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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

图,作为“知地”的重要工具，在军事斗

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管子·地图》中专门论述了地图与

军事行动及山川、地形、关隘、城池、地

利之间的关系。秦汉以来的历次战争

中，军事地图都得到充分运用。西汉初

年，汉朝赴长沙国南部征伐南越国的战

争中，就绘制有《驻军图》，表现汉军和

长沙国军的布防形式。

近代以来，国人对地图有着深刻而

惨痛的记忆。1937 年 8 月，南口战役打

得正激烈，晋绥军陈长捷奉命率部增

援。但他手上的地图由于大量标注错

误，导致军队误入歧途，贻误战机。后

来，陈长捷缴获了一份日军作战地图，

发现其绘制非常精确，各种标注也非常

详细，甚至连长城上的雕刻都有注明。

在自己的国土上，因为对地形的掌握不

如入侵者，反而被牵着鼻子走，陈长捷

不由长叹：“这仗没法打。”

刘伯承、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军

事家对地图格外重视。长征途中飞夺

泸定桥、解放战争挺进中原发动战略反

攻等关键时刻，指挥员都要求首先绘制

军事地形图，掌握地形后再进攻。可以

说，地图标绘的不仅是山川河流、人文

地物，更关系着战场走势、战争胜负。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军 事 测 绘 事 业 进

入 大 发 展 的 新 阶 段 。 1958 年 2 月 ，近

千名测绘官兵挺进大西北，在自然条

件 极 其 恶 劣 的 苦 寒 之 地 开 展 测 绘 工

作。官兵们顶风沙，忍干渴，战酷暑，

斗严寒，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高质

量 测 绘 出 试 验 场 近 21 万 平 方 公 里 地

区的地形图，为科学确定试验区和指

挥区提供了可靠设计依据，为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和中程导弹发射试验成功

立下大功。

进入信息化时代，高分辨率遥感影

像 、数字高程模型等地理信息数据诞

生，新的承载方式不断出现。在传统纸

质地图的基础上，大大拓展了地理信息

的服务范围和作用，也向军事测绘人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西部战区某保障队官兵在履行地

理信息导航保障使命任务中，主动迎接

行业信息化变革带来的挑战。伴随着

战区联合作战体制的确立运行，他们立

足联合作战需求，丰富地理数据，改进

保障手段，提升工作效率，正在成为联

合制胜中的关键一环。

他 们 的 世 界 很 小 。 斗 室 之 内 ，一

张图有时就够一群人忙上一两个月；

几根线条的走向，就需要几名专家多

次论证确认；一个数值的取舍，可能就

得经过多次测量求准。联合作战指挥

所内，他们只在不起眼的角落，占有一

席之地。

他们的世界又很大。西部广袤土

地，到处都有他们测绘的足迹；信息海

洋，时常有他们驰骋的身影。一张图浓

缩的是山川大河，一颗心装着的是未来

战场。他们一笔一画牵动着千军万马，

一字一句关系着战役筹划。他们，是联

合制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小 是 客 观 的 展 现 ，大 是 价 值 的 呈

现。一大一小间，体现的是新时代测绘

人的执着与追求，激情与梦想。

上图：西部战区某保障队官兵执行

测绘任务。 周步宇摄

小 世 界 与 大 世 界
■本报记者 张 放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国防和

军队改革大刀阔斧推进，战区联合作战

指挥体制平稳高效运行。引人瞩目的

是，5 年来，战区保障队悄然从后台走

上前台，嵌入联合作战值班席位，正在

发挥着战区指挥员“左膀右臂”的作用。

“ 和 联 指 同 席 办 公 ，感 觉 天 天 在

打仗。”许多改革亲历者深有体会。5

年前，原军区体制下的许多保障人员

还 守 在 仓 库 、留 在 后 方 、处 在 二 线 。

弹 指 一 挥 间 ，保 障 力 量 今 非 昔 比 ，要

素 之 全 、距 离 战 场 之 近 、地 位 作 用 之

重要，前所未有。

保障力量联合化、体系化是时代的

呼唤。遥想拿破仑时代，工业革命风起

云涌，兵力兵器大范围机动作战成为可

能，但一些军队的司令官站在高处挥剑

指挥，大大限制了战斗力发挥。于是，

拿破仑创立书记官、传令官指挥体制，

精准找到“胜战之钥”，指挥“内核”发生

巨变的法国军队，从此在欧洲大陆开始

了所向披靡的历史。

信息时代，战区指挥体制下的保障

力量地位作用愈发重要。战火与硝烟

瞬息变幻，陆海空天电风云激荡。要实

现体系制胜、联合制胜，战区保障力量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须要努力把自

己锻造为一键响应的“外脑”。指挥员

需要什么，就马上提供什么；战场迷雾

遮盖什么，就马上廓清什么，又准又快

地为指挥员决策提供支持。

保障多一分能力，打赢多一分胜

算。区别于“拿大主意”的参谋席位，保

障席位是“拿大数据”的。进一步说，保

障人员其实是战场大数据的操盘手，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只是在数据

海洋中进行自由泳，还要在战风斗浪中

对数据进行深加工，从海量的战场数据

中甄别筛选制胜因子，让有效数据、关

键信息真正成为透视战场的放大镜、显

微镜。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大数据

深加工、作战保障一键通”的能力，必须

以数为据、以智谋胜，做大量艰辛细致

的基础工作。“千里眼”还需千里行，“顺

风耳”还需信息化。这就要求保障力量

一边要走上席位、接受淬炼，一边要走

进一线、预知战场。在联合作战席位上

领悟备战急用、打仗急需，在未来战场

采撷数据、打通链路，用深化练兵备战

厚植打仗底气，用打仗任务牵引备战能

力提升，实现双促进、双丰收。

当 好 指 挥 员“ 左 膀 右 臂 ”
■屈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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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西部战区某保障队官兵执行测绘任务。 王 竞摄

锐视点

记者手记

在图里，先得在心里

登上 108 级台阶，需要多少时间？1

分钟，3 分钟，还是 5 分钟？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第一次上高原

的 25 岁助理工程师庞鹏怎么也不会相

信，登上 108 级台阶竟要半个小时。

那是在海拔 5000 多米的神仙湾边

防连，西部战区某保障队官兵到一个哨

楼采集点位数据。从连队出发需要向上

攀登一段台阶。出发前连长李鹏飞特地

安排两名士兵帮他们扛设备，说是不能

让战友累着。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没那么娇

气。”面对主人的热情，庞鹏并不领情，反

而有种被轻视的感觉。他和战友扛着设

备就出发，不想爬了 10 多级台阶就开始

心跳加速，大口喘气；爬到 20 多级台阶

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知道高原苦，却没想到如此之苦！

连长赶紧安慰他们：“这里海拔已经达到

5380 米，比珠峰大本营还高了近 200 米，

你们又负重，登一级台阶，相当于在平原

陡升 100 米，累是自然的。”

在庞鹏的坚持下，保障队官兵最终

还是靠自己把设备扛上山顶。

这样的艰难体验，几乎每名测绘官兵

都曾经历过。作为提供地理信息服务保

障的单位，现地测量必不可少。那些人迹

罕至的高原无人区，往往是信息的空白地

带。这些地方却恰恰是测绘人的主战场。

恶劣环境是完成测绘任务要面临的

第一个难关。一次，保障队官兵到海拔

5000 多 米 的 一 处 点 位 开 展 测 绘 工 作 。

原本晴好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

小一点的石头被吹得到处乱滚，尘

土刮上半空，遮蔽了阳光。大家只能捂

住脑袋原地坐下，等待风停。

就在这时，士官杜林颖用眼睛的余

光发现，不远处架设在三脚架上的两台

设备，似乎快要被刮走。他赶紧起身，用

身体压住设备，死死趴在地上。

风，终于停了。设备，完好无损。杜

林颖耳朵里、鼻腔里、头发里全是尘土，

“还好，滚石没有砸到头，要不然我得热

血洒高原了。”他嘴上说得轻松，心里却

难免有些后怕。

身处荒野，人是脆弱的。该队工程师

郭全一到河尾滩边防连，就收到边防官兵

的善意提醒：多吸氧，少逞强，在极度恶劣

的环境下，就是老高原也容易出意外。

两年前，该连一名士兵在巡逻中因

缺氧患上肺水肿，靠直升机紧急送医，才

捡回一条命。

每当听到这样的事，测绘官兵都久

久不能平静。野外征战，危险时刻相伴，

但 每 次 出 征 抽 组 ，保 障 队 人 人 奋 勇 力

争。落选者，还得专门做思想工作。

保障队政委屈波给记者讲了一个亲

身经历的故事。一次，他们在某边境地

区作业时，发现一个现象：当地村庄只要

出现陌生人员，村民就会自发组织力量

上前盘问，如果情况可疑立即上报。

“虽然边地艰苦，但是村民们世代在

此扎根。他们的心属于祖国，他们的心

里装着这片土地。”屈波感慨道。

“要把祖国的山河收录进图里，首先

就得把它装进自己的心里。只有真正地深

爱着脚下的土地，才能成功应对野外复杂

条件的挑战。”保障队党委把野外作业和高

原官兵、边地群众的故事作为生动教材，因

地制宜开展主题教育。官兵学用相长，争

先恐后参加风险作业，越险越苦越向前。

这两年，保障队官兵征战戈壁荒漠，

穿越高山峡谷，攀登雪海冰原，挑战热带

雨林，行程数万公里，填补了一大批地理

信息空白。全军最高的连队、全军最高

的哨所、全军最高的兵站，都曾留下他们

坚实的脚印。

绘地图，更是绘蓝图

那晚，总工程师斯顺杰失眠了。

战区组建后，首次组织演习，斯顺杰

作为测绘专家，被抽调进入保障要素。

这是斯顺杰入伍 16 年来参加的第

18 次演习。虽说轻车熟路，他还是进行

了充分准备。

保障指挥所里，斯顺杰按照演习想

定，结合地图，快速准确完成了沙盘作业。

本以为大功告成，不想指挥员指着一个地

图点位问他：“这个高地的极限通视距离是

多少？对方能不能发现我方的机动过程？”

这个问题超出了传统地图信息的涵

盖范畴，斯顺杰毫无准备，一时无法回

答。他赶紧和助手联系单位的相关技术

室，后方人员用地理信息软件，综合考虑

地球曲率和大气折光等因素影响，准确

计算出极限通视距离。

虽然给出了答案，但因为耗时过长，

还是影响了指挥员决策效率。作为信息

服务保障席位，这一仗可以说是败了。

此事让斯顺杰和战友们意识到：现

代战争，对战场的认知维度不一样了，从

平面到立体，从单一到多维，标图、测绘、

堆沙盘等熟练掌握的“传统手艺”，已经

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保障需求。

和斯顺杰一样，保障队几乎人人具有

标图、测绘、堆沙盘的“传统手艺”。改革

前，不少人都认为，只要熟练掌握“一图一

沙盘”，就可以在新成立的保障队立足。

谁都没有想到，联合作战的“初体

验”竟打破了约定俗成的成长路径。

演习归来，斯顺杰找到保障队领导，

主动要求给战友们讲上一课，谈谈感受。

“信息化条件下，指挥员对战场的认

识维度不一样了，从平面到立体，从单一

到多维，传统的地图和沙盘已经跟不上

打仗需求。”

“联合作战中，每个要素都是制胜的

重要一环，一个要素甚至可以牵引一场

演习。”

“直面战区首长，表面上是战位的变

化，实质上是新型能力素质的呼唤。”

……

斯顺杰和大家分享了那次演习中体

会到的“切肤之痛”，也道出了藏在心中

许久的一些想法。

“改革前，咱们单位更像一个科研机

构，任务比较单一，大家主要是围着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转，干好常态化例行性工

作就行，现在看来不行了。”斯顺杰的话

引起了助理工程师张武的共鸣。

2015年，张武毕业后分配到该队。没

多久，他就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阵痛”。

“当时保障队接到一个比较复杂的勘

测任务，按过去的习惯，根本不会派我这

样的新人去。没想到，那次我不仅去了，

而且一待就是 3 个多月……”改革的“靴

子”刚落地，张武来不及慢慢适应，就被推

上了一线。按他的话说，“苦是苦了点，但

感觉有股巨大的力量推着人往前走”。

对此，保障队队长邓永兴感触更深，

“与其被推着走，不如主动行动。我们要

引领测绘导航保障向精细化、多样化决

策支撑的更高层次发展！”

一场全面的自我革新由此开启，他

们科学规划战斗力建设蓝图，效果很快

显现——

针对部队现用地图产品自动化程度

不高、数据集成度低的问题，他们展开创

新攻关，研发出一套联合作战指挥保障

系统。这套系统涵盖各类地理信息，可

以根据指挥员需求，自动从成千上万的

数据中进行筛选、调取、计算，给出结果。

有了这套保障系统，在提升信息保

障 准 确 度 的 同 时 ，反 应 时 间 也 大 幅 缩

短。之前演习中出现的问题得到了有效

解决，并在战区组织的多项演习中经受

住了“战火”检验。

出成品，必须是精品

保障队文职人员陈科润有个职业习

惯：每次带家人外出旅游到了一个新城

市，先研究当地地图。用他的话说：掌握

了地图，心里才有底。

一次，游览某地后，陈科润发现景区

地图有一处错误：一条道路在同等比例

尺下的长度远小于实际值。

“这样的地图容易给游客游览途中

体力分配造成误导。”陈科润找到景区管

理处反应情况，并拿出他的计算依据。

管理处负责人听后连连点头：“这地

图用了这么多年，能发现错误并向我们

指出的，您还是第一个！我们马上改。”

对地图的执着，已经镌刻进保障队

官兵的血脉，“完全还原”已成为他们近

乎条件反射般的追求目标。

“地图是世界的浓缩，差之毫厘，谬

以千里。我们做出的成品必须是精品，

绝不能有一点差错。”保障队队长邓永兴

时常提醒官兵，要以万无一失的态度对

待每一个数字、每一帧图像。

先进保障平台的诞生，改进了数据采

集和成果呈现的方式。与此同时，原始数

据的加工处理工作量却大大增加。为了

达到极致的效果，官兵们在数据加工中要

经历选材、分类、融合等数十道工序。

曾经战高原、斗风雪的官兵，化身为

信息海洋中的“数据工匠”。他们用一道

又一道精确工序，形成囊括地理、气象、

水文、态势等要素的多元信息成品，成为

支撑联合作战的重要数据。

不久前，一次演训活动中，担任要素

值班的参谋何云忠发现一个漏洞：同一

点位的数据，在两个席位上竟然不一致。

“这样的差错，对作战的影响难以估

量。”何云忠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当即与队里的战友核对数据，细致检

查相关系统。

最后通过查询软件的数据库，他们

发现，几台电脑的数据更新时间不一致

是造成数据紊乱的主要原因。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数据时间统一问

题，他们采取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一边

把数据的更新时间显示到软件界面上，

统一发布更新数据包，以解应急应战之

急；一边重写代码，建立服务器。

1 个月通宵达旦攻关后，漏洞终于

补上了！

从成品到精品，一字之差，对战斗力

的贡献却能产生质的飞越。这背后，也

蕴含着保障队官兵对于高标准的不懈追

求与努力。

2020 年 9 月，执行野外测绘任务的

保障队官兵在自主研发改装的采集车

上，通过卫星通信系统，向营区作战室里

的战友汇报野外测绘的战果。视频通话

的同时，野外采集到的海量数据信息也

通过同一渠道源源不断传回单位。

成功了！这标志着采集车搭载的通

信系统实现了实战化运用。在极端条件

下，这一系统可以实时保证传输测绘数

据、视频等信息，极大提高保障队的无依

托应急保障能力。

越不可越之山则登其巅，渡不可渡之

河则达彼岸。近年来，保障队向着练兵备

战的数据高地发起冲锋，参与完成了上百

次重大任务保障，创办的某战场环境专

刊，被誉为西部战区版“国家地理”。

版式设计：梁 晨

西部战区某保障队官兵眼中的战场环境服务保障—

山 河 经 纬 帷 幄 中
■本报记者 张 放 通讯员 董建君 张 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