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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近日，空军航空兵某旅

开展飞行训练。图为战机编队准备

升空。

付 敢摄

下图：日前，第 74 集团军某旅

组织实弹射击考核。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 海摄

本报讯 王轶、陆原报道：秋日午

后，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模拟训练中心

内激战正酣。某合成营营长灵活指挥

侦察、火力、通信等要素力量，向模拟

蓝军发起进攻，对刚刚研究制订的行

动计划、协同计划、保障计划等进行检

验评估。

“营指挥所未能有效区分火力、形

成合力，出现多个火力单元打击同一

个目标的问题，造成弹药浪费；引导火

力打击时，与主攻分队的协同配合不

够顺畅……”很快，模拟对抗系统生成

评估数据，系统总结出该营协同攻击、

引导打击等行动中存在的问题。

模拟对抗结束后，该营营长带领各

要素指挥员，及时调整火力配置、兵力

协同等，进一步完善作战方案和协同计

划。紧接着，他们将完善后的方案带到

野外驻训场，在实兵对抗训练中进一步

验证。

“借‘虚’练实、以‘虚’谋实，大幅提

高了营级单位战术训练质效。”该旅领

导介绍，过去，合成营在营区内组织全

要素战术训练时，受场地、装备、人员等

条件限制，很难做到“随练随检”。为提

升练兵质效，他们整合各方力量，升级

模拟对抗系统，利用线上物网相联、人

机互动等技术，使合成营各级参训人员

在规模更大、对抗性更强、持续时间更

长的模拟环境中，反复接受训练考核，

锤炼战斗技能、练强战术协同，并将线

上积累的模拟作战经验应用到线下实

际对抗训练中。

“利用模拟对抗系统，我们不仅在

营区内就能对合成营作战效能进行实

时检验，探索完善新的战术，还能将线

下训练遇到的难题，提交线上攻关解

决。”前不久，该旅某营刚刚结束一场

实兵对抗训练，全营官兵带着复盘总

结中发现的问题走进模拟训练中心，

展开全要素对抗训练，对线下实兵对

抗训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重点攻关。

对抗、复盘，再对抗、再复盘……他们

通过线上精准分析战斗数据，不断完

善方案、改进战法，不仅有效解决了火

力分配、指挥通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还在打击效能评估、指控手段拓展等

方面取得了突破。

“ 以 前 ，合 成 营 作 战 效 能 和 探 索

的 新 战 法 只 能 在 下 次 实 兵 对 抗 中 检

验 ；如 今 ，利 用 科 技 手 段 实 现 线 上 实

时 检 验 ，倒 逼 官 兵 不 断 创 新 战 法 ，时

刻 保 持 研 战 谋 战 状 态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下 一 步 ，他 们 将 以 战 训 需 求 为 牵

引 ，继 续 完 善 模 拟 对 抗 系 统 数 据 信

息 ，不 断 拓 展 训 练 课 目 、补 足 参 训 要

素、丰富背景想定、扩大合成规模，充

分 释 放 模 拟 演 兵 场 助 推 战 斗 力 生 成

的效能，锤炼合成营制胜未来战场的

过硬本领。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利用科技手段实时检验合成营练兵质效

线上模拟线下验证 线下复盘线上攻关

编者按 习主席强调，要深化科技强训，强化科技是核心战斗力思想，加强现代科技特别是军事高技
术知识学习，加强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训练和融入作战体系训练，加强模拟化、网络化、对抗性手段建
设。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敢为人先、大胆创新，用好用足科技手段，探索建立“线上模拟线下验证、线下复盘
线上攻关”的训练模式，推动军事训练转型升级、部队战斗力建设提质增效。

侦察分队抵近前沿，实时回传情报；火

力分队根据引导实施火力打击；工兵分队为

后续分队开辟通路……深秋塞北，陆军某旅

一场实战背景下的多兵种协同训练考核拉

开战幕。多支专业分队密切配合、高效协

同，合力展开立体突击。

“1 号地域发现‘敌情’！”突然，电台传

来通报，侦察分队随即操控无人机升空侦

察。分析情报后，指挥员宋加斌迅速将“敌”

藏匿位置、兵力情况等信息同步传输至其他

专业分队。

“火力组掩护，突击组迂回包抄！”随着

步战车打出数发烟幕弹，步兵班班长陈昌俊

带领载员下车展开突击。烟幕中，官兵一边

变换战斗队形一边快速机动，采取多路突

袭、交替掩护方式展开搜捕，成功控制袭扰

之“敌”。

“只有深入推进战训耦合，加速不同兵

种和作战要素融合，不断提升体系作战能

力，才能达到‘1+1>2’的效果。”该旅领导介

绍，此次考核，他们着眼作战需求设置复杂

特情，探索完善多兵种多专业模块编成，不

断锤炼官兵协同作战本领，实现攥指成拳、

高效联动。

行进途中，装甲装备遭遇铁丝网、三角

锥等障碍阻截。“发现‘敌’混合障碍场，请求

工兵支援！”正当工兵分队携带爆破器材准

备破障时，多辆“敌”装甲车突然从防御阵地

一侧冲出，依托多个隐蔽火力点实施打击。

面对突如其来的猛烈炮火，指挥员当即

下令：“迅速规避！”官兵在烟幕遮蔽中快速

后撤至“敌”火力盲区。

指挥方舱内，荧屏闪烁，一组组数据通

过指挥链路传至炮兵分队。炮弹呼啸而出，

对“敌”阵地展开火力打击。工兵分队在火

力压制和烟幕遮障双重掩护下，再次对“敌”

前沿障碍物实施爆破。很快，通路被成功开

辟，装甲分队向“敌”核心阵地迅速合围，成

功歼灭“残敌”。

“体系作战中，每个兵种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某营冯营长说，“工兵开辟

通路时，如果没有其他兵种力量支撑掩护，必然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装备损毁。

只有统筹运用各作战要素及兵种力量，才能释放最大作战效能。”

硝烟散尽，官兵就地展开复盘，围绕专业协同、破袭突击等方面展开研讨，逐项

梳理考核中暴露出的问题不足。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加大多专业、多课目融合训练

力度，在实战实训中磨砺打赢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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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严汝凌、记者向黎鸣报道：

“赴 26 家基层单位开展心理服务，完成

个案咨询 185 人次，组织心理行为训练

10 余场……”前段时间，武警江苏总队

南京支队总结第三季度心理服务工作情

况，成绩亮眼。

据介绍，他们着眼部队心理服务保

障需求，探索建立心理防护网络体系，成

立一个心理服务站、7 个心理多功能室，

采取统筹布局、分区包片、驻点服务的方

式提升心理服务质效，有效破解基层单

位高度分散、点多线长带来的服务难题。

“‘一站七室’的体系建设，可满足官

兵不同程度心理服务需求，进一步优化

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水平。”该支队领导

介绍，依托这一体系，他们定期组织“心

理服务下基层”活动，形成心理服务工作

报告，确保专业化心理服务覆盖所属基

层单位。他们还利用遂行大项任务等时

机，灵活提高活动组织频率，打好心理服

务工作主动仗。

走进设在该支队机关的心理服务

站，记者看到，官兵借助“VR 智能运动调

节”训练系统、心理沙盘等设施器材调节

心理状态、开展心理疏导。该支队领导

介绍，根据基层单位地域和任务特点建

立的 7 个心理多功能室，设施和功能与

心理服务站类似，可为官兵提供各具特

色的心理服务，筑牢官兵心理健康防线。

“尊重、保护、共情是赢得信任和走进

内心，从而解开官兵思想疙瘩的关键。”该

支队心理咨询师王丽慧介绍，利用心理多

功能室，可及时排查和发现官兵心理健康

隐患苗头，掌握官兵真实心理状态，在此基

础上建立专属心理健康档案并动态跟踪评

估，引导官兵保持健康阳光的心理状态。

“心理服务工作串点成线、覆盖全

面，有效助推部队战斗力提升。”该支队

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推动心理服务

工作从“撒网式”向“点穴式”转变，不断

提高精准度，为官兵提供更加优质高效

的专业化心理服务。

武警江苏总队南京支队

专业化服务守护官兵心理健康

近日，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勉励

大家刻苦训练、科学训练、安全训练，熟练掌

握 和 用 好 手 中 武 器 ，不 辜 负 党 和 人 民 重 托 。

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指示，我们就要在近似实

战条件下练精用好手中武器，实现人与装备

的最佳结合。

武器装备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基础，是

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砝码。武器装备只有经

常在贴近实战环境中使用，才知道到底好不好

用、管不管用。只有加强武器装备实战化运

用，摸清其在复杂战场环境和高强度对抗条件

下的性能底数，在从难从严训练中实现人与装

备的最佳结合，真正让武器装备活起来、动起

来，才能推动新装备成建制成系统形成作战能

力和保障能力。

一流的科学技术支撑一流的武器装备，

一流的武器装备需要一流的训练来操控。当

前，新装备列装部队的速度越来越快、型号越

来越多、科技含量越来越高，部分官兵存在对

手中武器装备不敢用、不善用等情况。我们

应转变武器装备保障理念，不能仅看装备完

好 率 ，更 要 看 任 务 完 成 率 ，引 导 官 兵 全 面 学

装、深入知装、规范管装、科学用装，提高装备

操作使用能力。

有什么武器装备打什么仗，立足现有武器

装备打胜仗。这是我军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

也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我们应坚持战斗

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将“学装、知装、管

装、用装”工作融入备战打仗一体筹划、一体设

计、一体推进。指挥人员要做到熟悉基本性

能、熟悉数质量情况、熟悉保障标准要求、熟悉

作战运用，操作人员要做到会使用、会检查、会

维护、会排除一般故障，打通官兵对武器装备

从会用熟用到灵活用体系用的能力生成链路，

不断提升部队立足现有装备打胜仗能力。

“欲得强兵，必须坚甲利器，实选实练。”

部队实战能力是训出来的，武器装备作战效能是用出来的。我们应摸清所属

装备的战技性能、作战效能、保障规律及数质量情况，立足“新与老、高与低、多

与少、贵与廉”装备长期共存的现实条件，合理搭配使用装备，探索新的战斗力

生成路径。构建与军事训练大纲相衔接的装备运用体系，着力解决单装潜能

释放不够、装备体系运用能力不足等问题，加速推进现有装备特别是高新装备

战斗力生成。加强新型作战力量与传统作战手段、高新武器装备与高超指挥

谋略统筹运用，避免过度依赖高技术装备和精确制导武器。强化动中用、难中

试、险中考，推动装备用法、训法、保法创新成果应用于重大军事行动、部队实

战化演训和装备保障实践，充实完善各级装备保障方案，进一步提高装备运

用、训练和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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