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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情’通报！”

距战斗发起不足 3 小时，担任“红

军”的第 80 集团军某旅突然接到上级

导调命令：4 个作战方向上的“敌情”均

发生变动，先前制订的作战方案几乎作

废，必须在作战行动中进行临机筹划。

“召 开 作 战 筹 划 会 ，时 间 太 紧 ，还

要通知部队调整部署，来得及吗？”该

旅指挥方舱内，记者不禁为他们捏了

一把汗。

此时，方舱内的指挥人员却泰然自

若，忙而不乱。键盘声声，作训参谋姚

隆刚在电脑前进行数据筛查选定、结论

快速推演、方案优劣对比……很快，敌

我战损比、火力毁伤比等数据通过辅助

决策系统精准呈现在指挥方舱的大屏

幕上。仅用 1 小时，应对“敌情”变化的

新作战方案迅速形成。战斗准时打响，

“红军”依案而行，首战告捷。

“搁在以前，这么快速高效的作战

筹划想都不敢想。”战斗间隙，姚隆刚向

记者讲起了几年前参加演练的难忘经

历。

那是上级组织的一次检验性演习，

刚担任作训参谋的姚隆刚首次参与作

战筹划。当时指挥所内还没有这么多

信息化装备，组织决策费时费力，筹划

的内容也比较“粗放”。

没承想，上级突然下达陆海空联合

行动的命令，要求指挥所在规定时间内

定下决心。因为缺乏海、空数据资料的

支撑，作训部门全员出动，可直到作战

筹划会召开前 10 分钟，也没拿出一份

像样的建议来。

情急之下，该旅指挥员只能凭经验

和想象手拟作战决心。结果可想而知，

导调组接连指出其筹划粗疏、掌握敌情

不细、指挥部队行动不畅等问题。那种

感受，姚隆刚用 4 个字形容：如坐针毡。

“筹划指挥现代战争，必须用数据

说话！”那次演练过后，该旅痛定思痛，

建起作战数据中心和情报处理中心，引

进辅助决策系统，逐步构建能力量化、

信息动态、智能关联的数据分析环境。

姚隆刚被任命为攻关小组牵头人，搭上

了该旅“数字化转型”的第一班车。

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姚隆刚

昼夜攻关，深入研究数字化装备和系统

的操作使用。面对陌生的操作系统，他

硬是用一通通电话打动院校专家，邀请

他们来单位授课辅导。培训求学、自主

探索、封闭集训……他带领团队攻坚克

难，先后实现辅助决策、地理棋盘等 4

种数字化信息系统在该旅的实践应用，

为指挥员掌握战场态势、评估作战方

案、定下战斗决心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

支撑。

记者跟随该旅指挥所大漠行军、边

走边打，真切地感受到数字化指挥的快

捷高效：指挥方舱内，千人百车绘成一

张图、融入一张网，一道道指令通过信

息指挥链路畅通无阻，各作战单元根据

作战进程同步参与筹划，实时传送当前

态势。指挥员坐镇中军帐，通过“一图

一网”就能指挥部队行动。

“要想在未来战场看得更远、谋得

更精，‘谋算之变’是必须过的坎。”忆及

这些年的奋斗历程，姚隆刚感觉自己很

幸运、付出很值得。

“滴、滴、滴！”话音刚落，指挥方舱

内再次传来“敌情”通报。姚隆刚迅速

回到电脑前，轻点鼠标，马上开始拟制

应对方案。

一名作训参谋的“谋算之变”
■本报记者 韩 成 特约记者 王 宁 通讯员 曹胜杰

战场感言

《孙子兵法》有云，夫未战而庙算胜

者，得算多也。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的来临，善于庙算、精于计算成为打胜

仗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就是

制胜未来战场的“血脉”，谁能精准掌握

并熟练运用数据进行作战筹划，谁就拥

有战场主动权。

作训参谋姚隆刚的经历说明，传

统 作 战 筹 划 方 式 已 不 适 应 现 代 作 战

样式的要求，无论是指挥员还是参谋

人员，只有重视数据、善用数据，不断

提高组织筹划指挥能力，才能有效履

行岗位职责，获得通往未来战场的资

格证。

需要指出的是，有了信息化装备并

不等于具备了数据优势，具备了数据优

势也不等于形成打赢胜势。只有扎扎

实实打牢官兵数据素养，提高指挥员和

参谋人员的谋算精算能力，算好时空

账、目标账、火力账、频谱账和保障账，

精准制订作战方案，才会有更足的底气

打赢未来战争。

数据是制胜的“血脉”
■邵春贵

谈心是我军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

的重要方式，因其随机性与直接性的特

点，能有效增进彼此信任、消除心理隔

阂、解决思想矛盾。但笔者在工作中发

现，部分基层骨干把谈心程式化，定人

定点定时间，甚至记录也要定字数。对

此，不少官兵坦言：一到谈心压力大，不

像谈心像“答题”。

这种做法看似落实制度严格正规，

实 则 拘 泥 于 形 式 ，把 谈 心 当 任 务 ，走

“形”不走心，既浪费时间，又未达到目

的。应充分认识到，谈心是通过交流互

动的方式与官兵“心意相通”，以期达到

掌握官兵思想动态、解决现实思想问题

的目的。

要想让官兵敞开心扉，仅拉开面

对面的架势，是远远不够的。不了解

每名官兵所思所想和现实困难，依赖

固有的谈话“模式”，难以掌握官兵的

真实想法。

一把钥匙开一扇门，打开不同官兵

的“心门”需要不同的钥匙。要想提升

谈心质效，必须紧跟官兵思想变化，少

些套路多些真诚，以心交心，让官兵愿

意开口、乐于开口。

谈心还要摆正心态与姿态。首先

端正思想态度，把谈心交心作为工作任

务和岗位职责，做到适时、经常与主动；

其次要放下架子平等待人，避免“家长

式”的简单说教，使谈心变成“你问我

答”的单方考问，双向交流变成唱“独角

戏”。只有当好“聆听者”，善于引导官

兵吐露心声，才能找准思想症结，对症

下药。

谈心少些套路 交心多些真诚
■刘艺爽

基层之声

在全军海拔最高的机务站，喝上井

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红山河机务站官兵这样回答——

甜甜的幸福。

11 月中旬，海拔 5120 米的新疆军

区某旅红山河机务站传来喜讯：在各级

努力下，成功打出一眼 170 多米深的水

井，结束了该站长达 34 年的用水难历

史。

红山河机务站终年积雪、冻土如

铁，官兵们只能融雪取水。但长期饮用

矿物质、重金属超标的雪水，会出现掉

牙、脱发、指甲脱落等症状。能用上方

便、干净的井水，成了官兵们的期盼。

长期以来，各级高度重视高原驻防

官兵生活用水问题，多次协调打井工程

专家到机务站考察，尝试凿井取水，但

因地质条件差、技术要求高等问题未能

如愿。

“一定要赶在寒冬来临前，让官兵

喝到甘甜的井水。”今年 7 月以来，该旅

党委深入调研论证后，又一次启动高原

打井工程，在专家的指导下，先后攻克

掘进受阻、塌陷等工程难题。

这天，当一股地下水从钻孔喷涌而

出时，早已围在井口的官兵们情不自禁

地鼓起了掌。经现场检测，水质达标。

连长尹强激动地告诉记者，为了防止管

井和水管冻结，这口井加装了电伴热装

置和特制潜水泵，并使用了注气扰动等

技术，确保官兵每天用水无忧。

“就在昨天，净水设备已经送达，这

下终于能喝上放心健康的水了。”指导

员李金东接过话茬高兴地说，“这么多

年没办成的事如今办成了，官兵们深受

鼓舞，扎根边疆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到了午饭时间，一盒用新打的井水

蒸出来的米饭端上了餐桌。在红山河

机务站服役这么久，上士李正渊还是第

一次吃到如此香甜的主食。他说：“保

障生活用水只是第一步，等管道建好

后，洗澡也不再是问题。”畅谈条件明显

改善的戍边生活，官兵越聊越起劲。从

大家幸福的眼神中，记者明显地感受

到，雪域高原虽然很冷，官兵们心里却

暖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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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打井，官兵用水不再难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强 通讯员 蒲杰鸿 苏 创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上强调，要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

工作。这个冬天，在各级关心关爱下，

大量生活物资用品和设施设备正陆续

运往高原边关。官兵们说：“有了这些

暖心的保障，我们一定安心戍边、守好

国门。”

边关有绵延的大好河山，有默默的

无私奉献，无不需要我们用真心真情去

守护。边防官兵的衣食住行连着军心

士 气 、连 着 部 队 战 斗 力 、连 着 主 权 领

土。各级要时刻把他们放在心上，千方

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出台更多暖心举

措，使他们即使身处风雪边关，也能感

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让更多暖心举措惠及风雪边关
■张 强

采访手记

基层暖新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全军各部队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

潮，官兵们通过学公报决议、读新闻报刊、听军营广播、赞发展成就、谈心得体

会等多种形式，坚定铁心向党、维护核心、看齐追随的政治信念，着力推动全会

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进一步激发强军兴军的磅礴热情。

图①：正在高原驻训的陆军某团官兵利用训练间隙学习全会公报，坚定

打赢信念，鼓足练兵动力。 刘 永摄

图②：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官兵利用强军网学习全会精神，丰富的学习资

料增进了官兵对全会精神的理解。 俞明哲摄

图③：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将全会精神要点梳理成册，方便官兵利

用训练间隙自主学习。 赵 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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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西北边防，寒风凛冽、大雪

纷飞。

11 月 17 日上午，新疆军区某边防

团别迭里边防连组织例行巡逻。出发

前，指导员方甲强特别提醒大家将新配

发的充电发热马甲穿上。从外表看，这

个马甲与普通的迷彩马甲没什么两样，

但每一件都配备了充电电池，可以持续

加热。

该连长年担负 100 多公里的边防

线 和 数 个 高 海 拔 点 位 的 巡 逻 执 勤 任

务。每年一到冬天，这里的气温经常降

到零下 30 摄氏度。“在这种极寒天气巡

逻，尽管我们穿的是里三层外三层，也

会冻得手脚麻木，甚至落下病根。”入伍

15 年的四级军士长杜春禄对记者说，

“如今有充电发热马甲‘护体’，再也不

会感到寒风刺骨了。”

“出发！”随着方甲强一声令下，官兵

们乘坐巡逻车驶出营区。经过 40 多分

钟的跋涉，一行人来到达坂脚下。此时，

风雪更猛，气温骤降。官兵们赶紧打开

充电开关，给马甲加热，不一会儿，一股

暖流涌遍全身，就像裹了一条电热毯。

一个夜晚，下士邱天伦与战友到

某点位执行潜伏任务，在雪地一趴就

是两个多小时。“当时的气温有零下 20

多摄氏度，但穿着充电发热马甲，身体

一直很暖和，没有出现冻伤。”邱天伦

介绍说，“最重要的是自从有了这个马

甲，大家可以少穿几件衣物，身上负重

减轻了，处置突发情况的行动就更灵

活了。”

“上坡喽，大家扶稳！”方甲强一边

提醒大家，一边查看电池的电量。他

说，在极寒天气下，每块电池充满一次

电，可以续航四五个小时，基本能够满

足巡逻全程的需要。

界碑到了，官兵展开国旗进行主权

宣示。从出发到现在，记者一路跟随官

兵踏雪巡逻，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感受：

这个严冬，他们的世界并不冷。

踏雪巡逻，发热马甲驱严寒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强 通讯员 徐 强 苏 创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