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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蓝军故事②

第 82 集团军某旅组

织排爆训练。

图①：排爆手排除室

内爆炸物。

图②：制作爆破装置。

图③：排爆机器人转

移爆炸物。

郭 辉、万端武摄

这是刻画在大部分人心中的“排爆”

场景——

一名排爆手弓身趴在爆炸物前，小

心翼翼地切割开爆炸物的外包装，数根

电线暴露在眼前。排爆兵拿起特制剪

刀，在反复分析判断后，选中其中一根剪

断，险情排除，人员获救。

然 而 ，在 第 82 集 团 军 某 旅 教 导 队

队 长 、一 名 资 深 排 爆“ 老 兵 ”刘 子 雷 的

眼 中 ，战 场 上 的 排 爆 远 没 有 这 样 简 单

与单纯。

“战场上的排爆手不仅要面对爆炸

物的威胁，还要时刻关注战场环境、敌

情干扰、时间限度等因素，因此实战条

件下的排爆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刘

子雷告诉记者，当最为惊险的专业，加

载了“战场”的砝码，呼吸之间都关乎胜

败。只有在训练中将官兵置于对抗的

条件中，才能锻造出适应战场环境的爆

破尖兵。

在真打实抗中认清挑战

某训练场上，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

一场爆炸物排除训练正在展开。

“报告，排爆小组已准备就绪。”“前

出排爆！”

随着旅教导队队长刘子雷的命令下

达，数名排爆手迅速前出。然而，在预定

地域等着排爆手的，并非是预想中的爆

炸物，而是一堆废弃的杂物。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一位排

爆手在搜索爆炸物过程中因误触引线，

引爆杂物中的“炸药”，被判出局；数名排

爆手因搜索爆炸物时间过长，未能按时

完成拆除任务……

“这如果是在战场上，你们已经阵亡

了，任务也失败了。”训练结束后，刘子雷

在总结中说道，“敌人不会告诉你答案是

什么，更不会把炸药摆在你面前。”

将以往思维惯性打破，对训练模式

进行升级的思考，源于刘子雷的一次蓝

军经历。

那年秋天，刘子雷随队参加一场实

战化对抗演练。演练中，刘子雷作为蓝

军分队排爆手，负责保障蓝军分队通路

顺畅，并给红方设置通路上的障碍。刘

子雷深知，机动是贯穿所有作战行动的

链条，是通往胜利的大门。

然而事与愿违，刘子雷与战友们精

心设置的雷场并未给红方官兵带来过多

困扰。前几波次的进攻中，红方分队多

次顺利通过障碍区，对蓝军发起攻击。

战况急转直下，蓝军决定对红军发

起突袭，扭转颓势。

蓝军分队前进途中，一片雷场拦住

了他们的脚步。刘子雷所在小队受命前

去排爆，趁着夜色，刘子雷和小队其他队

员换上厚重的排爆服，一只手捂住头灯，

一只手提着设备摸索向前。

正当他们抵近雷场边缘时，队长突

然一把拉住正在前进的刘子雷，指了指

他身前一根极其隐蔽的地雷绊线。看着

眼前的绊线，刘子雷惊出一身冷汗。

“这里怎么会有绊线？”按照常规布

雷模式，这样的绊发雷往往设置在雷场

中心。没想到，红方官兵反其道而行之，

就是为了给蓝军排爆手“设绊”。

尽管刘子雷和战友们成功清理雷

场，保障蓝军后续分队顺利通过，但刘子

雷却心里不是滋味：“不仅没能给红方一

个‘下马威’，自己反倒差点中了对手的

‘圈套’。”

演练结束，茫茫戈壁滩重回寂静。

刘子雷辗转反侧，日常训练时，他拆除的

爆炸物数不胜数，各种类型的炸弹都难

逃他的双手，可这次“红军”的布雷方式

却从未见过。

看着“对手”设置的爆炸物越来越新

颖，布雷方式越来越灵活，刘子雷不断反

思：“蓝军检验红方的同时，也在经受检

验。如果不能持续创新，‘被教育’的反

而是自己。”

“在关乎生死成败的未来战场上，要

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想得更多、做得更

多。”刘子雷说。

用蓝军视野眺望战场

那次演练归来，刘子雷与连队官兵

们复盘反思，决定成立爆破专业蓝军分

队，在常态化的对抗训练中倒逼自身不

断进步。

刘子雷担纲蓝军分队负责人，他带

领攻关小队仔细钻研专业知识，紧跟前

沿战法训法，不断探索对抗训练新模式。

不久后，该旅一场全要素全流程红

蓝对抗演练打响，刘子雷带领分队官兵

接受检验。

演练中，红方排爆小队将目标建筑

仔 细 搜 索 过 后 向 指 挥 员 报 告 ，一 切 正

常。殊不知，楼内某房间内烟灰缸里的

数个烟头，让红方“吃了大亏”——就在

红方特战小队进入楼内准备营救人质

时，刘子雷下令“引爆”藏在烟头内的雷

管，导致红方特战小队“战损”严重，被迫

退出演练。

演练结束后，红方排爆小队队长悻

悻地说道：“哪有把雷管藏在烟头里的？”

“ 敌 人 可 不 会 把 爆 炸 物 放 在 明 面

上。”负责设置“敌情”的刘子雷得意地笑

了，“只有站在敌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我们才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只有多用

逆 向 思 维 ，才 能 促 进 战 法 训 法 不 断 更

新。”

之后一段时间里，刘子雷带领蓝军

分队在该旅多个训练场持续发挥“爆炸”

效应：舟桥训练场上，舟桥分队准备开设

浮桥渡场，滩头却被设置了大量“爆炸

物”，舟桥分队指挥员命令部队转为漕

渡，结果水域卸载平台也被破坏；防化训

练场上，防化分队在侦察前方“染毒道

路”时，“路边炸弹”突然“爆炸”，侦察员

宣告“阵亡”……

蓝军分队成立后的几次演练中，刘

子雷和战友们一次次取得胜利。可随着

交手次数的增多，红方部队战斗力不断

升级，打法不断创新。刘子雷感到，自己

好像逐渐被对手“看透了”。

一次对抗演练中，刘子雷再次干起

“老本行”，负责设置仿真障碍体系，延缓

红方部队的行军速度。令刘子雷没想到

的是，身为爆破“老手”的他，却在设置爆

炸物时吃了大亏。

像往常一样，刘子雷在设置“路边炸

弹”时，却听见不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

“前方已经设置了障碍物，他们拆得

这么快吗？”原来，红方排爆手早已深入

研究了刘子雷的陷阱设置方式，迅速排

除了刘子雷设下的陷阱。

来不及多想，刘子雷只能放弃设置

了一半的“路边炸弹”，带领官兵后撤，

“狼狈”地返回阵地。

蓝军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了别

人的短板，也照见了真实的自己。虽吃

了败仗，但看着“对手”们不断进步，刘子

雷心里既自豪又有紧迫感：“有了我们这

块‘磨刀石’，兄弟单位的作战思维能力、

临机决断能力、现场控制能力等不断得

到提升，现在落后的反而是我们了。”

“用蓝军视野眺望战场，才能更清楚

地看到自己的短板。”这是对抗演练后，

红蓝双方沟通交流时，红方官兵总结出

的一句话。

这让刘子雷感到，每次绞尽脑汁寻

找红方软肋的艰辛付出都是值得的。刘

子雷表示，如果说蓝军是“红军”的“磨刀

石”的话，反过来，“红军”也是蓝军的“磨

刀石”，双方都因为对抗把“刀”磨得更锋

利了。当好“磨刀石”，只是蓝军的能力

“底线”。让大家真正树立起求变创新的

思维，才是重要的意义。

在对抗升级中专攻精练

前不久，刘子雷履新该旅教导队队

长岗位。作为“随营军校”总教头，刘子

雷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为了进一步在日常训练中搞好实战

化对抗训练，刘子雷从自己最熟悉的爆

破专业入手，组织全旅爆破专业对抗训

练集训。他按照兵龄层次，专业水平层

次将官兵进行分组，将实力更加贴合的

人员分成对抗小组，轮流扮演蓝军。一

方制作爆炸物，一方排除爆炸物；一方藏

匿爆炸物，一方搜索爆炸物。在互为对

手、互相对抗中寻找自己的不足，学习

“对手”的长处。

由 于 基 础 电 路 知 识 薄 弱 ，排 爆 手

顾 峰 铭 刚 来 到 集 训 队 便 成 了“ 垫 底 选

手”。一次红蓝对抗训练中，顾峰铭信

心 满 满 地 制 作 好 一 个 简 易 爆 炸 物 ，可

不 到 五 分 钟 便 被“ 对 手 ”轻 易 拆 除 ，轮

到自己拆除爆炸物时，他却犯了难，没

了思路。

顾峰铭没有气馁，他一头“扎”进制

作室，从线路图绘制到线路连接，从电子

元件的认识再到性能理解研学。没过多

久，顾峰铭便在对抗中打了一个漂亮的

翻身仗。

集训队结业时，刘子雷拉来兄弟连

队，与集训队员展开红蓝对抗演练，检验

集训质效。对抗中，集训队队员们设置

的绊发雷、诡计装置，让红方小队吃尽了

苦头。

集训队的成功，让刘子雷信心倍增：

“‘磨刀石’的使命不是争输赢，而是帮对

手练好打仗本领。我们既要当强劲的硬

对手，又要做称职的好师傅。”身为教导

队队长，刘子雷对“如何当好‘磨刀石’”

有了更深的思考。

随后，在该旅领导的支持下，刘子雷

的一系列举措相继推开：优化蓝军分队

力量编成、武器装备构成；建设完善配套

的训练场地，尽可能缩小对抗环境与真

实战场之间的差距等。目的只有一个：

让蓝军分队更像蓝军。

此外，该旅着眼能力建设实效，为蓝

军分队建立和完善相关能力认证考核体

系，并据此对官兵逐人考核、逐项认证，

队员持证才能上岗。

“常态开展实战化对抗训练，才能真

正实现战斗力跃升。”该旅领导表示，时

代不会等我们、对手不会等我们、战争不

会等我们，只有重视对手、重视对抗，才

能在与对手过招时处变不惊、处险不慌、

胜券在握。

（应受访人要求，刘子雷为化名）

爆破老兵的“思维破障”
■本报记者 范恩达

“29，28，27……”屏幕上，倒计时飞

速流逝。

沉重的呼吸声充满了整个房间，第

82 集团军某旅一场排爆对抗训练正在

紧张进行。排爆手廖志文一边安慰着

“人质”，一边将干扰仪打开，防止爆炸物

被遥控引爆。

紧接着，廖志文小心翼翼地打开外

包装，拿起剪刀，仔细分辨着炸弹线路。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过，排爆手看准线路

就是“一刀”。结果，一阵白烟从炸弹内

部升起。“炸弹爆炸，‘人质’死亡，行动失

败。”无线电里传来结果判定。

廖志文沮丧地走出训练场地，他明

白，如果是真实战场，自己已经“牺牲”

了。可他不明白的是，训练时成功拆除

过无数次的反能动装置，怎么这次就失

败了？

事后复盘，原来是负责设置“敌情”

的蓝军分队，采取逆向思维将装置开关

倒置，导致“红军”行动失败。

“常规排爆的思想、常规排爆的手

段、常规排爆的训练模式，已经不再适用

于未来战场。”训练现场指挥员、教导队

队长刘子雷表示，只有互为对手、互设条

件，让官兵不停地在“敌变我变”中反复

锤炼，才能更好地促进官兵能力升级。

刘子雷告诉记者，过去排爆专业开展

日常训练，模式较为单一，只是将模拟爆炸

物分发给官兵，开展较为单一的拆除训

练。如今，通过进行小范围红蓝对抗，构

设逼真战场环境，紧贴实战，官兵们不再

拘泥于单一的设置与拆除方法，在实打

实抗中升级能力素质。

“每一次训练都有新情况，我们不仅

学习‘对手’的新思路，也倒逼自己不断

创新为‘对手’设置难题。”廖志文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他也下定决心，下次

轮到自己扮演蓝军时一定要做出更加新

颖的“炸弹”。

在对抗中求变，在实训中升级，红蓝

对抗的训练模式已经成为该旅的训练常

态，也督促着官兵们能力升级的脚步时

刻不停。

（应受访人要求，刘子雷为化名）

在对抗中求变，在实训中升级
■本报记者 范恩达

战争是敌我双方的对抗性活动，

实战化训练的实质是对抗性训练。刘

伯承元帅曾在指导一次演习时说：“平

时多搞强一些的对抗，上了战场才打

得了硬仗。”这既是开国将帅征战沙场

的切实感悟，也是开展对抗训练的应

有之义。

俗话说，下棋找高手。同样，对抗

训练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对手，而是没有

强有力的对手。实践证明，对抗训练

中，敌情设得越“像”，环境设得越“真”，

态势设得越“活”，越能提高训练质效，

发现自身问题。这就需要各部队在开

展对抗训练时，按照“知敌、像敌、超敌、

胜敌”的标准建设蓝军，既注重单系统

对抗，又注重体系性对抗，切实以“敌”

为靶寻求制胜之法，以“敌”为鉴检验训

练水平，以“敌”为石磨砺打赢本领。只

有把对手设强，将一般性的“带着敌情

练兵”转变为“与作战对手打仗”，才能

练就管用的制胜招数。

蓝 军 越“ 蓝 ”，“ 红 军 ”才 能 越

“红”。“红军”怕什么、缺什么，蓝军就

要钻研什么、供给什么，不讲情面、不

留 余 地 ，让“ 红 军 ”险 中 练 胆 、抗 中 增

智、扰中强心，锤炼过硬本领，掌握制

胜之道。

当前，我军对抗训练扎实推进，但

仍存在对抗难度不大、对抗标准不高

等 问 题 。 有 的 受 困 于“ 红 必 胜 、蓝 必

败 ”的 思 维 定 势 ，自 降 对 抗 难 度 和 强

度；有的“蓝军”不强，起不到磨刀石的

作用；还有的消极保安全，不敢尽全力

对抗。这样的对抗性训练，不仅锻炼

不了部队，还会败坏演风训风。

未来信息化战争，作战对手只会更

加强悍。为此，应着眼潜在对手，打造更

多“知敌、像敌、超敌”的专业化“蓝军”，

逼真模拟强敌的作战思想、行动特点，给

受训部队提供一个真正研究敌军的“活

样本”、对抗交战的“真对手”。只有“蓝

军”普遍强起来、真正硬起来，才能更好

地引导“红军”练谋略、练战法，不断推动

对抗训练向高质量高水平迈进。

硬石方能磨利刃
■李 晖

锐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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