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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

上强调，要强化训练管理，优化管理模

式和流程，加强相关法规制度和标准

手段建设，提高全周期、精细化训练管

理水平。随着部队编制体制调整、武

器装备升级，各级各部队不仅要着力

解决好军事训练“练什么、怎么练、为

何练”的问题，更要在“如何练出效益”

上聚焦用力。

兵不在多，以治为胜。一支军队，武

器装备再好，战斗人员再多，如果训练管

理一团糟，各项要素不能形成“一盘棋”，

各种力量不能拧成“一股绳”，也是打不

了胜仗的。军事训练特别是信息化条件

下的军事训练，只靠简单化、经验式、粗

放型管理难以适应发展要求，必须深入

研究规律特点，推动各项训练向全周期、

标准化、精细化方向发展。

要想时针走得准，分针、秒针必须

控制好。缺乏精细计划指导，是组训粗

放、高耗低效的重要原因。第 73 集团

军某旅以精准组训推动战斗力建设提

质增效的经历告诉我们，要想解决训练

计划粗放、内容单一、资源利用率不高

等问题，必须重视精算细算，拟制可执

行、好操作、高效益的实施计划。只有

紧贴实战需求，将精准练兵贯穿始终，

才能练就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

多 些 精 准 练 兵 意 识
■余恒松

看着公示栏上来之不易的训练成

绩，第 73 集团军某旅三连连长孔鹏成

感慨万千：只有精准组训，才能练就过

硬本领。

前不久，上级组织建制连训练考

核 ，该 旅 二 连 和 三 连 均 被 选 为 备 考

对象。

为了能在考核中取得佳绩，孔鹏

成带领连队官兵勤学苦练，连休息时

间都加班加点组织强化训练：训练间

隙小套餐、熄灯哨前小体能、饭前饭后

小比武……

然而，多次被表扬“训练刻苦”的三

连，最后的考核成绩却不如二连，一些

重点加训课目成绩也不太理想。勤学

苦练为啥没有换来佳绩？孔鹏成感到

有些苦恼。

在随后召开的旅党委议战议训会

上，一位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三连

的情况并非个例。在日常组训中，有

的单位一味加量加码，却忽视训练的

科学性；有的单位训练计划表上安排

得 满 满 当 当 ，到 了 训 练 场 却 是‘ 一 人

练、多人看’‘时间空耗、人员空等’，导

致训练效果不佳。”

问题摆出来，对策得跟上。为有效

提升训练效益，该旅党委问计官兵，通

过基层推荐、考核遴选等方式，选拔出

30 名业务骨干，组建起一支“组训精算

师”队伍。

“组训精算师”通过学习军事训练

法规制度、借鉴兄弟单位经验做法，聚

力探索训法之变。经过集中“淬火”，

30 名“组训精算师”正式上岗，被编入

该旅训练督导组，指导基层营连开展

日常训练。

“组训精算师”针对不同专业、不

同阶段的官兵，提出科学训练建议；根

据课目难易程度合理制订训练计划，

精算训练时间；统筹现有训练资源，算

清人均持有量，灵活设置训练课目轮

换顺序；跟踪评估训练效益，对训练期

满成绩仍不达标的弱项课目，针对性

开展穿插补训。

此外，“组训精算师”还为平时难组

织的专业协同训练制订出详细的计划

表。记者翻阅该计划表看到，针对运

输、修理、警卫、医疗等多维战场勤务要

素，他们制订出“打破连队建制、利用碎

片化时间、共享训练器材和教练员”等

多种方案，同时提议利用野外驻训、综

合演练等契机进行融合训练。

“简单粗放、急功近利的练兵方式

必须改变。作为带兵人，我要深刻反

思，努力改进。”孔鹏成告诉记者，如今

连队取消了“加量加码”的“老传统”，积

极吸纳“组训精算师”的建议，研究探索

紧贴部队实际、提升训练质效的组训新

模式。

少了空耗虚转，多了精训细训，推

动部队战斗力建设水涨船高。记者从

该旅机关业务科室制作的训练成绩跟

踪表中看到，30 余个专业课目平均成

绩较去年同期有了明显提升。在该旅

近期组织的专业比武擂台赛中，多个课

目纪录被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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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荀红飞、韩中为报道：“帮助

基层部队解决财务工作遇到的疑难问题，

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向。”日前，军委审计署

北京审计中心组织服务小分队，来到武警

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提供现场辅导、

政策咨询等服务，受到官兵欢迎。

“审计的目的不仅在于监督，更在于

服务。”该中心领导介绍，审计监督的落

脚点，是帮助部队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

强化法规意识。为此，他们坚持寓帮于

审、以审促建，结合年度审计任务，帮助

基层部队梳理固定资产管理、经费预算

执行、财务制度完善等方面的疑难问题，

制订完善解决方案。

此外，该中心还不断拓展深化审计

监督效能，对于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期

间能整改完成的，及时指导被审计单位

整改到位；一时难以完成的，联合相关单

位深入分析研究、拿出解决措施；针对审

计中发现的倾向性问题，注重从体制机

制、政策制度层面分析原因、查找漏洞、

提出建议，推动政策法规落地落实。

前不久，该中心赴某干休所审查老

干部档案时，恰逢该所老干部移交工作

进入关键阶段。该中心工作人员主动靠

前，协助解决老干部移交工作中遇到的

审计难题，推动了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依法监督与服务指导相结合的审计

模式，更好发挥审计的监督、防范、评价、

服务作用，提升了经费物资保障战斗力

的管理水平和效益。今年以来，该中心

走访辖区各军种 20 余家单位，为部队解

决难题 50 余个。

军委审计署北京审计中心深化审计效能

依法监督 服务指导 以审促建

本报讯 陈亮亮、记者安普忠报道：

突击组破门而入全歼 5 名“暴恐分子”，

成功解救“人质”；排爆组远程操控无人

机，精准引爆未爆弹……日前，武警黑龙

江总队某支队组织一场全要素野外综合

演练，参演特战队员的出色表现赢得好

评。这是该总队大力开展“送教下基层”

活动，帮助基层单位破解组训难题、提升

训练质效的一幕。

“教练员队伍是按纲施训、科学组训

的中坚力量，必须盘活这一优质资源，助

力部队训练高质量发展。”去年底，该总

队领导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基层单位教

练员队伍建设质量不高，导致部队训练

水平低层次徘徊。为此，他们从总队抽

调 28 名优秀教练员，组织重难点课目集

中培训，提升组训施教水平。集训结束

后，他们将 28 名教练员编为 4 个“送教小

分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巡回教学。

送教下基层过程中，教练员们围绕

重点课目组训方法、高危课目施训重点、

上级训练监察要点，作示范、教方法、传

技能，帮助基层单位解决组训人才不足、

法规理解不透等问题，提升基层教练员

队伍组训施教水平，激发官兵投身练兵

备战的热情。

“送教小分队”还在实践中积极创

新，总结推广理论教学形象化、火器教学

实弹化、排爆教学精细化、反劫持教学对

抗化、战术教学实战化、防化教学科学化

等“六化”教学模式，有效推动该总队所

属部队军事训练水平稳步提升。

武警黑龙江总队

送教下基层破解组训难题

本报讯 张光轩、吴洋报 道 ：5 月

上 旬 ，第 78 集 团 军 某 旅 履 带 装 备 驾

驶 训 练 场 上 ，首 次 参 加 考 核 的 6 名 新

驾 驶 员 从 容 应 对 ，驾 驶 战 车 顺 利 通 过

S 形 弯 道 、土 岭 、崖 壁 等 险 难 路 段 ，取

得 上 岗 资 格 证 。 考 核 员 、该 旅 作 训 科

参 谋 陈 强 说 ：“ 新 驾 驶 员 能 够 快 速 成

长 ，得 益 于 前 期 模 拟 训 练 打 下 的 坚 实

基 础 。”

该旅领导介绍，由于驻地地处寒区，

受气候环境和装备数量影响，官兵实装

训练时间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部队练

兵备战质效。为此，他们积极引进步战

车、坦克等装备模拟训练平台，常态组织

模拟化、网络化、对抗化训练，帮助官兵

打牢专业技能基础。

坦克模拟训练场上，该旅装步五连

车组成员全副武装，紧张操控装备。“全

员注意，迅速歼‘敌’！”发现“敌情”后，车

长候庆余果断下达指令。驾驶员刘明新

猛踩油门，驾驶战车横向移动，炮长齐心

平稳调转炮口，瞄准击发一气呵成，准确

命中“敌”装甲车……

战斗结束，控制台屏幕随即显示各

战斗节点作战数据。候庆余就地组织车

组成员复盘整个作战过程，总结暴露出

的短板弱项，研讨训练改进方法。

科技手段提升练兵质效，有效缩短

了部队战斗力生成周期。近年来，该旅

大力引进轻武器射击、地空导弹射击等

多种模拟训练系统，各兵种专业训练成

绩提升明显。

第78集团军某旅

模拟训练场提升练兵质效

5 月初，藏西高原战车轰鸣，西宁联

勤保障中心某旅一场联合作战后勤保障

演练，在寒风中拉开战幕。

“两台轮式装备出现故障，请求支

援！”接到保障任务，该旅指挥所迅速研

判态势，从距离保障对象最近的“中继

保障模块”调派装备维修分队，快速前

出抢修。

“设立‘中继保障模块’，是我们着

眼加快融入联合作战体系，为作战部队

提供优质高效后勤保障的一个举措。”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高 原 地 区 自 然 环 境 恶

劣，战场保障难度较大。随着部队担负

的 任 务 由“ 一 个 方 向 ”逐 步 向“ 一 个 区

域”的机动保障转变，对精准保障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 次 演 习 复 盘 检 讨 ，该 旅 一 位 领

导 提 出 ：“ 在 战 场 态 势 快 速 变 化 、对 抗

程 度 日 趋 激 烈 的 情 况 下 ，作 战 部 队 需

要集中精力研判战场情况和实施战斗

行 动 ，我 们 如 何 才 能 更 好 地 实 现 快 速

响应、全维参战、精确保障？”这个问题

成为该旅随后开展战法训法研究的一

个重要方向。

为聚力打通战场精准保障的“最后

一公里”，该旅党委在集思广益的基础

上，按照模块小型化、结构标准化、功能

多样化的思路，精确编配军需能源、卫勤

防疫、运输投送、宿营保障、装备维修等

不同专业方向保障模块，每个模块都可

独立进行多样化任务编组，并根据任务

特点预判保障需求、预储保障力量，更好

地对接战场多样化需求。官兵将这种保

障方式形象地比喻为“保障魔方”。

思维转变促进保障能力跃升。驻训

以来，该旅“保障魔方”显威高原演训场：

某部机动转场，途经千里无人区，该旅具

备热食供应、油料保障和装备维修功能

的“保障模块”，为其提供综合保障；某边

防哨所医疗力量薄弱、路况条件差，该旅

卫生营前出定点保障；某装甲部队抵达

配置地域，该旅运输营重装运输分队保

障装备卸载入场……

此次演练，该旅官兵根据战场环境

变化，灵活调整“保障模块”组合，紧盯保

障需求优化结构，依据战场态势动态调

整编成编组，有效提升作战保障效能。

该旅领导介绍，“保障魔方”极大增强了

战场保障的灵活性、机动性、精确性，战

场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西宁联保中心某旅提升战场保障能力—

“保障魔方”显威高原演训场
■廖一达 本报特约记者 付 凯 刘一波

下图：5月 6日，空军航空兵某旅

组织空战对抗训练。

赵 钿摄

上图：4 月下旬，武警四川总队

凉山支队组织捕歼战斗演练。

李结义摄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