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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开展

训练。图为小艇出击。

本报特约记者 马玉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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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

要适应现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紧贴

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有针对性加

强新装备、新技能、新战法训练，加强典型行

动专攻精练。学习贯彻习主席这一重要指

示，就要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部队最缺

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加强实战化针对性训

练，最大限度缩小训练与实战的差距。

实战化是军事训练的根本属性和本质要

求。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不是消遣，不是

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不

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

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加强典型行动专攻

精练，体现了以战领训、战训一致的普遍规

律，反映了实战化军事训练的内在要求。抗

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 116 师仅用 11 分钟就

攻破了敌人号称“铜墙铁壁、不可逾越”的临

津江防线，一个重要原因是战前开展了针对

性极强的专攻精练。提升部队在典型行动中

的打赢能力，必须坚持以战领训，深化战争和

作战问题研究，创新作战概念和战法训法，按

照“典型场景—行动战法—训练课目”的思维

链路抓好实战化训练。

聚焦向强制强。习主席要求，紧盯强敌

对手，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真正的练兵场

是在敌人面前。”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最会打

仗”的粟裕大将，其“尽打神仙仗”的一条秘

诀就是研究透对手，搞好针对性训练。“皆知

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

知为利之大。”各单位必须紧盯强敌对手，以

强敌为靶寻求制胜之法，以强敌为镜检验训

练水平，以强敌为师磨砺打赢本领，把打什

么仗、怎么打仗搞清楚，把打仗对训练的需

求搞清楚，把对手的作战体系构成和命门软

肋搞清楚，掌握战场制胜规律，确保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补齐短板弱项。“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对部

队来说，多补齐一个短板，就多一分打赢的胜算。1950 年解放海南岛战役发起

前，40 军军长韩先楚发现绝大多数官兵是“旱鸭子”。后来，通过走浪桥、转迷螺

等艰苦的针对性训练，官兵逐渐适应了海战环境，最终创造了以木帆船为主成

功进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范例。各单位应围绕“问题怎么看、根子在哪里、

下步怎么干”，全面查摆纠治抓备战打仗能力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努力把问

题解决在“枪响之前”。

围绕使命课题。加强典型行动专攻精练，一个重要前提是作战筹划和战法

创新。抗战时期，刘伯承同志针对日军作战规律和战术特点，专门讲解了“以散耗

集，以集灭散”的战术原则，剖析了“黄蜂围攻战马”的例子。得益于此，我军以独

特的游击战术，打得日军如芒在背、似鲠在喉。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各

级指挥员应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深、想细、想全，下好先

手棋、打好主动仗。围绕使命课题和应急应战加强训练，把敌情我情、战场情况、

作战指导和战法运用搞清楚，做到一场战争多种预案、一个行动多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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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思奇、管宇报道：机洗作

训服时，拉上拉链可减少磨损变形，延长

使用寿命；计量器具定期检定校准，有利

于提升数据精准度……日前，联勤保障

部队某部组织巡回宣讲服务队，赴空军

某部开展军需能源保障知识宣讲，受到

官兵欢迎。

“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军，必须提

高后勤保障质量和资源使用效益。”该部

领导介绍，为帮助官兵在落实勤俭建军

要求基础上，有效解决日常保障难题，提

升资源使用效益，他们与体系保障部队

联合开展“艰苦朴素铸军魂、勤俭建军强

根基”主题服务活动。活动中，他们梳理

各部队近年来军需能源物资使用过程中

易出现的“成本效益低、集约保障难、资

源浪费多”等问题，联合厂家技术人员和

院校专家，开展巡回宣讲和装备维修服

务，聚焦保障全过程、管理全链条，聚力

提高服务质量和保障效能。

据介绍，此次主题服务活动覆盖被

装、给养、油料等多种保障要素：军需分

队细心为官兵维修破损被装，讲解被装

保养技巧，助力延长被装使用寿命；能源

分队帮助部队检定校准油料计量器具、

维护油料设施设备，防止油料存储使用

过程中的“跑冒滴漏”等问题；给养分队

对野战食品存储过程中易出现的典型问

题进行答疑解惑，帮助部队提高食品存

储管理水平。

该部还从供应渠道入手，帮助部队有

效降低保障成本。某油料仓库受供油单

位体制影响，油料需由邻省炼油厂供给。

该部经过多方协调，改由距其最近的一家

炼油企业直接保障，缩短了运输距离，提

高了供油效率。

联勤保障部队某部

保障降成本 资源增效益

“ 开 设 通 信 枢 纽 ！”深 秋 塞 北 ，晨 曦 初

露，随着一声令下，第 81 集团军某旅信息保

障分队一场全流程网信要素编组训练拉开

战幕。

战车疾驰，尘土飞扬。到达预定地域

后，各台站迅速架设天线、联通链路、隐蔽伪

装……不多时，一张通信“天网”迅速织就。

方舱内，键盘声声，荧屏闪烁，信息流

转。“通信网络链路中断，迅速处置。”接到

特 情 通 报 ，操 作 员 迅 速 切 换 无 线 通 联 方

式。官兵前出排查，发现骨干光缆线路被

“敌”炸断，随即展开抢修。光缆线路恢复

正常后，官兵持续加强护线巡线，确保线路

安全。

随着一份作战命令远距离传输至前沿

分队，无线信号突然出现较大噪声。指挥员

很快判定，主要使用频率遭“敌”干扰，便迅

速下令启用备用通信信道，同时切换跳频抗

干扰模式。

“作战指挥链路畅通与否，关乎指挥效

能、影响战场胜负。这就要求平时训练必须

从难从严、从实战需求出发组训施训。”该旅

领导介绍，为提升日常训练质效，他们通过

构设逼真战场环境、随机嵌入复杂特情，常

态开展检验式、对抗式训练，全方位锤炼部

队复杂环境下的网链贯通能力。

“基本指挥所位置被‘敌’高空无人机侦

获，立即转移。”随着训练推进，导调组给出

临机特情。各要素闻令而动、密切协同，迅

速展开撤收转移。

官兵刚抵达指定地域，天空突然乌云密

布，一场大雨不期而至。“卫星通信受天气影

响，信号持续减弱，前沿分队无法与指挥所

取得联系！”通信链路中断，分队官兵迅速投

入紧张的应急处置工作。

紧急关头，通信技师路喜强冷静处置，

娴熟展开一系列操作。很快，通信链路恢复畅通，一条条指令穿透雨幕传向远方……

训练结束，参训官兵随即展开复盘研讨。通过回放视频、分析参数等方式，大家

深入查摆问题，提出意见建议。现场指挥员介绍，下一步，他们将针对多样化战场环

境持续优化通信网络构建方案，探索形成“一案一表、灵活多样”的网信要素编组体

系，全面提升战时抗扰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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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

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

仗……”10 月中旬，记者跟随东部战区

空军某雷达站官兵探访江西省信丰县

新田镇百石村，该村老支书邱贤松自豪

地告诉记者，90 年前，红军长征出发后

的第一仗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走进百石村“长征第一仗”展示园，

指挥部、战壕、炮楼等革命旧址与洪超

烈士墓串珠成线，将那段光辉战史的宏

阔画卷徐徐铺开。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渡过于都

河，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当时，敌

人已在红军可能经过的道路上设下 4

道 封 锁 线 ，以 信 丰 桃 江 为 界 ，南 北 长

120 多公里、东西宽 50 多公里的弧形封

锁线是第一道。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和

红三军团首长指示，红四师作为先头

部队向百石村挺进，准备突破这道封

锁线。

走进百石战斗遗址，老支书邱贤松

带着我们爬上一座小山，近距离触摸

90 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战斗。山虽不

高，路却非常陡峭难行。当年敌人为封

锁苏区而修建的战壕，从山脚蜿蜒而

上，一直延伸到山顶的碉堡。

“敌人依托战壕和碉堡据守山顶，

向山下猛烈射击。红四师先头部队将

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铁丝网，翻过

深壕沟，排山倒海一般冲向敌人。”老支

书说，红军将士不怕牺牲、英勇冲锋，前

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指挥员就顶上

去，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四师师长洪超

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此后几天，红军将士连续奋战，先

后在信丰境内的新田、金鸡、古陂等地

击溃敌人守军。10 月 25 日，中央红军

主力兵分多路渡过桃江，顺利突破第一

道封锁线。

“洪超是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

一位师级干部。”站在洪超烈士墓前，

该雷达站干部王全告诉记者，“英雄的

身 体 倒 下 了 ，但 英 雄 的 灵 魂 永 远 挺

立。洪超烈士身先士卒、舍生忘死的

战斗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在新的长

征路上不畏艰险、奋勇前行！”王全说，

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便深受触动，

此后遇到重大节日和纪念日，经常带

队前来缅怀先烈。

“敌人占据一切有利条件，为什么

红军将士还能杀出重围、赢得胜利？”面

对王全的提问，官兵展开热烈讨论。大

家一致认为，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取得

胜利，靠的是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敢

于攻坚克难的“亮剑”精神。

“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

红军将士无惧流血牺牲，始终敢于逢敌

亮剑。因为他们知道，艰难之路，唯勇

者胜！”随后，王全带领官兵来到桃江之

畔的沛东渡口。信丰县史志研究室负

责人陈忠华告诉记者，这里是当年中央

红军主力部队渡河处之一。当年，8 万

多红军将士跨过桃江，告别苏区，踏上

万里征途。

离沛东渡口不远处，一棵大榕树

格外引人注目。古榕顽强扎根于一座

老楼的护墙上，与老楼合为一体，从内

到外渗透出不屈不挠、坚韧顽强的生

命力，恰似当年红军将士与敌人决一

死战所展现出的战斗品格，又似新时

代革命军人继承先辈精神焕发出的顽

强斗志。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

行。以前面对日益繁重的任务，一些官

兵也曾出现顶不住、吃不消的情况，产

生畏难情绪。”王全告诉记者，越到困难

的时候，越要敢于亮剑，党员骨干尤其

要树立必胜信心，带头攻坚克难。

近年来，该雷达站注重依托驻地红

色资源开展教育，引导官兵从红色历史

中汲取精神营养、凝聚奋进力量。近

期，面对训练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他

们引导官兵深入学习革命先辈攻坚克

难、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发扬连续作

战的顽强作风，将问题细化分类、逐个

攻克，推动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在长征这条‘血染的红飘带’上，

每一步都危险重重，每一幕都惊心动

魄。红军将士凭借坚定不移的信念、坚

忍不拔的意志，历尽千难万险、战胜重

重困难，最终抵达了胜利的终点。”走进

渡口陈列室，恰逢海军赣州舰赣州籍干

部左兆伦与舰艇官兵视频连线，为官兵

介绍自己家乡发生过的红军将士冲出

重围、踏上征途的红色故事。

远在千里之外的赣州舰官兵通过

镜头，从煤油罐、油纸伞、火把篓等一

件件红色展品中感悟背后的故事。该

雷达站官兵也受邀与海军官兵一起，

围绕“攻坚克难、勇于亮剑”主题展开

交流讨论。

“长征路上，革命先辈舍生忘死、

不怕牺牲，一次次突出重围，打赢了无

数艰苦卓绝的战斗；新征程上，我们这

一代军人肩负强军重任，更要坚定敢

打必胜、勇往直前的信念和决心。”左

兆伦告诉雷达站官兵，近年来，赣州舰

官兵结合使命任务，大胆构设未来海

战场可能面临的各种战况，集智聚力

深研战法训法，在走向深蓝中不断锤

炼过硬战斗力。

活动现场，该雷达站下士何振江

回顾了自己坚守战位，严密监视空情

的任务经历；二级上士高鑫磊讲述了

自己跨昼夜连续作战，成功排除装备

故障的成长收获；赣州舰报务班班长

齐李回忆起舰船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惊

险时刻……

一次意料之外的相遇，让一堂红色

教育课变成一场“天空”与“大海”的对

话。在同一种精神力量的感召下，如同

一束穿越时空的光芒，照亮了这群年轻

官兵的心灵，指引着他们坚定信念、勠

力前行，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左上图：东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

官兵缅怀洪超烈士。

王 全摄

江西省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第一仗发生地。日前，本报
记者来到信丰，感悟红军将士的血性胆气——

桃 江 渡 口 话“ 亮 剑 ”
■本报记者 危乔巧 马宇辰 特约记者 郭冬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