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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未来战争不再是单一作战力量、作战单元、作战

要素之间的对抗，而是体系与体系之间的较量。体

系聚能、联合释能，已成为新的胜战机理。

战争样式的加速嬗变，把准备战争的军人置于

一个更大更新的坐标系。从主干兵种到支援专业，

从一线前台到保障后台，各级指战员都必须在体系

大格局中重新思考和判定：“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

干什么？”

曾几何时，体系、联合，聚能、释能，更多的还是

安静躺在方案、教案里的一个个名词。如今，它已从

名词变成动词，从陌生走向熟稔，从熟稔走向自觉。

体系练兵犹如高潮迭起的“冲击波”，冲刷着训练场

上的积弊痼疾，改变着训练场上的程式套路，也改变

着训练场的每一个人。

这种“冲击波”在强健战斗力“肌体”同时，更重

要的是在深层次上激活了体系之“脑”，让我们学会

用体系的思维和办法去破解练兵备战的深层次矛

盾，推动军事训练的全方位变革、整体性提升。

这个过程，是一个从“瞬间爆发”到“静水流深”

的过程。“冲击波”过后，更需要的是积淀与创新，是

求深与求实。今天，我们把观察的视角投向中部战

区空军地导某旅，在他们的练兵实践中探寻“体系练

兵”之要。

——编 者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

上深刻指出，我军军事训练进入了全方

位变革、整体性提升的新阶段。要把握

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增强忧患

意识，强化使命担当，加快实现军事训

练转型升级。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当今世界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军事训练外部

环境、内部条件不断变化，着力提高实战

化训练水平，走通“信息主导、体系支撑、

精兵作战、联合制胜”的实践道路，是我们

应对形势之变必须破解的时代课题。

随着战场环境愈加复杂、武器装备

更新换代、作战思想和战术手段不断变

化，军事训练应坚持向体系要战斗力，

真正走开“练体系、体系练”的路子。

善于转变理念，树立联合意识和体

系思维，打破空间、结构、兵种、编成的

局限性，从根本上解决“形合神散”的痼

疾，各层级指挥员亟需在体系中找准定

位、把握方向，担负起“主人翁”的责

任。善于调配资源，加速训练条件建

设，因地制宜设置训练课目，运用好人

力、物力、财力，健全大型综合训练场和

实弹试验基地的共享机制，拓宽人才培

养路子，拓展军地优势资源，充分创造

体系化的训练平台。善于探索创新，围

绕体系贡献率，持续向新装备新力量新

领域聚焦用力，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

化融合发展步伐，把“科技+”“网络+”

手段贯穿于训练全过程，在提升新质战

斗力上下苦功夫。

信息化作战，谁占据制高点谁就掌

握主动权。系统结构是体系制胜的基

础，信息传输是体系制胜的途径，联合行

动是体系制胜的关键。必须优化指挥

链条，大胆探索混合指挥体系，丰富指挥

手段，建强体系支撑架构，用扁平化理念

设计指挥信息传输方式，推进自动化与

手工、人工的更新换代，实现信息资源的

实时共享，确保信息链路的精准、快捷、

高效、低延时。深挖内部潜能，按照装备

入网、系统交链、时空校准、功能耦合、融

合集成的流程进行体系构建，重点加强

基于体系的情报保障、指挥决策、战法运

用训练。促进一体融合，突出多要素集

成、多型号混编的体系作战背景课题专

攻精练，强化优化战力结构，实现陆、海、

空、天、电、火、网的能量聚合。

“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

一可当百”。体系作战能力并不是一蹴

而就的，必须通过经常性的训练磨合来

加以实现。必须突出精细化，勇于拔高

标准、勇于创破纪录，设计训练“流程

图、分工表”，分层施训、分段组训，精算

动作、研算流程、严抓细节，重在提高质

量效益，旨在突破能力极限。突出实案

化，立足最复杂情况摆战场、设条件，敢

于出难题、练险题，强化陌生地域、昼夜

连续、极端气候训练，在置身“准战场”

中锤炼能力。突出对抗化，促进不同军

兵种间的思想碰撞和经验交流，强化体

系对抗训练，相互练协同、验课题，切实

把作战体系练强、把战术战法练精、把

战斗精神练过硬。

坚 持 向 体 系 要 战 斗 力
■陈怀河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组织夜间训练，锤炼夜战本领。 谭巳成摄

知易·行难

“体系练兵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难在如何以体

系思维设计和重塑训练”

“你怎么开这么快！”
听着连长李祥的批评，下士黄鹏心里

有些委屈，“战场上车开得快也是错吗？”
这一幕，发生在中部战区空军地导

某旅发射连官兵导弹吊装训练时。
导弹吊装，听起来像“力气活儿”，

似乎是一个挺简单的过程，却被他们切
分成 20多个紧密相连的操作细节，需要
5名号手相互精准配合。
“要想缩短整个过程的时间，首先

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李祥说，“作为
运输装填司机，如果车速过快、刹车过
猛，就可能导致后续环节出现安全隐
患，甚至任务失败。”

一个细节，暴露的不仅是技术问
题，也是思维问题。
“现代战争拼的不是个人之勇，而是整

体之速。体系练兵如同交响乐团合奏，任
何一件乐器哪怕高了一个音调都会影响整
体音色。”旅长陈怀河说，“同样道理，我们
一个旅乃至一个营，哪怕只有一个专业、甚
至一两个人对武器操作不精准、作战流程
不熟练，都会影响整体的高速运转。”

那么整体之高速从何而来？
在该旅某连队，记者看到每一名官兵

都有一张精细化训练流程图。翻开这张
特殊的流程图，各课目每一时间段甚至精
确到分秒，每个号手该出现在哪里、做什

么动作，实施细节都清楚地标注在上面。
这张流程图是连队官兵一点点磨合出

来的。每个操作人员的动作幅度、步数、圈
数都进行了精算，仅“雷达的撤收与架设”
一个项目，官兵就细化为100多个动作。
“100多个动作的背后是100多天的磨

合训练。每个动作的细化和改进，都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说到这，连长刘鹏的脑
海里浮现出一个个挥汗如雨的身影——

为了一个协同动作，雷达班班长张
飞凡每天加练几百次；为了提高操作效
率，上士朱慕陶和下士吴比每天负重数
十斤进行冲刺跑……
“记牢、练熟自己动作的同时，还要

背下整个流程，明白其他人在做什么。”
刘鹏说。

在这 100 多个动作中，很多动作需
要 2到 3人配合完成。“想要得到最优解，
就要站在他人和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
不能只盯着自己手里的那点事儿。”
“体系练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难在如何以体系思维设计和重塑训
练。”旅长陈怀河告诉记者，以工程化、
图表化、标准化的方法和模式指导训
练，正是他们基于体系练兵的探索。

就这样，一秒一秒算，一人一人练，
一步一步做，一点一点进步。

数不清的汗水“绘制”出了不同专业、
不同课目的精细化训练流程图，也“凝聚”
成了不可小觑的战斗力跃升——

全旅战斗准备时间缩短了四分之
三，导弹吊装时间缩短了一半，计算时
间类课目成绩平均提高两倍以上，某项
战法更是在考核中创造了令人惊喜的
时间纪录。

每一个强大的体系，都要从过硬的
模块开始。而随着新的编制体制、新的
武器装备“落地”，很多模块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冲击。

这一点，某雷达连的老兵公祥伟感
触颇深。

“之前，我的战位是跟踪员，需要人
工跟踪目标，手上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
导致导弹偏离目标。如今武器系统可
以自主跟踪目标，我的战位变成了拦截
技师。”公祥伟说。

战勤人员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战位
名称的简单改变，更重要的是在作战体
系中找准自身岗位的定位。
“从跟踪员、引导员转变为搜索技

师、拦截技师，训练上的转变是颠覆性
的。”雷达排长郝忠说，以前的跟踪员只
是重复“瞄准”和“盯紧”这样的训练，而
现在的拦截技师还要承担“监控”“检
查”“计算”等诸多职能。

谈到这，旅长陈怀河也感慨颇多：
“从模块之变到体系之变，都要求我们
创新训练模式和训练方法，探索新的战
斗力生成路径。”

公转·自转

“当体系训练的‘公转

速度’加快，各兵种要素的

‘自转速度’必须要跟上”

晴空万里，阳光照进塔台。第3架战
机起飞时，该旅作训参谋赖明斐终于记住
了自己的席位代号——8号。

赖明斐有些紧张。导弹专业毕业
的他，记不清模拟训练中击落过多少架
“敌机”。这回，却是他第一次看到战机
从眼前起飞。
“我是 8号，听我声音怎么样？”赖明

斐尽量控制自己情绪——这是他第一次
和飞行员进行空地语音联络。
“我刚刚竟然和昔日的‘敌人’进行

了沟通……”看着眼前这一幕，和赖明
斐邻席的某航空兵部队领航参谋，也感
觉多少有些“梦幻”。

这是赖明斐第一次参加旅里和航
空兵部队的体系训练。

地空导弹兵和航空兵，是对抗训练
的天敌，也是联合防空的队友。但在既
往的训练实践中，这两种训练的比例严
重向前者倾斜。如今，对于地空导弹兵
来说，走上航空兵部队塔台席位的过程，
实际上是走进对手“大脑”的过程。赖明
斐说，在对手“大脑”里思考战场、分析自
己，能够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的优劣与高
低，也能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和提升。

曾经，体系训练面临最大的问题就
是不兼容，在寻求体系的良性循环时，
简单的沟通都成了问题——
“听不懂军兵种‘方言’，是第一道

难关！”赖明斐回忆说，“航空兵部队和
我们地导部队报送参数的习惯用语不
同。举个例子，他们习惯使用海拔高
度，而我们习惯使用相对高度，最基本
的沟通都成了问题。”

获取准确的空情信息，是防空部
队作战的第一环。当这个信息存在
于其他格式中，读取它需要再度转
换、核对时，体系作战的效能就被画
上了一个问号。
“体系作战，必须实现部分与部分、部

分与整体的良性循环。”旅长陈怀河感慨地
说：“当体系训练的‘公转速度’加快，各兵
种要素的‘自转速度’必须要跟上。”

一次次融合、一次次协同，双方把自
己采集的宝贵数据输入对方的信息系
统，帮助对手更新能力模型的同时，也在
更大程度上完善了自身、激发了潜能。
“我们正在联合研究所一起开发新

的系统，力争把航空兵部队的任务规划
系统和地导部队的作战筹划系统进行
融合，给体系训练一个更有力的信息化
支点。”赖明斐说。

从人和人之间的听不懂，到系统和
系统的“对话”，这是体系上的一种跨越。

在该旅参谋长宋立新看来，要实现
体系的良性循环，还必须从模块赋能于
体系，跨越到体系赋能于模块。

一次战法课题验证，让宋立新久久
难忘——

随着靶机释放干扰，“目标跟踪不
稳定”“目标暂消”两声短促的口令中，
目标从显示器上消失……

制导雷达“失明”。关键时刻，指挥
员一声令下，大胆借用另一类雷达进行
搜索。数十秒后，目标重新捕获。“发
射！”导弹发出，目标被成功击落。
“这是突破常规的做法！”雷达连连

长张弘扬兴奋地说，“只要能消灭敌人，
常规也未尝不可突破。”

试想当年，二战中 88毫米高射炮打
坦克的非常之举，之前哪有先例，不仅
对手不相信，连自己人也感觉不可思
议。历史证明，勇于突破既定规则用兵
的人，往往能赢得先机。新体制下，更
需要破旧立新，勇于探求。
“这次成功，让我们明白，体系中不

仅原有的组合可以发挥威力，还会产生
新的排列组合，释放新的威力。”宋立新
对此想得更深，“当你失去眼睛时，体系
可以给你另一双眼睛。这种体系对模
块的赋能，能够帮助部队跳出自身的局
限性，识得‘庐山真面目’。”

思维·情怀

“每一个体系成员都具

有了相同的‘练兵价值观’，

体系的能量才能澎湃不已”

“感谢你们毫无保留地付出，帮助
我们夺得了‘金飞镖’！”

电话那头，航空兵某旅旅长大声地

分享着喜悦的心情。电话这头，地导某
旅旅长陈怀河心里却有些五味杂陈。

之前，就在眼前的驻训场，陈怀河
带领部队和这支航空兵劲旅携手组织
了多轮空地对抗训练。

起初，地导部队屡屡击落目标。为
了帮助对手释疑解惑，陈怀河要求地导
部队一次次放开限制，将自己的数据和
打法分享给对手。

一次次探底摸索，飞行员最终成功
找到突防的高招。
“还是那句话，地空导弹兵和航空

兵，是天敌，也是队友。”在陈怀河看来，
“体系训练是为了成就体系，能够‘陪
练’出一柄利刃为体系所用，我们最后
的‘失败’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体系是一种思维，更应是一种情

怀。”说到这，陈怀河又想起了那个电
话，“一支航空兵部队夺得金牌，一支地
导部队‘与有荣焉’，这就是体系情怀。
说实话，当时心里还是有些酸酸的，但
是在体系中，又找到了内心的平衡。”

整体的成功一定得益于每个部分
的无私付出。不仅在多军种、多兵种的
大体系中如此，在每一个模块内部也是
如此。
“打开视讯系统，观看演练直播。”

在这个旅，每周都能看到几次这样的场
景——几个营官兵同时观看某一个营
直播演练。
“我们定期开展‘网络+’在线训练，

旅指挥所设置想定和特情，营根据导调
情况自主完成全流程演练，其他营通过
视讯系统观看该营演练情况，并组织互
学互评。”旅作侦科科长万兆伦说，这不
仅起到了督促部队常态化组织演训的
作用，也搭建了各个营相互学习、分享
交流的平台。

演练者不遮不掩，不怕暴露问题；
观战者直言不讳，坦诚交流见解。一批
备战打仗的难题在共研、共谋、共享中
得以解决。

在这个导弹旅采访，记者发现，班排
宿舍中，背包、水壶、头盔等不再是集中
摆放，而是整齐放置于随手可取之处。
“现在，我们取消了‘翻箱倒柜’式

的检查手段，采取随机紧急集合的方
式，检验基层内务设置是否符合战备需
要，能否达到快速出动的目的。”该旅部
队管理科科长姜云说。
“部队战斗力建设是个大体系，但

在过去一些人的认识中，有的工作似乎
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比如管理工作。
如今不一样了。”姜云介绍道，为了配合
部队常态化演训，他们结合内务条令
“方便生活、利于战备”的总要求，把内
务上的“件件小事”也融入了战斗力建
设体系的大格局。

体系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它能否成为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取向
和目标所向。正如该旅领导所说，“每
一个体系成员都具有了相同的‘练兵价
值观’，体系的能量才能澎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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