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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一思

历时 18 天，航程近 4000 海里，巡诊

岛礁，开展手术 60 余台次……前不久，

海军友好号医院船完成西沙南沙岛礁及

海域巡诊任务，归航靠泊母港。

据了解，此次医院船巡诊人员由南

部战区海军第一医院派驻。针对海防官

兵常见病症，该医院专门遴选多个科室

的 40 余名骨干组成医疗队，科学制订巡

诊计划，精心准备器材药材，确保为驻岛

官兵提供精细、全面的医疗服务。

驻守南沙某礁的战士梁国东，脚底

有痛性包块，他认为是普通“鸡眼”，因此

未放在心上。医疗队上门巡诊时，对其

病情进行初步筛查，并迅速派出小艇将

梁国东转运到医院船就诊。经医生会

诊，最终诊断他的脚底包块为跖疣，并实

施抗病毒配合冷冻治疗。

航行一路，服务一路。每到一个岛

礁，医疗队员都会走上阵地、深入战位，

为守礁官兵开展体检和心理服务，利用

信息系统分析岛礁常见疾病分布和诊疗

需求；通过座谈交流、实地巡诊等方式听

取官兵意见建议，进一步提升卫勤服务

质量。

“对于基层军医来说，只有不断总

结 救 治 实 践 经 验 ，才 能 提 升 技 能 水

平。”全程参与巡诊的东门礁军医梁海

辉，在医院船专家指导下，不仅扩充了

专 业 知 识 ，还 掌 握 了 一 些 常 见 伤 病 治

疗 方 法 。 据 介 绍 ，医 疗 队 队 员 积 极 与

基层单位军医、卫生员结成对子，通过

一对一帮带提高基层单位常见病诊治

能力。

“为兵服务，解兵之忧，是医院船的

职责所在！”该医院船领导说，他们将聚

焦基层官兵健康需求，在进一步细化举

措基础上，常态化开展岛礁医疗巡诊，以

更优质的服务温暖驻岛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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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卷云涌，铁翼飞旋。近日，第 74

集团军某陆航旅携手某特战旅开展实

兵演练。接到指令后，数架直升机搭载

特战队员向目标地域快速机动。飞行

途中，薄雾骤起，“敌”防空力量趁机从

后侧偷袭，护航直升机一时无法进行有

效打击。

此时，特战小队指挥员吴盛杰仔细

观察后作出规避提示，运输直升机飞行

员匡准迅速进行超低空战术机动，并不

断调整飞行姿态。在武装直升机火力

掩护下，特战小队机枪手刘永恒果断开

火，成功摧毁目标。

“飞行员与特战队员携手制‘敌’，

是两个单位协同提升体系练兵水平的

缩影。”某陆航旅领导介绍，直升机火力

和突防能力较强，但易被“敌”发现锁

定。演练前，他们与特战队员进行多次

磨合，并展开强化训练；演练中，特战队

员为直升机飞行员提供侧翼、后翼观

察信息，并借助加装在舱门处的机枪对

“敌”实施火力打击。

今朝沙场显威，源自不懈探索。之

前，这两个旅曾携手执行机降任务。当

时，飞行员选择机降地点着陆时，忽略

了特战队员的隐蔽需求，以至于特战队

员离机后暴露于“敌”视野，最终导致行

动失败。

“考虑到机降安全，飞行员避开丛

林地带，选择在地势相对平坦开阔的

地域着陆无可厚非。但对特战队员来

说，在开阔地带机降无异于将自己暴

露给对手。”复盘时，飞行员与特战队

员结合演练细节进行深入交流，逐一

梳理排查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大家认

识到，体系练兵不是临时“搭台唱戏”，

更不是简单的“1+1”组合，只有善于打

破专业壁垒、消除协同盲区，才能实现

各作战要素的有机融合，从而锻造作

战“黄金搭档”。

为此，双方着眼协同作战需要，统

筹训练计划，通过互聘教员、互组搭档

常态开展联演联训，逐步强化官兵全局

意识、协同思维；打通陆航直升机与特

战无人侦察机情报链路，让协同侦察更

加精确高效；开设多类训练场，拓宽飞

行员与特战队员的专业合作，使双方协

同从起降配合延伸到作战全程。

猛虎插鹰翅，鹰虎同生威。“随着两

支劲旅协同训练的不断加深，体系练兵

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实。”据某特战旅

领导介绍，他们紧盯体系练兵前沿问题

常态化开展研练攻关，创新多项战法训

法，多次携手完成上级赋予的重大演训

任务。

第74集团军某陆航旅携手某特战旅提升体系练兵水平—

协同融合锻造“黄金搭档”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许浩杰 钟俊杰

“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

这几年，体系练兵的“冲击波”深刻影响

着部队组训模式和官兵思维方式。党

的二十大报告又对“深化联合训练”提

出要求。事实上，任何单一军兵种都难

以主宰战场行动，任何作战行动都离不

开体系的支撑。惟有不断促进要素协

同、强化体系练兵，不同的“硬指头”才

可能攥成能打胜仗的“铁拳头”。

部队演训犹如锻铁冶钢，而体系练

兵正是那个“大熔炉”，不仅需要各要素

淘去“杂质”、练精练细，更需在体系中找

准定位、练硬练强，在高温烈火中不断熔

淬，直至重塑定型，才能锻造出全新的制

胜合金。换句话说，只有战场诸要素联

合起来攥成铁拳，才能实现战斗力倍增。

体系作战意识需要从平时抓起，从

每一名官兵抓起。我们必须注重在实践

中加强问题研究，跳出各自为战的旧思

维，牢固树立体系作战思维，立足每一次

训练打牢合成基础、协同基础，不断强化

协同配合的主动性和熟练度。同时，加

强学习体系作战知识，补齐能力素质短

板，以过硬的战斗本领制胜未来战场。

把“硬指头”练成“铁拳头”
■朱 江

短 评

本报讯 赵文彦、陈子林报道：“发

现‘敌’坦克，集火射击，歼灭！”10 月上

旬，南国丛林，第 72 集团军某旅官兵正

在开展进攻战斗演练。与以往不同的

是，此次演练中的排指挥员，由装甲特级

技师、二级上士时虎担任。这是该旅注

重岗位赋能，锤炼军士人才队伍的一个

场景。

“只有加强岗位锤炼，才能切实提升

人才队伍素质。”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在

演训中区分军士参谋、专业教头、指挥班

长等，组织军士结合岗位任务进行课题

攻关，强化实战能力。同时，为推动部队

训练水平整体跃升，他们还分别在旅、

营、连多个层级设立“首席教练员”岗位，

组织训练尖子和专业骨干依照专业和岗

位要求开展课目教学；采用以老带新、示

范带动等方式，帮助初级军士快速提升

遂行任务能力。

“计算诸元、测定距离、修正弹着点

是炮手的基本技能，直接关系到射击的

精准度。”在该旅合成一营举行的业务培

训班上，首席教练员、三级军士长张传琦

结合实弹射击经验，为战友讲解突发情

况处置规程，赢得好评。走出教室，下士

李鑫亮欣喜地说：“张班长的授课干货满

满，让我受益匪浅。我一定将所学运用

到实际训练中，不断提升技能水平。”

为切实抓好人才培养，该旅党委还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出台举措，开展跨岗

位锻炼，并鼓励军士结合自身实际拓展

专业学习领域，着力培养一批懂指挥、通

战术、技术精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他

们还将结合练兵备战实践优化军士职业

发展路径，进一步完善培养方案，提高人

才使用与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第72集团军某旅

岗位赋能助力军士成长

本报讯 邹珺宇、蒋近近报道：深秋

清晨，新疆军区某团在高原驻训场展开

一场实战化演练。一营官兵依令向陌生

地域开进时，战车突然“趴窝”。面对突

发特情，营长邵天帅运用车载指挥信息

系统向修理方舱下达维修指令，维修技

师何安林迅疾带队前出，完成抢修。

“演练中，我们通过车载指挥信息系

统，将侦察、通信、保障等要素纳入‘一张

网’，从而实现指令一键直达末端。”邵天帅

说，借助这一系统，各级指挥员能直接指挥

到单车单炮，各作战要素间能及时共享战

场信息。通过系统升级，指挥层级之间信

息流转更加快速便捷，配属作战力量与指

挥所、侦察体系和武器平台等实现信息共

享，形成了侦、控、打、评信息闭合链路。

此前，为充分挖潜信息化装备性能，

他们专门邀请技术专家上门指导，在升

级完善车载指挥信息系统基础上，更新

了装备通信参数，优化了战时编组网络

规划，确保作战指挥链路高效畅通。

演 练 现 场 ，指 挥 车 接 到“ 敌 ”情 通

报。侦察分队迅速前出侦察，将目标方

位等要素传送至营指挥车，邵天帅通过

车载指挥信息系统将目标信息传送至各

炮。炮长谭鹏沉着冷静操作火炮终端，

快速输入数据并完成射击准备。随着一

声令下，炮弹出膛，目标被覆盖。

硝烟未散，侦察分队及时将收集的

射击数据和目标毁伤情况传输至营指挥

车，营指挥车运用车载信息系统解算修

正诸元。随着数据精准传输至各作战单

元，官兵迅速修正射击诸元，做好再次射

击准备。据了解，此次演练，该团重点围

绕指挥控制、力量编组、火力运用等展

开，锤炼了官兵实际作战能力。

新疆军区某团

系统升级畅通指挥链路

上等兵姜大灯，终于可以骄傲地告

诉家人，自己成了一名真正的狙击手。

当一名狙击手，是上等兵姜大灯入

伍前的理想。孰料，新兵下连时，他却

被分配到武警四川总队达州支队机动

一中队，当了一名步枪手。

“步枪手与真正的狙击手之间有多

大差距？”那段时间，姜大灯总是缠着班

长排长问。一时间，官兵都知道，“新来

的姜大灯做梦都想当狙击手”。

“狙击手集训可谓高手云集，没有两

把刷子是很难‘挤’得进去的。”战友的回

答并未浇灭姜大灯的热情。为了圆梦，

他扎实训练好专业之余，常常跑去向特

战中队的狙击手请教技能方法。

“如果能参加狙击手集训，那该多好

啊！”经过勤学苦练，姜大灯的射击技术

日益精进。不再满足于自我“开小灶”，

他想直接参加狙击手集训，接受更加系

统也更为严格的训练，早日实现狙击梦。

好事多磨。姜大灯不止一次报名

参加狙击手集训，均未能如愿。对于选

谁参加狙击手集训，各中队都有自己的

考量：训练尖子技术精湛、经验丰富，集

训中大多能取得好成绩；新战士虽积极

性高、潜力大，但大多基础薄弱，若集训

成绩不佳，会影响连队排名。因此，为

在集训考核中赢得荣誉，中队更愿意推

荐训练尖子参训。久而久之，弊端也渐

渐显露：尖子越训越“尖”，其他官兵与

训练尖子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制约了部

队整体训练水平提升。

“能不能改进狙击手集训模式，让

有意愿的官兵参与进来？”官兵恳谈会

上，姜大灯鼓起勇气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一建议引起该支队党委一班人的

重视。为此，该支队领导专门召开座谈

会，并到基层深入调研。今年狙击手集

训开始前，支队专门下发通知，鼓励各中

队素质过硬的义务兵积极报名。

接到通知当晚，姜大灯就报了名。

经过综合评选，姜大灯成功入围集训。

此后，他在战友帮助下科学制订了强训

计划，并多次向特战队员请教技能提升

方法，有效提高了射击水平。

山深林静。瞄准镜中，目标一晃而

过，一声枪响破空，300 米外的移动靶标

随即倒地。“姜大灯，运动目标射击 100

分！”考核成绩揭晓，姜大灯兴奋不已。

“除了姜大灯，此次集训还有好几个

新面孔崭露头角，考核成绩都不错。”该

支队领导说，下一步，他们将深入抓好集

训成果转化，围绕重难点课目进行强化

训练，以集训带动整体训练水平提升。

武警四川总队达州支队积极改进狙击手集训模式—

“新面孔”参训崭露头角
■刘 畦

10月上旬，空军航空兵某旅开

展空战对抗训练，锤炼官兵作战技

能。图为战机返航着陆。

胡鸿宾摄

金秋时节，武警安徽总队机动

支队组织特战官兵开展强化训练，

提升技战术水平。

马守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