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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这个时候，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都格外繁忙。作为检验部队训练成果的“磨刀石”，基地汇聚了来自各军兵种的多支部队，他们人装齐
备，在大漠深处演练、探索、成长，在一场场实战化演练中检验成果、收获经验。

基地一隅，有一个人数不多但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默默为演训场上的部队提供保障，也参与并见证着这里的变化和发展。他们就是北部战
区某调度中心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站的军代表们。

夏末秋初，记者探访朱日和，站在绵延千里的铁路线旁，目睹各式装备从这里驶向演训场。正是这样一条条纵横交织的国防运输线，构筑起
直达战场的立体“大动脉”，为实战化军事训练源源不断贡献力量。

着眼“准”与“快”

保障理念向服务作战转变

清晨 5 时，军代表张威伟穿好迷彩

服、作战靴，来到火车站台，开始一天的

工作。

这天的任务是卸载。张威伟反复检

查装备卸载情况，指导官兵解除固定装

备的捆绑器材。他时而爬上平车，查看

装备是否在运输途中出现塌陷，时而看

看手表，确定能否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卸

载任务。

“ 虽 然 工 作 年 复 一 年 ，但 常 干 常

新。最大的感触就是火车拉来的装备

一年一个样！”张威伟边工作边对记者

说，他刚来朱日和时，见到过需要牵引

的火炮和又喷黑烟又喷油的老式装甲

车，现在则是机动能力更强、威力更大

的新装备。

此时，一支部队在站台前集结。一

回头，张威伟看见了第 78 集团军某旅旅

长季卫星。“他们旅最近 3 年经历 3 次换

装，对我们也提出了考验。”每次有新装

备入场，军代表们都要了解装备的参数、

性能和特点，拟制装载运输预案，并与多

个部门协调论证可行性。

近几年，该调度中心开始探索装载

加固一案通用政策。部队只需按统一方

案实施装载，就可以在调度中心范围内

畅行，不必每到一个铁路局管辖区域都

重新提交方案。“这让我们能准确把握标

准，节省拟制和审批装载方案的时间，提

升装载效率。”某旅运输投送科助理员张

建峰说。

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投送能力，必

须坚持以战领建、抓建为战。该调度中

心还协调有关部门，采取优化运行计划、

简化作业流程、压减站停时间、强化调度

监控等办法，不断提升运输效率。

在该调度中心管内，以往从辽宁某

地到山东某地只能陆上绕行，现在随着

改革深入推进，已实现了两地铁路轮渡

整建制部队输送，投送距离缩短 1000 余

公里。

把握“统”与“专”

保障模式向多维立体转变

又起风了。

大风卷起漫天黄沙，直往脸上刮，军

代表杨斌忙让记者到办公室。征得同意

后，记者翻开办公桌上的一本运输手册，

里面记录着铁路、水路、航空等多种投送

方式的工作规范。

投 送 方 式 从 单 一 模 式 向 铁 路 、公

路、水路、航空综合运用转变，投送范围

从战区内短距离机动向跨区跨境远距

离投送延伸……调整改革以来，运输投

送正逐渐实现由“平面投送”向“立体投

送”、“近域投送”向“远域投送”、“粗放

投送”向“精确投送”的战略转型，军代

表的职能也在不断拓展。张威伟说，过

去自己只负责保障铁路运输，如今还要

负责多个机场和车站的运输投送保障

任务。

第一次组织航空运输，张威伟就遇

到了复杂的跨国投送任务。因为对一些

规定细节不太熟悉，他一边查规章，一边

请教负责相关工作的业务骨干，由于没

考虑到证件时限问题，差点耽误任务进

程。这几年，他参与了与部队互为条件

训练、与企业互为平台训练，以及群众性

岗位练兵等多种培训，多领域保障能力

得到提升。

“ 被 时 代 浪 潮 推 着 跑 ，越 跑 越 心

慌。我们必须适应多种形式的运输投

送保障，主动领跑，才能更好对接未来

战 场 。”调 任 该 站 领 导 前 ，张 光 明 曾 负

责 某 港 的 军 事 运 输 工 作 。 2021 年 以

前，受船舶型号和潮汐影响，该港无法

实现军舰全时在港靠泊。他们在充分

调 研 论 证 、广 泛 征 求 各 部 队 意 见 的 基

础 上 ，向 上 级 提 出 改 建 泊 位 的 建 议 方

案 。 如 今 ，该 地 区 水 路 军 事 运 输 投 送

效能大幅提高。

该调度中心还组织所属军代室与

各驻地相关部门共同研讨，畅通军供保

障工作协作机制，打破军地之间、各行

政区域之间的壁垒，推进军供保障从定

点供应向区域机动供应转变、从小批量

常规供应向大批量多点位同时供应转

变，为部队提供全时全域全方位的后勤

保障服务。

“以前，我们从驻地机动到朱日和，

途中有近 1000 公里没有军供站。如今

军供站多了，而且从单一饮食服务，拓展

为餐饮、住宿、医疗综合服务。”说起这

些，第 78 集团军某旅参谋长王金虎和官

兵都有切身感受。

围绕“走”与“打”

机构定位向备战打仗转变

战车轰鸣启动，枪弹已然上膛，一

场实兵对抗演练在漫天风沙和硝烟中

打响。

“前方铁路损毁，请组织抢修！”没有

预 案 脚 本 ，一 场 紧 急 抢 修 任 务 迅 即 展

开。接到陆军某旅反馈的情况后，该站

军代表立刻出发，没过多久，铁路线路重

新连通。

“如果打起仗来，没有强大的战略

投 送 能 力 作 保 障 ，部 队 很 可 能 寸 步 难

行 ，更 谈 不 上 武 装 力 量 的 多 样 化 运

用。”该旅保障部副部长张晓睿的感慨

不无道理。

近年来，部队训练演习更贴近实战，

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站也被赋予了更多

备战打仗的职责使命。

演 练 中 ，导 调 组 突 然 下 达 临 机 课

目：“固定站台被炮火损毁，请组织应急

卸载。”眼看某旅车队即将到达，军代表

们迅速出动野战站台车，10 多分钟就架

设好临时站台。军代表韩晋告诉记者，

以往部队进驻训练场后才正式开始演

习，如今只要进入基地站，战斗就已经

打响。同时，应急装卸载、应急军供、线

路抢修、战场防卫等课目都纳入了考评

内容。

“拥有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才能

掌 握 军 队 行 动 自 由 权 ，才 能 在 战 争 中

有 效 开 局 、控 局 和 收 局 。”该 调 度 中 心

主 任 马 东 辉 表 示 ，联 勤 保 障 部 队 成 立

后，运输投送系统进一步整合，他们针

对 核 心 职 能 理 顺 协 同 关 系 、畅 通 调 度

链路、严格调度指令，不断强化作战支

撑保障功能。

凌 晨 2 时 ，演 训 场 依 旧 炮 火 轰 鸣 。

“有效运用投送手段，快速机动兵力，让

部队能够‘到站’即‘开战’，是我们的职

责，也是打赢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张威伟说。

直达战场的立体“大动脉”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胡 月 吕江磊

前不久，鄂北某军用机场，一场实战

背景下的空降特种作战演练在数架战鹰

轰鸣中，正式拉开帷幕。

在队长张小斌的带领下，空降兵某

部特战队员们以翼伞集群伞降的方式，

从数千米高空一跃而下，直插“敌”指挥

所。在现场观摩的前队长史建强表示，

从以往出动声势较大，到如今隐蔽、精

准、快速对目标实施点对点打击，这

几年，官兵战斗力有了新飞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

们 一 定 要 矢 志 强 军 伟 业 、聚

力开新图强，在有效履行使

命中提升对战斗力的贡

献率。”走下演练场，张

小斌说。

4 年 前 ，张 小

斌刚接任队长，上级就提出要着眼全域

作战，拓展空降特种作战专属技能。这

就要求他们必须具备武装高空翼伞远程

渗透能力。

为了适应战场需求和作战任务的变

化，张小斌带头参加高强度、高危课目训

练。从基础理论到操纵训练，从徒手跳

伞到武装翼伞跳伞……他们在几个月的

时间里完成课目转换。

编制体制调整后，面对首次联合作

战体系实兵检验性演习，张小斌白天组

织官兵开展针对性训练，晚上带领干部

骨干研究拟制方案计划，推演创新战法。

2020 年，全方位考验终于来临。已

有 200 余 次 伞 降 经 历 的 特 战 队 员 李 九

一，想起那次高空翼伞集群伞降经历，仍

觉得“回味无穷”。

暗夜，战鹰轰鸣。舱门缓缓打开，寒

风裹着引擎的噪音冲入机舱。“我第一个

跳！大家跟上！”李九一抬头，只见队长

已经跃出舱门，队员们一个个紧跟其后，

他也来不及多想，跟着一步迈出。瞬间，

世界只剩下耳旁呼呼的风声。“嘭”的一

声，降落伞顺利张开，李九一睁开眼，周

围一片漆黑，仿佛跳进了一池浓墨。“跟

紧前一名，在二号着陆点着陆。”听见耳

机里传来队长坚定的口令，李九一瞬间

心安。

两天三夜，官兵们圆满完成了 30 余

项演练内容。

猛虎添翼 立体突击
■杨越旺

创新某雷达测试方法，使连射弹

药测试距离差大大缩小，实现多目标

同时测试、分别提取；改进数据处理方

式，使雷达目标径向速度分辨能力大

幅提高；改进落点外推算法，坐标精度

大幅提高……这是陆军某试验训练区

高级工程师冷雪冰入职以来，取得的

一些成果。

弹道测量，是一个与以米、秒、帕为

计量单位对数据“锱铢必较”的过程。

多年前，在某型靶弹测量任务中，

还是普通技术人员的冷雪冰发现，本应

平滑的弹道速度曲线有极其微弱的起

伏。当时有人说，这些微小波动不影响

试验结果，可以忽略不计。

“ 输 赢 可 能 就 在 这 一 分 一 秒 、一

毫 一 厘 之 间 。”在 缺 少 参 考 资 料 的 条

件下，冷雪冰和战友们踏上了探索之

路 ，由 此 ，一 个 世 界 雷 达 研 究 领 域 亟

待 攻 克 的 前 沿 课 题 —— 微 多 普 勒 效

应 走 进 他 们 的 视 野 。 如 果 能 把 这 个

课题研究透，必将使雷达目标识别能

力 和 对 外 弹 道 特 性 的 认 识 理 解 跃 升

到一个新高度。

“那么多专家都没攻克的难题，他

们能拿下吗？”面对质疑，冷雪冰和战友

们从未动摇。当时试验条件简陋，他们

就自主研制简易试验设施；没有训练器

材，就自主开发模拟系统。2014 年，冷

雪冰团队终于攻克了这个课题，研究成

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并成功应

用于远程压制、防空反导和装甲突击类

武器的试验测试任务中。

试 验 连 作 战 ，责 任 重 如 山 。 2018

年，在某型穿甲弹实物竞标试验中，某

厂 家 生 产 的 炮 弹 10 发 中 有 1 发 未 中

靶。有人认为，这对射击精度虽有影

响，但只是“毫发之差”。

“毫发之差”究竟“差”多少？冷雪

冰 从 目 标 的 形 状 大 小 及 飞 行 规 律 入

手，分析雷达目标特性和信号变化规

律，对卡瓣、弹芯和发射时产生的破片

进行辨识，最终得出结论：炮弹未命中

目标的原因是弹芯发生断裂。面对严

谨分析，厂家心服口服，重新改进该型

穿甲弹。

“我们赶上了武器装备事业飞速发

展的好时代，只有把武器装备磨砺得好

用、管用、耐用、实用，才能无愧时代、无

愧战位。”10 余年来，冷雪冰转换于不

同的经纬坐标，先后解决重大试验技术

难题 50 余个，被评为陆军首届“四有”

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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