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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日 ，西 北 大 漠 ，空 军 地 导 某 旅

一场战斗演练打响。演练现场，操作

号手密切配合，指挥员下达口令简短

有 力 ，各 项 操 作 用 时 较 以 往 明 显 缩

短。某营营长张卒告诉笔者，操作用

时 缩 短 得 益 于 部 队 针 对 武 器 装 备 特

点 ，精 简 优 化 战 斗 口 令 ，使 作 战 流 程

更加高效。

战斗口令是指挥员与战斗员、战斗

员之间的重要沟通方式。对于在分秒

之间捕捉胜机的地导部队来说，用好战

斗口令，是打赢的必要条件。近年来，

该旅陆续列装新型武器装备，执行演训

任务日益增多。然而技术骨干们发现，

以往很实用的战斗口令，与自动化程度

越来越高的新装备不够“兼容”，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作战效率。例如，一些新武

器装备的操作步骤优化精简，旧有口令

显得繁冗；某新装备发动机轰鸣声较

大，吊装操作时使用以往指挥口令，存

在听不清的情况，有时甚至因误听导致

操作有误。

针对这些问题，该旅指挥员和技

术骨干以“捕得更快、瞄得更精、打得

更准”为目标，梳理不适用于新装备操

作的战斗口令，严格对照训练大纲和

操作禁令，精简优化各类战斗口令：对

不影响操作流程的口令，能省则省；对

同一套动作流程中重复交叉的口令，

采取“能合并就合并”的原则，力争做

到“下达一个口令，号手连续完成多个

动作”，提高指挥效率。同时，他们在

上级推广的标准战斗口令基础上，结

合战训实践，融入实用管用的新口令，

帮助官兵特别是新上岗人员快速熟悉

作战流程。他们将优化后的战斗口令

先在营一级试点进行可行性论证，再

逐步推广至全旅。

笔者在演练现场看到，经过精简

后，复述口令大幅减少；导弹装填环节

的操作口令，比之前减少近三分之一；

导弹吊装环节，改用指挥旗、手势替代

部分口令……

“口令精简了，对号手操作要求更

高了。”该旅三级军士长、发射技师张光

辉介绍，以往号手习惯于根据指挥员下

达的口令操作，自己思考较少；如今指

挥口令变少了，留给号手更多独立思

考、处置的空间，这对号手深刻理解整

个战斗流程、熟悉每一个操作步骤提出

更高要求。

为此，张光辉和战友们紧贴实战，

在复杂极端条件下练操作、练协同、练

指挥，把每一个操作步骤都练成“肌肉

记忆”，做到一听到指挥员口令，就能迅

速反应，准确完成系列操作。同时，该

旅常态化组织官兵换岗训练，交叉了解

不同岗位知识，提升相互协同的默契

度，更好实现人装结合。

战斗口令优化，为作战效能提升打

下坚实基础。前不久，该旅组织战斗值

班等级转进演练，伴随指挥人员清晰简

洁的口令，各岗位号手娴熟操作、默契

配合，用时明显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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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姜萧。”“到！”“你的战斗编号是

12。”“是！”

“陈禾萌。”“到！”“你的战斗编号是

14。”“是！”

……

近日，某演训任务展开在即。西部

战区某信息通信团一营一连荣誉室内，

一场特殊的出征仪式正在进行。前期顺

利通过考核的 6 名女兵，出征前被授予

战斗编号。她们面对“模范话务连”连

旗，举起右拳，高呼战斗誓言：“巾帼英雄

花，誓死保畅通！”

“几十年来，这些战斗编号一直沿

用，犹如冲锋号一般，一次次吹响了话务

女兵的战斗号角。”该连指导员李思渝介

绍，连队组建之初，为确保通信保障流程

规范顺畅，连队赋予每名通过考核的官

兵战斗编号，干部离任、老兵退伍后，战

斗编号就会传给下一批官兵。

仪式结束，记者走进连队荣誉室，

数十个全国全军先进典型事迹被记录

在功勋墙上：“全国三八红旗手”刘蓉，

战斗编号 02；“二等功臣”周娜，战斗编

号 04；“ 全 军 巾 帼 建 功 先 进 个 人 ”皮 康

莉，战斗编号 06……连长古斯雅告诉记

者：“只有被授予战斗编号，才有资格走

上演训场；只有为连队作出突出贡献，

才有资格将名字和战斗编号留在功勋

墙上。”

“沿着前辈的足迹前行，用新业绩续

写新荣光。”连队一号台技师刘玉玺的战

斗编号是 08，她说：“曾经被授予 08 编号

的前辈，多次建功沙场，名字荣登功勋

墙。被授予战斗编号的那一刻，我就暗

下决心，一定要像前辈一样把名字刻上

功勋墙。”

鼓 角 争 鸣 英 雄 姿 ，铿 锵 玫 瑰 绽 沙

场。如今，刘玉玺已是独当一面的一号

台负责人，带领战友多次圆满完成重大

演训通信保障任务。2019 年，一号台被

该团评为“十大备战打仗标兵”，刘玉玺

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刘玉玺也终于圆

梦，将名字和战斗编号刻上了功勋墙。

战斗编号不断传承，打赢脚步永不

停歇。该团领导介绍，无论是战争年代

勇闯枪林弹雨，还是和平时期参加演训

任务，一茬茬话务女兵接续战斗，在传承

红色基因中砥砺过硬本领。

西部战区某信息通信团运用仪式教育增强官兵荣誉感——

战斗编号砥砺血性胆气
■王亚飞 本报记者 范 离

战斗口令与新装备不“兼容”，表面

上看是装备操作方式和作战流程需要优

化，实质上是思维理念要跟上装备发展

速度，实现全面升级。基于这一认识，空

军地导某旅精简优化战斗口令，调整训

练方式、拓展训练内容，加快推进人装结

合，使装备战斗效能得到更好发挥。

人员和装备是构成战斗力的两大

核心要素。作为装备的驾驭者，手中

武 器 越 先 进 、信 息 化 程 度 越 高 ，作 战

思维也必须同步转型。换装更要“换

脑”，精简优化口令的本质，就是在转

变 思 维 理 念 ，不 断 深 化 对 装 备 的 理

解，操作运用跳出固有路径。

升级思维理念，必须创造性地运用

好经验，立足实际思变求变。各级应着

眼新技术手段的应用给练兵备战带来

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创新研究，有针

对性地创新方法、优化流程，促进新质

战斗力加速生成。

作战思维要同步转型
■母云涛

初春，滇西北高原，一辆防暴装甲

车 在 灌 木 丛 中 疾 驰 。 车 门 打 开 ，猛 然

灌入的冷风让特战队员们不禁打了个

寒颤。

“占领制高点！”指挥员发出手势指

令。武警云南总队某机动支队特战一中

队狙击手扎巴，像一只捕猎的雄鹰扑向

目标点位。

扎巴是一个藏族小伙，少年时就梦

想成为雄鹰般的汉子。如今，他如愿成

长为一只向战而飞的“特战雄鹰”——连

续 7 年担负总队和支队集训教员，被武

警部队表彰为“标兵教练员”“优秀共产

党员”，培养出数百名特战尖兵；荣立个

人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

10 年前的扎巴，还是一名体形瘦小

的新兵，身体素质并不突出。为练就过

硬 本 领 ，扎 巴 坚 持 每 天 负 重 30 公 斤 冲

坡，不断自我加压训练。入伍第 2 年，扎

巴凭借过硬军事素质，入选武警部队某

集训队。

“他有雄鹰般敏锐的眼睛，在战场上

能精准捕捉目标，在军旅生涯中也能找

准奋斗方向。”中队长卿小峰说，虽然扎

巴历经左臂粉碎性骨折等挫折，但他从

没放弃挑战自我，矢志投身练兵备战。

在扎巴带领下，他所在的特战小队连续

4 次在上级组织的军事比武中夺得团体

冠军，7 名队员被武警部队表彰为“极限

训练勇士”。

2020 年，扎巴参加全军特种作战骨

干集训，目睹各军兵种特战精英高超的

作战技能，他深受触动。返回部队后，他

将学到的先进训练方法和过硬作战技

能，悉数分享给战友。

下士向茂林武装越野成绩较差，扎

巴帮他找到“不会调整呼吸”这一症结，

并传授“三步呼吸法”，让向茂林在短时

间内大幅提高成绩；中士黄彤星 400 米

障碍成绩长期原地踏步，扎巴结合黄彤

星的身高、腿长，精准计算出障碍间跨步

数，帮助他大幅提升成绩，最终打破中队

400 米障碍纪录……

扎巴告诉战友，“特战雄鹰”唯有不

断砺翅，才能翱翔在强军新征程上。

雄 鹰 振 翅 向 战 飞
——记武警云南总队某机动支队特战一中队狙击手扎巴

■本报特约记者 杨 玺 通讯员 王文涛

“马上进行补液、抗炎症治疗，用颈

托和硬质铲式担架固定伤员！”前不久，

在海拔 4000 多米的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某野战医疗所内，军医高剑迅速作

出救治部署，带领医护人员全力救治受

伤战士。

此前，值班军医王凯在分类检诊过

程中发现一名战士颈部有明显伤口，右

侧 肢 体 出 现 偏 瘫 ，初 步 诊 断 为 脊 髓 损

伤。而此时，擅长此类伤病救治的骨科

军医沈伟伟正在外巡诊。

情况紧急，皮肤科军医高剑临危受

命，根据全科医疗授课所学的骨科救治

知识，结合执行任务以来的临床实践，迅

速作出有效处置。

该院执行高原驻训部队医疗保障任

务以来，野战医疗所抽组的医务人员大

部分都是临床专科医生。面对驻训部队

分散、巡诊人手不足的情况，医务人员的

全科救治能力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在

紧急情况下，需对伤病员病情快速判断、

有效处置，若是局限于专科诊断，很可能

错过黄金救治时间。

为此，该院组织医疗专家骨干轮流

帮带，通过授课辅导、临床指导和实践交

流，打破学科界限，帮助医务人员由专科

医生向全科医生过渡，医疗保障能力由

平时专科服务向战时卫勤救治转变，野

战医疗所的实战化保障能力得到提升。

今年初，陆军某部 1 名中士因休克

被送到医疗点。神经外科军医姚鹏飞根

据其出现的症状，诊断为急性肠胃疾病，

给予对症治疗后，该战士病情很快稳定，

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

全科军医建功高原驻训场
■本报记者 栾 铖 通讯员 孙广磊 付伟程

“ 我 部 1 名 战 士 频 繁 腹 泻 ，原 因 不

明，正送往你院途中，请做好接收准备。”

“到医院后，请直接前往急诊绿色通

道……”值班员马妮妮迅速联系急诊科

做好接诊，协调消化内科等相关科室参

与会诊，最终这名战士得到及时治疗，转

危为安。

这是前不久，出现在空军军医大学

唐都医院军队人员医疗保健中心紧张而

又平常的一幕。

“医疗保健中心成立 10 年来，为兵

服 务 质 量 不 断 提 升 ，受 到 基 层 官 兵 好

评。”该院领导介绍，探索实践中，他们努

力实现军人就诊“十个有”：号源有预留、

等候有专区、诊疗有专家、就诊有导医、

危重有陪诊、检查有专人、报告有通知、

用药有指导、健康有宣教、随访有落实。

走进接诊区，就诊流程一目了然，并

有专人耐心服务引导。正在出诊的肝胆

外科专家杜锡林说：“我们坚持‘科主任

坐诊、老专家面诊、专家团队会诊’，为官

兵诊治不限号。若遇疑难病例，首诊医

生不能处置的，第一时间组织多学科联

合会诊。”

“医院的先进设备和顶尖技术，优先

应用到为军队伤病员服务中。”该院领导

介绍，他们对全院病房进行重新规划，将

位置佳、条件好的病房设置成为军人、军

属病房。

“医院根据我的病情量身制订诊疗

方案。”某部战士于博秦说，就医初期，自

己特别担心床位紧张，没想到刚到医院

就挂上了专家号，当天就顺利入院接受

优质诊疗。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优质资源向为兵服务倾斜
■孙芳芳 王小丽 石宵涵

短 评

3月 15日，第 74集团军某旅组

织实弹射击演练。 黄嘉瑄摄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开

展舰载机起飞流程保障训练。

姜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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