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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

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

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

的本领。

军事训练实践中，广大官兵特别是

各级指挥员要不断增强哲学思维和思辨

能力，自觉运用辩证法洞悉军事训练转

型升级的新变化、新趋势，找准破解战斗

力发展瓶颈问题的切入点、突破口。

以联系的观点深度谋划。军事训

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与部队其他各

项工作相互联系促进，其本身各单元、

各要素之间也互为支撑影响，我们要准

确把握训练与作战、全面与重点、固本

与开新、部署与落实等辩证关系，看清

“一体的两面、辩证的统一”的本质特

点，放在战斗力标准这个标尺下量长

短、看优劣，统筹兼顾、系统谋划、科学

推进，最终收到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的

成效。

以发展的观点推进落实。恩格斯

曾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

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在推进军事训练

转型升级过程中，不仅要破除因循守

旧、故步自封的思想，也要摒弃试图一

劳永逸、一蹴而就的想法，紧跟形势任

务发展变化，调整优化部署布局，探索

创新战法训法，切实把该训的训强、漏

训的补齐，把短板变长，在量变到质变

的螺旋式上升中探索克敌制胜之道。

以矛盾的观点破解难题。对立统

一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矛盾是辩证

法的实质和核心。随着实战化训练深

入推进，必然面临许多现实矛盾和潜在

风险，只有一分为二看问题，客观辩证

想事情，把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

论相统一的妙招用好用足，才能牵住矛

盾问题的“牛鼻子”，找到攻坚克难的

“金钥匙”，收获提质增效的“最优解”，

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洞悉新变化 找准突破口
■李永飞

记者调查

把握“统”与“分”的结合
度—

集中优势抓“统练”，
精准施教强“分训”

“这堂专业课很给力，解渴又解惑！”

走出旅里组织的“专业大课堂”，下士董

巍露出久违的笑容，一直困扰他的“野战

通信抗干扰”难题有了破解的眉目。

“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没有好师傅帮带指导，靠个人很难学懂

弄通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专业。”对此，

董巍感触很深。通信专业的老班长退伍

后，刚学了点“皮毛”的董巍有点发愁。

“ 总 觉 得 有 一 层‘ 窗 户 纸 ’还 没 捅

破。”因为没有完全吃透理论知识，抗干

扰组网能力成了董巍的“痛点”。

董巍的“挠头事”，在许多新号手身

上同样存在。该旅领导在调研中了解情

况后，把解决这道难题摆上议事日程。

“类似通信这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专

业，各单位专业训练水平有多高，操作号

手能力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

傅’的水平。”

“传统的帮带训练模式，受人员调整

变动影响很大，优势教学资源利用率不

高，导致训练水平参差不齐。”

官兵的练兵“痛点”，就是改进训练

模式的切入点，一系列新举措相继在练

兵场上“落地”——

他们改变以往基层单位分头组训的

旧例，运用集约化理念，探索推开“重点

专业集中训、相近专业组合训、战技融合

一体训、关联课目连贯训”等训练路子，

不少基础课目实现了训练整合。

他们采取定点专修、专长任教相结

合的方式，统筹优化各类训练资源，按照

专业、课目分类设置专修室，遴选全旅优

秀教练员跟训施教，同步外请院校专家、

厂家人员等授课教学，从师资力量“源

头”抓起，提高军事训练层次水平。

他们着眼巩固集约化组训的优势，

梳理了导弹武器系统概述、军官指挥理

论、各专业理论学习等普适性强、受众群

体广的内容，全部纳入集中统练范围，确

保统出高质效、找到最优解。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董巍和班组

成员不仅理论功底更加扎实，还掌握了

多种组网手段。他欣喜地说：“老班长虽

然退伍了，但授艺的‘大师傅’更多了，组

训教学不发愁了。”

对此，排长李剑华感同身受。以前，

他对综合防护中几个技术难题不太懂，和

战友反复研究讨论也没打通梗阻。旅里

邀请院校专家集中讲解伪装防护机理，李

剑华在笔记本上写得满满当当，课后还记

下专家的联系方式。这位“远程导师”帮

他解开不少训练中的困惑。

集中优势抓“统练”势在必行，精准

施教强“分训”必不可少。该旅党委一班

人认为：“统”不能简单地“把鸡蛋放在一

个篮子里”，而是以精准为前提、质效为

目标的集约统合，同时还要因材施教、专

攻精练。

为避免“集中统练”跑偏走样，他们严

格遵循能力生成规律，采取进阶式组训方

法，针对官兵个体和单位训练水平差异，

推开以考核成绩、训练时长为依据的分层

分级训练，避免出现“大锅饭”“一锅烩”。

杜尚龙是一名新排长，和他同批毕业

的排长被分到专业强化班，而他因为基础

相对薄弱被拦在“门外”。营连训练骨干

专门为他制订强训计划，持续进行针对性

训练。后来，他很快赶上训练进度。

勾画“新”与“旧”的对比
图—

既要研练“新剑法”，
也需升级“老剑谱”

“要想专业有进步，就得每天‘跑三

路’。”在导弹发射岗位干了 20 多年，二

级军士长于华龙至今还保持着“跑三路”

的习惯。

“跑三路”，指的是默背默画电路、气

路、油路图及其原理，背记一套中等难度

的三路图，难度不亚于默记一座中等城

市的大街小巷和行车路线。

于华龙说：“导弹武器装备技术含量

高，会‘跑三路’是入门的资格证。”

对此，于华龙的“徒弟”、二级上士张

思鹏却有另一种理解。他认为班长的

“传家宝”有点过时，这种死记硬背的学

习方式效率不高。他还曾建言，要对过

去的做法“升级”。

到底要不要“跑三路”，师徒二人的

不同看法，在全旅引发争论。有的官兵

反映，“跑三路”太难，标记符号密密麻麻

的图纸就像“天书”，单纯靠背记，谈不上

学习技巧；也有的认为，“跑三路”这种基

本功不可荒废；还有的感到困惑，原理学

得头头是道，一上操作平台就发怵，感觉

理论和实践不在一个频道上……

“随着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提高，操

作看似越来越简单，但技术含量越来越

高，内部结构原理也更加复杂，操作号手

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该旅领导

集思广益，形成这样的认识：“跑三路”的

传统不能丢，但也应与时俱进，在优化升

级中提升练兵效益。

为此，该旅集智攻关，研究出一套集

理论学习与模拟操作于一体的“一令一

图”操控训考平台。记者在该旅采访时，

恰好赶上某营依托平台组织发射专业原

理知识考核。

操作号手正在背流程，考官突然打

断他：“发射进入倒计时准备中，如果遇

到这样的技术故障，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该如何解决？”

随着考官提问，屏幕上也出现异常

现象演示。号手紧盯着屏幕，从密如蛛

网的链路图中寻找故障点。找到疑似

“病灶”，号手立即进行排除故障处理，

然而忙乎一阵子，屏幕上却一直闪烁红

灯。

“如果显示红灯，表明故障尚未排

除；如果显示绿灯，则说明技术处理正

确 ，考 生 可 进 阶 下 一 个 环 节 。”看 着 号

手急得一头大汗，考官向记者介绍说，

这套操控平台不仅把平面的“三路图”

立 体 式 搬 进 电 脑 ，还 融 入 多 种 训 考 功

能 ，每 一 处 原 理 节 点 上 都 搭 配 了 故 障

库，既能满足官兵自学自训，也能进行

考核测评。

号手一番忙碌，不断尝试新的处置

方法，故障指示灯终于“由红变绿”，考核

进入下一个环节。

“这样‘跑三路’更难了，训练效益也

更高了。”这一次，于华龙和张思鹏有了

相同的看法。他们说，训法创新不能一

味“重起炉灶”，也应当充分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给“老传统”赋能。

既要研练“新剑法”，也需升级“老剑

谱”。近年来，该旅对多年探索形成的专

业理论分层分类集中训、“规程背讲、流

程串讲、方案推讲”三讲法等训法进行升

级，引入信息化、模拟化平台及器材等，

催生新的训练模式，推动训练效益不断

提升。

做好“加”与“减”的计算
题—

加练胜战需要的本
领，甩掉走向战场的“包袱”

“这个课目要全员普及训，强化复杂

战场环境下战术防护能力……”二级上

士张振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全旅防

护专业组训的教练员。更让他意外的

是，曾经被视为“边缘”的防护专业，如今

成了训练“重头戏”。

在这方面做“加法”，是该旅按照打

仗标准推进实战实训的结果。

这些年来，虽说经常开展防护状态

下发射训练，但大多是“各评各的”，把防

护与其他战斗行动综合起来评定训练效

果的并不多，多课目融合组训还不深不

实。

“武器装备迭代更新，战场态势越来

越复杂，有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专业’，

其实是战斗力链条上的关键一环。”有多

年组训经验的参谋焦建冲，深知其中缘

由：防护专业骨干力量少、专业要求高、

组训难度大，训练中存在“被边缘化”的

倾向，有人甚至认为“训得好没多大影

响、训不好没多大损失”。

“日常训练看不出利害关系，打起仗

来那是要吃大亏的。”该旅领导的话一针

见血，“必须组织力量集智攻关，充实完

善这方面的训练内容。”

通过解构防护状态下不同作战行

动 的 能 力 指 标 ，他 们 探 索 制 订 了 一 整

套 以 课 目 组 合 为 基 础 、针 对 不 同 类 别

人员的系统训练方案，并采取逐课目、

逐 案 例 解 析 等 方 式 ，“ 训 、考 、评 ”一 体

组织实施。

打 仗 需 要 什 么 就 练 什 么 ，他 们 规

范组训流程和方式，细化各作战阶段、

各编组、各岗位的“能力拓扑图”，把一

些 容 易 漏 训 弱 训 的 内 容 写 进“ 必 训 清

单”。

推进训练转型升级既要做“加法”，

也要做“减法”，其度量衡就是战斗力标

准。

走 向 战 场 ，有 哪 些“ 包 袱 ”应 该 甩

掉？该旅领导感慨：只有让“中心”真正

居中，才能下真功出实招删繁就简，把

“减法”做出高效益。

以 往 梳 理 的 应 知 应 会 内 容 ，涉 及

面 广 、内 容 繁 杂 ，官 兵 直 呼“ 内 存 不

足”。该旅着眼使命任务，聚焦实用管

用 ，删 减 掉 一 些 与 实 战 关 联 不 紧 的 内

容，确保“把该记的记得更牢”，轻装上

阵打胜仗。

过去野外驻训，个别单位习惯“晴带

雨伞、饱带干粮”，结果一度因为保障工

作求全责备而影响行动。该旅根据不同

军事行动需要，按照随时能战、快打快撤

等要求，对装备器材、生活物资等进行

“去冗余式”规范，部队快速集结、机动转

进等能力明显提升。

新年伊始，演兵场上，该旅官兵仍

在 做 着“ 加 ”与“ 减 ”的 计 算 题 ，无 论 如

何变化，目的只有一个：锤炼提升随时

能 战 、准 时 发 射 、有 效 毁 伤 的 实 战 能

力。

提升“战”与“训”的耦合
值—

以作战的方式训练，
以训练的方式作战

“以战领训”“实战实训”……这些

词，官兵们并不陌生，可要实现作战和训

练一体化，绝非易事。

某发射连连长讲起了他的一段经

历。当时，他带领全连接受上级考核。

出发前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然而一场

考核下来，却处处丢分。

“实战氛围下摆兵布阵，一着不慎，

满盘皆输。”那位连长说，那次考核模拟

真实战场环境，快节奏、高频次的部署转

换、任务交替，让大家应接不暇。

“说到底，还是基础训练与作战耦合

不紧。”该旅领导问诊把脉一语切中要

害，“合成训练和联合训练一般都会加载

实战背景，而基础训练往往课目单一，即

使不加载实战背景也能组织，导致‘含战

量’相对不高。”

实战化训练，究竟应该怎样“化”？

这道现实课题，摆在该旅官兵面前，也成

为他们厘清战训关系、强化战训耦合的

必走一步。

为此，该旅在保证训练周期、训练时

长等有效落实的同时，把战场态势、应变

要求等融入基础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

境中、严峻复杂的条件下摔打和锻炼部

队。

上等兵王勇是该旅某营发射操作号

手，虽然兵龄短、经验少，但他对合成训

练状态下开展基础训练有着自己的认

识。

去年，该旅参加合成作战背景下的

演训任务。抵达训练场，部队并没有立

即展开合成训练，而是专门安排时间强

化基础训练。对此，王勇印象深刻：“带

着实战要求思考复训专业技能，‘软肋’

和‘短板’一下子就凸显出来，大家有了

打仗的紧迫感。”

训练中，上级有意考验王勇所在备

份班组的操作水平，让他们临时替换主

战单元上阵。一轮全流程操作完成，他

们查找出多个薄弱环节，固强补弱训练

随之展开。

发挥好“战”对“训”的牵引作用和

“训”对“战”的保证作用，推动“以作战的

方式训练，以训练的方式作战”，在练兵

场上催生出一系列新变化——

野外驻训，部队一路遭遇难局、险

局、危局，虽然官兵早早下功夫预想预

防，可“意料之中”越来越少，“意料之外”

越来越多。

训练考核，立起“考为战”的铁尺子，

拉近考场与战场的距离，没了脱离实战

的优秀，多了实战实训的合格。官兵坦

言，这样考，考一次就进一步。

发 射 训 练 ，该 旅 官 兵 在 近 似 实 战

的条件下摸爬滚打，虽然在战法训法、

人 员 素 养 等 方 面 暴 露 出 一 些 短 板 ，但

每 解 决 一 个 问 题 ，部 队 的 战 斗 力 就 上

一个台阶。

解读 训练 转型升级的“ 辩 证法”
——火箭军某旅探索创新练兵模式新闻调查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张新凯 通讯员 张 帆

2023 年底，火箭军组织开展训练规范交流活

动。来自备战打仗一线的各级指挥员，聚焦某导弹

旅的探索创新，共研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之计。

创新，写在该旅按照打仗标准构建的训练体系

之中。他们着眼形势任务新变化、战法运用新特

点、装备技术新发展，探索构建法规、训法、内容、保

障、考评“五大体系”，拉直了基础训练是什么、训什

么、怎么训、怎么考、如何保等问号。

创新，写在该旅探索形成的实践成果之中。他

们配套建设 70 余个训练场所，补充完善数百型设备

器材，研究规范 4 类典型课目训法，一批战法成果被

推广应用。

探究该旅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的“源头活

水 ”，该 旅 领 导 说 ：“ 问 题 中 有 方 法 ，困 境 中 有 机

遇，破与立是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面对科技之

变 、战 争 之 变 、对 手 之 变 ，需 要 充 分 运 用 辩 证 思

维 ，边 破 边 立 ，在 破 立 并 举 中 加 快 推 进 部 队 训 练

转型升级。”

锐 视 点

火箭军某旅官兵进行气象观测训练。 李万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