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
家
原
创

第
一
视
角

34号军事室

记者调查

●●●●● ● ●●●●●● ● ● ●●

信 息 理 念 与 传 统 观
念之争——

“ 窝 棚 里 ”能 跑 出
“千里马”吗

“指导员，不管张参谋讲得如何天

花乱坠，但把训练重心放在对抗系统上

我坚决反对！”

“可这套新装备你还从未碰过，为啥

就断言它不管用？”

“我见过凌晨 4 点操场的样子，也数

过午夜靶场的星星，知道训练成绩都是

汗珠子摔八瓣得来的。若是天天在空调

房里搞网上对抗，岂不成了打游戏？”

“看出来了，咱们支队的战术专家对

这套对抗系统持怀疑态度。但你先别急

着下定论，咱们试用后再评价它的好与

坏。”

这是年初淄博支队训练标兵吴立光

和指导员潘超群的对话。那天配发“武

警中队规模实兵对抗训练系统”后，作训

参谋张超来机动中队讲解使用方式，却

引来吴立光心中疑惑。

无独有偶，同样对这套系统存在质

疑的还有机动支队的其他一些同志。

“子弹不过万，一切都白练！”这话是

特战一中队下士马明俊常挂嘴边的“射

击理论”。打他分到中队起，眼见着那些

成天泡在射击场上的同志靠着苦练一个

个成为“狙击王”“速射王”，就更加深信

这个“简单的道理”。

新兵吴新宇则在日记中写下一段鼓

励自己的话：“班长说了，好射手都是靠

子弹喂出来的！等我打够了数量，也一

定可以离开‘射击特训小组’！”所谓“射

击特训小组”是由中队单项课目排名靠

后的 10 人构成，每天单独组训。

新装备配发后，中队决定由小队长

葛万东带“射击特训小组”率先使用。听

到这个消息，小组成员炸了锅：“不打实

弹咋训练？”“这不是在耽误我进步嘛！”

更有甚者，聊城支队参谋长梁立国

为此还拍了桌子——

新装备下发一周后，梁立国到该支

队机动中队检查使用情况，却见到那些

“高大上”的宝贝居然仍堆在库房里，唯

一的变化就是上面多了一层灰。

中队长黄全党解释：“支队马上就要

考核了，害怕这个新玩意把大家训练方向

带偏了，万一练成个‘四不像’可咋办？”

“能提升战斗力的科技手段摆到面

前，居然拒之千里？”梁立国把桌子拍得

山响，得到的却是黄全党的另一句话：

“我们不是不用，是想等考完再学习

操作。说句实在话，我们中队的训练尖子

个个顶呱呱，哪一个接触过这些东西？哪

一个不是靠着训练场上的摸爬滚打换来

的？”

一时之间，梁立国哑口无言。

“方寸之间真的能提高战斗力吗？”

“室内场地能训得出千里马吗？”围绕着

训练模式转换带来的争论，官兵原本平

静的心池激荡起不小的波澜。

消息传到总队参谋长李苗中耳朵

里，他笑了：“装备刚下发就引出话题，这

是好事。因为有碰撞才有火花，还是让

实践来检验成效吧。”

次日，总队参谋部以非正式文件形

式下发了一份《关于特战分队分组训练

的倡议》。倡议各单位抽取部分人员对

新装备进行试训；一个月后，再由试训人

员向常态训练官兵发起挑战。

“ 老 专 家 ”与“ 小 菜
鸟”之战——

“科技的翅膀”，让
我们可以飞得更高

2 月 4 日早晨，淄博市下了一场大

雪。机动中队班长吴立光顿时兴奋起

来，召集本班人马：“趁此天赐良机，打一

场雪地班战术。”战士聂广鹏小声说：“今

天可是过‘小年’啊。”“小年咋了？敌人

进攻还看你过不过年？我跟你说，越是

恶劣的天气越能练成精兵！”说完吴立光

率先拎枪跑到雪地里。

同一时间，中队战术课目排名垫底

的 10 名战士也“鏖战雪中”，只不过那是

背景大屏幕上的“风雪”。室内训练馆

里，他们身穿系统训练服，在临时搭设的

“沟壑”“丘陵”“大树”中迂回穿插，跑点

找位。随着一声“枪响”，一名蓝军队员

头顶冒出一簇烟雾……

收操后不久的餐厅里，“两股力量”

互相检视。

“后进组”满面红光，正开心地讨论

着训练心得。“精兵组”则在不停地搓

着冻得麻木的手脸。“精兵就是苦练出来

的！”吴立光斜睨了那桌一眼，不屑地说：

“在屋里头练雪战？他们咋想的呢？”

2 月 6 日，机动支队射击方舱。屏幕

上一个歹徒劫持着人质慢慢向前走着，

整个身体全躲在人质身后，只露出半个

脑袋。“后进组”组员吴新宇深吸一口气，

从藏身处快速出枪。“砰砰砰砰砰”5 发

子弹速射完毕。他看到，歹徒没有被击

毙，人质却身中 3 弹。

“第一枪虽稳但不准，第二枪到第四

枪手腕下意识抵消后坐力导致精度偏

离，最后一枪明显有意识下拉枪身，这是

痼癖习惯所致……”听着“鹰眼”给出的

分析数据讲解，吴新宇傻了眼：以前练射

击都只是让深呼吸、稳住别慌、拿好别

晃，而这次只打了一轮就分析出来这么

多细节问题！

回中队的路上，吴新宇看到副班长

马明俊带领“精兵组”组员正趴在冰凉的

操场上据枪瞄准，目标是贴在对面墙上

的绿色靶纸。每个人身上都轻覆了一层

薄霜，却都在一丝不苟地盯着目标轻扣

扳机……

2 月 18 日，春节小长假结束。一场

场关乎“理念之争”的对抗在齐鲁大地各

个警营打响。结果是虽互有胜负，但汇

总数据显示，采用对抗系统训练的小组

胜率高达 79%。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特战一中队

“枪王争霸赛”上来。

随着指挥员下达“开始”的口令，特

等射手马明俊率先扣动扳机，首发命中；

而一旁的新兵吴新宇显然还没有调整好

心态，刚开始瞄准。透过望远镜，观众们

看到四枪过后马明俊已领先对手 7 环之

多！就在大家认为结果已经明朗、两人

准备击发最后一枪时，耳畔突然传来一

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结果，特等射手脱

靶，而新兵打出个 9 环！

马明俊不服，认为这声爆炸干扰了

自己的正常发挥。裁判说，实战中别说

爆炸声，炮声响起也属正常。马明俊望

向吴新宇问：“那你为什么没有受到影

响？”后者挺起胸：“射击方舱里每天都充

斥着这些声音。”

这是“小菜鸟”的自信：“科技的翅

膀”，让我们可以飞得更高！

“ 巧 练 ”与“ 苦 练 ”之
辩——

“阿里巴巴藏宝洞”
的开启密码是“汗水”

聊城支队机动中队的对抗赛悬念

丛生。

支队射击排行榜“NO.1”黄全党亲

率各班精英迎战“后进组”的 9 名成员。

本来一场几乎不存在悬念的降维打击似

的比武，却因为一方接受科技装备训练

而变得颇有看头：苦练与巧练成了针尖

对麦芒的较量。

射击训练场上，“精英组”一脸轻松，格

外自信；“后进组”却低头耷目，明显信心不

足。“跃进！”清脆的口令后，跃进、上弹夹、

击发……两组人动作居然出奇一致。

成绩很快统计完毕：“后进组”2 人

优 秀 、7 人 良 好 ；“ 精 英 组 ”则 全 部 优

秀。虽然落败，但“后进组”组员依然难

掩兴奋之情——尽管横向比较和比武

尖兵仍有差距，但纵向比较大幅领先过

去的自己！

战术比武场上双方交替攻防，居然

打出个一胜一负平分秋色，让在场的官

兵大跌眼镜，毕竟“精英们”在历年红蓝

对抗中一直未尝败绩！

“新装备真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吗？”

这场比武在中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一

时间，官兵们议论纷纷。一向信心满满

的黄全党也产生了不少困惑，回想前一

阶段的训练，不少课目的训练强度还加

了不少，但训练就像碰到了“天花板”，似

乎并没有取得实效。

对“后进组”的同志而言，效果却清

晰可见，在别人眼中，他们是靠模拟化的

对抗训练提升了训练质效，但他们自己

最清楚流了多少汗，搞了多少次复盘，看

了多少次录像回放和训练数据，最终才

能实现每次训练都更进一步。

能“补差”、能“拔高”，科技新装备已

然成了中队官兵们眼中的“香饽饽”。在

一次“诸葛亮会”上，机动支队中队长王

冲的一番话让大家对新装备训练有了更

深的认识：科技练兵对技能提升的作用

有目共睹，但对于体能课目、体技能结合

课目还是少不了汗水累积，提升打赢能

力，刻苦训练与科学训练缺一不可。

战术对抗馆内，银行、医院、宾馆、商

店等不同的训练场景，队员们变换着模拟

天气，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苦研战法。面

对起倒靶、升降靶、摇头靶、移动靶、旋转

靶等 20 套各类靶机，队员们穿着防弹衣

汗流浃背，一套一套地苦练射击。

前不久，新式狙击步枪配发到中队，

3 小队小队长葛万东如获至宝，用激光

瞄准系统校枪后，每打一发实弹系统都

会实时记录风速、温度、心跳等数据，日

积月累形成了一个“个人小数据库”。

“作战数据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单组

单类数据可能只反映训练情况，对大量

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就能解决许多瓶颈

问题。”为了提升训练质效，总队结合任

务建立指标数据库，紧跟训练进程，修正

细化千余组相关数据，全面准确评估部

队处置突发情况能力。

“如果数字化是制胜的隐性双翼，那

展开这套双翼的动力一定是‘苦练’！如

果说大数据是未来战场上最有价值的宝

藏，那么，开启这‘阿里巴巴藏宝洞’的密

码一定是‘汗水’！”总队司令员韩荣照感

慨地说。

版式设计：梁 晨

反恐精兵的数字化“观念之战”
■李庆领 本报特约记者 潘 明

盛夏的齐鲁大地热浪滚滚，武警山

东总队“魔鬼周”极限训练激战正酣。

处置劫持人质事件演练伊始，蓝方

就出人意料地采取电子干扰手段，将红

方无人侦察机击落，致使特战小队一度

陷入困境。

红方指挥员临危不乱、沉着冷静，

迅速完成现场封控，侦察组临机采取更

为隐蔽的方式获取信息，特战队员交替

掩护、雷霆出击，最终合力将“暴恐分

子”一举制服。

官兵们在演练中的出色表现，得益

于该总队对作战数据库的持续更新和

科技强训带来的成效。

射击方舱、激光对抗系统、热成像

仪、激光瞄准器……今日的特战队员要

练就“一枪毙敌”“一招制敌”的过硬本

领，离不开数字化元素的加持。近年

来，随着一系列数字化装备成为特战队

员的“标配”，警营里的实战化训练正在

经历着脱胎换骨的变化。

从作战指挥到作战行动，从模拟战

场到战斗复盘，数字化装备的出现对传

统训练模式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这样

的训练是更“花哨”，还是更有效？起

初，不少官兵一度对这些新装备持怀疑

态度，但经过一次次的“实战”检验，逐

渐拉直了心中的问号。

下士吴浩鹏实弹射击成绩起伏较

大，多方寻找原因仍找不到破解办法，令

他十分苦恼。“原来是握力不均衡惹的

祸。”在模拟仿真训练时，荧屏上实时显

示着他的握力程度，他开始纠正操作要

领，射击成绩实现快速提升。现在的他，

已成为支队响当当的射击标兵。

基于虚拟和现实增强技术的训练

系统，可设置多种训练场景，可重复使

用。记者在训练方舱里看到，点击车

站、机场、商圈等重要民生目标，可即刻

在大屏幕实时生成画面。这些可多维

转换、实景呈现的画面，不但是支持训

练的系统信息，也是执行实际作战任务

时的必需数据。

“科技手段不是‘炫酷’的手段，而

是反恐战场上的制胜法宝。”总队情报

处处长徐立舜由衷地说道，训练最大限

度地贴近实战，就必须有精确的数据论

证和强力的科技支撑，我们总队的数字

化之路虽然刚刚起步，但已初步显示出

传统训练模式难以企及的威力，战斗力

生成周期有效缩短，官兵们走上战场的

底气越来越足。

作战是力量的对抗，也是科技的角

逐。科技作为军事发展中最活跃、最具

革命性的因素，在影响对抗形式、拓展

博弈空间、改变制胜机理的同时，也从

根本上变革着军事训练的形式、手段和

方法。

武警部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的重要武装力量，承担着反恐斗

争的重要使命任务，面对日趋复杂的反

恐斗争形势，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着力

提高反恐训练的科技含量，全面提升官

兵的科技素养，为战斗力生成注入科技

动力。

“ 凡 兵 有 大 论 ，必 先 论 其 器 。” 新

装备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理应成为

科技强训的聚焦点。近年来，大批高

技术反恐新装备配置应用于部队，唯

有训实训精这些新装备，向科技要战

斗力才不是一句空话。部队各级应将

新装备训练纳入科技练兵全过程，针

对新装备的特点，紧紧抓住接装、换装

等 重 要 环 节 ，采 取 走 出 去 学 、请 进 来

教、集中起来训等方式，大力培育技术

骨干人才，着力提高官兵操作新装备

的能力。同时，结合新装备加强战法

研究，加大人装结合训练，着力探求新

装备与传统装备的配合，使其尽快形

成战斗合力。

“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

功。”制胜机理变化了，训练模式也须

跟着变。面对反恐训练向科技化转型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勇于破除

守旧观念 、守成思想，善于识变 、主动

求变，在科技强训中将科技优势不断

转化为能力优势和制胜优势。大胆推

进训练模式手段创新。将科技思维 、

网络思维融入反恐训练，利用好大数

据 、人工智能等平台，加大机上作业 、

网上练兵、异地对抗的训练力度，实现

训练空间多维化、训练评估数据化、对

抗演练智能化 、训法战法模型化。积

极构建真难严实的战场环境。以实战

化思维指导训练，大胆利用模拟仿真、

虚拟现实等技术改造环境，营造近似

实战的对抗环境，精确描绘战斗过程，

形成功能完备 、布局合理的实战化训

练环境体系，最大限度缩小训练与实

战的差距。

官 兵 的 信 息 化 素 养 、人 与 装 备 的

结 合 已 经 成 为 战 斗 力 生 成 的 关 键 因

素 ，没 有 日 复 一 日 的 钻 研 苦 练 ，能 打

仗 、打胜仗无疑是一句空话。只有立

足 现 有 装 备 和 指 挥 控 制 系 统 加 强 战

法 、训法研究 、加大人装结合训练，才

能提高其整体作战效能。要使装备与

人的素质有机结合起来，必须抓好人

装结合训练，紧贴任务实际扎实开展

特种装备的操作与使用培训，让人装

结合成为“肌肉记忆”。同时，我们应

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锻造一批深

谙反恐斗争制胜机理，具备过硬身体

和心理素质，能在关键时刻一剑封喉、

打赢制胜的铁血精兵。

向 科 技 强 训 要 战 斗 力
■肖光富

锐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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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山东总队潍坊支队组织开展对抗演练。 刘 豪摄

“科技+”重塑练兵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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