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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某部在对指挥员进行军事素

质考核中，把网络作战、特种作战等方面

新型作战力量的运用作为考核重点，切实

树起重视新型作战力量、加快提高新质战

斗力的鲜明导向。这一适应现代战争形

态要求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做法，给人

启示，值得借鉴。

新型作战力量以新需求为牵引、以新

技术为支撑、以新能力为标志，是一个时

代军事发展的风向标，是军队战斗力新的

增长点，甚至有人称之为“战争精彩活剧

的出演者、艰难僵局的打破者、辉煌奇迹

的创造者”。由此可见，新型作战力量在

未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在前几年的纳

卡冲突中，阿塞拜疆用无人机这一新型作

战力量对亚美尼亚实施精准打击，取得令

人意想不到的战果。诸多战例说明，谁能

在新型作战力量发展上领先一步，谁就能

赢得制胜先机。

意大利军事家杜黑说：“胜利向那些

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向

那 些 等 待 战 争 变 化 后 采 取 适 应 的 人 微

笑。”换句话说，在这个战争样式多元变化

的时代，谁勇于走新路，谁就能率先取得

新手段带来的巨大效益。随着世界新军

事革命的迅猛发展，战争制胜观念、制胜

要素、制胜方式等发生很大变化，新型作

战力量日益成为取得军事竞争优势的战

略高点，新型作战力量投入实战还能对战

争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作战力量之“新”是一个不断更

迭、与时俱进的过程，昨天的新型作战力

量，今天就可能遇到新的“克星”。善战者，

求之于势。在发展新型作战力量上，我们

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否则就会错

失超越对手的良机。我军军队建设“十四

五”总体规划，鲜明提出聚焦实战的高质量

发展这一重大主题，布局战略力量和新域

新质作战力量建设，意味着人民军队新型

作战力量赶上了发展良机。

“欲得强兵，必须坚甲利器，实选实练。”训练是战斗力生成和提高的基本路径，

新型作战力量的运用对实战化训练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型作战力量训练不能浅尝

辄止，必须直面战场，多在实战化的对抗演练中挖潜，从最复杂、最大强度的角度设

计演练行动，按照“真、难、严、实”要求大胆地试用试训。同时，要遵循新型作战力量

生成发展规律，敢于打破传统编组模式，力求取得最广战场适用范围、最佳编成聚

力方式、最大对抗能力效应，切实将其锻造为体系作战的“撒手锏”。

决胜于未战，决胜于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中，不少专业具有新、特、小等特

点，人才缺口相对较大。实践中，应坚持超前预置、强化需求牵引、优化培养模

式，构建多出快出新型人才的良好机制，并善于升级转变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注

重采取模拟训练、兵棋推演、网络对抗等多种手段，让更多新型作战人才在火热

强军实践中得到锻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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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挥所，已查明毒剂种类。”5

月中旬，第 72 集团军某旅在新投入使用

的后山训练场组织专业考核，下士徐佳

晨在完成毒剂侦检后，连贯进行群防装

备操作。

走下考场，徐佳晨告诉记者，新建成

的训练场面积较大、地形复杂，官兵“足

不出营”便可进行多类险难课目训练。

“去年底这里还是一片荒地，经过改

造后已经成为我们开展实战化训练的场

所。”该旅某营营长光成介绍，营区之前

缺乏专业的防化训练场，一些难度较高

的专业训练需等到野外驻训时才能展

开，影响了整体训练效益。

受限于场地，光成将目光投向了后

山荒地。然而，当他将“改造荒山”的想

法在营党委会上提出后，一些质疑声传

来：“改造经费从何而来”“安全问题谁来

负责”“场地建设标准如何把控”……最

终，营党委一班人达成共识：“训练是头

等大事，场地不足问题必须解决，其他困

难努力克服。”他们很快形成方案上报旅

党委。

“基层主动作为破解训练难题，理应

全力支持。”深入了解情况后，旅党委随

即安排相关科室会同该营展开调研论

证，筹划场地改建工作，组织官兵积极建

言献策。

在该营和旅机关的共同努力下，自

主改造的训练场正式投入使用。新训练

场面积较大，可满足多样化训练需求：不

但能设置逼真的战场环境，还能构设地

形起伏、植被遮盖条件下的沾染区，开展

模拟投弹、沾染检查、毒剂侦检等课目连

贯考核作业。

新训练场上，一场野外侦毒考核如

火如荼进行。负责现场考核的中士关天

志表示，新训练场地形复杂，加上当天风

力 较 大 ，此 次 考 核 难 度 较 以 往 明 显 增

加。“迅速判明毒剂位置……”下士农英

杰沉着应对、仔细操作。走下训练场，他

告诉记者：“考核难度增加，战味更浓，有

利于我们快速提升战斗本领。”

随着新建的后山训练场投入使用，

该营组织训练更加高效。某连连长王业

金告诉记者，如今诸多融入实战背景的

高难课目训练在营区展开，官兵险难课

目训练成绩较以往明显提高。

主动作为，荒山辟作训练场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通讯员 齐佩云 陈煜晗

一场运动通信训练，组织者是装步

十二连教练员，装备却来自装步十连。6

月 2 日，第 72 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的一

幕引起记者注意。

“这是我们打破建制，建立训练协作

机制的一次尝试。”该旅作训科科长陈志

彬向记者讲起了一段经历。

前 不 久 ，该 旅 某 营 装 步 十 连 组 织

某专业训练时，本来应该实车保障，却

并未出动车辆。在营长费安乐的追问

下，装步十连连长赵海波无奈说出了原

因：连队只有 5 台教练装备，其中 1 台还

在 大 修 ，保 障 多 个 专 业 的 训 练 有 些 困

难。在营区训练时，利用训练模拟器尚

且能弥补教练装备的短缺；一旦组织野

外 驻 训 ，部 队 长 途 机 动 无 法 携 带 笨 重

的 训 练 模 拟 器 ，实 装 不 足 的 矛 盾 便 凸

显出来。

费 安 乐 深 入 了 解 后 发 现 ，实 装 训

练 对 装 备 依 赖 程 度 高 ，但 全 营 教 练 装

备 的 利 用 率 却 不 高 。 由 此 ，他 想 到 一

个办法——营队集中组织部分课目的

实装训练，从而统筹教练装备的使用。

在该营党委议训会上，费安乐的设

想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经过深入讨论

分析、统一意见，营党委制订出初步实

施方案。

“这个方案的关键在于统筹资源，不

仅能够有效解决实装不足的问题，还能

将各连队优质教学组训力量集中起来。”

该营首席参谋李威说，这一方案上报后

得到旅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并在营里开

始尝试推行。

方 案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试 行 ，该 营 实

装 不 足 的 矛 盾 得 以 有 效 缓 解 ，在 上

级 组 织 的 专 业 抽 考 中 ，总 体 成 绩 提

升明显。鉴于此，该旅决定将经验推 广

至 存 在 类 似 问 题 的 其 他 营 连 ，并 建

立 训 练 协 作 机 制 ，更 加 充 分 地 统 筹 训

练 资 源 。

走进某营驾驶专业训练场，记者看

到，针对中高级军士的升级课目训练正

在进行。该旅作训科参谋蔡飞介绍，如

今部分高级专业课目由旅里集中组织实

施，训练资源的利用率更高了，各分队训

练计划落实得更扎实。作训科统计数据

显示，训练进度与往年同期相比加快，课

目优良率明显提升。

资源共享，实装训练有保障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通讯员 陆栋钰 张子庚

本报讯 杨上一、王军杰报道：快速

拟制标题、提炼观点、准备提纲、设计互

动……经过短时间的连贯作业，一堂堂授

课精彩亮相，赢得评委好评。夏日炎炎，

第 81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基层政治教员授

课比武如火如荼展开。最终，6名基层政

治干部被评为“金牌政治教员”。

“紧贴官兵思想实际设置考核内容，

围绕政治教育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设计

考核样式。”该旅领导介绍，此前，他们在

座谈中发现，有的基层政治教员开展教

育时存在思想把脉不准、授课方式单一

等问题。此次授课比武紧紧围绕这些问

题展开，区分主题教育、基础教育、经常

性思想教育等，用官兵普遍反映的政治

教育存在的老问题，考验政治教员应对

的新招法；区分营、连政治教员两个层

级，突出授课手段、语言表达、课堂效果

等，检验其教育创新能力。

“加油吧，少尉！”某营教导员王忠的

这个授课标题刚出现在大屏幕上，就激

起了现场官兵的浓厚兴趣。接着，王忠

结合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军旅经历展开了

一场故事分享会，似曾相识的人、似曾经

历的事引发很多少尉排长的共鸣，大家

不时报以热烈掌声。比武现场，该旅战

士代表和从兄弟单位邀请来的优秀政治

教员担任评委，每堂课结束现场打分、实

时反馈。

“过去的‘老车票’，很难登上新时代

的‘思想高铁’了。”授课结束，某连指导员

王耀楠感慨地说，随着官兵的人生阅历、

价值追求、精神世界更加多样，影响他们

思想的外界因素也不断增多。作为一名

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把准时代脉搏、贴

近官兵生活，才能引导官兵、影响官兵。

第81集团军某旅瞄准现实问题开展授课比武

以比促教淬炼政治教员

本报讯 梁铨麟、孙波报道：“珍藏

半个多世纪的煤油灯，用纸箱做的模拟

发射操作面板……这些老物件都是先

辈奋斗史的见证。”5 月下旬，火箭军某

旅发射营教育课堂上，5 名优秀政治教

员相继登台，通过讲述“传家宝”故事、

现场交流互动等形式，引导官兵回顾先

辈 艰 苦 创 业 的 奋 斗 历 程 、感 悟 先 辈 精

神，进一步强化精武强能的使命感、责

任感。

“每个营连都有自己的厚重历史，这

是官兵成长的丰富营养，也是开展教育

的生动素材。”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在一

次调研时发现，有的官兵对本单位重大

荣誉背后的故事了解不多，有的对单位

涌现的英模人物事迹知之甚少，还有的

甚至说不清单位发展的源头脉络。为

此，他们组织各营连区分辉煌战史、荣誉

奖项、英模事迹等，梳理汇编相关资料下

发官兵强化学习，同时邀请熟知单位历

史的学者、老兵等为官兵授课，增强大家

自豪感、荣誉感。

在此基础上，该旅结合营级单位担

负任务和建设发展特点，充分发挥营级

单位政治教员特长，以营为单位划分备

课小组，按照“一营一品”的思路统筹教

育资源，打造特色品牌，让每个营级单位

都有拿得出、叫得响的精品课程。该旅

通信营三连因多次在大项任务中表现突

出，获得多项殊荣。为此，该营把三连荣

誉历史搬上教育课堂。主讲人、三连指

导员冯天佑借助图片、视频、实物等，为

官兵呈现辉煌连史的同时，引导大家在

今昔对比中汲取奋进动力。

“‘一营一品’不但充分利用了各营

优势资源，还产生了辐射效应。”该旅宣

传科科长肖振华介绍，他们汇集各营精

品课程制作成动漫、短视频等，上传至单

位局域网政治教育资源库，全旅官兵在

共享优质资源的同时，受到教育和激励。

火箭军某旅统筹优质资源提升教育效果

精品课程产生辐射效应

灼灼夏日，海军某部组织官兵开展实战化飞行训练，锤炼部队打赢能力。

姜 涛摄

强军论坛

※ ※

编者按 习主席强调，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大力推进战训耦
合”。塑造战训深度耦合格局，必须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做到按实战要求训练，实
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练兵实践中，部队各级面对现实矛盾、堵点难点，坚持问题导
向，协调各方力量，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大胆创新，不断探索新战法训法，训练效益持
续提升。请看一组来自第72集团军的报道。

夜幕降临，夏日的新疆军区某团高原

驻训场上，仍泛着丝丝寒意。

“我的休假报告已批了，再过几天就

可以回家了！”晚饭过后，跟官兵一起在高

原驻训的该团一营副营长李臣华取出手

机、联上无线网，与家人视频通话。

海拔 5000 多米的驻训点能联通无线

网，得益于该团党委的暖心务实之举。

该团领导在一次调研中发现，以往高

原驻训时，官兵与外界联系只能靠固定电

话，而且电话号码是对外保密的。因此，

有的官兵家里遇到急事，很难及时获知；

有的与家属沟通不畅，经常受到埋怨或误

解；初上高原的年轻战士思乡心切，难与

家人联系易产生不良情绪……经过研究

论证，该团决定开通高原军营无线网，改

善官兵驻训条件。

为此，他们在严格遵守保密规定的前

提下，积极协调地方相关部门在驻训地接

通了宽带网络。在此基础上，该团自动化

站与地方有关部门开发用网行为识别系

统，实行动态检查制度，确保官兵绿色用

网、安全上网。

趁着休息日，一级上士常人杰拿出手

机，看到家人发来的信息，心里的石头终

于落了地。前几天，常人杰的母亲因病住

院手术，他不能守在身边，很是牵挂。看

着手机里母亲出院时拍的视频，他高兴地

说：“看到家人安好，我也能安心戍边了。”

“联通无线网后，官兵的驻训生活更

充实了。”某连指导员孙振者说，官兵闲暇

之余借助手机了解时政新闻，通过“云课

堂”开展自主学习，时间得到充分利用。

“ 巍 巍 昆 仑 刺 苍 穹 ，金 戈 铁 马 掠 雄

鹰 ……”前段时间，某师创建 90 周年纪念

视频在网络平台发布后引发网友热议。看到评论区“致敬中国军人”“点赞最美

子弟兵”等评论后，该团官兵讨论发言时表示，将以精武强能、卫国戍边的实际

行动，回馈人民群众的激励与关爱。

下图：5月 28日，中士陈义标与家人视频通话。 张 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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