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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桂北腹地阴雨绵绵。午

夜时分，陆军特种作战学院一场侦察引

导打击演练悄然展开。

趁着夜色，红方指挥员、学员刘飞

鸿带领特战小队，沿着山林险路渗透至

“敌”防御纵深 1 号高地。事先有情报

显示，“敌”导弹阵地兵力空虚。刘飞鸿

正要按计划前出侦察，突然发现情况异

常：“此处植被稀疏，位置透空，若按课

堂上教员给出的‘基本案’前出侦察，极

有可能暴露我方行踪。”

经过实地分析，刘飞鸿果断更改行

动方案。他们迂回穿插至“敌”2 号高

地，隐蔽获取导弹发射阵地位置参数，

引导空中力量精准打击，将“敌人”打了

个措手不及。

“目标已摧毁，红方胜！”走出导调

部，该院武装侦察教研室主任李智勇露

出满意的笑容。他告诉笔者，这次演练，

学员特战小队没有按照教员给出的“基

本案”行动，而是拿出更符合战场环境的

临机方案，这得益于学院在日常教学中

注重培养学员敢于质疑、务实创新的精

神，鼓励学员独立思考，在思想碰撞中擦

出创新火花，助推学员指挥能力提升。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特战队员更

多时候是深入敌后执行特殊任务，面对

无法预知的险情特情，只能立足自身研

判化解。因此，培养特战学员的战场临

机应变能力尤为重要。”该院领导介绍，

他们鼓励学员抱着存疑的态度研学精

练，在思辨讨论中引导学员拆解方案、

剖析问题、找准症结、对症下药。

然而，在培育特战学员的创新精

神和战场随机应变能力的过程中，该

院却走过一段弯路。

一次，李智勇组织班组战术教学。

上课伊始，他就公布了“基本案”，在征

求学员意见时，台下鸦雀无声，没有任

何异议。学员们普遍认为：李教员是资

深专家，用他的方案肯定不会出纰漏。

然而，当袭击捕俘演练展开后，特战小

队按照“基本案”展开行动，却发现战场

环境与方案设想有着明显出入，顿时手

忙脚乱，最终铩羽而归。

这次失败的教训，引起了李智勇的

深刻反思。他清醒认识到：战场环境多

变，战术教学不应设置标准答案。

事后的复盘总结会上，李智勇鼓励

学员们积极发言、各抒己见。大家开动

脑筋、踊跃发言，拟制出好几套颇具新

意的行动方案。在后续的演练检验中，

学员鞠奔按照自己的行动方案，带领特

战小队出奇制胜。

这段曲折经历，成为该院战术课堂

推行开放式教学的“思想燃点”。

从那以后，该院组织战术教学，不再

将教员的“基本案”作为“标准案”，而是

引导学员打开思路、发散思维，在“基本

案”的基础上随机应变。他们还要求学

员以指挥员身份独立完成班组指挥协同

作业，自主检验临机方案的可行性，通过

设置复杂环境和险难特情，不断锤炼学

员寻找“战场最优解”的能力。

如今，李智勇的战术课堂上活力迸

发、精彩纷呈。他鼓励学员转换角色充

当小教员，走上讲台分享自己制订方案

的思路，在观念碰撞中激发思想火花。

此外，他还组织“最强大脑”“最佳辩手”

评选，课堂上“战味”“火药味”扑面而

来，气氛活跃而紧张。

“此次侦察，我修改了教员的‘基本

案’。”刘飞鸿自豪地告诉笔者：开放式

课堂结出累累硕果，在学院最近组织的

多场实战化演练中，特战学员随机应

变、出奇制胜，圆满完成演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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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复

杂且不可复制。哪怕是一场小小的遭

遇战，都可能会因敌情、我情和环境等

因素的变化，临机变换战术战法。作战

没有标准方案，战场制胜呼唤创新思

维。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教学创新经

历启示我们：让院校课堂对接未来战

场，应主动跳出“基本案”“标准案”的惯

性思维，着力培养学员的战场临机应变

能力。

未来战争节奏快、不确定性多，作

战方式的一次性效应更加明显，对指挥

员 的 战 场 临 机 应 变 能 力 提 出 极 高 要

求。军校作为培育未来战场指挥员的

摇篮，要牢固树立为战育人的鲜明导

向，深入组织实战化教学，敢于打破条

条框框、不设标准答案，少些“熟悉套

路”、多些“出其不意”，不断锤炼学员寻

找“战场最优解”的能力。只有这样，才

能在未来战争中应对自如、出奇制胜。

作战没有标准方案
■牛海军

短 评

稳中求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党和国家工作总基调。近期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对 2022 年的经济工作

提出的总体要求是：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抓好部队建设同样也要辩证看

待“稳”和“进”的关系，做到以稳求进、

以进固稳。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

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

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持

续 健 康 发 展 ，国 家 经 济 实 力 、科 技 实

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一个重要原

因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2022

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保持平稳

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

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只有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稳求进、以进

固稳，才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召开。

稳中求进是事物两种状态的辩证

统一。“稳”和“进”，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体现事物在动态平衡中渐进式发

展的规律。“稳”是主调，是大局，是发

展的基础和前提。行稳方能致远，没

有“稳”，就不可能实现“进”。“进”是方

向，是目标，没有“进”，就不会有真正

的“稳”。当然，“稳”，不是不动、不变；

“进”，不是急进、冒进。

恩格斯有句名言：“蔑视辩证法是

不能不受惩罚的。”掌握“稳”和“进”的

辩证法，要求我们出台政策措施、谋划

各项工作时，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

看到风险挑战，在坚定信心的同时，把

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些、把措施准备得更

周全些。对我军来说，一方面要看到，

2022 年我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的任务更加繁重，必须坚决履行党和人

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为党的二十大召开

营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要看到，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的关键时期，发展慢了不行，质量

不高更不行，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速度

和质量的关系，向深化改革要实效、向

科技创新要实效、向战略管理要实效，

跑出奋斗强军加速度，从而赢得军事竞

争新优势、掌握军事斗争主动权。

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既要反对

“忽稳冒进”，也要防止“求稳怕进”。如

果忽视稳定、一味冒进、急于求成，就会

欲速不达。反之，如果一味求稳，遇到

问题绕道走、碰到矛盾就缩手，就会积

重难返，矛盾越拖越多。对人民军队来

说，既要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善于运用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

推进我军各项建设，又要正确处理改革

发展稳定的关系，掌握好改革节奏、控

制好改革风险，有力有序推进改革，确

保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确保不发

生影响全局、干扰大局的问题，确保部

队随时能够完成各项任务。

掌握“稳”和“进”的辩证法
■王钦凯

强军论坛

炮声隆隆，硝烟四起，一名“伤员”

被送入野战医疗队手术室，野战救护队

员立即对其展开救治……近日，解放军

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一场卫勤演练火

热展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抢

救的对象是“电子伤员”。

战伤救护，时间就是生命。“心跳过

缓，呼吸减弱……”“伤员”身旁的屏幕

上出现危险警告。护士马岚和刘杰立

即为“伤员”实施人工心肺复苏，经过胸

外按压和多次胸部除颤后，“伤员”心率

恢复正常。

“‘电子伤员’智能化模拟战场伤员

情况，能够精确反馈救治进程和效果。

通过大数据分析，野战救护队员可精

准掌握抢救情况，‘伤员’的生命体征、

用药剂量等数据在屏幕上实时显示，为

高效救治提供依据。”该中心领导告诉

记者，“电子伤员”可模拟“伤后出血”

“失血过多导致休克”等多种战场伤情，

并对救治手术进行全程记录和系统分

析，帮助野战救护队员科学复盘总结。

据了解，“电子伤员”具备逼真解剖

结构、生命体征参数显示和全自动体液

系统，并拥有仿真模拟监护仪等功能。

演练现场，野战救护队员娴熟地为“电子

伤员”进行插管手术，“电子伤员”的气道

被顺利打开。随着氧气持续注入“电子

伤员”体内，一旁的生命监护仪上实时显

示“伤员”血氧、血压等变化情况，野战救

护队员依照参数调整供氧速度。

“‘电子伤员’应用于卫勤演练，可

帮助野战救护队员熟悉救治过程、开

展有创操作，还能提供精准的数据和

指标反馈，帮助野战救护队员提高战

伤救治能力。”该中心野战医疗队队长

陈金宏说。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卫勤演练有了“电子伤员”
■本报记者 孙兴维 特约记者 罗国金

寒冬时节，朔风凛冽，西部战区空

军某基地演训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

下，一场战伤救治比武考核拉开帷幕。

来自该基地不同单位的数十名官兵，接

受高难度课目和逼真战场环境的考验。

“这次战伤救治比武考核，是按照

新标准进行的一场验证性考核，旨在瞄

准实效锻造‘救护尖兵’。”该基地领导

介绍，他们组织所属各单位认真学习上

级下发的《战伤救治丛书》，掌握一线战

伤救治的新理念、新标准，并通过此次

比武考核探索战伤救治新模式。

“新标准下的战伤救治比武考核更

注重战场实效。”空军后勤训练专家王

玉同告诉笔者，以往战伤救治考核中反

折绷带、整理护垫等一味追求美观的操

作细节被取消，考核标准更加紧贴实战

需求。

笔者在考核现场看到，交火区警戒

哨前有一高一低两处掩体，参考人员冒

着“枪林弹雨”在障碍区实施操作。卫

生员唐艳背负装具，经过武装奔袭和

“S”形跃进，成功抵近“伤员”。随后，她

咬紧牙关侧身匍匐前进，成功将“伤员”

从交火区转移至战术救治区。

据了解，这次比武考核设有卫生专

业士兵战救技术、救护组野战综合救护

等课目。考核前，该基地收集各类战场

上的伤情数据，研究现代战争伤情特

点，反复推敲标准化考场布设，完善评

分细则，通过比武考核引导卫勤官兵加

快从日常医疗服务队到一线救治战斗

队的转变。

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

瞄准实战锻造“救护尖兵”
■胡 豪 王 皓 胡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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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冲、特约记者邓东睿报

道：前不久，军委审计署第四直属审计中

心派出审计组前往火箭军某部，对该部

军政主官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全方位

审计。与此同时，审计组耐心解答该部

处理各类经济事项中遇到的疑难，在训

练场地建设、财务制度完善和廉洁风气

培塑等方面为该部党委出谋划策。

“审计的目的不仅在于监督，也在于

服务。”审计组成员邹小雨介绍，部队调

整改革后，部分单位在经费使用管理工

作中存在一些误区。通过审计帮助他们

梳理堵点、难点和盲点，守牢财务领域防

线，有利于基层部队扎实打基础、长远抓

建设。基于这一理念，该审计中心每次

下部队开展审计工作时，都会详细解答

部队在经费使用管理中遇到的各类问

题，并提供政策咨询、业务辅导等服务，

围绕部队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固定资产

管理等内容进行指导。

审计工作促进基层建设形成良好

环境。此次审计工作展开前，火箭军某

部党委召开专题会议，引导官兵正确看

待审计事项、全力配合审计工作；审计

中，他们主动向审计组咨询以往经费使

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疑问，积极向审计

组请教整改之策，借助配合审计时机学

习提高；审计后，对于审计人员提出的

问题，要求各部门主动认领、挂单销账、

立改立行。

该部领导感慨道：“此次审计破除了

我们脑海里的惯性思维。作为基层部队

主官，今后对经费使用不能仅满足于‘谨

慎花钱’，而是要通过科学有效的决策，

瞄准战斗力建设用好每一分钱，夯实部

队全面建设基础。”

军委审计署第四直属审计中心

以审促建守牢基层财务防线

12月 14日，海军某试训区开展目标跟踪训练。 俞 俊摄

12 月 20 日，南部战区空军

航 空 兵 某 旅 组 织 实 弹 攻 击 演

练，锤炼远程突袭和精准打击

能力。

上图：战机对地面目标进

行实弹攻击。

右图：飞行员按照规划航

线远程突袭。

吴高明、胡志豪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