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检验性、对抗

性训练，加强应急应战训练，做好随时

打仗的充分准备。红蓝对抗是检验部

队战斗力生成的有效途径，想要推进真

打实抗，提升训练质量，关键在于对接

真实战场。

对接真实战场需要强劲对手。没

有“敌人”，就组建一支神形兼备的蓝军

队伍。在摸清敌情和逼真模拟上下功

夫，进行专业包装和专项训练，做到兵

力配置要像、外形神态要像、情况显示

要像，努力打造出知敌像敌的蓝军队

伍，充分发挥蓝军“磨刀石”作用。

对接真实战场需要逼真环境。坚

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场地设施

需要什么就建设什么，注重在恶劣条

件、复杂情况下的真打实抗，切实把单

兵素质练强、把组织指挥练精、把战法

手段练活、把部队行动练实、把战斗作

风练过硬，不断提升实战能力。

对接真实战场需要扎实训风。要

区分不同训练课题、不同参训对象，科

学设计对抗环节，确保“对起来、抗下

去”；灵活运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模拟训

练器材和仿真系统等平台，加强人与

人、人与系统的模拟对抗；强化参训主

体自主决策和行动的实战意识，全面提

升训练质效。

让 对 抗 训 练 对 接 战 场
■郑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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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蓝军故事

什么是合格的“蓝军”？他们是关

键时刻发出致命一击，让你咬牙切齿的

对手；他们是演训结束之后，心平气和

坐下来跟你分析问题的可靠战友；他们

更是让你照见自我，指出前进方向的澄

明镜鉴。

追求战场真实感的呼声推动了演训

形式的改变，当“答题者”变成了与自己

朝夕相处的战友，该怎么“出题”？给出

的题目想要检视什么？这是海军某岸导

团发射营官兵在对抗训练中一直思考的

问题。

彼此充当“磨刀石”，该发射营一连、

二连利用任务周期轮换的契机分别担任

蓝方。身份的动态转变，催促着两个连

队始终锚定战场、砥砺制胜招法。红蓝

双方在纵横经纬间捉对厮杀，追求的依

旧是那两个字：胜战。

时序轮转，在以年为单位的成长路

线图上，他们相互学习，开启了两个连队

共同的拔节生长。

当敌人比我们还了
解我们，该怎么办

这 是 二 连 担 任 蓝 方 的 首 次 对 抗

训 练 。

面对武器装备、人员编组略优于自

己的红方，二连周连长仔细研究了一连

的进攻思路、薄弱之处，打算给他们来一

个“下马威”。

“编组后方遭到小股‘敌’特袭扰！”

蓝方率先出招，红方逄连长立刻组织战

车编队进行转移，在警卫分队掩护下迂

回至备用地点。怎料，抵达发射阵地后

又传来“数据链中断，疑似信号受到干

扰”的消息。在蓝方一环套一环的攻势

下，红方逐渐变得被动。

作战节奏一直被牵着鼻子走，红方

疲态渐显。逄连长组织的每一次反攻，

都被周连长轻松化解，像“拳头打在了棉

花上”。

红方在检修信号装备时，由于这项

操作本就是他们平时训练的短板弱项，

被蓝方抓住机会进行破袭干扰，最终在

此次对抗中败北。

复盘会上还未坐定，红方便开始“鸣

冤”：断链情况基本不会发生，战场上敌

方知晓自己薄弱之处的可能性极低，蓝

方凭借跟己方相熟之利获胜，这场对抗

并不公平。

面 对 红 方 的 不 服 气 ，周 连 长 反 驳

道 ：“ 概 率 极 低 ，不 代 表 绝 不 会 发 生 。”

在 这 一 环 节 发 起 进 攻 ，正 是 蓝 方 的 精

心筹划。

争执之间，营长的话一锤定音：“知

己知彼，百战不殆。战场对抗谁不是千

方百计要全面掌握敌方情况。”他留下了

一句意味深长的反问：当敌人比我们还

了解我们，该怎么办？

这 是 一 道 摆 在 所 有 人 面 前 的 思

考 题 。

未来战场越来越透明，谁能在战场

上获得更多的感知，谁就在智胜对手上

占据更大优势。各级指挥员应坚持锤

炼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战斗本领，

做到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善于根据战

场态势、敌情我情、作战进程的变化，及

时修订计划、调整方案，始终掌握战争

优势。

回到宿舍，周连长在笔记本上写下

一句话：“用最大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

定性。”

总结这次对抗的经验，全营官兵采

取有力措施进行针对性训练。一方面，

他们组织各型信息化装备操作集训，不

断探索构建作战态势共享机制，确保战

场态势信息及时传至末端。另一方面，

他们加大指挥员谋略训练的比重，加强

极 端 条 件 下 心 理 素 质 、指 挥 能 力 的 锤

炼，提升官兵灵活应对真实战场环境的

能力。

第二次对抗，红蓝双方虎视眈眈。

“ 攻 击 红 方 维 护 保 障 车 ！”蓝 方

周 连 长 率 先 对 平 时 容 易 被 忽 视 的 保

障 车 下 手 。 据 他 判 断 ，最 近 野 外 驻 训

任 务 频 繁 ，装 备 保 障 力 量 有 限 ，截 断

红 方 这 唯 一 的 保 障 力 量 ，一 定 能 取 得

奇效。

没想到，战车“趴窝”，红方并不慌

张。红方逄连长通过车载通信指挥系统

发出指令。几分钟后，备用方案迅速启

动，修理号手同步排除故障，使战车重新

投入战斗。

“ 维 护 保 障 车 以 前 并 不 具 备 这 样

的保障能力……”演训结束，面对周连

长的疑惑，逄连长淡然一笑：红方预想

过 对 手 会 在 这 项 薄 弱 处 发 难 ，提 前 拟

制 了 针 对 性 措 施 ，才 有 了 这 次 对 抗 的

胜利。

复盘会上，两人一边倾听战友的争

论探讨，一边总结两次红蓝对抗的心得

体悟。“确保全程掌握敌情和态势变化，

在作战中灵活机动应变制敌，始终掌握

战场主动权。”这是发射营需要不断努力

的训练方向。

善于率先找到对手
缺失的那颗“马蹄钉”

时针，指向凌晨一点。

逄连长看了看表，心情有些激动。

这一场跨昼夜对海攻击对抗，由他指挥

的一连担任蓝方，与航空兵某部相互配

合，成为战场上出题的“考官”。

海天之间，数据奔流。蓝方各作战

单元与空中力量密切配合，织成了一张

“天网”，誓要阻止红方部队顺利机动至

发射阵地。指挥所内，道道指令通过信

息指挥链路高效传输，号手们做好了随

时对抗的准备。

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逄连长需

要对武器、后勤、兵员等多个要素了然于

心，否则就不能与友方部队高效配合。

当记者问起他认为哪一要素最为重要

时，逄连长沉吟片刻，缓缓开口：“答案藏

在细节里。”

他之所以强调细节，是因为在前不

久的一次跨昼夜对抗中，蓝方因忽视了

黑 夜 里 的 一 点 微 光 ，差 点“ 败 走 麦

城”——当自己指挥部队迂回至红方阵

地前，即将对指挥所破袭时突然遭到猛

烈攻击，官兵全部“阵亡”。他在复盘时

才得知，一名战士为了便于保持观察设

备状态，忘记了关闭冷光头灯，这个小小

的光点将行动暴露。

马蹄钉虽小，却能使战马失蹄、战争

落败。为了隐蔽自身方位，官兵们探索

掌握夜间目标搜集、识别、方位判定、伪

装、射击等方法，在不开强光的情况下锻

炼驾驶员和指挥员的配合，加紧完善夜

间发射流程。

在对抗训练中，稍有不慎就会失之

毫厘，差之千里。在逄连长看来，把握克

敌先机，在于率先找到对手缺失的那颗

“马蹄钉”。

如何在体系化战场上从细节入手，

把握克敌先机？发射营营长带领两位连

长，在一次次红蓝对抗中，总结出了发射

营的“敌我辩证法”。

敌强我弱，那就运用谋略，创新对敌

手段，诱导对手犯下错误。在一次对抗

中，面对蓝方强大的火力优势，红方一边

采用电磁干扰、网络攻击、心战袭击等手

段进行反击，一边掩护作战小队“暗度陈

仓”，为他们创造发射条件，成功摧毁目

标。这也成为发射营近年来红蓝对抗中

以弱胜强的典型案例。

敌弱我强，更要练好自己的基本功，

不给敌人可乘之机。官兵们大力开展精

准操作基本功训练，在着重进行倒时差、

抗疲劳训练的同时，以速度、精细度和准

确度量化训练指标。人人对着应急情况

处置流程反复操演，纷纷把“盲操”当作

新的追求。

“看似在微观细节处找寻机会，实

则在宏观思维上掌控全局。”逄连长说，

在一次次对抗训练中，红方留给自己的

“可乘之机”已经越来越少，战场动作更

加精细化，“这就是我们充当‘磨刀石’

的意义”。

不为自己设限，不为
对手“划圈”

时隔一年再次扮演蓝方，周连长的

感受大不相同：红方进步迅速，想要给对

手制造难题，蓝方压力倍增。

这次红蓝对抗前，导调组特意提醒：

“指挥员要充分考虑战场态势的动态变

化，随机应变作出调整。”这声提醒，源于

之前演训的一次失误：在阵地转换途中，

一连对“敌”情研判不到位，想当然地判

断蓝方导弹车会按照既定路线行驶，贸

然出手，结果正中对手设置的陷阱。

“在战场上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永

远不要假设敌人不会怎么样，而要多想

想他们还会怎么样。”营长特意安排蓝方

制造“连环特情”，逼迫红方指挥员找出

战场行动的“第三条路线”。

收到营长的指令，蓝方连续出招。

行程过半，他们接连破坏了红方 1 号梯

队主用道路和备用道路。

这与他们第一次红蓝对抗时的情境

何其相似——蓝方刁钻的攻击接连不

断。但经过一场场攻防对抗的磨砺，这

次红方的表现却让周连长忍不住点赞。

进退两难之际，红方一边加强周边

道路警戒和区域排查，一边通过侦察情

况调整行军路线——这是逄连长在制订

行动预案时筹划的“第三条路线”，是备

选路线的“备选”。蓝方继续制造特情，

却无法阻止红方有条不紊地推进。

逄连长告诉记者，战场上任何情况

都有可能发生，谁也不能保证客观条件

会出现什么变数，或者敌人主观上会出

什么奇招、怪招，所以永远也不能自满于

已做好的准备，“不为自己设限，不为对

手‘划圈’”。

“过往经验只是参考。”这是每次制

订作战计划时，红蓝双方指挥员都会在

心里叮嘱自己的一句话。

战场上的敌我双方都有着无限可

能，对战争形态、作战样式、指控方式的

创新永远不会止步。在这一思想的指引

下，发射营的官兵及时将心态归零，进行

全方位、不设限、找差距的自我剖析，不

断迈出训练新步伐。

——锤炼在复杂战场环境下随机应

变的能力。出现风、雪、雨、雾等恶劣天

气时，官兵们驾驶着车辆经过柏油路、石

子路、山地间，检验自身在恶劣条件下快

速机动的能力。

—— 锤 炼 官 兵 跨 专 业 训 练 成 长 为

“多面手”的能力。经过反复论证，他们

形成了“义务兵精一门、初级军士专三

门、中级军士通多门”的组训思路，把号

手培养成为“多面手”。

——锤炼岸导部队融入体系化作战

的能力。他们借助兵种协同训练保障机

制，强化与潜艇、航空兵及雷达部队对接

沟通，邀请友邻部队参加对抗。

时光荏苒，在以年为刻度的轮换制度

里，敌我、优劣、红蓝……这些概念在官兵

们心中逐渐模糊。在一次次默契配合的

眼神交汇、一场场热火朝天的总结复盘中，

一个词语在他们的心中愈发清晰：我们。

红蓝互换，淬炼“新的我们”。这两

支队伍不负所望，多次圆满完成实弹射

击任务。发射营去年被评为“四铁”先进

单位，官兵们正努力朝着在未来战场上

赢得主动权、掌握制胜权的方向迈进。

采访接近尾声，阵阵警铃大作，新的

“战斗”打响。官兵们如离弦之箭冲了出

去，霎时间，精神抖擞、斗志满怀的他们

再次扎进了夜色里……

红 蓝 互 换 ，淬 炼“ 新 的 我 们 ”
■石伟康 本报记者 毕笑天 特约通讯员 封治斌

秋夜，海军某岸导团数辆导弹车在林

间疾驰。车上，发射营二连周连长，还在

心中检视早上讨论的作战计划。

他如此谨慎，是因为每一次红蓝对

抗都是全新的考验——此前，二连在对

抗训练中扮演红方，面对战损减员特情，

周连长指挥预备号手继续获取目标信

息，但由于两名号手通联不畅，导致信息

传递时间过长，最终被判定为失败。

吸取教训，二连官兵完善号手应急

处置措施，针对单车展开撤收任务分工、

战损减员状态下调整等问题进行研练。

“号手配合意识不强的问题已经解决，红

方要想取胜，得在其他方面做文章。”

为了推进实战化训练，近些年，这个

岸导团在对抗训练中让发射营一连、二

连分别担任红方、蓝方，由他们构想特情

并全程执行，每年进行轮换。每一次对

抗后，红蓝双方面对面坦诚交流，让反思

复盘的视角更加客观，并在接下来的训

练中，有针对性进行查漏补缺。

在“出题”中学会“答题”。距离那次

失败一年之后，周连长首次在战场上扮

演蓝方，身份转变让他换了一个全新的

视角——

面对红方攻势，周连长指挥蓝方作

战分队，利用兵力佯动吸引对方火力，掩

护另一队战车原地隐蔽。在红方不断袭

扰之际，蓝方悄然构设好发射条件，一举

摧毁对方指挥所。

二连一雪前耻取得胜利，周连长脸

上却未见得意之色。他明白，这次一连

暴露出的问题，在下次对抗之前一定会

被解决。对方下次又会如何“出题”？这

才是二连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一场场对抗中剖析暴露问题的个

性与共性，在一次次轮换中把握敌我思

维的一致和差异，这是他们强化对抗训

练并定期轮换角色的初衷。

一年之期，红蓝互换。这是身份的

转换，也是心态的归零。他们吸取之前

的经验教训，并在之后的对抗中取得新

突破。

发射营营长说：“我们需要的对抗训

练，并不是预想一个强大到无法战胜的

敌人，而是要在对抗中找寻问题，找出胜

战之机。”发射营的每一名战士也都清

楚，红蓝对抗中胜负并不十分重要，真实

战场上打得赢才是关键。

夜晚，战车疾驰、导弹起竖。此刻，重

新扮演红方的周连长，心态异常平静。对

手会怎样“出题”？今天的红蓝对抗态势

又该如何发展？周连长并不能预测。

在“出题”中学会“答题”——周连长

在心里对自己说：“来吧，我们已经做好

了准备。”

在“出题”中学会“答题”
■本报记者 毕笑天

机动行军。 邓耀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