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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
胜利

陆军某新型远程箱式火箭炮，第一

次 公 开 亮 相 ，是 在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

战车昂首驶过天安门广场，刚劲威

武的外形、更加智能的内核，让世人耳目

一新，备受震撼。

令陆军某旅某营官兵没有想到的

是，新装备这么快就从阅兵场“开”到了

自己眼前。

新 型 远 程 箱 式 火 箭 炮 列 装 那 天 ，

面 对 崭 新 的 仪 表 盘 、高 度 集 成 的 信 息

化 装 备 ，一 位 连 长 语 重 心 长 地 对 战 友

们 说 ：“ 大 家 日 盼 夜 盼 的 新 装 备 ，现 在

就 摆 在 我 们 身 后 。 它 开 过 来 ，不 是 给

我们看看摸摸的，能不能驯服它，要看

我们了！”

当时，新装备来了，配套的培训和教

材还没到，官兵们不等不靠，自己摸索。

对该营技术室邱主任来说，刚上任

的他面临着保障新装备的巨大挑战。那

天，一名战士匆匆跑来，焦急地报告：“装

备怎么都吊不动，您快去看看吧！”

邱主任赶过去，只见新装备旁围了

一群官兵，正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到底是

哪里出了问题。看见邱主任到来，官兵

们像见到救星一般，投来期冀的目光。

一股压力瞬间袭来。邱主任在装备

上来回捣鼓了几轮，把能想到的地方都

排查了一番，还是没有找到症结所在。

听 着 身 后 战 友 们 的 议 论 声 ，他 感

到窘迫极了。最后，告诉战友自己也无

能为力时，他甚至觉得抬不起头来。

“学习的进度，赶不上新装备形成

战斗力的需要。”这种落差，成为邱主任

那 段 时 间 最 大 的 心 结 。“ 问 题 出 在 哪 ？

找谁能解决？”他想尽办法联系装备厂

家和相关专家，进行线上请教。那段时

间 里 ，他 的 电 话 簿 里 新 增 了 不 少 联

系人。

除 了 向“ 外 援 ”求 助 ，邱 主 任 还 和

战 友 一 同 钻 研 装 备 原 理 ，甚 至 自 己 画

图 纸 ，创 新 解 决 了 部 分 零 件 问 题 。 对

新装备而言，该营官兵不仅是使用者，

更是探路者。要想让新装备更贴合战

场 实 际 ，必 须 通 过 他 们 的 探 索 进 行 调

整升级。

接装不到百天，邱主任与战友一同

奔赴西北的戈壁深处，进行新装备首次

试射。夜阑人静，他常常与营连主官和

骨干守在会议桌旁攻关研讨；月上中天，

他们又会回到装备旁再次检测。

戈壁星空，无比辽远壮美，他们却没

有心思抬头看一看。

最终，这次试射任务圆满完成，该营

官兵探索出一批操作经验与装备改进

建议。

恩格斯曾说，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

是胜利。战场上，时间差可以决定一场

战斗的胜利；战场外，时间差或许影响着

一个时代的棋局对弈。

对新型远程箱式火箭炮而言，战场

上装备的反应速度至关重要，操纵它的

官 兵 本 身 能 力 升 级 的 速 度 同 样 不 容

忽视。

一次次磨合中，该营官兵将装备不

断升级迭代的理念刻进骨子里。炮长俞

强告诉记者，他们总结出百余条大大小

小的意见建议，尽数反馈给厂家。

密林深处，一辆辆战车蛰伏在伪装

网下，蓄势待发。该营某连正在进行一

场实战化训练。

“发现目标，立即组织火力打击。”

接到上级指令，该连姜连长一声令下，

火力打击分队迅速从隐蔽待机切换到

开 进 出 发 状 态 ，官 兵 风 驰 电 掣 般 奔 赴

阵位。

随着一枚枚炮弹呼啸而出，目标被

精确摧毁，比大纲规定用时缩短了一大

截。姜连长不禁感慨：“对标实战加速能

力生成，还要从伪装网上的‘死结’变‘活

扣’说起。”

原来，此前一次实战化训练中，上级

命令该连打击“敌”方目标。没想到，还

没撤除装备伪装，导调组就泼来一盆冷

水：“目标已转移，打击失败。”

“我们明明是按照大纲规定的时限

撤除伪装的，为什么会失败？”面对官兵

的不解，导调组表示：“该种目标暴露时

间短，火力反应速度要求高。实战要求

不能简单同大纲规定画等号。”

为了寻找改进措施，复盘会上，姜连

长带领官兵逐个流程分析。他们发现，

平时伪装训练时，为了方便伪装网撤收

存放，网与网之间采用了系死结扎紧的

方式连接。这种捆扎方式虽然利于保持

整齐，但无疑影响了撤收速度。

“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如

果把训练场思维带到战场上，肯定要吃

大亏。”他感慨道。

研 讨 中 ，官 兵 们 提 出 一 项 解 决 方

案——将死结换成活扣，利用支撑杆的

力量将伪装网直接扯开。在上级指导

下，他们进一步完善“三点活扣”伪装快

撤法，大幅缩短了装备火力打击的反应

时间。

面对新域新质新装的转型“阵痛”，

面对实战化考验的难度升级，最难的是

“换脑”，最迫切的也是“换脑”。姜连长

组织连队骨干进一步研讨总结，精简指

挥口令、优化人员协同动作，研究探索出

一系列新训法新战法。

前不久，一次模拟打击训练中，该连

在火力打击窗口内完成多波次打击任

务，成功验证了装备在实战环境下的极

限作战效能。

广度

宽广，有时在视野，有时
也在胸怀

指控班班长黄帆，是全营资历最老

的兵。他入伍时，第一代远程火箭炮刚

列装不久。新兵下连那天，他和战友轮

流摸了一次装备的轮胎，回来兴奋得许

久都睡不着。

刚开始，黄帆和战友操控装备格外

小心，生怕哪个动作不当把装备弄坏。

他们需要通过大量机械计算，为火箭炮

设置参数。外界稍有干扰，射击过程就

会产生偏差。那时，黄帆最大的梦想就

是：为装备装上“眼睛”，让火箭炮能够

“指哪打哪”。

如今，梦想照进现实。黄帆自豪地

告诉记者：“现在只要找到点位，无论风

往哪刮，炮弹都能命中目标。”

对军工领域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

的跨时代变革，这名老兵甚至感到有些

不真实——以前实弹射击，距离和射向

等参数要自行计算完成；现在，他们只要

在数字化地图上选定区域、锁定经纬度，

就可以进行射击。

一个更加宽广和立体的战场，呈现

在黄帆和战友们面前：新装备既可以对

作战地域实施全纵深火力打击，为地面

作战部队提供精确的火力支援，也可以

与海军、空军、火箭军协同完成联合火力

打击任务……

火力平台的升级，让单炮成为独立

的作战单元，也让远火力量融入联合作

战体系织就的密网，化作战场弈局中的

制胜要素。

随着时代发展与任务牵引，新一代

官兵眼中的战场广度正在被重新定义。

新装备首次实弹射击时，车长刘瀚

与班里的战友一起，用记号笔将自己的

名字写在炮弹上。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

实弹射击，也将他们的目光，带到了更高

更远的地方。

对他们而言，宽广，有时在视野，有

时也在胸怀。

秋日，晨露未散，林木掩映的营地

中，一场如火如荼的“战斗”即将展开。

该营“模范火箭炮兵连”官兵脚步匆匆，

他 们 即 将 面 对 一 场 上 级 组 织 的 实 战

考核。

装填车驾驶员陈彬，正凝神观察着

前方的路况。作为驾驶员，他最熟悉的

就是眼前那扇方方正正的前风窗。窗框

中的风景，有时是黄沙漫漫，有时是风雨

交加。

这片风景很窄，只有一方车窗；这片

风景又很宽阔，囊括了四季晴雨、山高

水长。

绝大多数时候，陈彬并没有心思欣

赏远处的美景，他一心惦记着准时抵达、

实弹装填、任务协同等一连串事情。

又到金秋，陈彬不禁想起 5 年前那

场盛大的阅兵式——作为自行火炮方阵

的一员，他昂首挺胸端坐于战车中，穿过

天安门广场，在镜头聚焦下接受了祖国

和人民检阅。

受阅方阵驶过天安门广场时，陈彬

一直保持目视前方的姿态。虽然没能真

真切切看到天安门，但那片繁华与神圣，

已深深刻进他的脑海。

大漠戈壁，陈彬与战友们顶着狂风

架伪装网，就着黄沙吃白米饭，只为新装

备早日形成战斗力。

风沙漫漫，“远火”亮剑。陈彬时常

会想起，长安街上那些挥舞着五星红旗

的真诚笑脸。“国泰民安、盛世安宁，这幅

画卷，不就是我们坚守的意义所在吗？”

他说。

精度

只有精细地操纵，才能精
准地战斗

如果不是发射瞬间的雷霆之音，这

群官兵往往极为沉默。若用一个词概

括，或许可以用“一默如雷”形容。

这种不张扬，体现在“远火”发射前

后的安静出动、敏捷撤离，体现在官兵对

专业极尽专精的修炼，也体现在他们对

于打击目标系统把握的冷静思考。

“其实，我们平时的训练非常单调。”

黄帆感慨，“把简单的事情练到极致，或

许才是最难的。”

对火箭炮操作手而言，最好的评价

是“又快又准”，最怕的就是误操作。战

车上，数十个按键按钮，必须牢牢记在心

底。除了自己的岗位，操作手同样要学

习掌握其他岗位操作，以便战斗减员时

仍能发挥作战效能。

精密的信息化装备，只有精细地操

纵，才能精准地战斗。炮长席渊告诉记

者，刚刚接装时，吊装过程中有个细微的

环节，他们总把握不好。于是，他和战友

花了大量时间钻研。

经过一次次试验，席渊和战友终于

掌握了精准操作的关键细节。正是在反

复磨砺的过程中，他们将手中的武器装

备锻造得越来越锋利。

对指挥员来说，精度的挑战则更为

艰巨。“模范火箭炮兵连”的连长和指导

员介绍：“当远程火箭炮变成一种精确打

击火力，该如何更快地运用装备、展开夺

控、保存自己、融入网链，是我们要解决

的问题。”

今年 7 月 9 日，他们俩作为连队代

表，从习主席手中接过“模范火箭炮兵

连”奖旗。返回连队第二天，他们就组织

全连官兵查找差距不足。“这个荣誉称号

很重。”指导员说，“它不只是我们头顶的

光环，更是我们前进的目标。”

作为陆军“新质铁拳”的一线指挥

员 ，刘 营 长 正 在 经 受 新 的 挑 战 ：“ 这 是

一 个 信 息 时 代 ，我 们 驾 驭 着 信 息 化 装

备 ，要 学 会 从 纷 杂 的 信 息 流 中 迅 速 梳

理 思 路 ，在 庞 大 的 战 场 体 系 中 找 准 自

己的战位。”

新域新质，呼唤新作为。刘营长时

常浏览最新的科技讯息，关注着新兴技

术领域的发展。

“这些变化，一定会对我们手中的武

器装备有影响。”刘营长坚定地对记者

说，“在那天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做好准

备，追赶上去，甚至跑在前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

化名）

（采访中得到张渠、尹桂峰、胡智竣、

金文强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进 阶 ，向 着 未 来 战 场 亮 剑
■本报记者 杨 悦

特 稿

阳光炙烤，空气中氤氲着海风的咸

涩。金秋时节，记者来到陆军某旅某营

驻训地采访，第一次目睹威名赫赫的陆

军“撒手锏”——某新型远程箱式火箭

炮。

这是一次寻常的战备训练。炮长俞

强端坐席位，眼前是一尺见方的数字化

终端和简明排布的操作按键。指令下

达，他与操作手密切配合，在终端上迅捷

输入目标数值。

伴随着屏幕背后数据的高速流转，射

击诸元被精准地解算记录。官兵只要坐

在席位上“动动手指”，后方的炮管立即自

动起竖、瞄准目标，做好发射准备。

在俞强和战友背后，根根炮管整齐

排列，表面覆以棕绿相间的迷彩涂装，内

里包裹着万钧雷霆。火炮，这一机械化

战争时代的“战争之神”，已然蜕变成全

新模样，重新定义着陆战场的规则。

2019 年 12 月 17 日，我国第一艘国产

航母山东舰，作为人民海军转型建设的

排头兵，正式交付海军。

这则重磅新闻刷屏的同一天，该营

首批列装某新型远程箱式火箭炮，迎来

了进阶版的“远火”。陆军新质作战力量

建设持续推进，远程火箭炮兵成为新一

代“火力精兵”。

采访中，官兵不约而同为新式装备

点赞。某连陈排长告诉记者：“以装填弹

药为例，由于装备高度集成，整个过程用

时不超过之前的十分之一。”

俞强还记得接新装时的激动与欣

喜。全新的信息化装备颠覆了他关于火

箭炮的经验认知：集成化模块化的设计，

改变了维护修理装备的固有模式；基础

运算全部由系统“代劳”，操作手不需要

再花大把时间来练习计算；新装备驾驶

起来格外轻便，驾驶员不用再咬紧牙关

拼命转动方向盘……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官兵面临

的挑战变少了。

装备的进阶，呼唤能力的进阶。“操

作越简单，要理解的内容就越难。”该营

刘营长感叹，要想真正用好装备、维护好

装备，必须通盘掌握整个装备系统，从发

射按钮关联的热电池和点火发动机，到

千斤顶涉及的传感器和液压系统，环环

相扣。

作为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新质

铁拳”，远程火箭炮对驾驭者的综合素养

提出了更高要求。全营官兵前所未有地

意识到，装备操作变得简便，能力生成却

变得更加困难。

作为炮长，俞强愈发感到，近年来训

练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自己和战友

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匆忙。

加速迭代的装备，赋予官兵更快的

速度、更广的视野、更精准的射击能力，

也赋予他们更频繁的任务考验。

不断延伸的陆军“长剑”，正在培塑

新一代“火力精兵”。“我们不仅需要以更

快的速度生成战斗力，还要以更快的速

度完成战斗力的转型跨越。只有不断学

习提高、升级本领、扩容能力，紧跟时代

加速冲锋，才能在未来信息化战场上真

正发挥出陆军‘撒手锏’的作用。”刘营长

对记者说。

走进该营指挥所，一块黑底红字的

电子倒计时牌映入记者眼帘。倒计时的

数字精确到秒，每一次跳动，如催征战

鼓，不禁令人心跳加速。

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始

终在布设更新更难的考题。抗美援朝

战场上，该营“模范火箭炮兵连”的前身

部队，曾运用首批列装的苏制“喀秋莎”

火箭炮，为金城战役奠定胜局。如今，

驾驭新一代装备，刘营长感慨：“时代不

同，装备升级，我们面前已经是一张截

然不同的新考卷。装备带来变革，变革

带来挑战。”

如 何 从 胜 利 走 向 胜 利—— 这 张 考

卷，不仅属于这群驾驭大国重器的官兵，

更属于全体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我

们依然随时拉得出、打得赢。”刘营长知

道，唯有只争朝夕、加速拼搏，才能在强

军新征程上写下合格答卷。

“ 火 力 精 兵 ”的 新 考 卷
■本报记者 杨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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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远火”出击。

图②：陆军某旅某营官兵参加演训任务动员。

庄浩宁、李浩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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