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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寒冬，黄海某海域，北部战区海军

某大队一场实战背景下的反水雷训练

拉开战幕。

为取得佳绩，该大队各舰尽遣精英

出战。惠民舰灭雷具主控端操作手郭

帅，是官兵公认的专业能手。这场训

练，他被大家寄予厚望。

“信号一致，判定为水雷！”任务海

域，确认疑似目标方位后，指挥员命令

舰艇迅速调整航向航速，启动动力定

位，做好猎雷准备。

“开始灭雷！”接到指令，郭帅使用

遥控方式操作吊放入海的灭雷具，缓慢

靠近目标水雷。100米、50米、10米……

伴随一声巨响，海面上腾起高高的水

柱，水雷被成功扫除。

灭雷作业完成顺利，问题却突如其

来——回收灭雷具时，郭帅和搭档产生

了分歧。

原来，作为灭雷作业的收尾工作，

副控端操作手在灭雷结束后，将灭雷具

成功回收，整个任务才算完成。为保证

回收过程的安全，按照以往惯例，观察

员应先探明灭雷具的位置，通过对讲机

向副控端操作手下达指令后，副控端操

作手才能进行回收作业。

此次训练中，为快速高效完成任

务，郭帅认为，等到观察员确认位置后

再回收灭雷具耗时过长，便提出让搭档

临时兼任观察员，自行确认灭雷具位置

后，迅速实施回收作业。

然而，搭档觉得这一想法打破了惯

例，有些冒险。更重要的是，训练中观

察员所处位置比副控端操作手更易于

观测，也更有利于确认灭雷具位置。为

稳妥起见，搭档拒绝了郭帅的建议，按

照操作规程进行回收作业。

决胜时刻，分秒必争。收到指令

后，尽管搭档快速回收了灭雷具，还是

影响了惠民舰任务完成速度，最终被判

“失败”。

复盘会上，全舰官兵就此展开激烈

讨论。“如果把猎扫雷舰比作‘雷海利

剑’，那灭雷具就是‘剑锋’，布放和回收

的快慢，直接影响作战效率。”讨论中，

郭帅对这个问题格外较真，“打起仗来

分秒必争，如果我们习惯于按老经验、

老办法组织训练，战场上遇到突发情况

就很难迅速处置、有效应对。”

“只有将训练‘准星’瞄准打仗‘靶

心’，着眼实战需求优化作业流程，打破

常规思维定式进行战法创新，才能不断

积蓄打赢底气和能力。”该舰舰长告诉

记者，经过充分研讨，他们决定在今后

训练中优化灭雷具回收流程，让副控端

操作手兼任观察员，并根据任务进度适

时调整所处位置，切实提高训练质效。

瞄 准 打 仗“ 靶 心 ”，淬 炼“ 猎 雷 尖

兵”。在后续组织的训练中，他们经过

反复实践，验证并推广了这一新战法，

大幅提升了猎雷效率。近期，在上级组

织的一场考核中，该舰官兵凭借新战法

赢得先机、一举夺魁。

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实战化训练中的一幕引人深思—

“猎雷尖兵”抢出制胜时速
■本报记者 高 亮 通讯员 李木强 张明磊

细细想来，我和搭档为什么会在

训练中错失良机？说到底还是没有用

打仗的思维准备打仗，没有用实战的

标 准 衡 量 训 练 ，而 是 习 惯 于“ 按 流 程

办”“按方案走”。

猎扫雷舰作为开路先锋，猎雷效

率关乎战争全局。如果训练场上一味

按部就班“一步一动”，上了战场就可

能“步步被动”。只有打破固有思维，

牢固树立实战导向，大力推进战训耦

合，不断强化战场思维和打仗意识，才

能更好发挥武器装备作战效能，加快

提升打赢能力。

“实战化”不能停留在嘴边，也不能

只存在于平时的训练场。有了这次训

练的教训，针对以往反水雷作战训练中

存在的问题，我们舰配合大队机关精研

战法训法，探索优化作战流程，全方位

采集训练数据，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反

水雷作战积累了宝贵经验。我们坚信，

只要官兵谋战务战、心系打赢，多用战

场思维想问题、抓训练，努力在求真、求

新、求准、求实上下功夫，就一定能制胜

未来战场、打赢未来战争。

多用战场思维想问题
■郭 帅

近日，某部组织战役战术训练方

法集训，引导干部骨干重点学习掌握

拟制计划、编写教案、示教示范、导调

评估、演习保障等内容，培养锻造一批

平时会教、战时能打的指挥员。

战役战术训练是最贴近实战的练

兵活动，能够让指挥员经受全面历练，

有效提升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战争年

代，指挥员在战争中学会打仗；和平时

期，必须通过严格训练特别是战役战

术训练提高指挥员指挥打仗本领。战

役战术训练是推动军事战略向实践延

伸、向末端落实、向能力转化的重要环

节，也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当

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

大，军事斗争任务艰巨繁重，迫切需要

各级系统规范战役战术训练方法路

子，着力克服教学组训不规范、以演代

训走过场，以及环境设置不真、对抗性

不强、考核评估不严等问题。

提高战役战术训练质量，就是要

按照能打仗、打胜仗要求，全面规范训

什么、怎么训、谁来教、如何考等问题，

进一步提高战役战术训练实战化水

平。应强化任务牵引，按使命任务设

计内容、按实战环境设置条件、按作战

进程组织演训、按打仗要求评估能力，

在难局险局中摔打锻炼部队。坚持改

革创新，紧盯战斗力短板弱项和训练

薄弱环节，创新战役战术训练方法手

段。突出指挥训练，坚持以首长机关

为主、以指挥班子为主、以军政主官为

主，强化指挥技能训练和谋略训练，提

高精确侦察、精确筹划、精确指挥、精

确协同、精确评估能力。坚持依法治

训、按纲施训、科学组训，把各级各类

人员训全、各个步骤训实、各项内容训

细、各种作战样式训到，全面打牢训练

基础。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现代战争

制胜机理发生深刻变化，战役战术训

练应更加注重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精

确作战、环境构设、自主对抗。各单位

应遵循战斗力生成规律和训练指导规

律，按照“理论讲解、战法研究、态势摆

布、实兵演练”的基本施训程序，紧密

结合各军兵种部队实际，在实践中规

范完善各类型、各层次部队战役战术

训练方法路子。坚持全面训练、对抗

检验，扎扎实实打牢战役战术训练基

础，做到逐级训练、逐级合成、逐级形

成实战能力。

提高各级指挥员筹划指挥打仗能

力，是战役战术训练的重要任务。各

单位应围绕提高指挥员判断形势、理

解意图、定下决心、摆兵布阵、处置突

发情况的能力，从教学组训、实际指

挥、战法研究抓起，引导指挥员带头研

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结合战

役战术训练，在真枪实弹、激烈对抗中

熟悉指挥技能，掌握用兵之道，领悟指

挥艺术，努力成为懂作战、会指挥、善

组训、真抓训的“明白人”。

（作者单位：9282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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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潘翔、周韵报道：“感谢班

长的帮带，让我逐步找回自信，训练成绩

快速提升。”近日，第 76 集团军某旅在新

老兵中开展结对帮带活动，助力新兵找

准定位、融入战位。

“新兵能否尽快适应新环境、融入新

集体，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该旅领导

介绍，针对部分刚下连新兵身体素质偏

弱、适应能力不强等情况，他们遴选优秀

带兵骨干，有针对性地开展结对帮带活

动，有效缩短新兵“第二适应期”。

下连之初，新兵程从洋一时难以适

应连队训练节奏，还因动作不协调挫伤

了积极性。连队干部指定训练骨干刘

立 琦 靠 前 帮 扶 ，从 分 解 练 习 到 连 贯 动

作，都耐心地为他讲解示范。在刘立琦

的帮带下，程从洋逐渐走出低谷，跟上

了训练进度。

该旅还按照“手把手带教、心贴心培

养、实打实考核”原则，为每名下连新兵

量身制订成长路线图，涵盖基础体能、班

组战术、作风养成、心理素质等方面，帮

助他们打牢岗位能力基础；建立个人军

事训练档案，全程跟踪新兵训练情况；常

态开展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活动，营造

比学赶帮超浓厚氛围；利用营战术综合

训练等时机，将新兵纳入战斗编组，在摔

打磨砺中练就过硬本领。

“成长路上虽然会遇到坎坷和挫折，

但更多的是收获和感动。”新兵杨纪元感

慨地说，在连队训练骨干帮带下，自己的

综合素质得到很大提升。

据了解，该旅新兵已全部奔赴各自

岗位，在一线战位不断淬炼成长。近期，

该旅组织基础训练考核，新兵总体成绩

较往年进步明显。

第76集团军某旅

结对帮带计划有的放矢

本报讯 罗剑涛、王畅报道：“基地制

订的专属训练套餐，帮助我解决了训练

‘偏科’问题。这次考核，我的引体向上成

绩达到了优秀。”日前，陆军某基地警卫勤

务营组织阶段性军事体能考核，此前成绩

落后的新兵方嘉庆打了个“翻身仗”。

“新兵的身体素质和适应能力各不

相同，只有增强组训施教的针对性，才能

有效提升军事训练水平。”该基地领导介

绍，他们在前期调研中发现，部分营连制

订训练计划缺乏针对性，组织新兵训练

存在“齐步走”“一锅煮”的现象。

为此，他们科学制订新兵训练方案，

积极探索“分段牵引、分项细练”训练模

式，设置燃脂组、腰腹力量组等专项训练

小组，区分层次、分组施训；定期组织阶段

性考核，采集新兵体能训练数据，认真查

找短板弱项，研究制订下一步训练计划。

该营新兵陈宇飞 3000 米跑成绩不

理想，连队干部将他安排到耐力组进行

强化训练，并指定训练尖子、二级上士张

刚对其进行帮带。张刚为他制作“训练

明白卡”，细化明确每一阶段训练目标。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陈宇飞的训

练成绩进步明显。

翻阅该基地新兵训练计划，笔者发

现，阶段性训练结束后，他们还组织召开

“诸葛亮会”进行难题会诊。同时，他们积

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趣味体育活动，既强健

了体魄，也有效激发了新兵的训练热情。

新兵训练方案量体裁衣，提升体能

训练质效。在该基地近期组织的阶段性

考核中，新兵训练成绩优秀率显著提升。

陆军某基地

新兵训练方案量体裁衣

本报讯 杨龙霄、石磊报道：近日，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组织新一期

“信通尖兵”讲坛活动。现场聆听专家讲

授各类通信网络的广阔应用前景，学员

们深受触动。

“我们以人才培养需求为牵引，在加

强构建创新型课程内容体系基础上，持

续优化办学条件。”该院领导介绍，他们

通过开设各类拓展课程，不断加大前沿

科学技术、部队演训成果等内容在教学

中的比重。此外，他们大力加强基础实

验设备、信息通信装备、对抗推演等教学

平台建设，聚焦军事领域前沿课题，开展

实战化教学，提升课堂“含战量”，引导学

员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着力培养一

批专业能力过硬的“信通尖兵”。

该院着眼作战任务、作战对手构设

逼真战场环境，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 式 ，针 对 性 开 展 实 装 教 学 训 练 和 考

核 ；在 发 挥 传 统 教 学 手 段 优 势 的 基 础

上，借助智慧教室、模拟训练馆、VR 虚

拟 现 实 技 术 等 ，拓 展 学 员 能 力 提 升 平

台；利用教学管理信息平台实施全程考

评，结合考评情况优化课程设置、提升

教学效果。

笔者在该院模拟训练馆看到，学员

头戴 VR 眼镜，身着智能仿真设备，全身

心投入模拟训练。“该课程采用系统集

成、仿真应用、立体显示等手段构建虚拟

现实场景，让学员置身‘战场’操作不同

装备，开展沉浸式训练。”教员林志强说，

“利用 VR 训练系统开展训练，有效解决

了训练场地及环境的局限问题，提升了

教学质效。”

据了解，大力推进各类教学平台建

设以来，该院一批拓展课程受到学员欢

迎，研战谋战的氛围愈发浓厚、练兵备战

的热情持续高涨。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聚焦前沿技术 拓展教学平台

上图：近日，第 71 集团军某旅

组织机动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 政摄

下图：12月上旬，空军某旅开展

实弹射击训练。

虞达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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