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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

潜望镜

闪耀演兵场

炎炎夏日，渤海湾畔，第 81集团军
某旅组织的实兵对抗演练拉开战幕。

演练一开始，担负低空掩护任务
的高炮营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地域
进行设伏。
“前方 1公里处，进入‘敌’炮火封

锁区！”行军伊始，高炮营营长张晓飞
接到情况通报，迅速计算炮火封锁间
隔和梯队通过时间，组织车队拉大间
距、加速向前开进。

途中，遭“敌”生化攻击、“敌军”袭
扰等险情接踵而至，等到高炮营逐一
过关，展开射击准备时，兵力已“伤亡”
过半，最终导致他们编织的防空火力
网，没能拦住“敌机”的猛烈突袭。

无独有偶，地空导弹营也有相同
的遭遇。
“‘敌’侦察卫星 10分钟后变轨过

顶！”刚刚到达预定地域，地空导弹营
就突然接到通报，营长王俊奎立即命
令各火力单元采取防范措施，利用伪
装网对装备车辆进行变形伪装。不一
会儿，部队就“隐匿”在岸滩之中。

本以为凭借巧妙伪装能够成功躲
过“敌”卫星侦察，不承想却被导调组
评判任务失败，这让王俊奎一时弄不
清所以然，直到通报下来，他才恍然大
悟。原来，该型侦察卫星主要通过侦
察截获雷达、通信系统的电磁信号获
取情报，王俊奎忽视了辨认卫星类别
环节，利用伪装网进行变形伪装非但
没必要，一旦“敌人”来袭，还会影响作
战准备时间。
“我们的失利原因只有一个，那

就是对‘敌情’分析研判不够”“指挥
员在战场上既需要勇武之气，更应精
于谋略、掌控态势”……训练讲评会
上，张晓飞等营连主官主动剖析不
足。大家发现，以往一些习以为常的
处置方法，一旦对标实战标准，马上
就会露出马脚。
“未来战争，发现即摧毁。这次演

练没有完全按照既定的演练预案走，
就是为了警醒各级指挥员：要把实战
化思维贯穿始终。”对此，该旅领导一
针见血地指出，防空分队主要以机动

作战和要地掩护为主，机动途中很可
能最先遭到火力打击，作为一线指挥
员，不能只盯着预案演练，还应充分考
虑地形、天候、敌情等因素，灵活运用
战略战术，方能赢得主动、出奇制胜。
“东南方向发现‘敌机’一架！”讲

评会刚刚结束，新的敌情再次传来。
这次，王俊奎并未急着下达处置命
令。他认真观察分析“敌机”航迹，判
定对方欲采取迂回战术实施攻击的意
图后，迅速组织各火力单元进行拦
截。“发射！”随着两枚导弹呼啸升空，
“敌机”刚进入防区范围即被击毁。

这次演练，先“负”后“胜”，但王
俊奎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回顾全程，
他深有感触：其实，有时胜败之间并
没有多么深奥的道理和难懂的原理，
很多都属于指挥员必须了解的兵家
常识、应该具备的基本思维，只要稍
动脑筋或多加用功，就不至于“败走
麦城”。“希望以后练兵打仗，自己能
够少几次这样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失利。”王俊奎说。

对抗演练中伪装失败引发的慨叹—

练打仗，少几次这样的“败走麦城”
■曹广昆 杨兴灿 本报记者 韩 成

50、49、48……“人质”身上爆炸物
计时器数字正在快速跳动，武警云南
总队机动一支队某特战中队狙击手巫
邵东急得满头大汗。

究竟剪红线还是蓝线？他迟迟未
能下定决心。更要命的是，任何一次
让水银平衡装置倾斜超过 15度的轻微
晃动都可能引起爆炸。

时针往回拨转。在这场以楼房反
劫持为背景的特战小队独立攻坚演练
中，主排爆手杨阳所在的突击一组刚
踹门突入，就触发“暴恐分子”设置的
诡雷，全组被判“阵亡”。

特战队员的行动激怒了“暴恐分
子”，他们按下两名“人质”身上的爆炸
物计时器。小队长何江迅速调整作战
编组，补充侦察后再次突入房屋，电光
火石间，“暴恐分子”被悉数击毙。

控制现场后，副排爆手卢海潮观
察发现：“暴恐分子”手法非常专业，两
枚爆炸物分布在不同楼层，且均为多
元水银引爆装置，最大倾斜角不能超
过 15度，动作幅度过大、计时结束、剪
错线路都会引爆炸弹。

时间紧迫，情况危急。卢海潮只
能排除一枚，剩下一枚怎么办？“让巫

邵东试试！”一个念头在何江脑海中闪
过，狙击手巫邵东曾参加过排爆训练，
排爆原理略知一二。

接到命令后，巫邵东迅速赶到现
场，排爆操作随即展开。二楼，卢海潮
很快排除红线和伪装线可能，最终确
定剪断蓝线。“咔嚓”一声，爆炸物计时
器定格在1秒 29。

反观楼下，仓促上阵的巫邵东有
些手忙脚乱。面对如此复杂的爆炸
物，他明显感觉力不从心，最终在时间
耗尽前作出错误选择，导致营救“人
质”行动失败。

特战小队铩羽而归。复盘检讨会
上，大家抛出一个问题：实战中随时可
能面临各种意外情况，打赢下一场战
斗，我们的能力储备够吗？

对此，巫邵东首先作自我检讨：以
往总抱有“各守一摊”的思想，把精力
都放在提升本专业能力上，对其他专
业往往是浅尝辄止，这才导致关键时
刻掉了链子。

特战队员苏涵淇接着说，新体制
编制下的特战小队需要独立完成作战
任务，每名特战官兵必须具备指技合
一、一专多能的过硬本领，才能在面对

一些突发情况时、在瞬息万变的战场
环境中应对自如。
“谋胜战，要多一些管用的‘能力

储备’！”……在你来我往的思想碰撞
中，研战练战的坐标愈发清晰。该支
队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引导官兵打破
传统固化思维，按照“精一门、专两职、
懂多岗”的原则，开展侦察、排爆、狙
击、突击等专业岗位交叉互训，要求人
人能够适应小组编成中的各个战位；
每两个月组织岗位轮换和分层考核，
确保官兵精通一门、熟练掌握两至三
门专业技能，不断提升战场补位能
力。此外，他们还以小队为单元，把队
员拉到陌生复杂环境中，通过互为对
手、互设条件的自主对抗模式摔打锤
炼官兵。

练兵场上，狙击手完成狙击专业考
核后，随即转入特种驾驶训练；驾驶员
驾驶攀登突击车到位后，立刻“变身”侦
察员参与情况搜集……新的组训模式
带来新变化。在前不久举行的一场反
恐演练中，狙击手巫邵东右手手腕受伤
无法完成射击，危急关头，观察手岩旺
迅速接过狙击步枪，在巫邵东的辅助
下，及时击毙逃窜的“暴恐分子”。

替补排爆手“阵亡”带来的改变—

谋胜战，多一些管用的“能力储备”
■胡 程

“用一年半时间，将新型四代雷达
上万个电路节点、上千条操作流程搞懂
弄通、烂熟于心，为操作保养、应急抢修
新装备打好基础；再用一年半时间，将
所学的理论知识倾囊相授，教给自己的
徒弟们。”几乎全旅官兵都知道，这是老
兵于世忠在 2017年为自己定下的“三年
规划”。

今年，是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年，
“交卷”的日子就要到了。

时间追溯到 3年前的夏天。部队经
历改革重塑，老装备面临淘汰，新型四代
雷达信息化程度高，内部全是集成模块、
数字电路，与于世忠熟悉的电子元件、电
路图有很大不同。于是，这位保障过演
习任务近千次、精准排除故障近万次的
雷达技师，在自己将满 50岁时，再一次
报名到院校深造，逐一攻读有关设计构
造、电磁频谱等多个学科。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钻研劲儿，去年
初，于世忠实现了“三年规划”的半程目

标：他编写了一本集操作原理、经验做
法、注意事项于一体的实用维修手册，深
受官兵欢迎。
“要想学好雷达原理，就要熟悉它的

‘表情动作’，清楚它的‘脾气性格’。”这
是于世忠经常在“雷达讲堂”上说的话。
在他看来，认真研究电路图上密密麻麻
的线路节点，是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克
敌制胜的必要条件。

于世忠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实兵对
抗演习，战局胶着之时，警戒雷达突然出
现黑屏。当时并不精通电路布局原理的
于世忠，爬上爬下、一阵捣鼓，急得满头
大汗，最终还是没能及时排除简单的焊
点故障，最终警戒雷达错过侦察时机，整
场演习以失败告终。
“如果这样的失误出现在真正的战

场上，后果不堪设想。”在于世忠的言传
身教下，四级军士长刘楠把那本维修手
册翻卷了边儿，依托老装备研究改进了
方位标定装置；中士程争胜每天废寝忘
食地“窝”在雷达车里，一遍遍研究电路
图，成为雷达维修的后起之秀……

在近日的一次新型雷达装备理论考
核中，于世忠的 46名徒弟成绩优良率高

达93%。
面对这样一份成绩单，于世忠却依

旧不满意。他说，自己的“答卷”还没有
写完，如果非要在这个时候打分的话，那
只能打40分。
“剩下的 60 分，都在装备的实操

中！”今年 6月底，单位刚列装某新型四
代雷达车，此时，跨区演习也进入了倒计
时。魔鬼般训练的间隙，年轻的战友们
发现于世忠经常将拇指、食指和中指捏
到一起。“这是万用表用多啦，养成的下
意识习惯。”老班长解释，几十年如一日
的训练，早已将这些动作深深地融入到
他的生活中。

就这样整整训练了半个月的时间，
于世忠和他的战友们熟练掌握了新型雷
达的操作流程和技巧。
“演习就像打仗，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平时训练遇不到的情况。”夜幕降临，于
世忠躺在床上，像往常一样，先算了算距
离演习开始的日子，再算算自己离开部
队的日子：“57天，142天。”

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闭上双眼，
于世忠默默地为自己打气，双手下意识
地将三根手指捏到了一起。

2017年，第 80集团军某旅一级军士长于世忠为自己剩余的军旅生涯定下
“三年规划”。如今约期将至，且看—

一位老兵的“军旅倒计时”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晓帅

身为老步兵，由于身体素质过
硬，我过去在连队一直很受重用。可
今年连长李俊佑下定决心让我转岗干
车长，从头跟着义务兵学习，一点情
面都不给。

这不，7月初，营里组织了一场车
长专业课目考核，我只是刚刚合格，
反观班里的新战士雷陈宇，一路领先
最终夺冠。结束后，雷陈宇举着奖牌
喊我“班长”，我顿时感到脸发烫，想
找个地缝钻进去。

见李连长迎面走来，我不禁埋怨
道：“连长，新兵都是专门受过专业集
训的，让我怎么比？你非让我干车长，

这下被新兵看了笑话，你满意了？”
李连长立刻变了脸色，“昔日的优

秀班长，换个新专业就认怂，哪有老
兵的样子？”

听连长这么说，我赶紧低头认
错。要说考核成绩不理想，原因还是
在我，明明两个月前就发现了差距，
却不迎头赶上。

当时，新式步战车配发不久，连
队组织了一次战术演练，各步战车呈
战斗队形向目标区域开进。途中遭遇
沙尘天气，我所在的步战车与其他车
辆失去了联系。一时间，由于不熟悉
装备性能，让我“抓了瞎”。关键时
刻，还是雷陈宇及时调整电台参数，
排除通信干扰，这才跟上了梯队。

这批“先训后补”的新兵对新式
步战车驾轻就熟，主导日常训练，我
这个老班长总是抹不开面子跟着学，
这才让差距越拉越大。

“倘若像过去，老骨干当班长，义
务兵干车长，平时听老骨干的，训练
听义务兵的，平时看不出啥，但要是
打起仗来，听谁的？”虽然连长的话说
得很严重，但我内心是赞同的，怪就
怪我们这些老骨干没有把新专业这个
“瘸腿项目”补上去。

随着新一轮骨干调整，连队有了
更多的人员使用权。不少管理骨干被
安排到车长岗位上，要求专业能力限
时过关，而专业能力突出的义务兵也
可以参与预任车长竞选。不仅如此，
连队还给我们每个人都量身定制了
“成长路线图”，大家的短期目标和长
远规划在图上一目了然。

知耻而后勇。身边的骨干都在努
力拼搏，我怎么能躺在功劳簿上混日
子呢？我要从头开始、从零学起，让
新兵们见识一下老兵的样子。
（江雨春、本报特约记者张 旭整理）

老兵的样子就是“别认怂”
■第81集团军某旅装步五连上士 何 斌

“这回总算不再炒‘剩饭’了”……走
下演练场，听到几名老兵在一旁嘀咕着，
看着他们满头大汗却笑容满面的样子，
武警某部机动第三支队一大队队长于建
生终于松了口气。一个月前，战士们可
不是现在这种状态。

那天，上级组织战备抽查考评，随着
预先号令的下达，各分队迅速按照编携
配装要求奔赴指定地域。“集结、装载、登
车……每次都是老路数，真没劲！”途中，

战士低低的牢骚声，让于建生不禁陷入
沉思。
“战士的吐槽是气话，更是心里

话。”演练复盘会上，于建生把“演练环
境大同小异”“指挥员不求创新突破”等
10多个积弊问题摆到台面上。讨论中，
有的官兵建议完善制度规范，充分下放
“自由发挥”权力；有的提出强化“三室
一库”实战化标准管理，督导通报战备
值班流于形式的单位；还有的坚持将训

练地域向戈壁荒漠地带延伸，多设些突
发危急课目……

连日来，该支队综合官兵意见建议，
结合贯彻落实新大纲要求，制订出《支队战
备工作量化评比标准（试行）》，根据担负的
防卫作战、执勤处突、反恐维稳、抢险救援
等任务，分别绘制出数十张战备应急演练
流程图。笔者在他们制订下发的“一册三
卡”行动指南上看到，从支队到单兵共6个
层级，充分发挥指挥员、战斗员的应急应变
能力，真正让演练走出模式化“套路”。

采访中，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彻营
区，各分队刚布置好封控力量，紧接着又
“转场”实施包围“抓捕”，整个过程紧张
有序。上士钟虹文抹了把汗说道：“这样
的战备演练才叫过瘾，虽然任务繁重、情
况紧急，不停奔跑转换，但大伙儿个个劲
头十足。”

战备演练告别老套路
■吴 昊 郑淑坤

7月上旬，黄海

之滨的某野战综合训

练场，北部战区海军

某技术总站组织官兵

展开“登锋履刃”战伤

救护大比武。比武共

设置战伤自救、战伤

互救、联合救援 3个

课目，通过临机领受

任务、进行战术调整、

应对险情特情，有效

锤炼和提升官兵的综

合素质和协同水平。

图①：被解救伤
员恢复战力冲过浓烟。

图②：运送伤员
通过水坑。

刘再耀、王辰玮

摄影报道

“ 战场”
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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