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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电

视剧《亮剑》中李云龙说过的经典台词，

成为第 77 集团军某旅二营营长陆小飞

的真切感受。

一次演练，除了营属传统兵种外，二营

还得到无人机、机动通信等多个作战要素

的协同。那一仗，陆小飞打得格外酣畅。

“随着作战支援营的出现，这些作战

要素已配属到营连甚至是班排。”陆小飞

感慨地说，“这场仗，我一个营长竟打出

了‘司令员’的感觉。”

“陆营长的感叹，正是作战支援营诞

生的应有之意。”作为演练中无人机、机

动通信等作战要素的“供给侧”，该旅作

战支援营营长苏刚向记者打比方说，“如

果将这些要素比作一个个电脑外设，过

去官兵需要时得向上级申请，如今将这

些作战要素常态化配属到营连，无论是

指挥层级还是编组流程，都大为简化。”

“我们作战支援营带来的变化还不

止于此。”苏刚告诉记者，“就好比一副键

盘，偶尔拿出来用一下和天天使用它，毫

无疑问肯定是后者更为顺手。同样，如

今营连官兵和各作战要素战友一同训

练，相互磨合得更加流畅，自然能够发挥

出更大的作战效能。”

让我们跟着苏刚讲述的几段往事，

感受一名作战支援营营长的“战位观”。

作 战 支 援 营 的 出
现，颠覆了很多传统作
战观念

“侦察兵能看多远？”

调整组建后，该旅组织首次合成营对

抗演练。战幕拉开不久，蓝方指挥所就被

红方远程火箭炮覆盖，最终铩羽而归。

复盘推演，蓝方指挥员认为红方有

作弊之嫌：“你们的侦察兵连我们的防御

前沿都没突破，怎么可能隔着重重群山

看到我方指挥所呢？”

“谁说侦察兵一定要前出侦察？”面

对质疑，红方指挥员祁建亮明“杀招”：

“根据电子侦测情报，我方成功发现你方

指挥所阵地。据此，我方确定打击方案，

根本用不着派出侦察兵。”

原来，此次演练前，在作战支援营营

长苏刚的建议下，祁建向导调组申请了

一个电子对抗排加入战斗。恰恰是凭借

新的作战要素，让祁建“看”到了蓝方指

挥所阵地。

“侦察兵能看多远？”此役过后，官兵

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在作战支援营的帮助下，答案是

‘超视距’。”尝到了新的作战要素带来的

甜头，祁建不免感慨：“作战支援营的出

现，颠覆了很多传统作战观念。”

对于祁建的说法，苏刚深表认同。

他以自己的“外设理论”举例说：“普通人

使用键盘打字，每分钟能打 90 个字已十

分难得；可使用语音输入设备，在人们说

话的同时，文字同步完成录入。”

“有了外设的帮助，打字靠嘴而非用

手，这难道不是观念的颠覆吗？”苏刚接

着说，“未来作战同样如此。”

就这样，一场演练引发的头脑风暴，

让官兵们开始思考：作战支援营这个“外

设”，究竟还能带来哪些变革？

某营火力连连长洪亚斌，是其中一

场变革的亲历者。

这天，火力连如往常一样组织实弹

射击。首发试射过后，配属在连队的无

人机操作手，迅速利用悬停在弹着区上

空的无人机捕捉炸点，并将画面实时回

传至阵地。借助反馈画面，各炮班调整

后迅速完成第二轮齐射，炮弹全部精确

命中目标。整个过程，洪亚斌没有下达

过一道口令。

“过去可不是这样。”洪亚斌告诉记

者，火炮射程较远，炮阵地无法直接观察

弹着区，连长会在二者之间设置的观察

所中，通过观察炸点向炮阵地告知修正

量后完成射击。“这一来一回难免要出现

空档期，对手完全可以在试射后迅速撤

离，甚至是回击。”

“无人机相当于一双‘千里眼’，不

仅 可 以 快 速 修 正 位 置 ，还 可 以 直 观 地

评 估 毁 伤 效 果 ，甚 至 能 做 到‘ 追 ’着 敌

人打……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谈

及 配 属 要 素 发 挥 的 作 用 ，洪 亚 斌 说 ，

“ 如 此 一 来 ，无 论 是 训 法 、战 法 都 会 随

之改变。”

电 子 对 抗 排 成 为 合 成 营 的“ 撒 手

锏”，无人机成为火力连的“千里眼”，机

动 通 信 要 素 成 为 战 斗 班 组 的“ 顺 风

耳”……记者在该旅座座训练场上看到，

随着一个个作战支援要素投入使用，许

多原本的“不可能”变为“可能”，不少“可

能”正在演化出“更多可能”。

作战支援要素就该
像鼠标、键盘一样，做到
即插即用

前脚登上领奖台，后脚就作检查……

回忆起几年前的那场综合演习经历，作战

支援营机动通信连一级上士李海波直言：

“就像是坐了趟过山车。”

原来，在那场综合演习前几个月，李

海波所带的通信保障组配属到合成一

营，与该营官兵共同训练。

“一营的战法特点是啥？他们习惯

于什么样的通信组网模式？这些我都门

清。”李海波说，经过几个月的磨合，他们

与一营官兵的配合越来越默契。后来一

营营长严扶锋评价说：“就好像是我们营

自己的兵。”

“‘自己的兵’保障‘自己的任务’，当

然得心应手。”李海波说，在随后综合演

习的首场战斗中，他所带的通信保障组

高标准地完成了协同任务，并因此被一

营党委推荐为“演习先进班组”，登上了

领奖台。

首 战 告 捷 后 ，李 海 波 再 次 临 危 受

命 —— 配 属 侦 察 营 ，立 即 参 加 下 一 场

战斗。

然而，令李海波没想到的是，通信

保 障 组 到 了 侦 察 营 却 出 现“ 水 土 不

服”，接连发生因配合不默契导致战场

通 信 开 设 不 及 时 、伪 装 不 到 位 致 使 侦

察 行 动 暴 露 等 问 题 ，最 终 拖 了 侦 察 营

的后腿。

随后复盘总结，李海波主动登台作

检讨。

“在一营表现得如虎添翼，到了侦察

营出现‘排异反应’，这是为啥？”这次演

习，让作战支援营营长苏刚不得不开始

思考作战支援要素通用化的问题，“未来

战场态势瞬息万变，配属力量可能随时

重新编配，作战支援要素如何才能做到

配 属 到 哪 里 ，就 能 够 在 哪 里 发 挥 出 作

用？”

“这并非难事。你看每个鼠标、键盘

不都可以‘即插即用’嘛，只要设备接口

和使用协议一致就行。”一次闲聊，信息

保障科科长郗元虎的一番话启发了苏

刚：“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把我们每个

作 战 支 援 要 素 ，都 改 造 成‘ 鼠 标 ’‘ 键

盘’！”

定下思路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通

用化改造”，随之在作战支援营拉开序

幕。

为避免作战支援要素在配属不同分

队 时 出 现“ 水 土 不 服 ”，苏 刚 要 求 各 班

（组）长必须熟悉掌握合成营通用战术战

法，以及各兵种营的相关基础知识；改变

以往固定配属方式，让各作战支援要素

定期流转轮换，加强配属力量与不同分

队间的协同。对此，苏刚打了个比方：

“这就像是为每个作战支援要素安装了

通用接口，无论在哪台‘主机’上使用，都

能够轻松接入。”

“这是硬件层面的匹配，想要做到

作 战 支 援 要 素 通 用 化 ，还 需 要 软 件 层

面的支持。”苏刚话锋一转，“为解决这

个 问 题 ，我 和 营 里 专 业 技 术 骨 干 逐 营

逐 连 征 求 意 见 ，最 终 形 成 了 一 套 统 一

的 作 战 支 援 保 障 协 同 方 案 ，内 容 涵 盖

要素编组、配属流程、指挥用语等多个

方面。”

作战支援营的“通用化改造”效果如

何？

去 年 年 底 ，一 场 实 兵 演 练 再 度 开

战。为检验创新成果，苏刚主动向导调

组申请，采取现场抽签的方式配置作战

支援力量。

配属力量与作战分队配合默契、官

兵对作战支援要素的运用如臂使指……

面对这种临时“拉郎配”的做法，作战支

援营派出的 10 余个配属班组均完成了

预定任务。

“未来战场，当一个作战支援要素战

损 后 ，就 能 立 即 替 补 一 个 新 的 要 素 上

场。”苏刚对记者说，“这就好比你的鼠标

坏了，换一个插上就行，不至于因为一个

外设故障而影响整体使用，进而耽误了

战机。”

分队执行任务有什
么需求，我们就提供什么
功能

“难道我需要一台冰箱，还得自己学

会怎么去组装吗？”

一次演练复盘，合成四营营长钱敏

的这句发问，让苏刚记忆深刻。

那次演练，四营奉命担负某新战法

试训任务。为保障此次任务能够成功，

苏刚毫不吝啬地在各作战支援要素中抽

调精兵强将，配属给了四营。

按理说配属力量到手，四营完成任

务应当游刃有余。可现实是，不少来自

作战支援营的官兵竟在演练中坐上了

“冷板凳”，全程没有派上用场，导致试训

任务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你们所需要的作战支援要素，我全

都派给你了。”演练复盘会上，面对钱敏

的诘难，苏刚解释道：“要怪，也许只能怪

你们自己没有使用好配属力量。”

闻此，钱敏快人快语：“这就好比我

需要一台冰箱，你却给了我一堆零件，然

后怪我不会组装？”这番话，顿时让苏刚

哑口无言。

“钱营长的发问，让我开始学会站

在 使 用 方 的 角 度 去 思 考 问 题 。”事 后 ，

苏 刚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 对 于 分 队 而 言 ，

他 们 需 要 的 是 依 托 我 们 实 现 作 战 功

能 ，而 非 简 单 的 要 素 、人 员 、装 备 配 属

堆叠。”

“可是，究竟该如何给用户提供功能

而非零件？”一番思索后，苏刚将目光投

向桌案上的一台计算机，“这是前些年学

习视频剪辑时，我去电脑城装配的计算

机。”

“其实我们作战支援营，就好比电脑

城的商家——你去买电脑，只需告诉商

家是要用来打游戏还是办公用，至于具

体选用什么配置、如何组装，你大可交给

商家去处理。”苏刚继续说，“同样的，无

论分队需要的是战场侦察、火力引导还

是通信保障哪一种功能，都只要向我们

提出需求就好，至于如何实现这些具体

功能，则是我们作战支援营该考虑的事

情。”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苏刚开始带着

营里的官兵搭起“积木”：全营大大小小

数百个作战要素，要实现某些作战功能

应当如何设计、各要素之间搭配能起到

什么效果、不同要素间能否兼容……经

过官兵们一次次尝试、编组、演练、论证，

作战支援营最终开发出 10 余个功能性

作战支援模块，基本能够满足分队作战

需求。

前段时间，该旅年度综合演练拉开

序幕。与其他合成营指挥员坐镇本级

“中军帐”不同，在旅机关指挥方舱内，有

一个专属于苏刚的指挥席位。

“道路被毁，需要迅速前出开辟通

路 ”“ 我 方 遭‘ 敌 ’电 磁 干 扰 ，需 实 施 反

制”……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来

自 分 队 指 挥 员 的 配 属 需 求 纷 至 沓 来 。

只 见 苏 刚 忙 而 不 乱 ，根 据 各 分 队 的 需

求 ，及 时 将 对 应 的 功 能 性 作 战 支 援 模

块补充至前线。

对于这种随用随叫、随叫随到的作

战支援要素配属方式，各合成营的主官

纷纷给出好评。其中，合成三营营长张

玉飞的形容最为贴切：“这就好比我需要

通信，作战支援营送来了电台；我需要侦

察，他们就递上望远镜。”

“至于这些功能如何去实现，合成营

指挥员完全用不着操心，只管上手使用

就好。”苏刚接过话茬，“如此一来，在作

战支援营的保障支援下，他们便可以集

中精力，将更多的心思投入到战场筹划

和指挥当中。”

一名作战支援营营长的“战位观”
■刘群芳 本报记者 郭丰宽 特约记者 李佳豪

每年新兵定岗，第 77 集团军某旅作

战支援营营长苏刚都会以一堂军事理论

课，作为他们入营的“见面礼”。

“新兵们只有弄懂了这堂课，才算初

步了解作战支援营。”苏刚说。

“有谁知道，什么是‘外设’？”

抛出这个问题后，苏刚将讲台上的

笔记本电脑举在半空继续说：“‘外设’是

计算机外部设备的简称。类似鼠标、键

盘、外置光驱、移动硬盘，还有这块专门

用来画图的数位画板，它们都称为‘外

设’，其作用是为计算机提供各种各样的

拓展功能。”

还 没 等 新 兵 搞 懂 他“ 葫 芦 里 究 竟

卖 的 是 什 么 药 ”，苏 刚 就 将 一 幅 简 笔

画 投 在 幕 布 上 ，并 随 机 选 择 3 名 新 兵

走 上 讲 台 ：“ 大 家 都 会 用 电 脑 吧 ？ 我

想 让 你 们 3 人 临 摹 一 下 这 幅 简 笔 画 上

的图案。”

随后，苏刚又分别对这 3 人提出要

求：“第一个人使用笔记本电脑自带的触

控板，第二个人使用鼠标，第三个人使用

这块数位画板，你们比比看谁画得又快

又好。”

自作战支援营组建以来，苏刚已重

复过无数次这个小实验，每次得出的结

果都如出一辙：3 名新兵临摹简笔画的

用时不一——使用触控板的最慢，使用

鼠标的次之，而使用数位画板的那名新

兵不仅用时最短，而且临摹出来的图案

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

“完成同样一项操作，是否使用外

设、使用什么外设，效果完全不一样。”此

时，苏刚切入正题，“对于画图而言，使用

数位画板这一外设，可以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未来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多作战

要素的较量，赋予作战编组更多样、更高

效的功能，能够帮助官兵们更好地完成

预定任务，这是我们作战支援营的职责

所在。”稍作停顿后，他抛出自己总结的

“外设理论”：“如果说合成营是一台计算

机，那我们营扮演的就是类似这块数位

画板的‘外设’角色。”

入 营“ 第 一 课 ”
■本报记者 郭丰宽 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贾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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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组建后，我从原来的电子对抗

团转隶至旅队，成为作战支援营首批官

兵之一。这些年，我最大的感受是自己

离战场更近了。

过去，我们常随军、师一级指挥所

行动，执行战役层面上的任务。如今，

随着作战支援营成立，我们与各种作战

支援要素编入营连甚至班排，平时和其

他战友一同训练，战时随一线分队和班

组一同行动。可以说，我们已成为信息

化作战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回顾军旅生涯，我庆幸自己一直战

斗在电子对抗的无形战场，亲历着电子

对抗兵种的发展进步，追赶着信息制胜

的脚步。我相信，新生的作战支援营未

来大有可为。

未来大有可为
■一级上士 史 鼎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狙击手，有着

“一枪毙敌”的硬功。可在定岗时，我被

分配到作战支援营。相比摆弄各型信

息化装备，我更向往其他营官兵整日操

枪弄炮的生活。不过，去年的一次演

练，让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那次演练，我被编入侦察分队执

行 通 信 保 障 任 务 。 翻 越 几 座 雪 山 达

坂 后 ，我 和 战 友 们 终 于 在 一 处 山 谷

内 ，摸 清 了“ 敌 ”补 给 库 的 具 体 位 置 。

由于地形限制，分队与指挥所的无线

电 通 信 中 断 ，眼 看 战 机 稍 纵 即 逝 ，侦

察连战友们焦急万分。此时，我利用

携 带 的 新 型 通 信 设 备 成 功 将 情 报 传

回 ，帮 助 炮 兵 上 演 了 一 场“ 火 烧 乌

巢 ”。 事 后 ，侦 察 连 战 友 纷 纷 为 我 点

赞。

从那以后，我对自己的岗位感到格

外自豪。

（孙 翔、李佳豪整理）

战友为我点赞
■上等兵 陈俊杰

图①：第 77 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要素

嵌入机动演练。 黄腾飞摄

图②：第 77 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营

长苏刚操作通信装备。 月斓霖摄

图③：第 77 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官

兵学习讨论理论知识。 许国锋摄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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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