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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盛夏时节，陆军某旅在陌生地域组

织实弹射击演练。一级上士王幼平带

领班组打出“满堂彩”，终于夺回失去 5

年之久的“神炮班”荣誉。面对来之不

易的成绩，王幼平和战友倍感欣慰。

回想起这 5 年的经历，他们深感战

斗力生成非朝夕之事，必须多在复杂环

境中磨砺，通过实战化训练提高。

2017 年底，该旅换装具备信息化作

战能力的新型自行火炮。了解该型火

炮性能后，官兵倍感振奋——火炮不仅

机动性强，而且弹药装填、瞄准射击等

都实现了自动化，炮班人数大幅精减。

完成该型火炮基础训练后，该旅便

把官兵拉到某训练基地进行检验性实

弹射击考核。作为多年蝉联牵引火炮

“神炮班”的班长，王幼平当时信心满满。

孰料，首发炮弹破膛而出，未命中

目标。没多想，班组凭借经验立即修正

诸元。随后，第二发炮弹再次出膛……

最终，王幼平所在班组以 5 发 2 中的成

绩结束了考核，丢了“神炮班”荣誉。

无独有偶，该旅多个班组在此次考

核中大失水准。明明新装备性能更优，

前期基础训练开展也很扎实，为何实弹

射击成绩却不理想？

复盘总结时，该旅官兵深入讨论发

现，实弹射击中，新型火炮火控系统根

据环境、目标等信息自动修正射击参数

后，有的官兵还根据以往实弹射击经

验，采用老办法对射击参数进行二次修

正。如此一来，反而造成误差。

“使用新装备必须改变旧思维！”为

此，该旅组织官兵针对新装备信息化、

自动化操作展开一系列强化训练，并多

次组织模拟实弹射击考核。

强化训练取得预期成效后，部队开

赴丛林地域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丛林

中树木高大、地形复杂，相较开阔地域

而言，选择合适的射击阵地更为困难。

面对陌生的环境和紧张的准备时间，王

幼平操作失误，导致火炮自动选择炮位

失败，只能采用通过指北针确定炮位的

老办法。结果，他未能在限定时间内完

成实弹射击任务。

任务结束后，该旅机关统计汇总此

次考核的射击数据发现，官兵操作新装

备的时间较平时大幅增加，操作成功率

明显下降。复杂陌生环境和高压紧张

的任务氛围给官兵带来不利影响。有

的官兵甚至再度走“老路”，直接放弃自

动化功能，转而采用手动操作。

“只有经过更加真实复杂战场环境

的锤炼，才能形成全时全域都过硬的战

斗力。”该旅领导认识到，要彻底解决

“穿新鞋走老路”的问题，就必须大力推

进战训耦合，通过在更加复杂逼真的环

境中开展实战化训练，倒逼官兵实打实

提升能力。为此，他们决定把部队拉至

深山丛林、戈壁荒漠等陌生地域开展高

强度实战化训练。

不久后，该旅一场实弹射击考核在

丘陵地域再次拉开帷幕。考核中，尽管

王幼平班组高质量完成了火力打击任

务，还是与“神炮班”失之交臂。期间，

王幼平所在连突遇“敌”侦察分队袭扰

特情。他们按惯例组织转移阵地，遭

“敌”火力覆盖而损失严重，被迫退出。

原来，此次考核的丘陵地域坡度普

遍较大，火炮集群大多部署在群山间的

山谷或盆地中。这些区域能够提供较

好的射击阵地，但开阔的地域容易暴露

位置，狭窄的道路迟滞了转移速度，被

打击的风险也更高。

这次失利让该旅党委一班人意识

到，官兵掌握过硬的操作技能只是基

础，只有形成体系合力才能制胜未来战

场。对此，他们再度调整抓训思路，引

导各级逐步从练技能向研战法转变。

针对丘陵地区火炮集群部署遭敌打击

风险高的问题，他们探索火炮分散部署

的新战法，取得了可喜成果。

实践中，该旅还着眼提升部队体系

作战能力，将实弹射击融入上级组织的

综合演练，远赴大漠戈壁参加实兵对

抗。同时，为提升全域作战能力，填补

作战数据空白，他们还挺进雪域高原，

通过实战化演训形成“高原射表”。

“从失利中汲取营养、总结提高，让

我每次都收获满满。”5 年后再次荣膺

“神炮班”，王幼平颇为感慨。他说，旅里

不断转变抓训思路，更换演训场地，一次

比一次更加贴近实战，逼着大家跳出训

练“舒适区”，不断突破自我、挑战装备极

限、挖潜战力，最终完成了能力升级。

陆军某旅大力推进战训耦合提升战斗力—

“神炮班”荣誉5年后再回归
■陆栋钰 孟宪康 吴 超

习主席在 2022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只有全党继

续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才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担当和斗争

精神，是每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优秀

品质和基本素养，也是我们战胜艰难险

阻的强大力量。对于广大官兵来说，继

续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就要扣牢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知重负重、主动作为。

担当和斗争是一种精神。勇于担

当、敢于斗争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风骨

与品格。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

代代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发扬担当和斗

争精神，尽心竭力为党工作、为民造福，

坚定捍卫党、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翻

开我军 95 年辉煌历史，“为苏维埃新中

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陈树湘，“信念坚

定报党恩，不辱使命铸剑人”的杨业功，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新时代卫国戍

边英雄官兵……一个个前赴后继的身

影，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为我们立起永

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心 底 无 私 天 地 宽 ，狭 路 相 逢 勇 者

胜。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无

私的品格、无畏的勇气，勇于担当、敢于

斗争，在急难险重任务来临时冲得上去，

在风浪挑战来临时绝不退缩，在诱惑考

验面前保持清醒。

担当和斗争是一种责任。在该负责

时敢于负责，才是共产党员的真担当、真

斗争。强军事业的每一个岗位都有一份

“责任清单”，只有不打折扣将这份责任

落实到位，才能不辱使命、有所作为。不

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会

误事、会坏事。不久前，中央宣传部、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 12 位“最美

新时代革命军人”，他们虽然岗位、军龄

不尽相同，但无不是牢记初心使命、担当

强军重任的楷模。每名官兵都应像他们

那样，把担当和斗争作为一种责任，做到

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困难面前迎难而上、

风险面前积极应对。

担当和斗争是一种格局。格局是

党 员 干 部 思 想 和 胸 襟 所 达 到 的 境 界 。

有什么格局，就有什么样的担当，就能

进行什么样的斗争。“不谋全局者，不足

谋一域。”只要是有利于巩固提高战斗

力、有利于部队全面建设、有利于官兵

成长进步的事，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

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更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

高度想问题、办事情，多算大账、少算小

账，把自己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

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

担当和斗争是内在统一的。勇于担

当就要敢于斗争，就要不惧流血牺牲进

行坚决斗争；敢于斗争就要勇于担当，就

要时刻挺身在前、挺起共产党人的“铁肩

膀”。每名官兵都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

底线思维，坚定斗争意志，切实增强斗争

本领，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才能

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作者单位：6622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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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科尔沁草原骄阳似火，第 78

集团军某旅一场红蓝对抗演练如火如荼

展开。该旅侦察一连二级上士田李阳带

领侦察小队连续跨昼夜执行任务，随身

携带的单兵干粮告罄，他们索性隐蔽在

一处雨裂沟内，等待物资补给。

不多时，3 架小型无人机从远处快

速 飞 来 ，稳 稳 降 落 在 侦 察 队 员 身 旁 。

田李阳一边指挥狙击手带领观察手进

行警戒，一边命令其他队员快速前出

到无人机近前，打开下方吊挂的空投

箱，取出打包的热食和单兵干粮。

“做好野战条件下后勤保障工作，

小型无人机大有可为。”该旅保障部领

导说，实兵演练中，单独遂行任务的小

分队一般距离后勤保障点较远，其随

身携带的单兵食品有时难以满足连续

作战需求，借助无人机配送物资大大

缓解了这一难题。

据了解，今年野外驻训以来，该旅

着眼作战需求提高后勤保障水平，在

实战化训练中将后勤保障分队按需编

组，锤炼对伙食、医疗、油料等要素的

保障能力。

记者在侦察一连炊事班看到，炊事

班班长汤春健正借助野战炊事平台进

行烹饪。制作完成后，他们将饭菜打包

装入餐盒，尔后连带单兵干粮一起放入

空投箱内。一切就绪后，搭载补给物资

的无人机在操控手操纵下缓缓起飞，向

一线任务点位飞去。

“借助无人机，保障物资犹如打上

了‘飞的’，突破战场后勤补给诸多条件

限制，点对点送到一线战位，助力官兵

更好地完成演训任务。”该旅领导介绍，

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尝试拓展无人机应

用范围，探索无人机投送急救药品、维

修器材等一线急需物资，提升战场后勤

保障能力。

第78集团军某旅探索野战条件下小股力量后勤保障新模式—

补给物资打上“飞的”
■綦 欢 李兴超 本报记者 牛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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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康、通讯员邹

珺宇报道：“感谢心理服务小队的悉心

帮助，让我走出低谷……”7 月下旬，正

在喀喇昆仑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师

战士小何接受“一对一”心理疏导后，信

心满满地投入训练。今年驻训以来，该

师常态化组织心理服务小队深入演训

一线，为官兵开展心理巡回服务。

“官兵心理状况直接影响部队内部

关系和战斗力建设。”该师领导介绍，驻训

地环境恶劣、训练任务繁重，加上生活条

件有限，官兵容易出现心理波动等情况，

导致产生不良情绪。为此，他们将守护官

兵心理健康作为重要工作列入师党委必

办事项，抽选军队医院心理医生和基层卫

生心理骨干，组成心理服务小队，常态化

组织心理巡回服务；结合驻训点位分散的

实际，投入使用心理服务方舱，定期为官

兵进行心理测评；逐人建立心理健康电子

档案，实时掌握更新相关数据，动态掌握

官兵心理健康状况。

心理服务小队成员、心理医生周梁

告诉记者，通过团体辅导和心理测评等

方式，他们摸排出需要重点关注的人

员，并为其提供“一对一”心理干预或疏

导服务。在开展心理巡回服务过程中，

他们还注重引导官兵辩证看待压力、释

放压力，科学缓解不良情绪，从而营造

和谐的人际关系。

前不久，该师组织心理健康筛查，

结果显示官兵心理状况普遍良好。在

上级组织的高强度战备拉动考核中，该

师官兵克服不利条件影响，连续处置多

类突发特情，受到考核组肯定。

新疆军区某师

服务小队守护官兵心理健康

本报讯 记者李倩、通讯员薛维高

报道：面对战炮怒吼、硝烟弥漫的场景，

陆军某旅首次参加演练的一名列兵情

绪紧张。导调人员根据其佩戴的智能

感应手环实时掌握生理数据，及时调派

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疏导，帮助这名列

兵顺利完成任务。

记者在现场发现，安装在各火力单

元的智能心理监测系统，能持续记录官

兵面部信息，通过数据反馈实时判断官

兵心理状态，并进行存档。针对官兵战

时心理问题隐蔽、复杂、多样等特点，该

旅借助技术手段探索完善战时心理评

估、预警、干预体系。他们区分战备等级

转换、机动集结、战斗实施等环节，在健

全战时心理工作预案基础上，协调有关

部门研发智能设备嵌入战时心理工作，

通过智能感应采集、生物指标反馈、智能

数据分析等，及时掌握官兵心理动态。

硝烟散尽。记者在该旅驻训点看

到，心理抗压训练馆、心理行为训练场、

团体应激训练厅等依次排开，成为官兵

心理咨询、情绪宣泄、身心调适的心灵驿

站。心理训练场馆设置的抢滩登陆、丛

林秘境、冲出重围等多个模拟场景，逼真

展现了车辆碾压、炮火封锁、烟雾障碍等

战场环境，让官兵仿佛置身真实战场。

科 技 手 段 助 力 提 升 官 兵 心 理 素

质。连日来，该旅官兵合力攻关，多项

课题任务取得很大进展。他们在演训

中采集的大量一手数据，为战法训法创

新提供了参考。

陆军某旅

智能设备嵌入战时心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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