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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贺兰，雄师列阵。茫茫戈壁，

塞上演兵。

日前在贺兰山脚下陆军青铜峡合

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的“西部·联合-

2021”演习备受瞩目，连续数天在各大

媒体“刷屏”。

硝烟散去，备战不停。这次演习，

在指挥控制、实战练兵等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可圈可点的突破。一番探究之

下，更觉其意义与意象，颇符合岳飞《满

江红》里的名句——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联合！深度联合！

由“形联”到“神联”，
困难再大也得干

联 合 演 习 ，贵 在 联 合 ，难 也 在 联

合。

“中方的教练员非常认真负责，毫

无保留。”俄东部军区某摩步旅驾驶员

安德烈中士谈起参演感受时，难掩脸上

的兴奋。

中俄两军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的

演习已有 20 多场。这次演习是俄罗斯

军队首次来华参加中方组织的战略战

役演习，也是俄军首次成规模使用中方

主战装备参演。中方教练员不但准备

了俄文版的操作手册，还一次又一次地

讲解、一遍又一遍地示范，很快让安德

烈和他的战友掌握了操作要领。

熟悉装备之外，演习更主要的是要

检验双方联合行动的能力。俄方任务

部队到达演习区域后，双方立即建立联

训沟通机制，同步组织装备训练、指挥

训练、战术训练、保障训练。

“ 按 照 联 合 筹 划 、联 军 行 动 、分 域

管 控 的 原 则 ，我 们 先 后 与 俄 空 天 军 参

演力量组织了 3 次全流程视频行动协

同，20 余次电话对接协同。”演习空中

指 控 分 中 心 副 指 挥 员 蒋 方 申 介 绍 说 ，

两 军 基 于 同 一 战 场 态 势 分 析 判 断 情

况，基于同一战役决心排兵布阵，基于

同 一 作 战 任 务 组 织 战 役 协 同 ，基 于 同

一 时 空 基 准 展 开 联 合 行 动 ，基 于 同 一

战 场 环 境 指 挥 实 兵 演 练 ，确 保 了 联 军

行动协调一致。

虽然两军联演已初步实现作战筹

划指挥机关由平行开设向联合开设、任

务部队由独立编组向混合编组转变，但

构建统一的联合指挥体系，才是实现从

“形联”到“神联”转变的关键。此前我

军赴俄参加“中部-2019”战略演习期

间，为破解两军文书流转不畅等问题，

双方向对方指挥机构派出军事协调参

谋小组，以人工传递的方式互换文书，

费时费力。

怎么办？联合！深度联合！

演习筹备过程中，如何解决这一问

题被当作头等大事来研究。“问题不能

一年拖一年，为了战斗力提升，困难再

大也得干！”从军委到战区，从导演部到

指挥部，达成高度共识。

有需求就有方向。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中俄专用版联合指挥信息系统应

运而生。这一系统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语言不通问题，提升了作战信息流转速

度和指挥决策效率，内联各个作战分中

心，下接各个作战群（队）指挥所，必要

时还可直达两军单兵平台末端，实现指

挥链路到底到边。在这一体系的有力

支撑下，中俄两军混合编组，共同实施

了空中打击、装甲突击、扫残破障、机降

夺要、无人机斩首等 5 个联合行动课目。

“这一系统深度嵌入战场信息网和

情报链、指挥链、打击链、保障链，‘一网

四链’有力推动了信息力与传统火力、

指挥力、机动力、防护力深度融合，大幅

提升了体系作战效能。”演习指挥员、西

部战区副司令员刘小午说。

“打没有打过的仗”

新 技 术 、新 装 备 、新
战法纷纷登场，实战化更
加深入人心

“准备！”“跳！”

随着指挥员的手势，12 名特战队员

分两组从一架直升机上纵身跃下，实施

索 降 。 着 陆 后 ，迅 速 登 上 同 时 吊 放 的

“山猫”全地形车前出，执行搜索和抓捕

恐怖武装头目任务。

演习中，新疆军区某特战旅参演官

兵在观摩台前不远处的 3 个不同位置，

“秀”了一把“绝活”。

“相比以前的 4 绳索降，6 绳索降要

求更高、协同难度更大。”该旅保障部副

部长欧阳颖华说，但从实战角度出发，

这一改变能够减少直升机滞空和特战

队员集结时间，降低暴露风险的同时提

升人装结合效率，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作

战时机。

事 实 上 ，这 样 的 技 战 术 改 进 并 非

孤例。西部战区联合参谋部训练局李

涛 介 绍 ，本 次 演 习 中 ，歼 -20、运 -20、

某 新 型 防 空 导 弹 、某 新 型 装 甲 突 击 车

等 一 大 批 新 装 备 集 中 亮 相 ，新 装 备 占

比 达 到 81.6% 。 运 -20 在 战 斗 机 掩 护

下 实 施 重 装 空 投 、空 降 兵 同 时 多 高 度

伞降、歼-16 远程精确打击、陆航与特

战 分 队 结 合 实 施 人 车 混 编 投 送 等 课

目 ，在 以 往 的 联 合 演 习 中 都 是 没 有 过

的。

除了装备和技战术水平的突破，这

次演习中体现的作战思想和战法创新

也有颇多看点。

此次演习注重体现饱和式火力突

击、全纵深立体打击等思想，参演部队

以高中低衔接、远中近结合的方式，在

40 分钟时间里投射弹药数百吨，火力密

度创下历次联演最高水平。演习场上，

形成地面直、曲射火力同步，空地火力

叠加，歼击机、直升机贴着炮兵弹道飞

行的场面。

“ 演 习 体 系 完 备 ，深 度 联 合 ，在 有

限的时间、空间内，歼击机、歼轰机在

预 警 机 等 多 种 机 型 支 援 配 合 下 ，和 无

人 机 群 联 合 实 施 了 高 强 度 精 确 打 击 ；

轰炸机、运输机千里奔袭，完成了远程

突 击 、战 略 投 送 ；歼 -20、运 -20、无 人

机 等 新 质 作 战 力 量 首 次 参 加 中 外 联

演，大幅提升作战效能。”演习空中指

控 分 中 心 指 挥 员 文 俊 飞 说 ，为 了 确 保

火 力 协 同 不 出 问 题 ，他 们 专 门 研 究 制

定 了 空 中 作 战 群 实 兵 行 动 方 案 、陆 空

火力协同规则、行动计划协同图等，空

中 指 控 分 中 心 3 次 组 织 陆 空 火 力 协

同，实现战场多维力量联合运用、精准

高效协调控制。

看得见的战场硝烟滚滚，看不见的

战场电波川流。除了“大情报”体系精

准保障目标情报外，还有贯穿演习全程

的预警干扰行动、电子防护行动，将演

练内容拓展到战场制信息权、制电磁权

等层面。

“战争之变、对手之变、科技之变，

要求我们强化体系聚优、全维对抗、数

据驱动、算法赋能等创新思想，运用大

量无人化、立体化、智能化新质新域力

量，探索实践即时聚优、多域联动、速决

制胜的联军作战行动方法，使演习场距

离未来实战近些、再近些。”演习执行导

演、军委联合参谋部战略战役训练局局

长韩林说。

“最艰巨的战争准备”

打赢现代战争，必须
把广大官兵练兵热情激发
出来、练兵智慧凝聚起来

早上 5 点带学员登车赶赴演习场

地，晚上 8 点多回到住地，简单吃点饭就

加班整理分析数据、调整改进方案，一

直到半夜一两点。

这是国防科技大学某研究所副研

究员赵述龙和同事在演习期间的作息

时间表，每天睡眠时间不到 4 小时。

赵 述 龙 是 该 校 无 人 系 统 创 新 团

队 的 一 名 专 家 。 这 次 演 习 中 ，该 团 队

自 主 研 发 的 固 定 翼/复 合 翼 异 构 无 人

机 群 ，在 演 习 中 完 成 了 编 队 突 防 、协

同 区 域 侦 察 、并 行 感 知 与 目 标 锁 定 、

无 人 机/无 人 车 协 同 侦 控 打 评 等 演 练

任 务 ，为 演 习 提 供 了 充 足 的 战 场 态 势

信 息 ，展 示 出 了 良 好 的 应 用 前 景 。 赵

述 龙 提 出 的 一 种 分 布 式 无 人 机 协 同

跟 踪 控 制 算 法 ，也 在 这 次 演 习 中 得 到

了验证。

赵述龙只是参加这次演习的科研

人员之一。据了解，军内外科研院校直

接参加或者前来观摩演习的人员，共有

100 余 人 。 演 习 中 使 用 的 指 挥 信 息 系

统、无人机“蜂群”等，都是借助这些“外

脑”的成果。

“让科研成果进演习场，让硕士博

士走进‘战场’，是落实以战领研、为战

育人要求的实际行动。”该研究所政治

协理员秦鹏说，学校始终着眼“研为战”

的目标导向，紧紧瞄准战场需求优化学

科布局与资源配置，进行人才培养和技

术攻关。

现代战争是军事人才的深层次较

量，培养和储备人才是“最艰巨的战争

准备”。落实人才强军战略，不仅需要

发挥科研人员的智慧，更要尊重部队官

兵的主体地位，把广大官兵练兵热情激

发出来、练兵智慧凝聚起来。

演习准备期间，因为弹种的改变和

弹药消耗量的陡增，某型步战车不同程

度地发生卡弹故障。某旅装步四连连

长周勇带领射击技师李喜等技术骨干，

不等不靠，钻进车内检查研究，集思广

益，自己动手加装了供弹机构防变轨装

置，经受住了实战的检验。

“ 军 事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装 备 性 能 的

提 高 ，对 官 兵 的 素 质 和 创 新 精 神 提 出

了更高的要求。”该旅旅长胡录田说，

演习期间，该旅官兵共研发出 14 项新

成 果 ，这 也 是 该 旅 大 力 发 扬 军 事 民 主

的体现。

近年来的中外联演，培养造就了一

批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指挥员队伍、

参谋队伍、专家队伍、翻译队伍。演习

执行导演、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

主任张保群说，筹划组织并参与中外联

演联训联赛，已然成为我军实战化军事

训练的重要形式之一，将从实战化训练

观念、联合作战体系建设、人才培养等

方面，助力我军实现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的宏伟目标。

（（通讯员通讯员田振宇田振宇、、李裕兴李裕兴、、姬建涛姬建涛参参

与采访整理与采访整理））

踏破“贺兰山缺”
——“西部·联合-2021”演习回眸

■本报记者 吕德胜 张笑语 特约记者 杨晓波

“西部·联合-2021”演习日前在陆

军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结束。这是

俄军首次参加我军组织的战略战役演

习，是双方巩固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安排，进一步彰

显了两国两军的战略互信水平，展示了

携手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

联合演习是两国关系深度的重要体

现。自 2003年中俄首次在上海合作组织

框架下参加“联合-2003”演习以来，两军

联演已走过了近 20年的历程。在多边和

双边框架下，中俄两军不断创新联演形

式、丰富联演内容，目前已形成“和平使

命”“海上联合”“空天安全”联演系列。

中俄在多边和双边框架内举行了9次

“和平使命”系列联演，不仅提升了两军的

协同作战能力，也维护了地区安全稳定。

始于 2012年的中俄“海上联合”系列军演

已举办 8次，对加强两军海上防御作战能

力、维护地区海上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空天安全”反导计算机演习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7年举行，彰显了中俄两国维护共

同安全利益和地区战略平衡的坚定决心。

自 2018 年开始，我军连续 3 次赴俄

参加俄年度战略方向演习，分别为“东

方-2018”战略演习、“中部-2019”战略

演习、“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此次俄

军首次派部队参加我军组织的“西部·联

合-2021”演习，进一步丰富中俄联合演

习的形式和内容，提升中俄两国的战略

互信水平以及两军的协同作战能力。伴

随中俄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和两军军事互

信不断增强，双方联演的战略价值、实战

意义更加突出。

一方面，中俄联演尽管每次演习的形

式、区域和演练课题都不相同，但目的都是

为了展示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的

决心与能力。特别是大疫情、大变局的历

史背景下，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正经历复

杂深刻的变化。此次“西部·联合-2021”

演习，中俄两军混合编组、合帐筹划、同台

合练，共同检验和提高联合遂行反恐行动

的能力，充分体现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大

国担当，对于保持国际格局演进的正确发

展方向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另一方面，双方都可以通过联合演习

从对方军队的建设发展中汲取经验。中国

军队通过联合演习的平台与俄军近距离交

流，不仅为我军提供了在复杂环境下练指

挥、练战法的机会，也为衡量我军训练水平

和实战能力提供了横向参考。同时，我军

也通过这个平台展示了自身的良好形象。

不断向深、向前、向更高层次发展的

中俄联演，是中俄两军战略互信和务实

合作高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两国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的生

动体现。相信两军之间的联演将为共同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彰
显
新
时
代
中
俄
两
国
两
军
关
系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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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抒
音

中方首主导

这次演习是中国军队连续 3年

参加俄军年度战略演习之后，首次

邀请俄罗斯军队来华参加中方组织

的战略战役演习，是今年中外系列

联演联训的首个“主场秀”。俄军首

次成规模使用中方主战装备参演。

这有助于展现我军联合作战的特

色，打造以我为主的联合演习品牌。

联合程度深

在联合指挥部下面设立了俄军

指控分中心，双方共同使用中俄双

语版的指挥信息系统。系统可内联

各个作战分中心，下接各个作战群

（队）指挥所，必要时还可直达单兵

平 台 末 端 ，实 现 指 挥 链 路 到 底 到

边。演习中，俄方 4 架苏-30CM 战

机编入中方空中作战群，由联合指

挥部统一指挥；中方破障力量与俄

方地面突击力量混合编组，由俄军

指挥分中心统一指挥；俄方指挥员

直接指挥中方在空无人机。

演练课目新

运-20在战斗机掩护下实施重

装空投、空降兵同时多高度伞降、中

方特战队员 6 绳索降、陆航与特战

分队结合实施人车混编投送等课

目，都是首次登上中俄联演舞台。

根据用兵需求，演习空域细分为 7

个高度层，地面直、曲射火力同步，

直升机贴着炮兵弹道飞行，航空兵

航线与弹道间距最小不足 300 米，

形成高中低衔接、远中近结合的饱

和式火力波浪。

火力打击猛

中俄两军共投入 1.3 万余人、

各型飞机 200余架次、装甲装备 200

余台、火炮 100 余门。创新探索饱

和火力打击，在约 48平方公里的有

限战场空间内，40分钟共投射弹药

数百吨。

新质力量多

空警-500、歼-20、运-20、歼-

16等战机集中亮相，察打一体无人

机、“蜂群”攻击无人机、侦察监视无

人机组合运用，新式武装直升机、装

甲突击车轮番攻击。整个演习中，

新装备占比达到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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