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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旅不大的营院内，有一

条笔直的跑道，跑道的尽头是训

练场的入口，入口处立着一块醒

目的石墙，上面书写着红色的大

字：从这里走向战场。

图①：紧急拉动。
图②：隐蔽狙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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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翻身仗”而来的，是一种强烈
的焦虑和不安。

2019年年底，在新疆军区组织的年
度军事训练考核中，这支新型作战力量
交出了一份高出前一年近60分的答卷。

当官兵们沉浸在喜悦中时，对照前
后两年的军事训练考核评估报告，该旅
指挥员们却不得不在自我拷问中保持冷
静和忧患。
“与过去一年的训练积累相比，多得

60分算多还是算少？要想满足未来作战
任务需求，这 60分究竟够不够？”在年终
总结大会上，旅党委用一连串的问题告诫
官兵胜不足喜，也开启了官兵们自我发现
的“第二阶段”。

过去 3年，这支部队从零起步，在以
战领建的坐标系中不断发现问题，战斗
力建设拾阶而上。然而，这样成长的节
奏是否符合预期，部队所处的位置是否
与它在战斗力体系中的位置相称，同样
需要他们在探索中找准定位。
“如果我们的视野总是停留在过去

和当下，就算得到满分也仅仅只是刚好
够用而已。”在该旅旅长尤秀红看来，时
代在发展，对手同样在进步，要想追赶时
代、反超对手，必须把目光瞄向未来。
“对于这支全新的部队来说，成长的

速度，决定我们未来能够处在什么样的
位置；而成长的加速度，决定了未来何时
会来。”站在空旷的戈壁滩上，尤秀红望
着远方说。

保持清醒头脑—

发现未来，实际上就

是发现“好”与“更好”之

间的距离

这是2019年该旅取得的成绩单——
参加陆军组织的比武竞赛，在同类

型部队中获评总成绩第二；接受军区年
度军事训练考核，进步幅度在兵种旅团
中排名第一。

拿到这样一份成绩单，一种乐观的
情绪迅速在该旅官兵中蔓延开来——要
知道，就在一年前，他们的这两项大考排
名均是倒数名次。

进步不可谓不大，但在战斗力建设
的坐标轴上，进步有时并不意味着“真的
有了打赢的能力”。事实上，在迄今为止
这个旅所有关于战斗力建设的报告中，
他们的自我定位仍然离不开“初步”这个
词：新装备初步形成作战能力，保障单元
初步形成作战保障能力，作战要素初步
形成体系融合能力……

初步，意味着刚刚起步。
对此，该旅某营营长岳阳感触很深。

2018年年底，营里列装某新型无人侦察
机。仅用一个月，他们便实现了新装备自
主实飞。然而，此后的一年半时间，战斗
力升级始终处于对新装备的功能摸索阶
段，既没有参与对抗演练的动态评估，也
没有经历高原高寒等极端作战条件的检
验。岳阳说：“当任务真的来临时，没有人
关注你进步了多少，重要的是能否胜任。”
“尽管已经不错了，但我们必须更

好。”对于一支部队的指挥员来说，这样的
忧虑更多源自对这支部队地位和作用的
清醒认识。旅政委黄长升是个足球迷，他
经常把自己的部队比作国内最优秀的足
球俱乐部，“在这个领域，我们的水平可能
代表着国家的高水平，但走出国门，对标
世界，我们的能力还差得很远。”

换一个坐标系，“领头羊”可能会变
成“吊车尾”。道理简单易懂，但在成绩
和进步面前时刻保持冷静和理性，对于
一支白手起家的部队来说并不容易。旅
党委认识到，必须在拓宽认知领域和提
升认识层次的过程中，让自我怀疑和本
领恐慌成为官兵们每一次沾沾自喜时的
“降温器”和“镇静剂”。

自 2019年年初开始，该旅办起了干
部学习大讲堂。每周利用一个晚上组织
干部学习交流，由各营营长和技术干部轮
流担任教员，针对相关专业的世界发展趋
势授课。曾 3次登上讲台的岳阳通过多
次比对无人机领域的技术战术差距，在战

友中自上而下传导着一种清醒：从初步迈
向“第二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知道的东西越多，接触的领域越

广，就越会为自己的能力短板焦虑。”黄
长升十分关注一份由该旅政治工作部主
办的《金猎隼》报，这份每周发行的内部
刊物设置了一个名叫“军情瞭望”的重要
栏目——观察世界先进装备，分析优秀
作战战例。工作之余，官兵们从这里瞭
望世界，认清现实、认清差距。

今年开训后，该旅每月召开的议训会
多了一项议题：我们距离胜任未来战场的
使命还有多远。发言主要围绕提升组训
施训模式、装备训练效能和科研创新能力
进行，并不要求系统全面。尤秀红说：“哪
怕讲明白怎么改良某个装备上的小部件，
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收获。”

一场场授课，一份份报刊，一次次反
思。透过这些窗口，官兵们不断寻找差
距，也激发出走向未来的求知欲。

2019年 9月的一天，陆军工程大学教
授何铭受邀到部队讲课，黄长升与何铭就
未来无人机发展前景这一课题聊到深夜。
黄长升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官兵了解无人机
的世界发展趋势，于是将听课的范围由原
定的全体干部变成了全旅官兵，听课采取
自愿报名的方式。令何铭意想不到的是，
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授课场地也从一间
小教室换到了容纳千人的大礼堂。

时刻充满忧患—

倘若没有时不我待

的忧患意识，成长将是一

场悠闲的漫步

2018年 10月，该旅组织党委中心组
学习，机关干部和营连主官们观看了一

段视频。视频中，一架拥有世界尖端科
技水平的无人机尽显风采，令人热血涌
动的镜头和解说字幕重重地敲打着在场
每个人的心。

激动过后，岳阳沉思许久。无人侦
察机是他所带营的主战装备。就在此
前，他和官兵刚从厂家接回组建后的第
一架某新型无人侦察机，并在一个月内
实现了自主实飞。面对视频中难以置信
的“黑科技”，一个个问号塞满了岳阳的
大脑。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组
建一年多，我们进步了很多，但我们与世
界一流的距离到底差了多少？”

新军事变革浪潮扑面而来，竞争日
趋激烈，对手不仅现在很强，而且还在不
断变强。在进步中反思，越来越多的官
兵意识到，缩短差距必须拥有比对手更
大的加速度。

事实上，对于这样一支全新的部队来
说，从使命任务到力量编成，再到嵌入联
合作战的运转体系，他们的成长之路几乎
没有参照坐标。这注定是一场充满挑战
的拓荒，每走一步都面临着艰难的探索。

艰难并不意味着可以等靠。当他们
把自己放入时代和世界的坐标系中考
量，一种紧迫的忧患意识时刻绷紧着官
兵们的心弦：战斗力建设的每一个阶段，
都必须“在不公平的竞争中全力追赶”。

2019年野外驻训时，宣传干事钟一
鸣组织拔河比赛，因双方选手体重不对
等，比赛结果被质疑。他没想到，这个小
故事在后来旅里讨论战斗力建设的大会
小会中被多次提及。
“这本就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你不

能要求对手变弱，只能自己变强。”尤秀红
不止一次向官兵们传递着忧患意识：从诞
生开始，这支部队便扮演着“追逐者”的角
色，“别人早已出发，你才刚刚起步；你努
力奔跑，别人也不会停下来等你。”

这样的忧患意识，让这支部队在失
败和挫折中迅速觉醒，同样也让他们在

胜利和成绩面前保持清醒。
复制过去的经验，希望作为解决下

一个棘手问题的钥匙，或许是许多人的
共有思维习惯。

今年年初，在制订新年度军事训练
计划时，有人提议沿用去年的抓训思路
和模式并加以改进，遭到旅首长的否
定。黄长升说：“如果用过去的思路寻找
现在的答案，等我们找到了，可能题目早
就改了。”

他的思考，为新年度的训练带来了
一些改变。前不久，该旅组织新年度创
破纪录比武竞赛，设置比武细则时不再
按照年龄阶段划分不同层次，所有官兵
按照同样的标准同场角逐。黄长升说：
“战场没有公平，只有胜败。按照战场标
准选拔尖子人才，才能最大限度对接未
来战场。”
“大鱼吃小鱼的时代尚未走远，快

鱼吃慢鱼的时代急速到来。”世界在发
展，时代在进步。对于这支技术主导
的新型作战力量来说，时刻保持“追逐
者”的忧患意识和赶超意识，始终是推
动他们从当下走向未来的驱动力。黄
长升注意到，从去年开始，部队不少官
兵探索创新的劲头更足了。他很欣
慰，“每个人都跑得快一点，我们离目
标就会近一点。”

不断挖掘潜能—

或许不知道未来何时

会来，但至少应该知道以

什么样的姿态迎接未来

今年年初，该旅某连连长梅修坤又
一次成为官兵们关注的焦点。为了对自
主研发的一套侦察定位辅助校准系统进

行性能测试，梅修坤带着攻关小组开始
了第11次试验。

2年前，连队配发了一台新型无人
侦察机。经过一番摸索后官兵们发
现，在大风和严寒条件下，该型无人机
的侦察数据波动较大，目标定位精度
不高。为此，梅修坤主动请缨研发辅
助校准系统。

攻克难题并非易事。近 2 年时间
里，梅修坤屡战屡败，他主动向旅党委递
交检查，请求“下课”。然而，每当他想要
放弃时，旅党委的支持令他重拾信心：
“你尽管放开手脚干，风险我们担。”

“不能浪费时间，能进一步是一步。”
旅党委的大力支持，源于对追求更大加
速度的思考：装备不断配发，人才培养初
见成效，推动战斗力建设更进一步，必须
尽可能地挖掘内在潜能——把每一件装
备、每一个人才用好。
“已经很好了，还能不能试着做得更

好？”在尤秀红看来，或许他们不知道未
来何时会来，但至少应该知道以什么样
的姿态迎接未来——任何时候都全力以
赴，拼尽全力更进一步。

潜能，意味着不容易发现的能力。
事实上，在发现未来的过程中，挖掘潜能
给这支部队带来了不少“意外惊喜”。

2019年，陆军组织“侦察奇兵”比武
竞赛，其中一个课目使用的装备是雷达
侦察车。该旅当时还没有配发这种装
备，他们多方寻找，也仅仅找到一台已过
使用年限、功能老旧的侦察车。

为了避免付出“不必要的精力”，有
人提议把备赛重心放在其他课目上。
可参赛队员不甘心，他们借回装备后，
自主对车辆内部的发动机、电路和信号
处理系统进行了多次改造。对此，旅领
导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把参赛队员和
装备一起送到修理厂家，在检修装备的
同时帮助他们学习操作技能。从一点
一滴开始摸索，这个小团队最终竟然斩

获了该课目的冠军。从此，上级将该型
装备移交给该旅使用，直到现在，这台
“老爷车”仍然在该旅装备训练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挖掘潜能，挖出的不仅是荣誉和信
心，同样挖出了人才和装备对战斗力的
更大贡献值。

为了鼓励官兵开展技术革新，进一
步挖掘创新潜能，今年 3月，该旅成立装
备科研攻关小组。从制订方案、课题申
报到组织攻关，每一个环节由小组指导、
监督、审核，化个人风险为组织担保，基
层官兵的心里越来越踏实。

前不久，在高原执行任务的该旅干
部邝炯传回喜讯：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
力，他依托某型侦察车自主研发的某类
信号自动处理软件，如今已经实现自动
解调和实时处理，大幅提升了侦察信号
的处理效率。

敢于梦想未来—

一支没有历史荣誉

和包袱的部队，只能“用今

天创造历史”

“全军一流”——这是这支部队组建
之初设立的奋斗目标，同样也是该旅第
一代官兵们为之拼搏的梦想。

对于该旅宣传科科长马涛涛来说，
梦想这个词并不遥远。这 3年，他一直
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梦想一点点变得具
体起来。

从“时代予我新使命，我与时代共成
长”到“用青春筑梦，用汗水圆梦”，再到
“一流劲旅，敢梦敢当”，自组建第一年开
始，该旅政治工作部把每一年官兵自己
编排的春节晚会都赋予了一个明确的主
题——梦想。3年来，伴随着部队战斗
力建设稳步推进，“梦想文化”的种子也
渐渐埋入了官兵的心田。
“成就感之外，多了一份使命感。”

组建初期，该旅副旅长邵光宏参与编修
该类型部队军事训练大纲。看着自己
参与设计的预想渐渐变成现实，邵光宏
很自豪。他形容说：“这种感觉就像闯
入荒野的探路者，探路是为了铺路，让
身后的人踩着我们的足迹，能跑得快一
些、再快一些。”

政委黄长升则把第一代官兵的精神
定义为“拓荒精神”。在他看来，拓荒未
必会让这支部队成功，但一定能帮助他
们成长。

今年 4月，又一批新兵结束封闭训
练踏入该旅营门，迎接他们的是一场特
别的战斗编号继承仪式。

在这支部队，每一名官兵踏入营门
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上一任留下来的战
斗编号光荣地佩戴在自己的左肩上，等
到离开军营时再传到下一任手中。“新鲜
血液”奔流不息，但这个编号始终记录着
官兵们奋斗的足迹，同时也传承着每一
代人对未来的向往。
“目光看得再远，未来的路也要靠脚

踏实地一步步走出来。”这支部队至今还
未建起荣誉室，也没有什么历史包袱。
用黄长升的话说：“关于历史，有太多的
空白需要官兵去填充；关于未来，有太多
的盲区需要官兵去探索。必须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加速前进，用今天创造历史，
用今天创造未来。”

从某种角度说，战场等于未来。在
该旅不大的营院内，有一条笔直的跑道，
跑道的尽头是训练场的入口，入口处立
着一块醒目的石墙，上面书写着红色的
大字：从这里走向战场。

官兵们说，每次跑步时看到这块石
墙，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力量，推动他们在
强军兴军的道路上奋勇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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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新型作战力量的前瞻眼光
—新疆军区某新型作战旅战斗力建设新闻调查（下）

■本报特约通讯员 汤文元

这是一支踏着时代鼓点走来的新组建部

队。2017年，这支部队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的浪潮中诞生。如今谈起历史，他们仅能向前

追溯3年。

历史虽短，这支部队的未来却不可限量。

作为改革生长点之一，他们所代表的新质战斗

力，承载着军事变革时代之变和胜战之钥。从

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处在战斗力体系建设的关

键位置——他们的未来，直接与部队未来作战

效能紧密相连。

正因为如此，他们探索的目光必须深远——

在这个崭新的战斗力建设领域中，走在最前

面的他们仿佛在“无人区”跋涉，发现未来的

过程如同荒野探路。现在目光能够看多远，

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支部队未来能够走多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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