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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上旬，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所属侦察连在海拔3300多米的某地域展开魔鬼周集训，全面锤炼官兵在高

寒缺氧、复杂恶劣环境下的综合实战能力。 张照杰摄

记者感言

滇西高原，兵阵交织。近日，第 75
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合成营进攻战斗演
练正在激烈进行。

记者走进隐匿于密林深处的该旅
合成一营指挥帐篷，首席参谋涂坤正
和作战、侦察、火力、战勤 4名营部参
谋，蹲在模拟沙盘前现场研判“敌情”
态势、推演兵力部署、组织战斗协同。
“山区地形险峻，我建议采取预置和

伴随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弹药保障。”营战勤
参谋、上士罗鑫率先发言，并在沙盘上快速
标出弹药补给路线，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提高参谋队伍的能力素质，是合成

营实现攥指成拳的关键。”营长黄跃强介
绍，此次演练，重点检验合成营参谋队伍的
谋战研战水平与“合成”能力，采取多课目
昼夜连贯实施，涉及作战筹划、指挥调控、
协同保障等6类核心能力、24个实战课目。
“主攻分队右翼遭‘敌’火力阻拦，快

速实施歼灭！”说话间，导调组下达“敌
情”通报，营侦察参谋李福鹏与火力参谋
罗振中依托指挥信息系统快速研判。数
分钟后，“敌”方火力阵地被精准锁定。
“主攻分队就地分散隐蔽防护，火

力分队对‘敌’实施火力歼灭……”营
首席参谋涂坤汇集整合情报信息，向
营指挥员上报决心建议，得到采纳。

解除火力威胁后，新的“敌情”倏
然而至。随着进攻分队战线拉长，“补
给线”保障压力增大，导调组见缝插针

又出一个难题：“合成一营根据战斗进
程，重新调整机动保障方案。”

营战勤参谋罗鑫快速收集各作战
分队的人员数量、战损情况等数据，对
照沙盘重新拟制上报一份保障方案，
兼顾防止敌人袭扰和选择最优路线。
孰料，这份方案却被导调组退回。

原来，此次演练部队全程按照实
战标准进行疏散配置，诸兵力散布在
广阔的纵深地域，罗鑫上报的物资集
中投送方案，不仅降低了补给速度，还

可能招来“敌”火力的重点打击。
重新调整部署后，几名参谋辅助

营长黄跃强，协同炮兵、工兵等多个兵
种力量，向“敌”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该旅领

导介绍，合成营已成为陆军作战基本
单元，着力锤炼一支高素质营级参谋
人员队伍，是营级“中军帐”实施高效
指挥决策的重要支撑。下一步，他们
将在演练中继续推开其它兵种专业的
检验内容，把“硬指头”攥成“铁拳头”。

实战演训新增一份“参谋考卷”
■郭海林 本报记者 韩 成

记者探营

练兵是距离战场最近的预演。新

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必然要求与之

相适应的练兵理念和练兵模式。我军

调整改革后，诸军兵种集成融合越来越

明显，单打独斗、各自为战已无法走向

未来战场。就像文中提到的合成营，也

必须要实现各要素攥指成拳。

当前，我军军事训练进入了全方

位变革、整体性提升的新阶段。要把

握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增强

忧患意识，强化使命担当，加快实现军

事训练转型升级。具体到基层，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要强化“突围”意识，在

加快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过程中，

勇于打破局限与瓶颈，积极探索创新

训练方法路子，把每一个课目练到位、

把每一个要素练过硬，从而产生集束

迸发的“融合效应”。如果还停留在以

往的“一个场地练多年、一套标准考全

员”等粗放式练兵阶段，战斗力建设就

会始终在低水平徘徊，能打仗打胜仗

也无从谈起。

打赢明天的战争，是我们练兵备战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75集团军某旅

这份久违的“参谋考卷”给基层带兵人

提供了重要启示——推进战斗力生成

模式转变，部队的组训方式、演练形式、

训练内容、考评标准等必须进行科学革

新、与实战紧密接轨，这样才能砥砺出

制胜未来战场的“铁拳头”。

练兵要强化“突围”意识
■韩 成

微议录

闪耀演兵场

伴随着钢铁旋翼卷起的阵阵狂风，
一支全副武装的特战小队跑步跃进机
舱，麻利整点装具，准备投入战斗……

冬日南国，红日初升。战机轰鸣声
中，第74集团军某陆航旅与某特战旅联
手展开的一场“敌”后机降演练在野外
紧张进行。虽然是“老搭档”，但此次演
练，两支部队的官兵都感觉分外吃力。

寒风阵阵、目标未知、地域陌生，
视野盲区始终有“一双眼睛”——距离
预设机降点不到 200米，某特战旅派出
的蓝军小队依托山体背面设伏，正默
默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不，直升机刚放下绳索，官兵们就
被蓝军小队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得已，
直升机只好再次拉升，重新选择机降点。

在演练官兵看来，这只是一次高
难度的协同演练；但在两个旅指挥员
的眼中，这却是一次新的实战化训练
探索。近年来，他们两个单位开展协
同训练的场地，有的在山间密林，有的
在乡间小道，还有的在海岸滩涂。而
这一次，他们选择了以前从未尝试过、
充满危险的山谷地形。

内行看门道。操作杆舵的手接近
痉挛，脸上的汗水蒸腾着热气，尽管有
些吃不消，某陆航旅一级飞行员郑丹却
感觉很过瘾：“在实战中，谁能保证自己
不被置于险地？只有平时充分预想，勤
加练习，才能在战场上多些胜算。”

某特战旅特种作战三营营长罗昌
健同样深有感触：新选的 5号场地地势
险要，依山设置“敌”火力据点和移动
靶，能够有效检验班组战术，大大满足
了部队实战化训练需要。

提起协同训练的场地之变，官兵们
有说不完的感慨。“我就是这些新‘战场’

的见证者。”某陆航旅参谋长董中波回忆：
以往两个旅多在内场开展机降和伞降训
练，训练中双方大多数时候仅仅充当着
“航班”和“乘客”的角色。随着改革移防，
两个旅营区相近，共同商议在野外开辟了
多个新“战场”，牵引部队协同训练不断走
深走实。即便眼下正值年终考核季，两家
每周依旧拿出大块时间寻找适宜协同训
练的新场地，共同制订新的训练计划。
“练兵，就要不断告别‘舒适区’。”

这种合作，不仅寻找到一个个充满险
境、危局的新“战场”，更是打造了一个
更为广阔的即时交流研练平台。
“刚才机降，透过舷窗，特战小队长

张猛打出‘OK’手势，我还以为机舱里
有 3个人，实际上却是‘人员机降完毕，
可以起飞’的意思，迟疑了那么一会儿，
差点被击落。”“战事”稍歇，中军帐内，
一场“头脑风暴”随即展开，某陆航旅飞

行员陈玄刚提醒飞行员和特战队员，一
定要加强对旗语、手语的规范使用。
“如果在内场，可能不会出现这样

的误判。”陈玄刚坦言，由于作战环境
陌生，当时自己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
观察“敌情”上了，通过在陌生地域开
展协同训练，不仅发现了平时不易发
现的问题，组织人员集中研讨也更有
战味，可以实现案例、战法即时共享。
“红色行动，3号方案！”硝烟还未

散去，新的“敌情”接踵而至，一道紧急
指令从中军帐发出。随即，一架经过改
装的某型武装直升机加入“战斗”，成功
掩护特战队员实施“斩首行动”。

隆隆战机轰鸣声中，某陆航旅旅
长孙焰自豪地说：“近年来，我们依托
新训练场开展战法研练，两支部队的
协同作战‘默契指数’越来越高，多次
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

第 74集团军某陆航旅与某特战旅连续 3年为开展协同训练选
新址、布新局，完成任务配合越来越默契—

练兵，就要不断告别“舒适区”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许浩杰 陈 晨

12 月 2日晚，一条反映军嫂在列车
上匿名为 30多名退伍返乡老兵提供“爱
心午餐”的视频刷爆微信朋友圈。网友
们深受感动，纷纷点赞致敬这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最美军嫂”。

据了解，这位感动了众多网友的军
嫂名叫闫冰，系朱日和训练基地某导调
中心副主任王小飞的爱人，曾经是一名
军校教员，现转业到地方工作。尽管已
经退出现役，闫冰依然对军队、对军人充
满感情。

12月 2日上午，因公出差的闫冰到
北京西站乘坐G571次列车，碰巧看到某
特战旅在车站送别退伍老兵，而自己又

与 30多名四川籍退伍老兵同乘一趟列
车。闫冰决定自费为这 30多名老兵每
人购买一份盒饭作为午餐，并要求列车
工作人员为其保密。

收到列车工作人员送来的“爱心午
餐”，退伍老兵们深受感动，再三追问，也
没能问出献爱心者是谁。这当然难不倒
服役期间练过侦察技能的特战老兵，他
们派出精干力量展开“侦察”。很快，老
兵杨涛不负众望，找到戴着眼镜、压低帽
檐的闫冰。为表达对闫冰的感激之情，

当她在洛阳龙门站下车时，老兵们迅速
下车列队，以崇高军礼向这位“最美军
嫂”表达敬意和感谢。
“我们感恩军嫂不求回报的举动，更

感念这份真诚真挚的拥军之情。”得知网
友们在相关视频上纷纷点赞留言，杨涛
所在营营长赵成金感慨道：“疫情当前，
口罩下的面孔也许不曾相识，每个人到
达的站点也不一样，但这趟新时代的列
车却开往同一个方向，大家都拥有富国
强军、幸福安康的共同梦想。”

军嫂为同车退伍老兵购午餐
■李勤俭

基层之声

年终岁尾，各单位都在忙于总结一

年的工作，盘点收获得失。某部的做法

让人眼前一亮，他们要求本单位各级对

照年初制订的工作计划，看一看哪些没

有落实、原因是什么，哪些落实了、落实

得怎么样。此举受到官兵欢迎，大家为

这种务实之举纷纷点赞。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实现某个

目标，争取一项成绩，我们都需要制订相

应的计划，这样行动起来才会方向明确、

少走弯路。但在现实中，制订计划与单

位实际脱节、与执行落实背离的情况时

有发生，一个党委机关的决策决议仅仅

停留在纸面上、落空于行动中，不仅有损

自身形象、挫伤兵心士气，也会影响单位

的建设发展。

殊不知，制订计划也是督导我们的

言行、使我们的工作朝既定方向按步骤

推进的一种方式。干事创业光凭一腔热

情还不够，必须要用过硬的能力素质和

强烈的责任担当作保证。所谓“一分部

署、九分落实”，其题中应有之义便是落

实比表态重要，行动比口号可贵。这也

是检验一个党组织、一名领导干部是否

讲党性的重要标准。

那么，对于没有落实的计划该怎么

办？一方面要加快进度，搞好统筹，能在

年底前完成的，抓紧时间完成，但不能为

了工作销账而忽视质量；另一方面要做

好解释工作，确因不可抗力所致，要列出

时间表、画出路线图，继续落实好；还有

就是要深刻分析计划未落实的原因，看

看计划本身有无贪高求大、凭虚蹈空之

嫌。唯有如此务实较真，单位才有积极

向上的活力，个人才有创先争优的动力。

年初制订的计划落实了吗
■向 勇

新闻前哨

潜望镜

一支部队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越

强，制胜战场的胜算就越大。像打仗一

样训练，就必须构设逼真复杂的环境条

件，对简单化、重复化练兵说“不”。

猛虎狼逼出好猎手。构设贴近实

战的环境条件，加强实战化训练，就要

大胆出难题、设险局，倒逼官兵想对策、

出绝招、练真功，甚至险中求生、绝地反

击，以此来增强部队在陌生艰苦环境下

的作战能力。

实战化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实

践。构建“准战场”，不应只在训练环

境条件方面“搭架子”，更要在官兵头

脑里“搞建设”。要加强战备形势教

育，组织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营造

谋战研战练战良好氛围，引导官兵牢

固树立战斗队思想，真正形成当兵打

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随时准备打

仗的自觉。唯如此，才能做到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猛虎狼逼出好猎手
■朱 江

11月30日，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冬季大练兵”活动，夯实官兵技战术基础，锤炼越是艰苦越向前的血性胆

气。图为官兵正在进行负重深蹲训练。 刘林涛摄

无论是集体上课，还是私下谈心，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二营副教导员陈晓
龙一向对自己的教育课很满意，直到遇
上了今年9月入伍的新兵路笃镇。

陈晓龙是其所在单位与新兵团的
联络员。新兵入伍以来，他对其中的 28
名新兵格外关注，因为就在不久之后，
这些新兵将正式加入二营大家庭。所
以，除去例行性的管理教育，他还专门
了解掌握这些新兵的基本信息、入伍动
机和日常表现，为每一个人量身订制谈
心计划，让他们提前熟悉即将到来的连
队生活，并引导他们确立目标，快速成
长成才。

从考军校、提干、选取士官等对未来
的规划，到整理内务、作风养成以及日常
生活中应该如何与班里的老兵相处……
看着一个个新兵听得频频点头、眼睛直
放光，陈晓龙感到自己的教育颇见成效。
“报告！”一轮谈心过后，终于轮到

了新兵路笃镇。陈晓龙按照惯例询问
了他的基本情况和未来打算。然而，正
当陈晓龙开始和他分享自己在部队的

经验时，眼前这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突
然冒出来一句话：“副教导员，你讲了这
么多，我咋越听越糊涂，我们来部队当
兵，不就是为了准备打仗吗？”

路笃镇的一句反问，让陈晓龙一下
子愣了神儿：“对对，当兵是为了准备打
仗，但你首先得按我刚才说的做好。”陈
晓龙想要把气氛稍微缓和一下，可路笃
镇却“不依不饶”，继续反驳道：“我来部
队就是为了拿起枪保家卫国，其它的事
也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

原来，在谈心过程中，陈晓龙认为
新兵应该首先学会融入和适应，最好提
早搞好“人生设计”，而路笃镇却觉得陈
晓龙的要求有点“舍本逐末”：如果把精
力全部花在这些小事上，虽然能做个
“好兵”，可哪还有时间去钻研打仗啊？

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两个人似乎谁
都没错。将自己的疑问晒在旅强军网
上，陈晓龙收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

赞同陈晓龙的官兵中，不少人觉得
应该立足眼前，抓好部队日常工作，毕竟
在远离战争的年代，连队的建设水平才

是评价指标；支持路笃镇的则表示，教育
就要紧贴军人的职能使命，引导官兵心
向战场，而不是老打自己的“小算盘”。

在众多留言中，三营六连上等兵李
奕航的话格外惹眼：“父亲李昆当兵那
年就赶上了战争，入伍第 15 天就上了
战场，回忆这段经历，他总讲当兵就该
随时做好上战场的准备！”
“入伍第一课，就要在新兵心里埋下

备战打仗的种子，将来他们才不会在军旅
生涯中抛锚迷航。”对于官兵意见的分歧，
该旅领导为全旅干部骨干厘清了教育思
路——教育者既要有“今夜就打、马上就
打”的紧迫感，让备战打仗思想主导教育
课，也要有“跟我上、看我的”的决心和作
为，让官兵始终牢记军人的职责使命。

在后续的日常教育中，陈晓龙更加
注重选题和内容，让新兵强化“战斗就
在今夜打响”的危机感，坚定备战打仗
的理想追求。

又一次晚点名后，陈晓龙把路笃镇
拉到一旁，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说得
对，当兵就是为打仗！”

新训领导与新兵之间的一次谈心，触及一个极易被忽视的话题—

当 兵 到 底 为 了 啥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刘宪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