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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引

言

新军事变革浪潮汹涌，军用标准化战略性、全局性、支撑性作用日益
凸显。适应军队组织结构日益复杂、专业分工愈加精细、联战联训逐步
深入的发展趋势，着眼推动联合训练真正“联得起来、实得起来、落得下
去”，迫切需要加速推进联合训练标准化建设，树起标准化、规范化、精准
化的实战标杆，努力实现联合训练与联合作战的无缝对接，引领联合训
练在标准化轨道上向更高水平发展。

建设一流军队需要

一流标准

标准体现生产力，象征软实力。
“标”是古代的一种投射武器，“准”是与
其相对应的靶心。标准蕴含共同行为
过程与结果的一致性，体现人类对标准
化的矢志追求。标准化由习俗惯例向
经验科学演化，由工业领域向管理领域
渗透，提高了生产力，增强了凝聚力。
标准化水平体现科技和管理水平，一定
程度代表行业和国家的综合实力。制
定生产工艺的技术标准化，能够全面提
高产品的适用性和使用效能；规范行为
方式的管理标准化，则可以极大增强社
会生产生活的有序性。

军用标准化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
军事装备标准化，能够极大压缩和优化
品种规格，利于组织规模生产获取最大
经济效益，便于运输保障，从而赢得作
战先机。标准化透过技术形态影响战
争形态，通过管理革命引发军事变革。
现代军队组织结构向联合方向发展，联
合作战战略支援、战役融合、战术协同
问题突出，需要基于统一的作战目标进
行规划设计，按照统一的流程进行组织
指挥，运用统一的话语体系进行沟通协
调，采取统一的尺度进行检验评估。如
何顺应军用标准化面向多维领域的发
展趋势，下好标准化建设的“先手棋”,
从根本上实现军用标准功能再造，是建
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回答和解决的现
实问题。

联合训练亟待强化

标准意识

联合训练是标准化最具创新性的
领域。联合训练作为高层次的全域全
要素融合性训练，多级异地联动、多方
协同交互，需要标准化的软硬件接口和
标准化的运维适配机制做保证。

联合训练领导管理体制调整变
化，需要通过标准建设，引领联合训练
管理与运行机制创新。战区组建，联
合训练蓬勃发展，法规建设初见成效，

联合训练规定和联合训练纲目进入试
行阶段，联合训练组训职能和参训任
务基本明确。但是如何更好地履行职
能，更好地去完成任务，需要有配套标
准，做出明确的目标指引、流程规范和
具体工作指导。

联合训练组织形态深化发展，需要
通过标准建设，推进联合训练组训施训
落实。联合训练参与对象多元，训练空
间逐步拓展，联合训练作为结构复杂的
系统工程，必须顺应标准化发展趋势，
确立标准化理念，运用标准化方法手
段，在标准化的体系框架内有序运行。

联合训练面临一些现实问题，需要
通过标准建设，来化解联合训练中的矛
盾冲突。在联合训练实践中还存在一
些不够科学合理的方面。比如，在联合
训练管理层面，相对比较粗放，缺少细
致的流程规范，每个岗位和人员需要完
成的具体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还不够
明确；在联合训练保障方面，保障项目
指标不够具体，训练需求分析、训练供
应保障依据不够充分，等等。联战联
训、实战实训要往深里走，愈发需要标
准化的引领。

明确战训一体的标

准建设指导

联合训练标准体系，源于对未来联
合作战的分析研究，适应联合作战指挥
体系和联合作战力量体系建设，基于对
现实联合训练的科学总结和共同认知，
反映联合训练过程和结果特性。

以战领训。牢固树立联为战、练为
战理念，把战斗力作为唯一的根本的标
准，把生成提高联合作战能力作为联合
训练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确立鲜
明实战导向，以联合作战标准为参照，
明确联合训练目标，基于目标定起点、
明方位、把方向，着力把实战需求转化
为联合训练组训施训要求，把联合指挥
流程融入联合训练过程，把联合作战行
动固化为联合训练内容，把作战能力标
准转化为联合训练考评指标。

以联为纲。把握联合训练要素组
合、体系运行特点规律，按照联合训练
由军种向联合、由要素向集成转变的内

在逻辑关系，调整联合视角，找准联合
的切入点。遵循联合作战聚优增效制
胜机理，以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联合任
务部队为主体，抓住联合组训施训关键
环节，突出联合指挥、联合行动演练等
核心内容，厘清与军种训练的衔接关
系，把联合训练标准化的重心定位在联
合的层次上。

以实为基。紧贴联合训练创新实
践，抓住军事训练体系重塑有利契机，
把标准化作为解决现实矛盾、推动联合
训练创新的重要发力点和突破口，针对
联合训练中的人、事、物等基本要素，突
出对领导管理、组织实施、训练保障等
关键环节进行系统规范，最大程度增强
标准的适用性与实用性。着力促进联
合训练走细、走准、走实，有效提升联合
训练质量效益和层次水平。

形成科学严密的标

准设计思路

联合训练标准体系设计应以联合
训练任务为出发点，以提高联合作战能
力为落脚点，以联合训练从起始到结束
的基本过程为主线，进行统筹规划、系
统设计。

夯实基础确立起点。将联合训练
质量关口前移，着眼推行联合训练资格
认证制度，建立完善军兵种部队参加联
合训练的准入机制。明确基本条件和
具体要求，规定衔接联合训练与军种专
业训练的必训科目，强化联合训练必备
基础能力，通过高起点设计，使联合训
练作为军事训练的高级阶段，始终保持
高效运行，避免年年打基础、补漏洞的
低层次循环。

优化流程规范运行。聚焦战区联
合训练组织领导职能，把握联合训练
组训施训关键环节，加强联合训练筹
划设计与督导检查，强调依据作战任
务确定训练课题，基于能力需求确定
参训兵力，推动作战方案转化为训练
演习方案，凝聚抓训治训整体合力。
规范联合训练组织实施基本过程、实
施步骤，理顺承转协同关系，明确训练
内容，细化组训施训形式和方式方法，
通过标准化的路径设计，推动联合训
练有序运行。

对接战场创设条件。着眼提高联
合训练实战化水平，着力推进与信息化
建设相协调、与使命任务要求相一致、
与武器装备相配套、与联合作战能力生
成规律相适应，功能先进、设施完备、对
接战场的联合训练环境条件建设。发
挥联合训练环境条件建设对创新训练

模式、激发训练活力、推动实战化训练
落实的助力支撑功能。

精准投入集约保障。适应联合训
练保障新特点和新要求，着眼提高联合
训练保障集约化水平、提升联合训练保
障质量效益，探索构建与联合训练体系
相匹配、与供应保障能力相适应的联合
训练保障标准体系，有力推动联合训练
保障资源的合理配置。

固化成果发挥效能。着眼体现联
合训练成效、发挥联合训练能动作用，
加强联合训练成果管理，形成联合训练
从准入到结束的闭合回路，明确联合训
练成果类型，建立联合训练成果梳理、
转化、使用规范。细化职能分工，具化
评价指标，确保终端落实，以高质量训
练成果，牵引战斗力建设、促进联合训
练创新发展。

把握辩证统一的标

准建设要求

联合训练标准体系，既是训练组织
管理部门筹划计划、检查督导、监察考
评联合训练的基本规范，也是各级各类
受训对象有针对性做好训练准备、精细
化组织训练、高标准落实训练的目标牵
引和实践遵循。

坚持标准与法规协调统一。标准
是对法规的补充，标准与法规相辅相
成。联合训练标准化，须以联合作战
训练法规为依据，紧紧围绕基本过程，
针对联合训练行为和结果进行具化、
细化和量化设计，使联合训练标准与
联合作战训练法规有机衔接，共同构
成保证联合训练有序运行、有效落实
的规则依据。

坚持强制性与指导性协调统一。
联合训练是联合作战强力牵引下的强
制性实践活动，联合训练标准不可避免
存在必须执行和落实的一些硬性规定
和刚性指标；同时存在一些具有指导意
义和起辅助作用的柔性措施和软指
标。联合训练标准化不能一概而论或
简单僵化处理，要从各类标准的属性特
征出发，实施分类建设，既要把硬杠杠
立起来，也要把软标准搞科学。

坚持定性与定量协调统一。定
性是定量的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
盲目的定量，定量能使定性更加科学
准确。联合训练标准化，应当注重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定量指标要尽可能
好统计好采集，定性指标要尽可能好
评判好把握，努力构建形成以定性为
主干、以定量为支撑的联合训练标准
体系。

加速推进联合训练标准化建设
■王文胜

治军带兵是军队永恒的课题。新

的历史条件、新的使命任务和新的官兵

成分给治军带兵方式带来一系列挑战，

我们必须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根本指

导，紧贴时代特点，聚焦备战打仗，强化

问题导向，大力弘扬我军管理教育光荣

传统，创新思维理念和方式方法，不断

提高治军带兵科学化水平。

治法。法善于内，兵强于外。一支

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厉行法

治，充分发挥法治对军事效能增长基础

性、关键性作用，反映了现代军队建设

和军事管理的基本规律。要构建中国

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治军方式根本

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

平。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坚持依

法治官、依法治权，引导官兵把法治内

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

准则和自觉行动。构建系统完备、严密

高效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军事法治实

施体系、军事法治监督体系、军事法治

保障体系，坚决维护法规制度权威性，

强化法规制度执行力。推动实现“三个

根本性转变”，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

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

职的良好局面。

治将。国之大事，命在于将。领导

干部作为军事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决

策者，其素质能力品质作风是否过硬，对

军事活动的标准和态度如何，直接关系

官兵生死、战争胜负。强军兴军需要忠

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好干部要选好，

就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事业

为上、公道正派，关键是把“对党忠诚、善

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

的军队好干部标准和“六个必须”新的时

代要求落到实处。好干部要管好，就要

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

制约和监督，坚持把日常管理和关键时

刻管理贯通起来，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

处、管住关键事。好干部要激励好，就要

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优化干部成长路径，

坚持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心理上关

怀，激发干部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奋斗

姿态为党工作，忠实履职尽责。

治兵。人心换人心，玛瑙兑黄

金。一切有效的带兵艺术、科学的管

理方法，都源于对官兵的尊重和关

爱。俗话说，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尽

不到的心。管好部队带好兵，就要端

正态度，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培养对基

层官兵的真感情，时刻把官兵的冷暖

挂在心上，做到以心换心，以心暖心。

特别是对那些身患疾病、家遭变故、婚

恋受挫、承受能力弱、成长进步不顺利

的官兵，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耐心细致

做好一人一事工作，帮助解决官兵遇

到的实际困难，积极创造拴心留人的

环境。带兵人能够对兵用心尽心，就

一定能换来兵的支持拥护，激发起“可

与之赴深溪，可与之共患难”的热血情

怀，从而形成“奋一战而胜万战，联万

心而作一心”的战斗合力。

治事。管理是科学，领导是艺

术。一流的军队，需要一流的军事管

理。军事管理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全

局性、基础性工作，是战斗力生成的倍

增器，是打赢现代战争的基础性条

件。如果管理一团糟，各项要素不能

集成发挥作用，是打不了胜仗的，甚至

可能是打不了仗的。我们要适应时代

变革和战争形态转变的要求，坚持以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引领，以世

界一流为标准，以效能为核心，以精准

为导向，树立信息化、精细化、工程化、

标准化、专业化、法治化管理理念，强

化战、训、管、育、保“五位一体”的管理

理念，加快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加紧构

建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新时代军事管

理体系，以科学高效管理加快提升履

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核心军事能力。

治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一支军队的强大，不只是体现在实力上，

更体现在精神上、信仰上。我军之所以

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

利，就在于有远大的理想、崇高的信仰、

优良的作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

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要强化忠诚于党的

军魂意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切实铸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

思想政治根基。战斗精神是我军战胜敌

人的重要法宝和胜战密码，要传承“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神，敢于斗争，敢

于亮剑，把战斗精神培育贯穿军事斗争

准备全过程。作风关系我军政治本色，

关系战斗力建设，关系党和军队形象，要

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廉洁奉

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自觉抵制各种

腐朽思想影响，永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

本色。

不
断
提
高
治
军
带
兵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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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简介

讲评析理

扎西会议决定在

川黔滇边区建立新的

根据地，中共中央、中

革军委领导中央红军二渡赤水，于1935

年2月24日至3月1日，取桐梓、占娄山

关、再夺遵义城，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

利。此战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

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

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数十

挺、子弹10万余发。

遵义战役是中央
红军战略转移中的第
一个大胜仗，全军上下

一扫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和被
动的阴霾。这场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毛
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

持重待机，根据敌情变化选择作

战对象。中央红军自战略转移以来，
经常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
截，要想跳出包围圈，保存有生力量，
不仅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战略方针，
而且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果
断地改变行动计划，从而在与敌人的
对抗中把握战争主动权。毛泽东指挥
中央红军根据敌情变化选择作战对
象，持重待机。1930 年 2 月 9 日，当滇
军安恩溥旅 1个团孤军冒进至扎西以
南，中央红军即准备“集结全力”伏击
敌军，但滇军到达大湾子后未敢再向
扎西前进，而是就地构筑工事坚守，与
我军对峙。同时，北面川军以其主力
由长宁、珙县向西南攻击，且派主力一
部入滇追击，如果发起战斗，中央红军
很有可能受到川军、滇军两侧夹击，风
险很大。据此，中央红军放弃了打击

滇军的作战计划，于 2 月 11 日开始从
扎西地域回师东进。此时国民党军主
力追入川南，独留黔军孤悬黔北，整体
部署出现了过失。毛泽东建议应避实
击虚，迅速摆脱敌人主力的合击，回师
东进，重渡赤水河，进到敌人兵力空虚
的贵州北部地区，将进攻矛头指向黔
敌王家烈部及“中央军”周浑元部，相
机占领古蔺城。可是敌情再次发生了
变化，在云南军阀龙云的一再催督下，
滇军第 2旅于 14日进抵扎西。为争取
迅速渡过赤水河，毛泽东指挥中央红
军再次放弃战斗目标，不再袭击古蔺
城，确定了“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为
主要的作战目标，向桐梓地域前进，准
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的作战
计划。这样，中央红军回师黔北，直指
桐梓、遵义。

寻求战机，适时开辟战局扭转局

势。面对优势国民党军分路推进的正
面进攻，红军整体处于战略防御状态。
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红
军行动稍一迟缓，敌人即蜂拥而来，随
时都有被合围的危险。为寻求有利的
战机，红军作战必须灵活主动。2月 24
日中央红军占领桐梓后，国民党援军由
遵义、川南、黔西、贵阳地区蜂拥而至。
此时，如何开辟战局抓住战机至为重
要。但是，红军指挥层关于占领娄山关

的作战部署意见并不一致。彭德怀建
议“以迅速动作歼灭该敌”，“一三军团
应于二十六日拂晓向黑神庙攻击”。而
林彪建议红 1、3、5、9军团及干部团应于
27日同时向娄山关以南之敌猛攻。显
然，林彪的建议与军委的想法明显不
符，且不说红 5、9军团为配合主力行动，
在桐梓北部奉命吸引川敌向温水方向，
阻止川敌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难以参
战。而且，守卫娄山关的敌军不多，敌
军主力处在增援途中，虽然我军连续作
战极度疲劳，但是战机稍纵即逝，如果
不立即占领娄山关这一重要关隘，对之
后的作战行动将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
响。为了抓住战机，实现战略意图，毛
泽东与中革军委甚至不惜临阵换帅，
将红 1、3两军团及干部团的统一指挥由
林彪、聂荣臻改变为彭德怀、杨尚昆。
红 1、3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
于 2月 26日迅速袭占娄山关，击溃黔军
两个团，取得了“赤化黔北”关键一仗的
胜利。

抓住战机，乘胜追击打援及时扩

大战果。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
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面
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必须抓住有
利战机，在敌人溃退慌乱之际和立足
未稳之时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尽可
能多地歼灭敌人，补充自己。中央红

军占领娄山关后，残敌由娄山关逃往
遵义，同时由于王家烈在黔北一再告
急，蒋介石令薛岳必须确保遵义不
失。薛岳命令在乌江以北的吴奇伟率
第 93、59师迅速增援遵义，令周浑元部
向遵义靠拢。占领遵义是中央红军能
否继续作战、在黔北生存和休整的关
键。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乘溃敌喘息
未定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援遵的吴
奇伟两个师。2月 26日至 28日，红 1、3
军团先后占领遵义新城、老城，并控制
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
28日吴奇伟带两个师反攻遵义，激战 5
个小时被中央红军全线击溃，逃往乌
江方向。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中革军
委指挥下，不顾疲劳，乘胜南下坚决猛
追敌人，另派一个团带电台飞速由东
向刀把水、老君关地域破坏浮桥，彻底
断敌退路。吴奇伟逃过乌江浮桥后，
令随从砍断浮桥，阻止红军追过江，跟
着吴奇伟南逃的有千把人被搁在江
北，被跟追而来的红军所俘。这一歼
灭战将遵义战役战果牢牢锁定。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抓住战机，才能够战胜敌人。“善为将
者，必因机以立胜也”，作为优秀的军
事指挥家，毛泽东战争指导的高明之
处就是在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和存在
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条件下善于捕捉、
等待和创造机会，因势利导，敌变我
变，应付自如，于劣势中造优势，于常
势中造奇势，取得战略主动，从而赢得
战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遵义战役：在战略转移中打好进攻仗
■魏希楠

“勇武一人，为三军雄”，勇士通

常与英雄画上等号，是军队的标杆和

楷模。“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勇”是中国传统“将德”的重要内容

之一，也是克劳塞维茨笔下“武德”的

关键要素。无勇敢，不竞争。“勇”是

决胜疆场、视死如归的豪迈，是藐视

敌人、睥睨困难的气概，是心怀家国、

舍我其谁的担当。“齐勇若一，政之道

也”。

力强而勇。力生强，强生勇。军人

之勇来自于健康强健的体魄、千锤百炼

的摔打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战争是集

团之间的暴力对抗，军队的强大和勇

敢，既取决于每名个体的强大和勇敢，

但又并非数量规模的简单相加。“视卒

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

故可与之俱死”，它来自于爱兵如子、官

兵互爱的和谐纯洁内部关系；“冻死不

拆屋，饿死不掳掠”，它来自于号令如

山、令行禁止的严明军纪；“平时多流

汗，战时少流血”，它来自于严于实战、

高于实战的日常训练。军队的向心力、

凝聚力出战斗力，人人拼力，个个奋勇，

“勇”将成为打开胜利之门的战斗力倍

增器、放大器。

气壮而勇。气为兵神，勇为兵

本。“勇”并不仅仅来自于身体的力量

和精良的武器装备，而是来自于内心

那一股子“气”，是一种浩然正气。正

如法国作家蒙田所说，英勇是一种力

量，但不是腿部和臂部的力量，而是心

灵和灵魂的力量。“一切反动派都是纸

老虎”，这是了解对手、藐视敌人的勇；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不畏艰

险、视死如归的勇；“置之死地而后

生”，这是临危不惧、化危为机的勇。

这些勇气，来自于坚如磐石的信仰，来

自于为国为民的情怀，来自于对胜利

的追求和对生命的热爱。无论是“决

战千里”还是“狭路相逢”，无论是“运

筹帷幄”还是“短兵相接”，勇都是走向

胜利的力量源泉。

谋定而勇。“勇”与“气”“力”相伴

相生，但并非后两者简单的释放。因

而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

吾不与也。”我们崇尚的“勇”，既不是

逞强好胜的匹夫之勇，也不是盲目莽

撞的血气之勇，而是以理性为内核、

以智谋为辅翼、以胜利为驱动的“大

勇”。这种“勇”，是有谋之勇，是在作

战时机比较成熟、兵力兵器相对集

中、技法战法妥善运筹的情况下，针

对敌方的致命一击；是有备之勇，是

在对作战不确定性有着客观评估，立

足最复杂最困难局面，从而树立起必

胜信念、做好了牺牲准备；是知怯之

勇，“为将当有怯懦时”，此“勇”并非

至刚至强，而是能刚能柔，具备足够

弹性，能够为着全局和长远利益、为

着争取更大胜利，而不逞一时之强、

不图一时之快。

勇者无畏，勇者无敌。勇者不仅能

战胜外在敌人和客观困难，更能战胜内

心的怯懦和恐惧，尽情释放自身的力量

和正气。

勇武者胜
■冯 进 陆 锋

挑灯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