求解，让这个旅的冬
天“暖”了起来。
“把各家‘方言’变成‘普通话’。”该

旅作训科参谋朱宏旭告诉记者，他们采
取自下而上论证、自上而下规范的方法，
从统一接口标准、统一信息编码、统一交
换格式开始，使“结构链”适应“数据链”，
用“数据链”支撑“信息链”，努力实现体
系作战能力最优化、最大化。

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今年年初，一
次普通的信道调度却让朱宏旭至今不能
忘怀——这条信道要经过多个台站，需
要十几名官兵通力配合，而用时比以前
缩短将近一半。

节点练强了，信息链打通了，还要全
程结网。

记者走进该旅三营通信枢纽站机
房，一次验证测试正在展开。随着多套
系统接口被打通，信息流汇入“信息池”，
该旅维护的相关光缆线路的运行情况、
实时流量等情况准确无误地显示在大屏
幕上。
“通过对各个台站的实时监控、统一

指挥、智能控制，实现精细化操作、动态
化管理，我们把每个小散远单位都融入
作战体系。”三营营长贺群兴奋地说。
“眼前有了繁花，并不等于手中就有

了鲜蜜。”该旅领导说，除了系统不兼容、
数据难共享等硬件方面问题，官兵联的
意识不强、联的本领不高等问题也不同
程度存在。

仗要靠网打，兵要入网练。今年，该
旅先后 3次前往某区域联合作战指挥中
心，针对年度大项演训任务，商讨战备保
障方案，探索全新保障模式，积极融入指
挥链条，推动从“浅联”向“深联”、从“形

联”到“神联”的跨越。
“部队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打仗需

要什么就保障什么。”除此之外，他们在
“向上看”努力融入战区指挥体系的同
时，也在“向下看”对接部队保障需求。

近日，在一次多军兵种联合演练中，
他们坚持主动上门走访，摸清保障需求、
对接保障计划、破解保障难题，并抽调伴
随保障模块力量，实现了参演部队指挥
链路的一键互联，整体效能比以往明显
提升。

小散远单位身上的

硝烟味越浓，打赢未来体

系对抗的胜算就越大

一个排，却要支撑一个战术级应急
通信保障，能不能行？

去年夏天，西部战区组织联合战役
演习，按照保障关系，由某营三连二排担
负陆军某合成旅的通信保障任务。

人员少、力量弱、任务重……虽然这
是检验部队战斗力的大好机会，但排长
杨鑫还是感觉“心里不太有底”。

远在千里之外的机关也在纠结：如

果不加强，完成任务不托底；调配力量
加强，部队独当一面的能力又很难形
成。
“每个点位都是体系对抗中的‘节

点’，任何一个不过硬，都可能导致‘链条’
中断，酿成‘一颗马掌钉改变一场战争结
局’的悲剧。”最终，旅里决定，保障任务不
作改变，由这个排自行拟制方案、组织实
施，实打实摔打部队实际作战能力。

接到命令，杨鑫立下军令状：“坚决
确保通联高效顺畅！”一个多月时间里，
杨鑫带领几名战士主动融入被保障单
位、迅速进入多角色战位，没有出现丝毫
差错，受到旅里通报表扬。
“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有主观努力，

也有客观因素。”一个排打了胜仗，却引
来旅党委的一次复盘检讨。

为什么能打胜仗？是因为平时枪炮
声听得多——这个排驻守在某演训场附
近，常年担负大型演训保障任务。

换作其他小散远单位，还能不能打
赢？他们意识到：小散远单位身上的硝
烟味越浓，打赢未来体系对抗的胜算就
越大。

一场演练，该旅刚刚组建的机动通
信连接到命令：为陆军某部指挥所提供
通信保障。但是当演练地域坐标下发

后，连长刘啸一度怀疑机关是不是搞错
了，因为任务地域竟在百余公里之外！

在刘啸的印象里，过去演练下发的
“陌生地域”坐标，总是似曾相识，啥时候
跑出去过这么远？连队刚组建就长途拉
动，人车安全能不能保证？信道资源好
不好调配？

几经周折，该连机动至任务地域，开
设好移动通信节点，为该指挥所提供了
可以实时监控演练动态、指挥部队作战
的可视化通信保障，然而按照时间节点，
他们的这一行动足足迟到了半个小时。

一个连跌了跟头，整个旅捡个明白：
体系“短板”必然带来战场“崩盘”。

磨刀，贵在知道磨在哪里、用力在哪
里。他们对接战场需求，定期把部队拉
到青藏高原、川西密林、西北戈壁等陌生
地域，与多支军兵种部队展开实战化通
信组网训练和对抗演练，锤炼野战保通
硬功。

一次验证训练，上级要求机动通信
连为驻地机场、某外训场等多个地域提
供通信支撑。一天之内，任务地域变化
到哪里，通信保障就延伸到哪里。他们
转战多地，机动几百公里，为预设的多军
种指挥所成功开设应急通信枢纽。
“我们不仅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更

要畅通‘最后一百米’。”该旅领导说，现
代战争中，没有一个好的信息网络支撑，
作战体系就无法运行，各类武器装备就
难以互联互通。

近日，西北某演训场，火炮轰鸣，
铁流滚滚。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侦察、
炮兵、装甲等 30余家驻训部队，千军万
马一张网，在同一个训练场进行常态
化训练。

变化从哪儿来？原来，在演训部队
进场之初，该旅领导就带队逐一走访调
研，掌握通信需求，组建专业保障分队，
主动参与联演联训，信息支撑能力在实
战化洗礼中实现攀升。演习结束，该旅
收到多家演训单位的感谢信、表扬信。
“小散远不管有多远，离战场的距离

都不应该远。”该旅政委李洁说，明天的
战场远比今天的演练更残酷，要想真正
拿到战场上的“表扬信”，还需要我们在
体系建设中继续努力。

心在战场，远在天边依然在体系之
中；心中无战，近在眼前也会游离体系之
外。远和近、大和小、散和聚，说到底，看
重的不应该是“物理位置”，更应当是“战
场坐标”。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个旅
的小散远单位正在走向战场，虽然前方
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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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散远单位走向战场的路在哪里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少波 雎心阳 徐弘源 特约记者 张能华

在传统印象中，小散远单位往往架

构小、驻地散，远离上级、远离机关；因

其人员装备较少，承担的职能任务也较

为单一、有限，在战斗力序列中一般都

排在后面。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战争样式不

断变化，军队功能、模块、要素越来越集

成高效，原来一个团、一个营的职能，现

在只需一个连、一个排甚至一个班就能

胜任，越来越多的小散远单位出现在

作战序列之中。

这样的小散远单位看似不起眼，地

位作用却举足轻重。以某基地信息通

信旅为例，每一个小散远单位都是全军

信息通信网络上的节点，维护着一条甚

至多条干线或支线，一个点位出现问

题，就可能导致某作战方向通信中断，

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同理，兵站线上

一个出现瘫痪就等于全线停运，仓储分

库出现一个失职就等于掐断补给……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在战斗力链

条上，每一个不同类型的小散远单位都

是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掉一环，则

链断，胜败就可能逆转。

要想链条强，组成链条的每一环都

必须硬。我们有幸看到某基地信息通

信旅敢于用“炮火”轰一轰小散远单位，

为战斗力链条加钢淬火。但也要看到，

现实中仍有一些单位把小散远单位真

的看远了、看轻了甚至遗忘了，导致他

们游离于战场之外、闻不到“炮火硝

烟”。一旦狼烟乍起，后果不堪设想。

小散远单位进入体系战场，思维

转变是首要。小散远单位不是孤立

点位，而是作战体系中的要素、节点，

一切工作谋划都要放在体系中衡量，

以提升点位在全程全网全体系中的

战斗力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小散远单

位不是战场局外人，是战斗力生成的

重要一环，在“前方”“后方”日渐模糊

的今天，再偏远也可能是战场“最前

沿”；小散远单位不是配角、不是跑龙

套，要成为主力军，一声号令、紧要关

头必须拉得出、顶得上。

体系作战怎么打，小散远单位就

怎么练。体系作战力量多元、性能各

异，可能产生“木桶效应”，每一个点

位都应当从体系作战需求出发，用作

战任务牵引练兵备战，争当“长板”；

整合相关要素、专业，进行协调有序、

一体联动式训练，增强体系内各要素

之间磨合度，为发挥体系整体作战效

能聚力；用好演习演训、重大任务等

“磨刀石”，经受硝烟洗礼和实战检

验，查漏补缺、取长补短，不断提升体

系战斗力。

让战斗力链条每一环都硬起来
■刘 伟

回忆起那次通信演练，某基地信息
通信旅某营四连指导员王强还是会有些
兴奋。
“终于可以走出通信机房啦！”对王

强来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去年 7月，
青藏高原腹地，飞沙走石，一场应急通信
演练即将打响！

连队离演练地域有几百里地。对于
参加演练这件事，连队官兵拍掌叫好的
有，皱眉叫屈的也有，“明明附近的单位
就能干，为啥非得拉上我们连？”
“其实，一开始也没想让四连参加。”

聊起这个事，演练总指挥道出缘由：“这

次实兵演练机会难得，想让更多官兵淬
淬火，借机摔打一下部队。”
“有段时间没参加过演练了，手都有

些生！”演练结束，虽然得到了上级肯定，
但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让王强触动颇深：
演练物资装载上了车，才发现还有空缺；
后勤给养准备不够充分，导致饭菜不能
按时送到前沿阵地；甚至有新战友没戴
惯钢盔，“总感到头上压得慌”……

这些问题看似不大，却与战场的距
离不小。面对这个“既是意料之外，又是
意料之中”的结果，王强感慨地说：“作为
小散远单位，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

闻到硝烟味了！”
还有几个“王强”？小散远单位作为

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啥有的没能成
为战场上的重要一环，甚至还成了“看
客”？走进这个旅，虽然已组建 3年，但
还是有几个小点位没有到演训场上“走
过一遭”。

原因何在？和该旅官兵座谈，他们说
和很多小散远单位一样，主要原因有三：

难唱主角。小散远单位人少力弱，
重大演训活动难当主力，只能充当加强
分队、预备分队或者保障分队。

难堪大任。一个班排哨所配发的装
备有限，而且型号性能“长短不一”，长期
当配角、跑龙套，演训活动中难堪大任。

难成尖刀。小散远单位大多负责日
常保障工作，任务相对繁杂，排兵布阵、操
枪弄炮较少，战场上很难成为尖刀铁拳。

“越是小散远，越是要建链接网。”该
旅领导说，对于通信部队来说，小散远单
位虽然编制小、人员少，但同时又串点成
线、全程全网，每个点位都是“信息节
点”，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七寸”。
“只有经常用‘炮火’轰一轰小散远

单位，战斗力链条才能环环过硬。”笔者
不禁感慨，通信部队如此，全军小散远部
队亦是如此。

未来一体化作战，是全程体系对抗，
战场已无“前方”“后方”之分。小散远单
位，只有走进战场、融入全军、迈向联合，
支撑体系的“贡献率”才能越来越大，联
合作战的“胜算”才能越来越大。

小散远，为啥难闻到硝烟味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少波

某信息通信旅机动通信连组织应急节点开设演练，官兵登上通信方舱车。 孙晋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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