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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深处，寒风渐起。一轮火力打

击展开，数发炮弹飞向“敌”阵地。精确

摧毁目标后，我带领班组成员驾驶自行

火炮有序转移。

颠簸的炮位上，我不禁想起上一次

演练中的“特殊经历”——

当时，我们经过长途机动到达发射

阵地后，迅速进行隐蔽伪装。根据电台

里连长下达的指令，我指挥班组成员装

定诸元、装填弹药，很快完成第一轮射

击准备。

随着一条条指令传来，各战位紧密

配合、精准操作，火炮接连发出巨大的

吼 声 。 突 然 ，我 感 到 一 阵 异 常 的“ 安

静”——近两分钟内，电台里竟没传来

任何声音。

我心里开始犯嘀咕：战场上一分一

秒都关乎胜负，为啥连长迟迟没有下达

新的指令？

过了一会儿，耳畔还是那样的“安

静”，我有些着急了，想主动呼叫连长，

又担心贸然联络，容易被“敌”发现。

“可能由于目标转移到其他区域，

连长他们正在重新计算诸元，再耐心

等等。”一旁的炮手黄继龙看出了我的

焦虑。

“转移？！”听了他的话，我更着急

了——待在同一发射阵地时间过长，

“敌人”就可能根据弹道，推算出我方

阵地具体坐标，进行火力反击。如果

真 是 这 样 ，我 们 也 需 要 立 刻 转 移 啊 ！

可是连长还没有下达指令，我不能自

作主张……

时间一秒一秒流逝，我的心越悬越

高。我迅速计算了从第一发炮弹射出

到现在的具体时间，结果将我惊出一身

冷汗：马上临近“敌”侦校雷达从开设到

完成弹道反推所需时间的节点了！

我坐不住了，一把抓起话柄，呼叫

连长请示下一步行动，却发现已经与连

长彻底失去联系。

是继续等待，还是转移阵地？若是

继续等待，直到新的指令传来，虽能够

迅速完成射击任务，但有暴露发射阵地

的危险；若是转移阵地，能够保存自己，

但需要重新进行射击准备，会增加完成

任务的时间，可能会贻误战机……

在我犹豫之时，班组成员里也有了

不同的声音。于是，我静下心来分析：

我们已经在发射阵地进行了第一轮射

击，对象均是“敌”纵深目标，弹道极易

被“敌”捕捉。此时，暴露发射阵地位置

的风险极大，其后果也比重新进行射击

准备要严重得多。

不能再等了！我带领班组，迅速向

预备阵地转移。

机动途中，我一直守着电台，随时准

备接受指令，但耳畔依旧没有指令传来。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转移至

预备阵地完成射击准备，我尝试再次与

连长沟通。

“考核通过。”让我惊讶的是，电台

里传出的不是连长的声音，而是演练导

调员的声音。

我瞬间明白：刚才电台的“安静”不

是因为目标转移，也不是因为通信意外

中断，而是导调组设置的特情。

复盘会上，导调组组长刘占彪表扬

了我的“自作主张”——

演练中，导调组主动切断通信，就

是为了检验我们临机处置的能力和对

“敌”装备的掌握情况。

刘占彪告诉我，在导调组的设计

中，“敌”侦校雷达完成弹道反推的时间

点，就是此次特情处置能力考评的一项

重要内容。

了解事情原委后，我也说出了心中

的“余悸”：未来作战，敌侦校雷达可能

更为先进，弹道反推时间更短，如果我

们不能早作打算，快速转移阵地，就可

能导致全员阵亡。

“你能这样想，就对了！”刘占彪补

充道，无论敌人装备多么先进，只要做

到知己知彼，并根据战场情况灵活处

置，就能以变应变，把握胜算。

（罗子壮、王轶整理）

左上图：第 82 集团军某旅火力分

队组织实弹射击演练。 李长青摄

指令迟迟未到，我当机立断
■第 82 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 赵王杰（讲述）

指挥员点评

●继续等待，还是转移阵地？两

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对与错，要根据战

场态势灵活选择。少一些优柔寡断、

多一点当机立断，“自作主张”未尝不

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

者动于九天之上。”战场上，我们不能

只想着“攻”得顺手、“打”得痛快，也

要因情而变、攻守兼备，只有保存自

己，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

●知 己 知 彼 ，是 随 机 应 变 的 基

础 。 既 要 熟 知 己 方 作 战 指 导 和 战

法 运 用 ，更 要 深 入 研 究 敌 情 ，弄 清

敌 之“ 所 能 和 所 不 能 ”。 不 知 不 懂

而盲目应变，只会把自己陷入更危

险的境地。

准确识变 随机应变
■第 82 集团军某旅旅长 杨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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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体现了我们党重视和善于

运用历史规律的高度政治自觉，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历史、把握当

下、展望未来，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

纲领性文献，必将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

前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

胜利和荣光。

共产党人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

十分重视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通过总

结历史经验不断把党和人民事业推向前

进。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

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

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

水平。

这次审议通过的《决议》，同党的前两

个 历 史 决 议 既 一 脉 相 承 又 与 时 俱 进 。

1945 年 4 月 ，在 争 取 抗 战 最 后 胜 利 的 关

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来党的历史及

其基本经验教训作出系统总结，为召开党

的七大创造了政治上 、思想上的充分条

件。1981 年 6 月，改革开放大潮正起，党

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了新

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

史经验，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

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极大激励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团结一致向前看。实践证明，党的历史

上每一次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都使我

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新的团结

统一，都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建设、改革的

伟大实践。

一 百 年 来 ，党 领 导 人 民 进 行 伟 大 奋

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

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决议》

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

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

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

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等 10 个

方面总结概括的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

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历史长河不息，时代考卷常新。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全军官兵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

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汇聚起坚定历史自信、创造历史伟业的磅礴力量。进一步把党的历史学习好、

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

升斗争本领。善于从辉煌军史中传承红色基因、领悟胜战之道，更好汇聚练兵

备战的意志力量，坚决做到全时待战、随时能战，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

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作者单位：武警广西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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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贾春明报道：“阵地遭‘敌’

突袭，你连仅剩 1 名雷达操作手，马上组

织还击……”11 月上旬，第 80 集团军某

旅实弹演练激战正酣。某高炮连突然接

到上级导调指令，雷达站站长杜康操作

火炮成功摧毁“敌”目标。这是该旅深入

开展换岗互训，着力培养全能型战斗员

取得的效果。

去年，在该旅组织的一次实战化演练

中，某炮班多名炮手被判“阵亡”，与之协

同的火控雷达 2名操作手，由于不会操作

高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机”从头顶飞

过。演练结束，官兵对此展开热议：平时

训练只把自己的专业练到位，战场上一旦

出现战斗减员，谁来补位？作战单元如何

持续保持作战能力？

“平时多练一手，战时才能多一分胜

算。”该旅领导介绍，为此，他们按照军事训

练大纲要求，在各营探索开展多装多能训

练，组织不同专业人员开展换岗互训，了解

掌握多种武器装备的操作技能，做到平时

能互通、战时能互补。同时，他们不断总结

换岗互训经验并向全旅推广，引导官兵提

升综合素质，争做一专多能型人才。

“既要立足岗位当好雷达操作手，还

要兼练火炮操作技能，我现在掌握了两种

主战装备操作技能。”杜康告诉笔者，通过

换岗互训，他所在连队的大部分官兵都成

长为掌握多种技能的全能型战斗员。据

了解，随着换岗互训深入展开，该旅各专

业岗位作战骨干的备份率较往年明显提

升，一大批“多面手”活跃在演训场。

第80集团军某旅

换岗互训锤炼全能型战斗员

本报讯 张朋、冯华华报道：初冬时

节，第 72 集团军某旅组织对抗演练。刚

从炮兵排长转岗未满 3 个月的侦察排长

王强，运用新学到的战术技能，带领侦察

小组成功对“敌”实施渗透侦察，精准引

导后方火力打击“敌”炮阵地。这是该旅

开展不同专业连排级指挥员交叉任职带

来的可喜变化。

“炮兵排长转岗担任侦察排长，这种

跨专业交叉任职在我旅并非特例。”该旅

领导介绍，连排级指挥员处于指挥末端，

在合成作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部

队转型加速，合成分队指挥员必须能够

综合运用不同分队专业战技术知识，根

据战场态势变化，指挥多种专业分队协

同完成作战任务。

为加速连排级指挥员成长，该旅科

学制订复合型指挥人才培养方案。他们

采取“专业交叉、岗位互换、合成营+兵

种营”模式，组织指挥经验丰富、专业技

术精湛的连排级指挥员到不同专业岗位

交叉任职，锤炼协同指挥能力；组织专业

技术骨干对其进行帮带，缩短能力生成

周期。

专业交叉任职，助力部队打赢。在

该旅近期组织的一场对抗演练中，从勤

务保障营修理连到合成营坦克连任职的

排长王炳懿，充分发挥坦克修理技能，快

速排除“趴窝”坦克故障，继续指挥车组

进行战斗，并按时完成穿插任务，占据有

利地形。

据了解，该旅目前已经有数十名连

排级指挥员经过锻炼后到新岗位任职。

他们结合野外驻训、实战化演练等时机，

围绕深挖新装备战技术性能、暗光条件

下组网通联、多课目连贯作业等 10 余项

内容展开专攻精练，自身军事素养和指

挥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第72集团军某旅

交叉任职催生复合型指挥员

短 评

全媒体时代，面对思维活跃的青

年官兵，如何抓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

育与理论学习，成为施教者共同面临

的 时 代 课 题 。 什 么 样 的 教 育 最 受 欢

迎 ？ 俗 话 说 ：“ 自 己 嚼 的 馍 最 香 ！”官

兵 在 主 动 思 考 中 ，更 能 强 化 理 论 认

同、激发行动自觉。

国防科技大学军事基础教育学院

紧贴新时代学员特点，利用理论研学

模式推动学员自我教育，让青年学员

广 泛 运 用 创 新 理 论 、驻 地 发 展 、身 边

故事开展理论研讨交流，这是搞好新

时 代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有 益 探 索 。 这

种 让 官 兵 自 己 点 燃“ 思 想 炉 火 ”的 做

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让官兵自己点燃“思想炉火”
■张 琳

本报讯 肖云舰、胡青贵报道：“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关于‘推进

科技自立自强’的论述，对我们投身科

技强军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为

军校学员，我们要坚决听党指挥、掌握

科技本领、担当强军使命……”近日，在

国防科技大学军事基础教育学院“冲锋

号”强军理论研学小组办公室，学员王

君雄运用“思维导图”梳理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理论要点，并与小组成员展开

讨论交流。这是该院紧贴青年学员特

点，利用理论研学模式推动学员自主教

育的一个缩影。

“‘00后’学员思想活跃、善于钻研，

学院积极搭建理论研学平台，为他们成

长成才领航定向、立根铸魂。”该院领导

介绍，他们打造“砺剑号”“星火号”“冲

锋号”等数个强军理论研学小组，引导

学员结合理论热点、军事焦点等进行自

主学习、讨论辨析，在思想碰撞和学习

讨论中实现自我教育，筑牢信仰根基。

该院每周利用半天时间组织全体学

员开展理论学习教育，在每栋学员宿舍

楼建设“学习强军”网络读书平台，定期

推送《习近平用典》政论微视频，并在每

个学员大队设立理论研讨室，为学员自

主学习提供便利的学习条件。他们还把

学员队理论学习情况作为基层单位“双

争”评比重要指标，把学习成效作为评比

表彰的“硬杠杠”，进一步激发大家自主

学习理论的动力。

校内理论研学蔚然成风，校外参观

见学同步展开。该院定期组织学员到地

方科研院所、大型科技企业开展现地教

学，在聆听科技创新故事中感悟“中国速

度”“中国高度”，深化理论认同。计算机

专业学员于镇玮听了慈云桂教授“就是

豁出老命也要把中国首台巨型机造出

来”的故事后，深有感触地说：“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要把科技强军

的实践答卷写在祖国大地上！”

国防科技大学军事基础教育学院探索学员自主教育方式

数个强军理论研学小组活跃校园

11月 10日，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开展飞行训练。 张 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