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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 2021年开训动员令中

指出，深化实战实训，坚持以战领训、

以训促战，加强战争和作战问题研

究。雪山巍峨，长风浩荡。高原自然

条件严酷，恰恰是难得的演练场。高

原练兵要形成战斗力，必须要有“高

海拔思维”。

由平原机动到高原野外驻训，思想

观念首先要上高原，这是由雪域高原的

高寒、缺氧、气压低等恶劣自然环境决

定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一线

指挥员来说，远程机动、高原防病、作战

筹划等系统工程，特别是训练必要、打

仗必需的，都必须在平原就预有准备，

提早完成，确保部队具备一有情况能够

迅即出动、进入高原能够立即战斗的思

想准备和能力素质，坚决克服“恐高”思

想，随时做好上高原练兵备战和遂行任

务准备。

海拔高，练兵标准必须更高。雪域

高原是一个特殊的势场，能压制诸军兵

种的能力，也能抬高战斗力生成的门

槛，这就决定了高原练兵不能简单依据

大纲训、教材训，而是要紧贴实际作战

任务开展针对性训练。只有牢固确立

高原化、实战化、实案化标准，做到单兵

单装基础训练、营连排班战术训练、军

旅战役战术训练逐层级全覆盖，坚持从

营区到野外、从准备到实施、从驻训到

演习，全过程逐环节贴近实战练兵，才

能使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感知战

争、锤炼能力。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军人

眼里的高原不只是无限风光，更应当

是未来战场。站在雪线瞭望高原，我

们绝不能把高原驻训作为一般性训练

来对待，而是要自觉向打仗靠拢、与实

战接轨，只有进入高原、紧贴任务的训

练，才是真正近似实战的训练。同时，

必须把形式主义和训练水分拦截在雪

线之外，未来战场上容不得半点形式

主义。

越不可越之山则登其巅，渡不可渡

之河则达彼岸。走上高原练兵备战，既

要跨越有形的山，也要跨越无形的山。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只有取乎上上，

才能得乎其上；如果只取乎其中，那很

可能得乎其下，甚至无所得矣。因此，

我们要把标准定得更高，向着极限练

兵，征服高原而不是被高原征服，一步

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在雪与火的淬

炼中实现战斗力质的跃升。

练 兵 备 战 要 有“ 高 海 拔 思 维 ”
■祁实奇

高原演习，第77集团军某旅攻击群高速冲锋。 孟 利摄

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兵

头脑开始“越过雪线”，大

家对于“体系作战”有了更

深的理解

演兵高原，同样的战斗，不同的战
法，结果却是一样——

一次协同训练，陆航部队飞行员驾
驶直升机搭载 10余名特战队员“深入敌
后”。飞行员选好机降地点，特战队员离
机后发现，周围地势平坦开阔，根本无法
有效隐蔽。最终，因过早暴露行踪导致
行动失败。

翌日再次协同，飞行员考虑到机降
地势的隐蔽性，选择雪山中一处山谷进
行机降，却因山谷气流紊乱险些造成安
全问题，导致行动中止失败。

复盘检讨会上，特战队员归咎于空
中力量，空中力量则抱怨特战队员，双方
各执一词：“选择在地势相对平坦、开阔
的野外地域着陆，是出于对机降安全的
考虑……”“选择复杂的地势，是为了特
战行动的隐蔽……”

两次协同，在每一方看来，都有本兵
种本专业对胜算的考量。但因为双方都
取了“极值”，没有取公约数，均导致行动
失败。
“这个公约数，其实就是体系作战思

维。”此次复盘检讨，两支部队的官兵都
明白了同一个道理：雪线练兵，体系思维
须臾不可或缺。

某特战旅官兵谈道：走上高原没有
现成训练经验参考，只好依据海拔由低
到高循序渐进开展，把平原地区已成熟
的训练模式搬上高原。这一做法曾助推
了战斗力的生成。那一年，该特战旅伞
降昆仑之巅，人员无一伤亡，装备无一损
坏，无论是跳伞人数还是训练课目内容，
都创造了历史纪录。

可训练日久，他们发现雪线之上，
各要素的战斗力都会因为海拔因素打
折扣——渗透速度会受限、火炮射角会
缩小、飞行条件会更复杂……旅伞训教
员、一级军士长王富强说：“高原高寒环
境压制了单打独斗的能力，倘若不能树
起体系思维、打通各个节点，打起仗来
要吃苦头。”
“训练经验就像圆圈的面积，经验越

多面积越大，圆的周长也就越大，触碰到
的未知领域也就越大。”该特战旅旅长尚
保雨说：“随着训练深入，原有作战体系
的瓶颈慢慢凸显。”
“雪线之上，各作战要素间的协同配

合屡屡被‘绊住手脚’。发现这些问题，
我们首先应当感到的是欣喜。”该集团军
领导介绍。他们连续 4 年深化高原练
兵，首长机关带各级指挥员反复讨论总
结，梳理出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促使各兵
种各专业摒弃老观念、融成新体系。

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兵头脑开始“越
过雪线”，大家对于“体系作战”有了更深
的理解：过去谈体系，大多是力量的峰值
之和，能够达成“1+1＞2”就是成功，现
在看到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形成“1+
1＞N”的效应。

某陆航旅一级飞行员张尚年，带领
所在机组潜心研究高原条件下的体系
战法：逐一与指控控制要素、侦察情报
要素、火力打击要素、综合保障要素展
开极限条件下的协同、融合训练，消灭
体系盲区，打通了要素与要素之间的
“结合部”。

“每个环节不再是单一独立的个体，
没有高低、大小之分，都是体系作战力量
的一部分。”走下训练场，张尚年告诉记
者，尽管训练难度大、要求高，但这种训
练方法更适应未来的打仗要求。

雪线之上，体系之变一点一滴发生，
其目的是由量变引起质变。去年 8月，
该集团军合成、炮兵、防空、特战、陆航

“五类火力”会师高原协同演兵，对体系
作战有了切肤的、更深的理解。

雪线之上的考场，逼

着指挥员进一步实现头脑

的“跨界”，围绕体系作战

随机应变

对于某合成旅营长简春来说，指挥
步坦炮协同是他的拿手好戏——坦克以
火力摧毁敌前沿工事、炮兵压制敌火扫
清障碍、步兵突进消灭有生力量，这一战
法在过去的演练中屡屡建功。

可第一次跨越雪线参加合成部队实
兵对抗，简春惊出一身冷汗——步兵分
队体力下降，拖慢了进攻节奏；炮兵分队
由于高原特殊环境导致射表失灵，丢了
准头。倘若不是简春临机指挥坦克突入
“敌方”前沿，为炮兵分队重新争取了射
击时间，这一仗只怕凶多吉少。
“平原地区屡试不爽的体系战法

搬上高原却‘水土不服’……”复盘检
讨会上，指挥员们感慨颇多：防空火力
群在地表荒芜的高原环境不便伪装，

按平原地区的要求布设阵地，势必成
为显而易见的“活靶子”；各型车辆装
备动力下降、故障率增加，机动不力常
常延误战机……

在平原地区磨合已久、无缝链接的
各单元各要素，在高原暴露出了新的体
系“缝隙”。雪线之上的考场，逼着指挥
员进一步实现头脑的“跨界”，围绕体系
作战随机应变。

某重型合成部队指挥员王庆波回忆
起一场合成演练，大呼过瘾：那次，王庆
波率领纵深攻击群突进，遭遇“敌方”火
力打击后，他直接呼叫己方陆航力量提
供空中火力压制，同时调遣特战分队渗
透敌后引导精准打击“敌方”火力单元。
“不通晓雪线之上的体系之变，本已

攥紧的拳头，也会慢慢松开。”王庆波介
绍说，集团军领导带领各级指挥员深入
高原研战研训，根据战场要求，不断压缩
高原作战指挥层级。如今，一线指挥员
可将战场情况直接上报集团军“中军
帐”，即时协调、按需配属作战要素。

上山“找茬”，下山补短。这几年，该
集团军组织十几场高原指挥能力培训，
内容涉及高原机动指挥要点、兵种高原
作战特点等，坚决消除高原版的“五个不
会”问题。

指挥员个人能力素质的提高，成为
作战体系化建设的关键点。调整改革以
后，集团军编制体制重组，形成了以合成
部队为主战力量、兵种单元为功能性作
战单元的作战体系。诸兵种要素之间要
攥指成拳，迫切需要指挥员深研高原体
系作战之要。
“山高人为峰。在高原练兵，指挥员

站得更高，就要看得更远。”某旅火力单
元指挥员贾俊辉举例说明：高原作战行
动中，火力分队需抽调小单元配属到特
战分队提供火力支援。而在更大的作战
体系中，特战分队又会配属到合成兵团
作战，执行侦察引导、渗透潜伏、破坏袭
扰等任务。“全新的作战体系，全新的作
战地形，不仅需要指挥员精通本专业本
岗位，还需要灵活应对不同环境、条件下
的体系作战要求。”

仗在高原打，能力在高原练。2017
年，该集团军首次将战役指挥所设在海
拔 4000米以上地域。2018年以后，集团
军训练指导组常驻高海拔地区，带动各
旅首长机关整建制奔赴高原。集团军领
导说，战役指挥机关驻扎海拔的变化，加
速了实战观念的增强、作战理念的更新、
协同意识的萌生。去年，他们组织高原
综合演练，合成力量与特战力量互为要

素协同、防空力量与陆航力量互为条件
对抗，各级指挥员带部队自主侦察、自主
打击、自主协同，一幕幕精彩战斗在高原
轮番上演。

极端环境下，战争的

胜败更依赖于末端的“寸

土之争”，班长这个“兵头

将尾”成为了重中之重

“再宏伟的蓝图，没有一砖一瓦堆
砌，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同样，再强大的
作战体系，没有一兵一卒落实，也不过是
虚有其表。”在该集团军，不少官兵都提
到了这样一个观点。

一次演练，某旅火力支援连班长宝
寿富带领班组配属特战小队行动时，因
炮手“减员”无法及时提供火力支援，致
使行动陷入僵局。而特战小队行动的迟
滞，则引发了作战体系的连锁反应，致使
后续作战计划被打乱……

演兵雪线之上，该集团军领导敏锐
地发现：在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下，战争
的胜败更依赖于末端的“寸土之争”，班

长这个“兵头将尾”成为了重中之重。
为此，他们针对这个“兵头将尾”成

立研究小组，引导班长们学习“跨界”知
识，延伸体系作战思维，而不只是打造一
个简单听令执行的“模块”。

在此之前，对于“战法”“战术”，班长
们有些陌生：“坚决执行命令就好，自主
发挥的空间并不多。”

对此，该集团军区分战术层次，对接
完善行动方案，形成了多项战法成果，构
建起“军-旅-营-连-班”五级战法体
系，释放战法创新的最大效能。

那一年，为了克服雪地行军难、射击
难、伪装难等训练难题，某旅“阳廷安班”
第 39任班长肖攀，带着全班埋头研究雪
地环境下班战术行动要点，填补了高原
雨雪天气班进攻战术的空白。

风起青萍之末。某旅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雪线展开作战行动，末端指挥员
临机接收指令、临机搜索目标、临机判断
性质、临机选择打击方式，首次完成高原
多弹种综合攻击和精确打击。去年雪线
之上第一仗，“阳廷安班”在体系对抗中
担负尖刀角色，不仅快速撕开“敌”防线，
还伺机完成了目标定位引导火力打击任
务，为最终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高原抬高了保障标

准，雪线拉长了保障线路，

必须探索既能独立支撑又

可互相支援的保障格局

翻过雪山、蹚过冰川、穿过河谷，突
击分队在复杂地形上穿梭行进。

演练开始没多久，负责伴随保障的
某旅工兵连连长陈文理就感觉有些力
不从心。他坦言：“伴随保障，不但要有
十八般武艺，还得跟得上高原作战节
奏。”

气温骤降，河水湍急。面对接踵而
至的“敌情”，陈文理率领官兵操作器材
迅速架设浮桥，帮助突击分队抢先占领
阵地。
“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

卒殷轸，此军之大资也。”该集团军领导
说，高原抬高了保障标准，雪线拉长了保
障线路，必须探索既能独立支撑又可互
相支援的保障格局。

近年来，为破解高原寒区饮食保
障难题，该集团军研制和配发了折叠
“野营灶”、多功能副食平台、野战快餐
生成系统等保障器材。他们还依托地
方餐饮企业对食材进行粗加工，经分
类、定量、整装等流程后运送至配送
点，由炊事分队使用野战炊事单元进
行后续烹调。

高原战伤快速救治有着很高的时间
要求，他们紧贴前沿阵地优化保障，配备
轻型救护车、器械、药品等，不经补充即
可独立执行战救任务；也可依托直升机，
将卫勤力量投送到战场急需的地方，完
成相关急救任务。目前，他们已与各兵
种进行了多次对接演练。

去年，某旅在高原参加演练，利用上
级配发的软件采集、甄别了大量一手数
据，为科学制订保障方案计划提供了可
靠参考。集团军保障部的参谋人员告诉
记者，高原地形环境复杂，每一处都相差
较大，临机搜集费时费力。“我们每打一
仗、每到一地就完成一次数据扩充，数据
的充实使得集团军部队的保障路径更加
精准，保障力量投入作战的时间也相应
压缩。”

保障体系的优化，对作战体系的释
能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次高原应急救援
行动，某旅在大距离机动中，每个梯队配
全要素、伴随保障，连续机动近两昼夜，
翻越 5座海拔 4000米以上的雪山隘口，
成功完成救援任务。

版式设计：梁 晨

雪 线 之 上 的 体 系 之 变
—第77集团军连续 4年开展高原驻训新闻调查

■金 涛 皇甫秉博 本报特约记者 彭小明

边关寒未尽，雪域练兵忙。

前一阵子新春佳节刚过，第77集团

军某合成旅作训参谋张彤，已经连续加班

几个晚上，为部队的第5次高原驻训做足

准备。

手里的资料来来回回被翻起了毛

边。尽管数据多、材料厚，张彤却反复“咀

嚼”了很久，生怕漏掉一个关键词、一个数

据值。因为，这些资料是全旅官兵连续4

年演兵雪线之上，用一枪一弹积攒出来的

成果，每一项都来之不易。

“目标未摧毁，行动暴露……”那一

幕，张彤记忆犹新——2017年的夏天，初

上高原的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平原地区驾

轻就熟的火力打击行动，却在高寒山地上

以失败告终。

当时，收到侦察分队传回的“敌”重要

军事设施坐标数据，炮兵分队迅速装定标

尺，对目标区域进行火力覆盖。让人意想

不到的是，炮弹却频频落在目标区域外。

咋和平原不一样了？经过实弹反复

论证，定位信息没错，问题出在“铁伙计”

上。大家发现，高原的气温、气压等因素，

都会对武器装备性能产生影响，原来的射

表不管用了……

吃一堑，长一智。走下演兵场，旅里

将各类武器装备在高原试验后的性能数

据装订成册，以备来年参考使用。

谁承想，一年后再次高原演兵，官兵

们遇上了新难题：对抗中，依据高原环境

更新打法的侦察分队，由于与火力分队的

战术不够匹配，多次协同，耗时较长，早已

失去战机。

“如果不正视高原的战场环境和作战

条件，体系就无从谈起，胜利的天平也不

会倾向于我们。”连年的高原驻训，使张彤

和战友们对雪线之上的体系作战有了越

来越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只有每个要素、单元都融入体系，才

能打赢雪线之上的战争。

如今，面对即将要展开的第5次高原

驻训，张彤所在的作训科灯火通明，大家

争分夺秒，对一摞摞数据进行深加工，展

开战法训法论证，为锤炼高寒山地作战本

领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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