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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蓝军袭扰分队进行大强度

体能训练。

图②：蓝军袭扰分队队员在无光

情况下进行多型号枪弹结合训练。

图③：蓝军袭扰分队队员实施暗

哨伏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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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险胜，催生旅属
蓝军袭扰分队

“那次对抗，真的是险象环生！”如

今，回想起自己和战友作为红方队员参

加的那次对抗演练，现任蓝军袭扰分队

分队长李达仍印象深刻。

那一年，他们旅率先挺进某综合训

练场，与火箭军专业蓝军部队交手过招。

说是红蓝对抗，可李达觉得，作为红

方的他们更像是在拼命抗击，几乎处处

被动。

部队刚抵达演练地域，正在受领任

务的李达所用电台就受到电磁干扰！不

仅李达所在分队，其他各作战分队也瞬

间与“中军帐”失去联系。幸好各作战分

队反应及时，才避免了更大损失。

紧接着，蓝军的“轰炸机”又突然来

袭。虽然官兵之前已对车辆、帐篷进行

了伪装，但是令大家没想到的是，蓝军改

进了侦察手段，原来管用的很多伪装方

法在新侦察设备面前暴露无遗，最终导

致这支发射分队损失惨重。

“对抗演练中，绝大部分时间我们是

在有线中断、无线受扰情况下指挥控制

部 队 。 其 中 有 2 次 因 指 令 无 法 及 时 下

达，导致作战行动失败。”时任作训科科

长徐明说。

尽管如此，凭借全旅官兵的群策群

力与全力以赴，红蓝对抗演练结束后，该

旅成为当年与蓝军交手的旅团中唯一胜

出的单位。

凯旋时，该旅的营区没有喧天锣鼓，

没有鲜花掌声。旅党委一班人一到营区

就召开复盘检讨会，将作战筹划不够精

细、指挥控制部队方法不多、基础训练不

够扎实等 4 类 10 多个直指软肋的问题摆

到台面上，形成一份《红蓝实兵对抗检讨

式总结报告》。

一流军队设计战争，二流军队应对

战争，三流军队尾随战争。通过复盘检

讨，该旅从旅长到营连指挥员形成一个

共识：必须从设计战争的角度入手，组建

起一支常态化的蓝军力量，为各作战分

队提供“狼”一样的对手。

一场打造战场“磨刀石”的行动就此

展开。建就要真管用，该旅连走三步棋：

一是领导牵头，成立了由旅参谋长任组

长、两名副参谋长为副组长的蓝军袭扰

分队筹划领导小组；二是精选骨干，以作

战保障营为主体抽调尖子，组建起一支

囊括全旅精锐的蓝军袭扰分队；三是舍

得投入，为分队配置了六旋翼无人机、伪

装效果检测仪等一批符合蓝军作战特点

的新装备。

关键是要走出“蓝军
不蓝”的困局

蓝军袭扰分队的成立，让该旅各营

连感到压力的同时，也多了些猜测：蓝军

袭扰分队的战斗力咋样？

数个月的强化训练后，蓝军袭扰分

队“出招”了。该旅组织的红蓝对抗演练

中，蓝军袭扰分队最终完成任务，阻止了

红方导弹的发射。

首战告捷，按说蓝军袭扰分队应受

表扬。但在复盘时，一名旅领导却用相

当长一段时间来指出他们的不足。对这

次演练中他们的表现，这名旅领导的话

很重：“这场红蓝对抗，蓝军分队没有蓝

军的味，像是右手在打左手。”

蓝军袭扰分队建设方向该往哪里

走？时任分队长夏祯祺思路渐开：建强

分队不是问题，毕竟队员都是来自全旅

的精兵强将，又加上持续强化训练，战斗

力自不必说。问题主要出在没能用假想

敌的思维来思考，没能用蓝军应有的招

式把红方的战斗力潜能给逼出来。

第二次红蓝对抗演练时，蓝军袭扰

分队摔了跟头。虽然蓝军袭扰分队使用

先进手段发现了红方的通信电缆并加以

破坏，又对红方进行电磁干扰，但红方反

制非常迅速。最终，以红方身份参演的

发射三营准时按下发射按钮，成功完成

发射任务。

对这一结果，蓝军袭扰分队队员觉

得有点冤。因为前段时间，大家都在为

消化吸收首次对抗演练的经验教训而

“补课”。同时，把主要精力用在熟悉假

想敌相关资料，试着用假想敌的思维来

思考问题上。所以，这次红蓝对抗中，在

使用一些新装备上，他们有些瞻前顾后、

左右思量。诸多“不适应”加在一起，才

让红方占了便宜。

结果已定，蓝军袭扰分队队员也无

话可说。出人意料的是，复盘会上，旅领

导不仅没有批评蓝军袭扰分队，反而加

以表扬。夏祯祺告诉记者，那时，蓝军袭

扰分队队员才真正领悟到：比打败红方

更重要的是要先“演像”蓝军，这样才能

给红方提供正确的靶子，倒逼红方练出

战时用得上的反制方法与能力。

随后，在该旅安排下，一系列举措相

继推开：优化蓝军袭扰分队力量编成、武

器装备构成；建设完善配套的训练场地，

尽可能缩小对抗环境与真实战场之间的

差距等。目的只有一个：让蓝军袭扰分

队更像蓝军。

此外，该旅着眼能力建设实效，为蓝

军袭扰分队建立和完善相关能力认证考

核体系，并据此对官兵逐人考核、逐项认

证，队员持证才能上岗。

夜幕降临，一场红蓝对抗演练悄然

展开。趁着夜色，蓝军袭扰分队逼近红

方宿营地。一番侦察分析后，夏祯祺对

红方目标进行标定，引导蓝军用远程导

弹发动攻击。红方发现情况有异，立即

派人展开搜索，同时启用假目标并将发

射装备快速撤离……

面对眼前态势，该旅参谋长李磊这

时开了口：“蓝军袭扰分队有点味道了。”

“说我们狡猾是对我
们最好的评价”

“救了一个伤员，反转了整个战局。”

提及那场对抗演练，蓝军袭扰分队队员

和发射五营、六营的官兵都印象深刻。

不同的是，对蓝军袭扰分队来说，这

是他们对抗演练中的精彩一笔，在最后

时刻实现“反杀”；而对于作为红方参演

的五营和六营官兵来说，这次演练却是

他们“深深的痛”。

那一夜，发射五营和六营的防卫力

量彻夜未眠。为顺利完成发射任务，两

个营决定联手对付在暗处紧盯自己的蓝

军。

利用兵力上的优势，两个发射营成

功化解了蓝军袭扰分队两次袭击，坚持

到了天亮。

地平线上，晨曦微露。一辆车内，发

射营的指挥员坐在电脑前，准备实施发

射！

这时，一声巨响，指挥所被摧毁！发

起这次袭击的是假扮成红方战士的蓝军

袭扰分队下士余腾。

原来，蓝军袭扰分队见偷袭没有得

手，又生一计。他们安排队员余腾潜入红

方区域，乔装成红方伤员躺倒在地。结

果，余腾被不明就里的红方人员抬到了距

离指挥所不远的医疗帐篷里进行急救。

这时，余腾暗中下手指示目标，引导

蓝军远程打击力量完成对红方移动指挥

所的打击。

时间稍长，红方以为蓝军袭扰分队

都是乔装打扮这样的老套路，没想到，蓝

军袭扰分队很快就用新招法给了他们致

命一击。

在一次合成训练考核中，蓝军袭扰

分队控制了一处通信枢纽，给红方发射

一营传递虚假作战指令。一营官兵一时

没反应过来，结果也吃了大亏。

“蓝军袭扰分队现在是越来越狡猾

了。”考核结束，一营营长陈平平感叹道。

“说我们狡猾是对我们最好的评价。”

作为蓝军袭扰分队“元老”的上士杨洪才

似乎很满意这样的评价。他说，以前红方

对蓝军袭扰分队的评价可不是这样。

“蓝军袭扰分队毕竟只是分队，和专

业的蓝军部队没法比。”该旅一些营连在

与蓝军袭扰分队交过手后曾给出这样的

评价。那时，蓝军袭扰分队还“正长个子

没太长心”，与红方对抗方式方法不多。

但是后来，蓝军袭扰分队自己也开

始说这句话：“蓝军袭扰分队毕竟只是分

队，和专业的蓝军部队没法比。”但说这

话时，蓝军袭扰分队队员已经多了一份

理性与冷静，目的则是为了强调作为蓝

军袭扰分队应该打出分队特点，那就是

要更机动灵活、会找软肋、专打红方要

害。

在杨洪才看来，“没有最狡猾，只有

更狡猾”，甚至应该被视为蓝军袭扰分队

的立队之本。

作为蓝军袭扰分队筹划领导小组组

长，该旅参谋长李磊看得很透彻：作为战

略导弹部队，其作战地域和特点决定了

面临的威胁必然包括小股敌人的袭扰，

尤其是在敌方各种远程侦察手段无法奏

效的情况下。

“我们的任务就是‘搅局’，让红方导

弹打不出去！”对此，蓝军袭扰分队队员

目标十分明晰，“做一条带刺的‘鲶鱼’，

尽 力 搅 活 演 训 场 ，达 到 练 强 红 方 的 目

的。”

一次攻守对抗演练中，红方发现蓝

军袭扰分队人员从一个方向突入，于是

部署一支经过加强的机动分队负责阻

击。刚一交锋，蓝军袭扰人员突然撤退

并调转方向，破坏了这一方向的红方阵

地水源地。

“敌人，不应该只存在于眼睛里，更

应该存在于脑海深处！”这是一次对抗演

练后，红蓝双方沟通交流时，失利红方官

兵总结出的一句话。

这句话让杨洪才突然想到了每次演

练前，和战友们一起绞尽脑汁找红方软

肋的那种艰辛。他觉得，“能让发射营

的战友意识到这一点，进而把大家磨砺

得更适应未来战场，正是蓝军袭扰分队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抛开面子，“鲶鱼效
应”才会越来越明显

“有段时间，最难处理的是面子问

题。”回忆起以前的经历，杨洪才对记者

如此说，“好在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加以解决。”

一次与红方对抗演练中，蓝军袭扰

分队下士周坤带领小组炸毁红方发射营

的任务车队后，急了眼的发射营官兵对

他们穷追不舍。对被俘的蓝军袭扰分队

队员，红方官兵言语上有些冒犯，动作上

也变得粗鲁。

“这事得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证明

我们蓝军袭扰分队任务完成得不错，真

给红方造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证明红

方真开始把我们当敌人了。”尽管这个

解释在当时合情合理，但夏祯祺还是能

感觉到蓝军袭扰分队队员的不安，毕竟

是一个旅的战友，这“仗”好打，但私下里

红方战友的面子挂不住啊！

“今天演练要面子，明天打仗丢里

子。”得知情况后的旅领导，立即来蓝军

袭扰分队为他们“做工作”：红蓝对抗就

是要针锋相对，你们只需要放开手脚打

就行，打得越狠越准，就越是对旅队战斗

力的负责，越是对发射营战友在战场上

生命的负责，“打得多了，大家习惯了，就

不存在问题了”。同时，该旅及时组织各

发射营连官兵就此展开讨论，引导大家

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本质是“要面子还是

要胜利”之争，帮助大家拨开思想迷雾，

鼓励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对手和机会。

又一次对抗演练展开。夜袭红方阵

地时，蓝军袭扰分队下士郝文浩和战友

负责控制红方哨兵，为蓝军进攻打开缺

口。

发起攻击时间已定。郝文浩正要行

动时，发现红方有干部来查岗。略加思

索，郝文浩和战友还是动手了，并顺利得

手。

行动完毕，他仔细一看，“阵亡”的那

名干部竟然是自己之前的副连长李加

森。

“为什么在干部查岗、我方人数相对

较多时动手？”李加森问郝文浩。郝文浩

给出了理由：查岗时，哨兵的注意力被你

分散，而且时间不等人。

听罢解释，李加森擂了郝文浩胸口

一拳：“你小子进步了啊！”“谢谢副连长

理解！”郝文浩开心地笑了。

上 了 战 场 是 对 手 ，下 了 战 场 是 战

友 。 蓝 军 打 法 越 刁 钻 ，红 方 剑 法 越 精

熟。翻开该旅最近两次的实弹发射任务

总结可以看到：一次远距离跨区驻训暨

导弹作战流程检验发射任务中，随机抽

点的发射二营独立组织指挥、测试操作、

处置特情，最终完成发射任务；另一次，

在千里机动执行某试验任务过程中，面

对全程设置的“敌特”袭扰、通信中断、装

备故障等特情，承担发射任务的六营随

机应变，高效应对，圆满完成发射任务。

“这些成绩的取得，蓝军袭扰分队功

不可没！”随着蓝军袭扰分队仗打得越来

越“精”，名声也越来越响。基地其他旅

团也纷纷请他们当对手，发挥他们“磨刀

石”的作用。

显然，这条带刺的“鲶鱼”正在搅活

更大的演训场，这块“磨刀石”正在磨利

更多的“刀锋”。

一支“非专业蓝军”的专攻精练
■黄 洋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蓝军袭扰分队端掉了咱们营指挥

所！”消息传来，参加这次对抗演练的红

方——发射四营官兵心头一震。

前不久，火箭军某导弹旅举行实兵

对抗演练。演练刚开始，红方就被刺穿

“心脏”而告败，问题出在哪儿？很多人

想不明白。这其中就包括发射四营营

长李民。

要知道，演练开始前，李民带领全

营指挥员对作战任务进行过细致推演，

当时他觉得已万无一失，结果仍然败走

麦城。

“岗哨交接时出现了漏洞！”一名下

士从人群中走出来。他撕下肩上的下

士军衔，换上上等兵军衔，擦掉脸上的

迷彩油，四营的官兵才反应过来：“原来

他不是四营的人！”

不是四营的人，那是哪儿的人？答

案是：蓝军。这名上等兵叫刘艳鹏，是

端掉红方发射营指挥所的蓝军袭扰分

队队员之一。

说到蓝军，四营官兵不陌生。自从

该营所在旅集中优势资源和精锐力量，

组建起一支蓝军袭扰分队后，四营就没

少和他们交手。每次交手，四营都打得

很艰难。这次，本来信心满满的发射四

营挫败感尤其强烈。

按说，四营这次占有地利优势。发

射 阵 地 处 于 山 中 ，周 围 的 山 势 易 守 难

攻，上山的路只有一条，山口还有两名

哨 兵 把 守 。 况 且 ，从 山 口 向 上 直 到 阵

地，四营还层层设防。

但四营官兵不知道，蓝军袭扰分队

早已分散成数支小队，展开行动。

在附近泥坑中潜伏了数个小时，蓝

军 袭 扰 分 队 二 班 班 长 杨 洪 才 摸 清 了

“敌情”。慢慢撤至后方，队员们碰了个

头 。“ 攻 不 进 去 ，不 如 先 来 个‘ 声 东 击

西’！”杨洪才采纳了上等兵刘艳鹏的

这一建议。

结合侦察到的情况，队员们对形势

进行了研判：红方兵力集中部署在阵地

周边，在山上驻防的阵管连力量肯定较

为薄弱。如果“捅一下”阵管连，大概率

会吸引对方派人来支援，导致红方防卫

力量“空心化”。

他们随即将小队分为两组，杨洪才

带人前去袭扰阵管连，刘艳鹏带人继续

潜伏，以便伺机潜入。

杨洪才小组的行动动静很大。阵

管连出现较大“伤亡”的消息传到红方

指挥所内，他们果然“上钩”了，指挥应

急力量快速出动，对蓝军袭扰人员展开

搜捕。

一批人员前去支援阵管连，上山路

上的守卫力量减弱。刘艳鹏小组一跃

而起袭击了哨兵。随即一番乔装打扮

后，刘艳鹏借机混入红方阵地，炸毁了

红方指挥所。

对此，发射四营的官兵虽然愤愤不

已，但也无话可说，毕竟蓝军袭扰分队

获胜绝非侥幸，问题还是出在己方阵地

防卫环节出现漏洞上。

打一仗进一步。在发射四营复盘

检讨会上，与会人员直截了当摆问题，

举一反三挖“病灶”，一个个与实战要求

不符的做法被拉出清单、限期整改。

另一方面，蓝军袭扰分队也没有止

步，而是精细查找这次行动中的不足，

集思广益研判战法，以便下一次出招更

加稳准狠，推动红方的实战化训练不断

走深走细走实。

“原来他不是四营的人”
■黄 洋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高效练兵，离不开“狼”。这是长

期以来人民军队战斗力生成的宝贵经

验之一，也是与专业蓝军部队交过手

的各部队的共识。这“狼”，在平时指

的是充当假想敌角色的蓝军。

提到蓝军，很多人会立即联想到

专业蓝军部队。毕竟，与专业蓝军对

阵，使不少部队看到了差距，积累了经

验，并通过复盘消化吸取教训，获益匪

浅。从效果上看，与专业蓝军部队过

招后的部队，练起兵来更有方向感、针

对性和“精气神”，让实战化训练更贴

近真实的战场。

然 而 实 际 上 ，具 体 到 某 一 支 部

队，与专业蓝军部队对阵的机会通常

不会太多。那么，如何充分发挥“狼”

的 作 用 从 中 持 续 受 益 ？ 这 一 做 法 挺

奏效——自己养“狼”，自建一支常态

化蓝军分队。

和 专 业 蓝 军 部 队 相 比 ，自 己 养

“狼”，通常数量不会太多、体格也不会

太大，但管用。某旅就用这样的蓝军

袭扰分队磨出了一柄柄对标未来战场

的“利刃”。

蓝军分队怎么建才起作用？一方

面，要引导其练就“狼”的真本领。引

导 蓝 军 分 队 精 心 研 究 假 想 敌 战 术 战

法，掌握蓝军作战的优长与精髓，不断

像对手一样思考，练就酷肖假想敌用

兵 之 法 的 妙 招 、狠 招 ，在 一 次 次 过 招

中，用蓝军之长显现红方之短，为红方

练战法不断提供思路与借鉴。

另一方面，要确保蓝军分队“狼”

性 十 足 。 一 方 面 要 在 自 身 建 设 方 面

“刀口向内”找不足，狠下心来逼蓝军

“长出獠牙”，甚至“生出翅膀”，不断追

求形成与红方过招的优势；一方面要

狠下心来，悉心寻找“本是同根生”的

红方部队存在的短板与软肋，红方怕

什么、缺什么，就攻击什么、模仿什么，

在把红方不断逼到危局险局难局甚至

绝境中，帮他们练就在未来战场上生

存作战的过硬本领。

对蓝军分队而言，练强红方才是

目的。全力以赴像假想敌一样思考，

以更多出其不意的方式发动攻击，即

使不能每次都取得胜利，也会让红方

官兵在心中增强敌情观念，不断夯实

制胜未来战场的根基。

“打狼”之前先“养狼”
■薛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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