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我们组织合成营实兵对抗演

习，前方攻击队冲锋陷阵，后方通信、电

子、侦察、维修等力量实时保障，10多

个兵种密切配合，体系制胜的力量让人

震撼。

信息化战争是作战体系之间的对

抗 。 这 种 作 战 体

系，由无数节点有

机联结聚合成一个

网络，每个战斗岗

位都是重要节点。

调整改革后，许多类似气象班这样的

新岗位应运而生，他们都是战斗力链

条上的重要一环。

体系对抗，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一个关键节点遭到打击，就可能导

致整个体系瘫痪。一个战斗力环节松

动，整个战斗力生成链条就可能“滑

扣”。只有把每个作战单元都练硬、练

强，才能让一个个“硬指头”在作战中攥

成铁拳。

（吴俊杰、盛子程、吴侃玲整理）

体系里的每个节点都重要
■第74集团军某旅参谋长 徐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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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之滨，风起云涌。演习阵地，炮
声隆隆。炮口烈焰怒放、硝烟喷涌，炮
弹呼啸着划过天空，奔向目标区域……

对于第 74 集团军某旅上士何文旭
来说，这场景太熟悉了，即使只听得见声
音，那画面也如同历历在目。他自信满
满地对身边战友“科普”：“这肯定是全连
1发齐射！”

何文旭喜欢炮火的轰鸣。当兵第一
年，他就走上炮阵地当上了三炮手。火
炮射击时的怒吼、硝烟和气浪，让他觉得
很像是在真实的战场。

然而此时此刻，他却再也不能身临
其境。“气象班，准备报告最新气象数
据。”电台里的声音一再提醒他，现在他
的岗位是气象兵，战位在气象车。

何文旭是在本轮“脖子以下”改革
中，由一名炮兵转入气象班的。在这个
旅，气象班是一个全新的作战保障编组，
所有人都从其他战位转岗而来。

两年多的艰难转型过后，何文旭依
旧喜欢那隆隆炮声。每当炮声响起，他
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这可
能是一名炮兵的条件反射。”

同时，他也习惯了在远离“热闹”的
地方放探空气球，在气象车里耐心地判
读每一个气象数据。火炮命中目标的消
息传来，他发现，自己比当炮手时还要兴
奋。

那多出的几分兴奋，正是成功转岗
产生的“附加值”。对于一起步就面临转
型考验的气象班官兵来说，一个全新的
岗位，就如同那风云变幻的天气一样，有
不期而至的疾风骤雨，也有拨云见日后
的绚丽彩虹……

转岗后，侦察尖兵成

了“看天吃饭”的人

与何文旭一样，气象班的所有成员
都是转岗而来的，不同的只是转岗前的
经历以及所经历的转岗过程。

即使已过去了一千多个日夜，班长
王贵川至今对当初“被转岗”的场景仍记
忆犹新。

在那以前，随着调整改革深入推进，
王贵川陆续听到友邻部队完成精简整编
的消息。电视剧《士兵突击》中“钢七连”
被裁撤的画面一再浮现在他脑海中，他
一次次告诉自己“我们连不会的”，直到
那一天终究来临。

那是一个天空万里无云的下午，亚
热带的灼热气候下，队列前的连长眼神
冷峻如冰。王贵川感觉这次集合不同寻
常。果不其然，连长宣布了炮兵团整编
为炮兵营的消息，全连官兵只能留下五
分之三。
“这是部队调整改革的大局，我们每

名军人只有服从。”连长一字一句地高声
强调，然后开始点名宣布每个人的去向
走留。一个个王贵川熟悉的名字响起，
后面跟着一个个“记都记不过来”的新单
位名称。短短几秒之间，一名名官兵的
军旅轨迹就此转向，各奔东西。

和很多人一样，王贵川怦怦直跳的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别离开老连队。从
2011年新兵下连时起，王贵川就在炮兵
团指挥连。他是在全团响当当的侦察
兵，每年的军体运动会，他总会给连队捧
回几枚奖牌。挥洒了 6 年汗水的老连
队，早被他当成了家。
“王贵川，指挥保障连，气象班班

长。”听连长念到自己的名字，王贵川
立刻屏住了呼吸，直到发现还是留在
老连队，才长舒了一口气。他感到很
满足了，命令的后半句话竟没怎么听
进去。

等到开始重新分班，他才发现了不

对劲。气象班是干什么的？王贵川发
现，当了 6 年兵的自己对其一无所知。
而且，感到陌生的不只是他一个人，中士
何文旭由炮手转岗而来，下士胡庆此前
的专业是有线通信，下士高浩原本是一
名报务员……班里的新成员没有一个是
气象专业的。
“我们都变成了‘看天吃饭’的人！”

第一次班务会上，王贵川用了一句充满
双关意味的话，来总结大家的共同点。
“看天吃饭”，短短四个字既代表了他们
新的专业，也隐喻了他们即将面对的充
满不确定性的全新挑战。

如何“看天吃饭”？在农村长大的何
文旭有自己的理解。小时候经常帮家里
干农活的他清楚，天旱了要浇水，下大雨
得排涝，刮风要做好防护，面对不同的天
气顺势而为才能有好收成。他认为，当
下这个“天”正是改革强军的时代大背
景，从炮兵转岗气象兵，就是顺应时代的
选择。

调整改革后，高浩原单位所有的报
务兵都转岗了，有的成为电抗兵，有的成
为侦察兵，他则当上了气象兵。对于转
岗，他心态从容：“无论干啥，心无旁骛干
好每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就这样，一群毫无准备的人，组成了
全旅第一个气象班。表面上看，他们似
乎毫不相干，但人生的草蛇灰线又注定
了他们会产生交集。

在原单位，别人对他们都有一个相
同的评价：踏实肯干。这也是时任连长
马胜为气象班选人的标准。他说，气象
作为全新的专业，需要一群吃得了苦、耐
得住熬的人踏踏实实跑好第一棒。

天空还是那片天空，

再看已截然不同

从事气象观测，少不了仰望天空。
正是走上气象兵的岗位后，王贵川才发
现，平时抬头可见的天空，自己其实知之
甚少。

小时候，傍晚放学后，他喜欢坐在门
口看天空中的火烧云，把它想象成孙悟
空大闹天宫，在云卷云舒之间放飞思
绪。谚语“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是

他所知不多的能把云彩与气象相联系的
知识。

曾经，天空只是头顶的一片风景。
成为气象兵后，天空变成了一道他们竭
力想要解开的谜题。那里是他们的“专
业领域”，一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的问号。

气象班组建后，各级都要求“迅速
形成战斗力”。可那时的他们，连许多
基本气象问题都说不清道不明。王贵
川找到资料让大家自学，但面对书上的
专业理论和各种公式，他第一个感到头
皮发麻。

后来，为解决气象保障等小专业的
训练难题，上级决定进行“小专业、大集
中”，组织专业技能强化集训。第一堂理
论课，王贵川记住了一个“高大上”的词：
观云测风。

进入实际操作环节，王贵川才发现，
观云测风这件事并不像听上去那么浪
漫。他们主要担负为火炮、防空、导弹等
专业提供实时气象数据的任务。采集、
处理数据的过程，无论从体能、技能还是
智能上，都“丝毫不比干侦察轻松”。

比如，气象车展开时，各号手需协力
用千斤顶将车顶起并调整水平，既需要
个人体力，又考验团队协作。校正磁偏、
测定基值等仪器操作同样容不得半点差
错，要求号手必须心思细、反应快……

面对全新的挑战，王贵川和战友适
应得并不容易。第一次综合作业，一套
流程下来，王贵川额头的汗珠便顺着脸
颊啪嗒啪嗒往下滴，电码纸被打湿了一
大片。第一次探空成果整理手工作业，
他们甚至比一起集训的新兵都慢。集训
队第一次考试，他们班的成绩名列倒数
第一。

看着成绩公示栏，每个人脸上都火
辣辣的，当惯了侦察尖兵的王贵川更是
不服输。班务会上，他带头立下军令状：
“要是再带着倒数第一回单位，我这个班
长主动辞职！”

接下来的日子，他带着全班对照考
核成绩一项项找差距，铆足劲儿提升专
业技能。教员讲到哪，他们就记到哪、问
到哪；集训得第一名的班组实装操作，他
们就站在一旁边看边学习技巧。每天晚
上，全班都加班练习气象成果整理，胡庆
几次累得直接在学习室睡着。

集训结业考核，轮到他们作业时，天
空突然下起了小雨。雨水带来的降温使
制氢化学反应变慢，影响探空气球准时
升空，但他们通过创新操作手段、密切协
作配合，依然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有时候，你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

知道潜力有多大。”王贵川和战友站在雨
中，仰天欢笑，冷冽的雨水滴进嘴里，却

觉得格外甘甜。
此时，天空还是那片天空，再看却

已截然不同。这群曾经的“门外汉”已
经掌握观云测风的本领，走进了那个
由气温、气压、风速等数据组成的神奇
世界。

透过经纬仪的 24倍观察镜，胡庆可
以清晰看到天空中云朵每分钟的位移。
透过红、绿、蓝三种颜色交织出的气象数
据曲线图，王贵川知道，在万米高空的那
片积云下，很快就有一场降雨。有时候，
一阵轻风扑面而来，他也会不由自主地
猜测：“这应该是二级风，风速 1.8 米每
秒。”

信息化战场上，哪有

什么主角配角之分

介绍自己专业时，气象班的战士们
都会在“气象”后加上“保障”二字。他们
心里清楚，气象是为了火炮、导弹等作战
分队服务的，“没有他们，我们的战斗力
便无从体现。”
“依托别人而存在”的现实，难免会

让人有一种当“配角”的感觉。曾经，作
为战炮班士兵，何文旭习惯了被其他专

业围着转的优越感。来到气象班，他一
度觉得自己退出了战斗力舞台“C位”。

上等兵程显燊也有过这样的失落。
新兵下连前，听说自己被分到了炮兵营，
他心里乐开了花，后来发现是炮兵营的
气象班，心又凉了半截。刚开始跟家人
打电话时，他一直只说自己是炮兵，因为
“气象兵是啥，说也说不清楚”。

程显燊一直想当个能操枪弄炮的
兵，到了气象班后几次想要转岗。直到
一次实弹射击保障，他真正感受到了气
象兵的价值。

那是盛夏的一场实兵实弹演习，地
表温度超高。程显燊展开制氢作业时，
制氢筒保险片突然爆裂了。头一次面对
突发险情，程显燊不知所措，好在一旁的
胡庆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

气象观测任务还得继续。然而，高
温条件下失去了保险片，他们无法判断
制氢筒状态。

怎么办？班长王贵川站了出来。最
终，王贵川和战友们成功安全地制取了
氢气，准时发出了气象通报。

指挥所拿到气象数据后，迅速修正
射击诸元，炮弹呼啸着直击靶心。讲评
时，上级专门对气象班提出表扬：应对险
情沉着冷静，气象数据及时准确。
“火力打击一环扣一环，哪一环出

错都会影响整体作战效能，我们也是其
中重要的一环。”复盘时，王贵川和大家
算了一笔账：如果气象数据晚上报 1分
钟，“敌”目标就可能已经转移；如果气
象数据有偏差，那便会导致武器射击误
差放大好几倍……

此后，找到了“存在感”的程显燊再
没提过转岗的事。“信息化战场，靠的是
体系制胜，都是为建强体系努力，哪有什
么主角配角之分？”他感慨。

这样的感受，也成了越来越多转岗
官兵的共识——

去年的实兵对抗演练，无人侦察机
多次成功深入“敌”后，让红蓝双方都不
敢小觑，从武装侦察专业转岗的无人机
“飞手”苏峥表现优异；演习中，神出鬼没
的电磁干扰力量令参演官兵头疼不已，
从报务专业转岗为电子对抗技师的覃强
功不可没……他们都在新的岗位上重新
发现了自身的价值。

改革后的指挥保障连，名字里虽有
保障二字，连长张芸波却从不觉得自己
是配角。连队负责合成营的指挥、通信
等保障任务，张连长认为：“如果把全营
比作一个拳击手，我们就是他的眼睛、耳
朵和嘴巴，一个不知道往哪儿打的拳击
手，拳头再硬也赢不了对手。”

去年年底，王贵川的父母希望他退
伍回家，但他最终留了下来。他说服父
母的理由很简单：“我是全旅唯一的气象
班长，所有的气象数据都从我手里产生，
队伍还没带好，我咋能走……”

也许，打动父母的不只是这话语里
的道理，还有一名士兵面对转型时的责
任、担当和豪迈。

气 象 班 的 转 型 风 云
■本报特约记者 程锡南 通讯员 夏志飞 韩超军

人类的战争活动，胜败走向往往受

到太多不可控因素影响。气象环境就是

其中之一，无论是陆地、空中、海洋还是

太空，所有的军事活动都会受到战场环

境的影响。

翻阅历史，从汉高祖刘邦遭遇大

雪身陷白登之围，到诸葛亮“巧借东

风”留下一段传奇；从拿破仑止步于严

寒兵败莫斯科，到二战中盟军利用天

气成功实施诺曼底登陆，解放战争中

我军凭借准确的气象保障取得一江山

岛战役胜利……古往今来，无数战争

实践都反复证明了气象保障的重要

性，正如兵圣孙武在两千多年前断言：

“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武器装备

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战场环境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气象条件对战争的

影响不降反升。大风和垂直气流危及

飞机飞行、导弹发射，影响火力打击精

度；低云条件制约侦察、射击、投弹等

军事行动实施……为此，各军事强国

纷纷加强气象水文等保障力量建设，

力图洞察风云，掌握胜机。

为适应时代发展，20世纪80年代到

90年代，我军集团军、陆军航空兵、导弹

部队等气象分队先后组建；21世纪初，

原军区气象水文中心组建，原总参气象

水文空间天气总站成立，各军兵种气象

水文力量不断优化。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中，气象水

文保障力量进一步整合调整，合成旅气

象班登台亮相。这一全新战位，成为气

象保障要素深度嵌入作战行动的生动缩

影。

新战位，新气象。对于转岗走上气

象保障岗位的官兵来说，这是一次全新

的开始，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挑战。气象

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学科，转岗跨入这

道门槛，老兵可能将重新变成新兵，一

身本事可能将就此“归零”。没有几分

执着劲，不下几分苦功夫，哪能轻易谈

转型？

新战位，新气象。当一支合成部

队拥有了气象保障要素，作战体系的

“拼图”就又补上了一块关键图板。正

如一位合成营营长所说，气象保障从

过去的集团军下嵌到旅一级作战单

元，不仅让作战效能有了新的提升，也

使我们对如何构建未来作战体系有了

全新认识。

新战位，新气象。一场史无前例的

改革重塑，催生了无数个像合成旅气象

班这样的新战位。战位不同，扮演的角

色不同，转型的挑战也不同，但有一点

是相同的：这些战位都需要军人去担

当、去坚守、去创新。每一名转岗官兵

都能胜任新战位，每一个新战位都能彰

显新效能，这就是改革强军、制胜未来

的新气象。

新 战 位 新 气 象
■吴建明

改革落实在军营·新战位新跨越

战位观

我的战位

第74集团军某旅气象班正在进行气象观测作业。 刘泽闰摄

炮兵是一个十分依赖气象情报的

兵种。在战场上，准确的气象情报是

炮兵分队遂行火力打击任务的基础，

是实现精准射击的保证。

去年，我们参加跨区实弹射击演

练，从南海之滨到西北大漠，气候、海

拔、风向等环境因素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面对陌生的环境，气象班需要实

时探测气象数据，并不间断地通报给

我们，我们也必须根据气象数据修正、

调整诸元，才能展开火力打击。

第二轮实弹射击时，此前的天气预报

显示当天风速较低，临近射击时却突然狂

风大作、沙石漫天。天气环境发生了很大

变化，眼看着计划的射击时间一点点临

近，大家都焦急万分。就在这时，气象班

在风沙条件下准确获取了气象数据。据

此，我们成功完成

了射击任务。气象

班战友观云测风的

重要作用，在战场

上真是不可或缺。

向观云测风的战友致敬
■第74集团军某旅火箭炮连班长 何家金

战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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