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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酝酿已久
的双向奔赴

无巧不成书。

那一天，与陈伟同在导演部的，还有

朱智的另外一名学生——吴惠喜，海军

某联合训练基地导调训练科科长。

在参训部队眼中，比起“吴惠喜”3

个字，他的绰号似乎更加霸气：“海战设

计师”。

历次演练，吴惠喜善于临机导调、频

出险招，常常不按套路出牌，让不少参训

官兵吃了苦头。

2015 年 ，朱 智 第 一 次 和 吴 惠 喜 相

遇。那时，吴惠喜身上还没有这么多“光

环”。作为训练参谋，吴惠喜奔赴海军指

挥学院参加组训骨干班，朱智正是这个

班的授课教员。

吴惠喜已经记不清当年学了多少理

论、考了多少分数，但朱教员在课堂上临

时播放的一段拓展视频，让他记忆犹新。

那是一段展望科技发展的视频。朱

智通过短片，引导学员思考未来战场是

什么样子。看着屏幕上生动酷炫的画

面，师生展开了脑洞大开的讨论。

讨论中，朱智说：“一流军队设计战

争，二流军队应对战争，三流军队尾随战

争。你们，要做设计战争的人。”

一句话，点醒了年轻参谋吴惠喜——

以往，吴惠喜认为组织演练就是“召集人

员，定好规则，左手打右手”。那一刻，他

意识到演训活动实际上是“把握方向，预

想未来，今天打明天”。

此后，吴惠喜回到基地钻研业务，在

各项演训任务中大展身手，逐渐成长为

一名优秀的组训骨干。

在新一轮军队改革中，基地名称被

冠以“联合”二字，由此引发的变化像地

震波一样蔓延开来。面对新的职能使

命，基地官兵必须跳出固有思维模式，摸

索着将知识体系、业务模式等彻底重建。

在军校学习时，吴惠喜跟同学们讨

论过联合作战的问题，只是没想到这一

天来得这样快。

“看上去，只是名称的变化；做起来，

却有着代际的差别。”吴惠喜说，以往，他

们只需要负责小范围的合同战术训练，

而现在，不同军兵种、不同专业的官兵都

纳入了他们的“点兵簿”。每当看到穿着

不同迷彩、说着不同战场“方言”的战友

齐聚基地，他都有一种兴奋感。

不过，那时候基地官兵对联合训练

理解不深，导、演、评都是“摸着石头过

河”。对他们而言，兴奋之余，更多的是

紧迫：方案制订，参谋人员把某型战机运

用规则直接搬到了另一型战机的使用

中，评审时在一群行家里手中闹了笑话；

战场分析，空军展示态势与海军标注习

惯不同，评估员一时竟无从下手；作战行

动，航空兵判定距离习惯使用“公里”，导

调员却总说“海里”……

“三流的演习套路练不出一流的精

兵！”参谋长朱涛分析，根本原因在于缺

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官兵们仍在用低层

次思维设计高层次战争。

该基地随即展开一系列业务交流培

训。这时候，吴惠喜自然而然想起了在

海军指挥学院的学习经历。“院校处在理

论前沿，视野开阔、资源丰富，面对未知，

我们必须重新当学生。”他说。

此时，千里之外，也有一群人将目

光瞄准了同一个方向。这一年，海军指

挥 学 院 正 式 开 启 联 合 作 战 课 程 建 设 。

朱智所在教研室苦于没有实践平台和

具体数据支撑，教员们多次赴部队开展

调研。

有缘千里来相会。经过沟通协调，

基地在演习时邀请学院专家教授跟训指

导，协助组织训练；教员们抓住机会，深

入演训一线收集数据、验证课题。

时代大潮下，看似细小的巧合，其实

都是必然。那一次，基地和学院共同开

办了一个组训培训班。

又一次坐在课堂上，吴惠喜高兴地

说：“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双向奔赴。”

把院校专家请来，不
是需要，而是必要

相当一段时间，吴惠喜的微信好友

不多。

翻看吴惠喜的简历，这个现象让人

多少有些惊讶——吴惠喜当过两年战

士，考上军校后学习枪炮专业，后来又攻

读兵种战术专业硕士研究生……

按理说，这样一个履历丰富的人，

“ 朋 友 圈 ”应 该 很 大 。 然 而 ，就 像 他 的

工 作 一 样 ，处 在“ 战 场 ”幕 后 的 人 似 乎

都有一种天然的神秘感。吴惠喜性格

沉稳，善于钻研业务不喜交际，以往开

展 工 作 以 电 话 交 流 为 主 ，微 信 好 友 数

量一直不多。

但这几年，吴惠喜的“朋友圈”越来

越大。

原来，每次组织演训活动，基地邀请

院校专家教授参加，总是存在着极大不

确定性——

出于对部队训练的关心支持，他们

来了，这是情分；如果赶上学院教学任务

重，他们来不了，也是本分。

所以，以吴惠喜为代表的基地官兵

只能“多交朋友”，如果某个教授来不了，

他们还可以找其他人。

“经过长期学习实践，官兵们已经

积累了丰富的组训经验。难道组织演

习，一定需要院校参加吗？”一位骨干表

示不解。

对此，基地参谋长朱涛态度坚决：

“我们把院校专家请来，不是需要，而是

必要。”

朱涛认为，部队官兵突出在技能，

院 校 专 家 领 先 在 智 能 。 如 今 ，体 系 练

兵 深 入 推 进 ，演 训 活 动 中 的 新 思 维 新

事物层出不穷，部队官兵常常“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专家教授有专业的视

角、充足的条件，能对系统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

“军事实践一旦升华到理论高度，就

会成为院校和部队共同的财富。”朱涛

说。

这个想法，与海军指挥学院教务处

处长姜卫东不谋而合。

姜卫东致力于推动院校教学研究与

部队实际接轨，他多次带领团队深入演

训一线，挖掘研究课题。实践中，姜卫东

发现，每经过一段时间“缺席”，教员们再

次进入演训场，有的课题已经过时，有的

则要从头开始。

教授梁湲是该基地常客。基地刚开

始组织演练时，他曾手把手带着蓝军指

挥员学筹划、练组织。一年后，当他再次

来到基地时发现，他所教的内容，指挥员

和参谋人员已经运用自如。指挥员的指

挥方式，早已由基于实战效能向战法创

新方式转变。

在 这 里 ，梁 湲 常 常 感 叹 自 己“ 老

了”：这几年，该基地培养出了一大批专

业组训人才，“中军帐”里年轻面孔越来

越多。他们思维活跃、不拘一格，坐在

不同席位排兵布阵，“常让人感到耳目

一新”。

“ 教 学 具 有 时 代 性 ，科 研 需 要 连

贯 性 。 我 们 希 望 成 为 部 队 形 影 不 离

的 朋 友 。”姜 卫 东 说 ，只 有 将 联 教 联 训

联 考 模 式 固 定 下 来 ，双 方 协 作 才 能 从

“ 朋 友 间 的 友 情 赞 助 ”变 成“ 主 人 翁 的

责任义务”。

在基地党委推动之下，双方一拍即

合。已是学院某教研室主任的朱智，和

已是基地导调训练科科长的吴惠喜，又

一次走在了一起。

协作书起草任务布置下来，吴惠喜

欣然领命。那段时间，他常常站在办公

室窗前，眺望蔚蓝大海，仿佛战场尽在

眼前。

朱智则要谨慎些：以往也常听说要

和 部 队 联 教 联 训 ，但 总 是 雷 声 大 雨 点

小。字斟句酌之后，他起草的初稿名为

《联教联训联考协作意向书》。然而，学

院党委审核时，直接把“意向”两个字划

掉，又增加了许多他想过但没敢写上的

内容。

“不是意向，是必须落实！”看着密密

麻麻的修改痕迹，将训练设计、课题攻

关、人员培训、学术交流等多个方面纳入

其中，朱智一拍桌子：“妥了！”

一份协作书，总共不过 1000 字，但

从双方提出想法，到推动落地，前后用了

两个多月。朱智说，大家都很清楚，里面

的一字一句，都凝结着官兵的期许。

协作书签订那天，双方官兵代表齐

聚一堂。吴惠喜特意理了头发，合影时，

他笑容灿烂。

“下篇文章”不在纸
上，而在海上

该基地参谋长朱涛和科长吴惠喜，

最近有了一个新身份：院校考官。

根据协议，基地需要遴选人员担任学

院“客座教授”，并在学员专业考核、毕业

演练中担任考官。两个月前，朱涛和吴惠

喜专程到学院，监考某班次毕业考核。

也许是对未来打仗人才的渴望太过

恳切，两位部队考官言辞犀利，提问紧贴

实战需求，把不少学员问得面红耳赤。

学员李威探究的某课题，在同学们

眼中思路清奇、例证丰富，肯定会被评为

“优秀”。

然而，朱涛一看，直接否掉。原因很

简单：未来战场更加体系化、精细化，这

个课题虽然前沿，但提出的方案导致系

统臃肿，功能冗杂，风险增加，华而不实。

这 番 解 释 ，学 院 专 家 教 授 一 致 赞

同。“设计战争的人，必须懂得未来战场

需要什么。他们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完

善了我们对学员的评价机制。”姜卫东

说。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场面都这样“唇

枪舌剑”。不少学员选取的课题立足部

队急需，紧扣作战主题，让朱涛和吴惠喜

眼前一亮。

一次演习复盘，参训各方围绕“舰

艇雷达致盲情况下近距如何实施导弹

攻 击 ”展 开 讨 论 ，大 家 各 抒 己 见 ，互 不

相让。

这时候，正在导演部实习锻炼的学

员林培武打了个“冷炮”：“雷达致盲，不

用雷达不就行了？”

林培武语出惊人。在一众部队指挥

员惊讶的眼神中，林培武继续阐述。他

在研究课题中，把另一种设备的创新应

用作为突破口，具有一定可行性。

那次，吴惠喜难掩内心激动，在评价

林培武的课题时不仅给“优”，还在“优”

后面连写了两个“+”号。

“与学员交流，对我们来说，其实也

是更新知识、拓宽视野、启发思维的过

程。”吴惠喜说，当院校和部队融成一个

整体，任何细小的思维“碰撞”，都可能擦

出石破天惊的行动“火花”。

没有人想到，李威那次“失败”的课

题，引起了朱涛和吴惠喜的另一层思考：

学员都开始研究那么前沿的课题了，作

为专职组织联合训练的基地，我们对这

方面究竟掌握多少？

去年，一场关于此项课题的骨干集

训在基地拉开序幕。根据协议内容，需

要海军指挥学院协助支持。

当“ 靠 交 情 ”变 成 了“ 履 行 责 任 和

义 务 ”，这 一 次 ，学 院 派 出 了 一 个 阵 容

强 大 的 专 家 组 。 这 次 集 训 ，他 们 把 自

己 多 年 的 科 研 成 果 倾 囊 以 授 ，为 基 地

官 兵 授 课 20 余 次 ，双 方 共 同 完 成 一 系

列方案拟制。

其实，大家都知道部队训练自有体

系，许多前沿课题可能不会落在基地进

行验证，但有过“抓瞎”经历的他们不敢

如此假设。对此，吴惠喜带的兵、训练参

谋徐永力理解透彻：“就像下象棋一样，

高手一般都要往后算很多步，我们搞战

争预演更要如此。”

因为志同，所以道合。正是认识到

这一点，两个相距千里的单位才将联教

联训共同刻进了部队发展的脉络。

集训结束，朱涛在总结时说：“协作

书已经初见成效，但更重要的是做好‘下

篇文章’。”

走在海风吹拂的基地营区，朱智明

白：“下篇文章”不在纸上，而在海上。

一 份 协 作 书 出 炉 的 前 前 后 后
■雷 彬 何立华

这一次，陈伟懵了。

演练中，这位反潜作战部门长发现

水下“敌”艇如幽灵般神出鬼没。陈伟

带着官兵想尽办法，却始终咬不住，也

打不着。

“ 不 应 该 啊 ！”陈 伟 心 里 琢 磨 ，他

曾 多 次 与 该 型 潜 艇 交 手 ，对 他 们 的 套

路 早 已 熟 稔 于 心 。 以 往 演 练 虽 各 有

胜 负 ，但 连 对 方 的 影 都 摸 不 着 ，还 是

第一次。

最终，陈伟和战友们铩羽而归。

对手太狡猾，有力无处使，陈伟憋屈

了一路。刚下“火线”，他迫不及待地跑

到导演部参加系统复盘。

在导演部、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指

挥导调大厅内，陈伟见到了自己的军校

教员朱智。

一番寒暄过后，陈伟才明白——原

来，这次演练中，该基地将海军指挥学院

多名专家教授纳入组训团队，把多项院

校研究成果带到了演训场。陈伟之所以

遭遇“滑铁卢”，是因为对方潜艇用了朱

教员带来的最新成果。

“蓝军有外援，这仗怎么打？”当着朱

教员的面，陈伟心有不甘。

朱智轻轻一笑：“这个成果仍在试验

阶 段 ，对 潜 艇 的 性 能 加 持 并 没 有 那 么

大。只是蓝军改变了思路，而你们过分

相信以往的经验。”

像上课时一样，朱智一边讲，一边伸

出右手，食指在空中轻轻一点，表示“刚

刚讲的是重点”。这个标志性动作，让陈

伟仿佛又回到了军校课堂。

陈伟没想到，时隔多年，教员又给

他上了一课：未来战场上，一旦面对敌

人的未知装备、全新战法，究竟该怎么

办……

那天，朱智还告诉陈伟一个好消息：

学院教研团队将常态化嵌入演训任务，

为部队官兵带来更多科研成果。陈伟所

在的战舰，也将迎来一系列全新试验。

这场演兵场上的“师生对”，得益于

一份协作书。

去年，该基地与海军指挥学院签订

《联教联训联考协作书》，双方从训练组

织、课题攻关、人员培训、学术交流等方

面展开全方位沟通协作。

该基地参谋长朱涛说，这份协作书

彰显着院校部队携手同行的美好愿景，

承载着双方紧盯人才培养、助推战斗力

提升的共同追求。

细看其中条目，双方都在这次“携

手”中扮演起了新角色，挖掘出了更多潜

力——

作为专职组织联合训练的部队，这

个基地实战氛围浓、练兵经验足，他们常

态化接收学员进行岗位锻炼、课题研究、

学术交流、毕业演练，开设了一所“没有

围墙的联合作战学院”。也许，未来某一

场演练中，分列“战场”两端，陈伟将和学

弟学妹们一较高下。

海军指挥学院学术积淀深、研究成

果新，他们派出专家教授协助开展任务

筹划、作战想定、方案设计，根据需要“送

教上门”，与部队官兵共同进行课题攻

关，成为该基地的“智囊团”。未来，教员

将不只在校园里，也会在炮火纷飞的“战

场”上。

那天在导演部，除了朱教员，陈伟还

看到了许多熟悉面孔。他开玩笑说：“这

一仗，败给自己的老师不丢人。”

朱智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这次作

业不及格，争取下次考出好成绩！”

演 练 场 上“ 师 生 对 ”
■雷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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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之道，要在得人。进入新时

代，面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

力量人才等人才培养需求，必须加快构

建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

职业教育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

体系。

院校重在教书育人，训练基地擅长

以训育人，双方既有职能使命的共通之

处，又在人员、专业、资源、模式等方面

各有优长。二者携手，打通了院校课程

教育与部队实战实训的关键一环，衔接

了院校研究积淀与部队组训实践的契

合节点，实现了人才共育与资源共享的

互利共赢。

一份协作书，体现的是双方紧盯

人 才 培 养 、助 推 战 斗 力 提 升 的 探 索

和 追 求 。 比 起 协 作 书 签 订 本 身 ，更

重 要 的 是 如 何 将 条 文 内 容 落 到 实

处 ，并 加 以 拓 展 。 双 方 要 切 实 厘 清

职 责 、把 握 重 点 ，构 建 和 完 善 联 教 联

训 联 考 机 制 、成 果 转 化 运 用 机 制 、经

验 共 享 交 流 机 制 等 ，进 一 步 打 通 人

才培养链路。

联 教 联 训 联 考 ，只 是 其 中 一 步 ；

新 时 代 ，呼 唤 更 多 协 作 书 。 以 战 领

教 、为 战 育 人 是 一 项 时 间 投 入 长 、关

联 部 门 多 、涉 及 范 围 广 的 系 统 工 程 ，

必 须 强 化“ 全 军 办 教 育 、联 合 育 人

才 ”的 宏 观 教 育 观 念 ，把 军 事 人 才 培

养 作 为 一 项 长 期 规 划 ，号 召 院 校 、部

队 、科 研 院 所 、训 练 机 构 等 各 方 联 合

育 人 、开 放 育 人 、全 程 育 人 ，让 理 论 、

师 资 、技 术 、平 台 等 优 势 资 源 进 一 步

向 备 战 打 仗 聚 焦 ，向 人 才 培 养 倾

斜 。 只 有 这 样 ，部 队 才 能 活 力 迸 发 、

英才辈出。

抓好协作的“下篇文章”
■朱 涛

海上联演联训。 甘 俊摄

锐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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