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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位 说

朔风凛冽，漠北草原上明月高悬。

已 是 深 夜 ，第 82 集 团 军 某 旅 合 成 一 营

火 力 参 谋 韩 路 通 仍 辗 转 反 侧 ，难 以 入

眠。

明天战斗即将打响。这次跨区机动

演习，是韩路通任职火力参谋后第一场

真正意义上的“考试”。

拿到火力配属方案的那一刻，韩路

通着实被吓了一跳：天上飞的、地上跑

的、手里拿的，应有尽有。韩路通从没想

过，有一天自己能够参与指挥这么多火

力。

每个火力点位的射程是多少、各有

几种弹型、适合打击何种目标……看着

手头的“十八般武器”，韩路通默默估算，

越算越兴奋，越算越紧张：“好东西越多，

越要精细规划。”

以前当排长，只要顾着“一条火力

线”；现在当参谋，却要管整整“一张火力

网”。几天来，韩路通多次召集各火力打

击分队队长，在准确分析判断“敌”我情

况的基础上，以目标认领的方式，对打击

任务进行区分，并提出配置建议。

沙盘前，各分队队长对韩路通给出

的配置建议进行充分论证，不时提出疑

问。凌晨时分，韩路通一边会同上级机

关建立打击清单、确定打击部署、拟制

打击计划，一边组织侦察班统计各炮射

击 诸 元 、火 力 打 击 分 队 占 领 炮 阵 地 情

况……

黎明时分，几乎一夜未眠的韩路通，

将笔记上的要点再次一一核实确认。远

处，伴着晨曦，战斗即将打响。

角色之变

“以前，我只是作战地
图上的一个红色标点；现
在，我成了站在地图前、俯
视整张地图的人”

野战指挥所内，韩路通看着面前的

作战地图陷入沉思。

在韩路通手边，几张作战计划表被

各种颜色的笔标注得满满当当。看着前

方不断传回的情报，他弯下腰，用红色铅

笔在某火力打击阶段的射击计划后打了

个括号，详细标注上该轮射击需要使用

的具体弹种。

计划如此细致，缘于对此前一次演

练的心有余悸。那时候，韩路通还是一

个刚刚走上合成营火力参谋岗位的新

手。面对庞杂的工作，虽然他步步留心，

但还是出现了错漏。

当时，在火力准备阶段，韩路通建议

用营属火力对“敌”前沿坚固工事进行毁

伤打击。让他没想到的是，打击效果不

到预期的 30%。

计划和安排不够精准，本质上是对

火炮和弹药的性能了解得不深不透。不

能准确根据打击目标来使用弹种，不仅

会无谓消耗弹药，让打击效果大打折扣，

更有可能暴露自己，使下一步作战行动

陷入被动。

那 次 失 误 ，让 韩 路 通 久 久 不 能 释

怀。随着合成营火力装备不断更新升

级，弹药种类越来越多，有些火炮甚至可

以装填四五种不同型号弹药。面对各有

专长的弹药，该带谁、带多少、什么时候

用、用来打谁、怎么打，这些都成了火力

参谋必须考虑清楚的基本问题。

“以前，我只是作战地图上的一个

红 色 标 点 ；现 在 ，我 成 了 站 在 地 图 前 、

俯视整张地图的人。”谈起从排长到火

力参谋的种种变化，韩路通颇为感慨，

“ 身 份 变 动 带 来 的 是 视 角 和 思 维 方 式

的 转 变 ，需 要 从 头 学 习 的 远 不 止 专 业

知识。”

指挥所内，韩路通拿着纸笔写画推

演，不断在火力打击计划上丰富细节。

为某型号炮弹在不同打击阶段标注好 3

种不同的引信作用方式后，他终于放下

了笔，长舒一口气。

不同的引信作用方式对火力毁伤效

果影响有多大？零号装药和全号装药的

迫击炮弹打出去的距离到底差多少？这

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直接影响火力打

击的效果，甚至决定整个战局的走向。

“刚上手时，我根本想不到这些细节，如

今历练得多了，才知道要尽可能多地把

它们考虑进去。”

站在新的战位上，韩路通由衷感慨：

“以前只要知道‘车马炮’长什么样就行，

现在是必须理解透彻为什么‘马走日象

走田’。”

战局之思

“这就像一曲交响乐，
有一个乐器走调，整个乐
章都会变得不和谐”

正午时分，塞北大漠战意正浓。

经过一上午鏖战，红蓝双方难分伯

仲。韩路通所在的红方火力打击按照战

前计划严格进行，一切顺利。韩路通向

营长提议：加大火力打击力度，率先摧毁

“敌”前沿障碍物，以便突击分队开展后

续行动，抢得先机。

“到了这个阶段，虽然双方互有损失，

但总体上还是我方兵力、火力占优。此时

更应该乘势而上，一举取得阶段性胜利。”

韩路通信心满满，似乎一切尽在掌握。

然而，就在红方成功排除“敌”前沿

障碍、步坦分队正在通过新开辟通路时，

指挥所附近雷达突然发出预警——蓝方

武装直升机向红方前沿冲击分队逼近，

企图实施打击。

指挥所内，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武装直升机擅于实施精准打击，机

动性强，可以对红方前沿分队造成毁灭

性打击，本级火力难以有效压制。韩路

通迅速冷静下来，综合最新情报和力量

配属调整计划，向旅火力协调席提出防

空火力支援的请求。

两枚地空导弹闻令而起，成功命中

“敌”机，化解危局。

“火力支援看似简单，但从何时申请

到用在何处，每一步都是学问。”韩路通

清楚地记得，一次演练过后，他无意间听

到陆航分队飞行员私下抱怨：机组人员

加油、挂弹折腾了半天，结果一场演练下

来，往往是“走个过场”。

“支援力量、配属力量没人用，是因

为想不起来，也不会用。”如何将处在不

同 维 度 的 火 力 捏 合 到 同 一 个 战 场 上 ？

合成营作战空间升维的背后，是对火力

参谋作战能力提出的更高要求。

前方战况胶着不下，刚刚成功处置

好紧急突发情况的韩路通不敢放松警

惕，他一边紧盯前方作战进程，一边对照

战前做好的火力打击计划表持续进行调

整优化。

几轮火力打击过后，蓝方被迫转入

防御态势。蓝方炮兵开始对红方前沿分

队实施火力覆盖，红方进攻受阻、伤亡惨

重。此时，红方前沿突击分队已深入蓝

方 阵 地 ，用 火 炮 反 击 极 有 可 能 造 成 误

伤。韩路通立即向陆航协调员发送蓝方

炮阵地位置，并通报相关情况。

几分钟后，两架武装直升机升空，快

速向“敌”目标方向飞去……

恰 当 运 用 各 种 火 力 ，是 火 力 参 谋

这一新战位带给韩路通和战友们的新

挑战，更是他们能力跃升的突破口。

“这就像一曲交响乐，有一个乐器走

调，整个乐章都会变得不和谐。”说起空地

联合作战，韩路通若有所思，“只有恰当运

用火力，才能奏好联合作战的交响乐。”

能力之问

“ 这 次 演 习 胜 利 只 是
侥幸，等真上了战场，还能
这么幸运吗”

天色渐暗，硝烟淡去，战后复盘检讨

随着夜幕一同降临。

复盘检讨会上，营长杜青松提出的

第一个问题，竟是韩路通自认为“最得意

的一招”。

“直升机进场支援前，是否考虑到

‘敌’防空火力的部署情况？”营长一句话

直切问题要害。战斗后期，武装直升机

进场对“敌”炮阵地实施精准打击，取得

较好成效。然而在空中力量进场前，韩

路通并没有提前调配相应火力对“敌”防

空力量进行压制，留下了隐患。

“这次演习胜利只是侥幸，等真上了

战场，还能这么幸运吗？”营长的话，让韩

路通一阵头皮发麻。

火力连某迫榴炮排在火力支援进行

到一半时弹药耗尽，导致突击分队损伤

严重；弹药库位置设置不太合理，输送补

充弹药耗时较长；某型号火炮本可以用

于前期火力打击，却因为对其不够熟悉

而没能用上……复盘会结束后，韩路通

独自坐在指挥所火力参谋席位上，看着

厚厚的火力打击问题清单陷入沉思。

夜色愈深，望着远处的山坡，韩路通

突然想起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一幕：站

在山坡上，面对着围攻上来的敌人，王成

发出了气壮山河的呼叫：“为了胜利，向

我开炮！”

品味着英雄的这句催人泪下的战斗

宣言，韩路通的耳边不断回响着营长连

长下达的“开火”口令。一个个斩钉截铁

的“开火”口令，直接关乎战友生死、关乎

战斗胜败。

拿什么匹配这一个个“开火”口令？

回到宿舍后，他将“全局”二字写进了自

己的工作笔记扉页——时刻提醒自己，

一名火力参谋该背负着怎样的职责。

对照未来战争视域下的火力参谋素

质图谱，韩路通愈发清晰地认识到，自己

和一名优秀的火力参谋之间的差距。

“走进合成营‘中军帐’，你会发现，

火力参谋的困惑较为突出。”该旅旅长

郭轶告诉记者，岗位流动性大、专业不

对口、职权赋予不明确、培养路径不畅

通……合成营火力参谋的培养、成长之

路还有很长。

今年，该旅集中旅机关火力科参谋、

营火力参谋和炮兵营主官，展开为期 14

天的培训。他们邀请院校专家，从最基

础的炮兵计算到联合火力打击中的火力

运用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授课；邀请不

同军兵种、不同专业的参谋走进培训课

堂，分享实战心得体会。此外，他们还组

织火力参谋到陆航、防空等兵种旅学习

观摩，实地了解各军兵种主战装备性能

和火力运用原则。

“这样的‘生长之痛’，是每个新战位

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在郭轶看来，包括

火力参谋在内的合成营参谋队伍，都要

经历一段“蜕变之路”。

跨区机动演习展开，合成营火力参谋韩路通迎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考试”——

一名“火力参谋”的思想火花
■本报记者 康子湛 朱柏妍 通讯员 孙铜锴

上任之初，拿起桌上的编制表，面

对这样一个兵种种类多、装备类型多、

人员数量多的新单位，我感觉肩上的担

子很重。

新编制体制下，合成营较以往单一

兵种营有了更为强大的火力。作为火

力的专职筹划者，火力参谋不仅掌控着

营属装备火力，还拥有上级支援加强的

炮兵 、防空兵 、陆

航 等 火 力 的 使 用

权 。 这 对 火 力 参

谋 的 能 力 素 质 提

出了更高要求。

新战位，新使命，新挑战。包括我

在内，许多火力参谋在任职之初都会

不知所措。唯有增强火力主战意识，

夯 实 专 业 技 能 ，强 化 协 同 能 力 ，突 破

思 维 定 势 ，扑 下 身 子 紧 贴 一 线 练 兵

场 ，掌 握 各 兵 种 力 量 使 用 原 则 和 方

法，打牢合成作战指挥基础。把体系

思 维 、联 合 意 识 融 入 到 一 兵 一 卒 ，一

枪一炮，才能完成从新手到能手的蜕

变。

（王 杨、魏 炜整理）

打牢基础提高能力
■合成营火力参谋 商 松

我们的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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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之初，第 82 集团军某旅合成一

营火力参谋韩路通定下目标：“只要是能

喷火的，都得会！”

没多久，他发现“还是把这个战位想

简单了”。

那年，某新型火炮配发，近百种参数

指标，韩路通先学先会。尽管首次实弹

射击成绩优异，但考官针对新装备联合

火力运用提出的多个考题，问得韩路通

哑口无言。

那次，全员全装战术演练，面对各种

火力打击请求、火力毁伤指标，韩路通因

“火力筹划时间过长、联合火力打击效能

低下”受到批评。事后，韩路通感叹：“专

业虽不陌生，本领却如同‘归零’。”

韩路通的能力“归零”之叹，背后是

陆军合成部队转型升级的全新起点与全

新要求。

调整改革后，合成营成为陆军基本

作战单元，越来越多的指令从“营”这个

最小“中军帐”发出。与以往相比，合成

营参谋的能力要求和评价体系，已不可

同日而语。作为全营火力打击指挥的核

心人员，火力参谋负责指挥控制火力打

击力量行动，为所属突击群提供火力支

援，有效协调多兵种各类火力行动。

韩路通算过“一笔账”：手头的十余

种火力要素，能够构成近百种不同的组

合方式。如何将各火力要素高效掌控、

融合运用，进而形成新的联合火力模式，

成为全新挑战。如果还停留在旧思维、

旧模式上，非但不能发挥手中武器应有

的效能，反而会因为“家当”多反应慢，掣

肘战斗力的提升。

有 段 时 间 ，韩 路 通 常 常 在 梦 中 惊

醒。梦中，他清晰听见“弹药告急”“毁伤

效果不佳”的急报。

“火器种类越是多样、打击手段越是

丰富，对能力素质的要求就越高。”新战

位带来的视角转变，让韩路通时常感慨：

手握“十八般武器”，更要有“七十二般变

化”的本事。

“对合成营参谋来说，‘合成’是最低

要求，也是最高要求。”陆军指挥学院教

员万宜春认为，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合成

营火力参谋只有具备合成思维与联合能

力，深度理解作战流程和战场态势，才能

统筹优化各种火力，让每发炮弹打出应

有的毁伤效果……

今天，战争形态不断演变，营级甚至

更小规模的行动正在成为战场主流。作

为支撑陆军基本作战单元火力保障的支

点，合成营火力参谋必将连点成面，成为

多军兵种火力联合的枢纽与关键。

紧跟陆军加快转型的脚步向前奔

跑，韩路通的能力也在不断拔节生长。

如今，韩路通的书架上，多出了不少

联合作战、联合火力运用等专业书籍。韩

路通说，只有念好“合”字诀，手中的“十八

般武器”才能打出“七十二般变化”。

让“十八般武器”打出“七十二般变化”
■本报记者 康子湛 朱柏妍 通讯员 陈清民

34号军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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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火力是合成营战斗制胜的客

观要求。合成营要优先、全程、尽早、

尽远、尽可能地使用和引导本级及上

级火力对敌实施打击，最大限度发挥

火力的打击威力。

合成营火力种类复杂多样，火力

参谋在其中起到关键纽带作用。如何

联合运用多种火力，对于火力参谋来

说是不小挑战。战斗中，火力参谋既

要能为营指挥员提出合理的火力使用

建议，又要能在复杂战场条件下分析

判断情况，拟制火力方案，调控火力行

动。通过与各兵种之间密切协同，实

现合成营火力自主打击与引导打击的

有效结合，从而达到良好的火力打击

效果。

合成营火力参谋位置关键，作用突

出，关系到战场局势发展。因此应利用

集训、比武、演习等重大任务不断培养

锤炼火力参谋的能力素质，力争将各种

火力形成合力，充

分 发 挥 火 力 打 击

效能，为制胜未来

打下良好基础。

重用火力形成合力
■合成营营长 杜青松

图①：第 82集团军某合成旅展开实弹射击演练。

图②：合成营火力参谋坐镇“中军帐”，研讨火力打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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