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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推广学习郭兴

福教学法的活动中，北京军区第 65 军决

定 从 培 养 参 谋 业 务 尖 子 方 面 寻 求 突

破 。 经 过 层 层 选 拔 ，作 训 处 参 谋 李 茂

发、王瑞洪、潘光祖脱颖而出，参谋小组

应运而生。

当 时 ，参 谋 基 本 业 务 为“ 画 ”“ 写 ”

“传”。然而，要想把大家都能做的事干

得精彩并不容易。参谋小组下苦功夫熟

悉地图、练习标号、背诵密语。他们从难

从严从实战出发，在办公桌上能写战斗

文书，在行军路上也能做到。不仅能依

口述标图、依图标图，还练就了卧、跪、立

3种姿势标图，戴防毒面具标图，夜间、行

进间、协作标图也不在话下。短短两三

个月时间，他们由会到专、由专到精、由

精到全能，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总参

军训部《军训通讯》以“参谋业务的硬功

夫是练出来的”为题刊登了他们的事迹。

1964 年 5 月 13 日，在北京军区组织

的“夜老虎连”观摩现场会期间，参谋小

组为贺龙等军委领导表演了卧姿、行进

间标图。贺龙观看后，仔细询问了他们

训练的基本情况，并说要好好推广。

5 月 28 日，叶剑英在观看参谋小组

的标图作业表演后，对他们的 3 项基本

功给予肯定和鼓励，并对参谋业务的基

本内容进行拓展，增加了会读、会记、会

算。会读，就是要在生疏的地图上进行

快速判断；会记，就是要熟练掌握敌我

基本情况和数据，一旦被问起必须马上

作答；会算，就是要会计算兵力火力密

度，熟悉作战指挥的各种计算，同时还

要具备一定的现代战役理论水平。新

增 的 参 谋 业 务 内 容 与 原 来 的 会 画 、会

写、会传，共同组成参谋“六会”。

不久，北京军区把“六会”列为参谋

机关的必训内容。《军训通讯》推出特刊

专题介绍参谋“六会”的内容，引发全军

参谋业务训练改革。兄弟部队纷纷邀

请李茂发等人传经送宝。仅 1964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5 日，他们就为 17 个单位进

行 14 场汇报演示。

8 月，总参谋部安排参谋小组参加

全军步兵比武。他们在模拟复杂战场

环境下，表演了卧姿、立姿、行进间及防

空、防毒等情况下的标图作业，获得“训

练成绩优异奖”。自此，参谋小组的过

硬功夫在全军引起热烈反响。

之后，北京军区将参谋“六会”写进训

练规定，系统规范了“六会”内容、方法、评

分标准，使参谋“六会”更加完善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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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六会”传经送宝

标枪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用来

在更安全的距离上攻击猎物，是早期人

类重要的狩猎工具。随着人类历史发

展，标枪逐步从狩猎武器演化为战场上

的远程攻击兵器。

标枪一般由镖头和标杆组成，为提

高投掷后的飞行稳定性，有的标枪还配

有尾翼。镖头为金属制，呈锥形或长水

滴形等形状，套装在标杆上。标杆通常

用硬木、竹竿或金属制成。不同地域的

标枪有着不同的特点，比如南方云贵地

区少数民族的标枪，追求体质轻小，多

以竹为杆，通体细长，而北方松花江一

带的少数民族所用标枪则较为笨重，全

长 1 米的标枪铁制镖头就有 40 厘米，且

标杆一般采用硬木，中间细两头粗，配

有 3 个铁片尾翼，近可刺远可掷，尾翼

提高了标枪飞行稳定性和投射精准度。

在古代实战中，士兵将标枪投掷出

去后，利用其下坠时的惯性来击杀目

标。先秦时期两军对战，往往先用弓弩

远射，两军渐近则以标枪互掷，之后冲

锋陷阵、短兵相接。南北朝时期，为加

强标枪的破坏力、杀伤力，古人还将燃

烧物缠绑在标枪上向敌方投掷，以破坏

战具、杀伤有生力量。宋朝时期的标枪

称为“梭枪”，并正式成为军队的常规兵

器。元朝蒙古骑兵也喜用标枪，比如

“欺胡大”就是一种双镖头标枪，近则双

向可刺，远则投掷目标，配合马的冲击

速度，极具杀伤力。

宋 朝 时 期 ，宋 军 参 照 南 方 部 落 战

法，将标枪与盾牌结合使用，这种用法

实现了单兵的攻防一体，单兵作战效能

得到很大提升。元军、明军均沿用这一

方法，特别是明朝戚家军的鸳鸯阵，还

将藤牌兵与狼筅兵、长枪兵、镗钯兵、火

器兵等多兵种结合为作战单元，攻防能

力极强。据《武备要略》记载，明军普通

盾牌手一般持双标枪，其左手持盾牌、

腰刀和一支标枪，右手再持一支标枪，

作战时先投掷标枪然后近战，这就让盾

牌手同时具备远程攻击和近战能力。

明军水战时也使用标枪，《武备志》记载

犁头镖“中舟必洞，中人必碎”，破坏力

极强。此外，古人还发明了标枪的其他

用法，如在标枪上涂抹毒药或绑缚爆炸

物，投掷以后可以毒杀、炸伤敌人，有着

独到的作战效果。

标枪在古代同期的西方军队中，使

用更为普遍，比如在古希腊、古罗马及

马其顿体系中，均配有标枪。特别是曾

经称霸西方的古罗马，在公元前 3世纪，

就 装 备 名 为“pila”的 轻 型 标 枪 和 名 为

“pilum”的重型标枪，后来又开发出多种

形制，有的为增强贯穿力，还在镖头下

端装上铁球。古罗马人为将标枪投掷

更远，还发明了专用的投枪器。罗马军

团在对战马其顿方阵时，主要靠重型标

枪打开突破口，然后军团士兵以盾牌和

短剑冲进马其顿阵列内进行短兵拼杀。

时至近代，随着枪械、火炮等远程

火器大发展，作为远程冷兵器的标枪退

出军事舞台，逐渐发展为体育竞技项

目，并成为夏季奥运会比赛项目之一。

神骏犹若龙腾舞
—飞梭如电的中国古代标枪

■曹 波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

列着一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收报机，

它曾是中央军委总部在延安指挥千军

万马的通信工具。这台收报机是由我

军在陕北窑洞里成立的延安通信材料

厂自主生产制造的，它也成为那段峥嵘

岁月里，边区军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制造无线电设备，

打破敌人通信技术封锁的历史见证。

中共中央对于在红军作战和白区

工作中使用无线电联络的重要性早有

较为深刻的认识。1928 年起，中共中央

通过多种途径培养红军作战和白区工

作所需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红军开始

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后，对建立无线电

通信联络的需要更为迫切。1930 年 12

月底，红军在龙冈战斗中缴获了只能收

报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随后，红军

利用在东韶战斗中缴获的一部完整电

台，加上这“半部电台”，建立了无线电

队，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红军总部

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无线电通信队伍

逐步壮大。至长征前夕，红军总部共举

办无线电训练班 11 期，先后培训报务、

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

2100 余人，培养了一批无线电技术骨

干，为抗战时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抗 战 爆 发 后 ，面 对 来 势 汹 汹 的 日

军，八路军总部决定化整为零，深入敌

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然

而，由于当时敌后根据地物资匮乏，且

敌人在各地实行“囚笼”政策，各根据地

被严密封锁、分割成片，使得通信器材

的获取变得极为困难，如何有效指挥调

度各地部队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当时

负责保障全军通信联络的军委三局，决

心成立延安通信材料厂，依靠自己的力

量研制无线通信装备，以保障通信联络

的畅通。

1938 年春，延安通信材料厂在距离

延安 10 余公里的盐店子村正式成立。

工厂由 10 余个窑洞和四五间小平房组

成。建厂初期，通信材料厂的主要设备

仅 有 小 型 车 床 、刨 床 、钻 床 、砂 轮 各 1

台，全厂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只有 20

余人。

在条件艰苦、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通

信材料厂员工在党中央领导下，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攻坚

克难，靠着热血和智慧进行技术创新。

原材料不足便从破飞机、旧汽车、旧铁

轨等物品中就地收集，缺乏教学设备和

资料就依靠实践摸索，没有标准生产图

纸就自己设计机器底板图、面板图……

通过反复试验和改进，延安通信材料厂

相继制造出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电

键等元器件。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需

要，通信材料厂先后装配数百部由电

池和手摇发电机供电的小型电台、电

话单机和总机。至 1938 年底，通信材

料厂的元器件自给率达到 40%，两年后

达到 70%。

通信材料厂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

不断制造出新设备。随着战争形势发

生变化，材料厂制造了一批能够进行

更远距离通信的 50 瓦、100 瓦大功率发

报机；为让党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材

料厂专门为新华通讯社制造了 500 瓦

发报机；为更好支援敌后战场游击作

战，材料厂还试制了小型报话机，仿制

了日式小型手摇发电机……这些性能

更优、功能更全的无线电设备，确保了

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调度与信息

交流畅通无阻，同时也大量供应前线

作战部队，满足各抗日根据地通信联

络的需要，成为对敌斗争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八路军无线通信技术的成熟，也与

通信系统人才队伍的壮大相辅相成。

最初，材料厂的工人中既有经历过长征

的红军战士，也有从上海、武汉、北平等

地前来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随着业务

需求增加，经过长期实操与系统培训的

工人专业技术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特

别是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又称“延安

通校”）的成立，带来了一批宝贵的通信

技术专家。他们不仅在学校教书育人，

也参与到材料厂的研发制造中。同时，

材料厂也成为延安通校学生的实操平

台，他们在这里将理论转化为实践，通

信材料厂逐渐成为为党培养通信人才

的重要阵地之一。

抗战时期，一台台无线通信设备就

这样从窑洞里的“通信工厂”中生产出

来，装备到各部队中充当战场联络的

“神经元”，织密了一张以延安为中心，

辐射全国各部队、各根据地、游击区、敌

占区的无线电指挥通信网络，使党中央

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命令化

作一道道红色电波到达前线，指挥着千

军万马，在多次重大战役中扮演了不可

或缺的角色。

1947 年，国民党军声势浩大地对延

安发起进攻，党中央决定战略性撤出延

安。延安通信材料厂被迫解散，相关生

产设备和技术骨干分散到其余各解放

区，组建新的通信器材厂，继续为通信

事业贡献力量。尽管延安通信材料厂

已不复存在，但从那段艰苦岁月中走出

的“通信工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战争中通信事业的重要起点，激励着一

代代通信人奋勇争先、不断前行。

窑洞里的“通信工厂”
■杨润鑫 程宇一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1964年 1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掀起学习郭
兴福教学法的运动，并决定举行比武大会。为迎接全军大比武，从 1964
年 2月开始，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在全军迅速展开，各部队充分
发扬我军群众性练兵的优良传统，发动群众、鼓舞群众进行战法训法创
新，取得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练兵成果。

“首发容易二发难，三发子弹飞上

天。”56 式冲锋枪虽然射速快、火力猛，

但在对远距离目标点射时第二发弹命中

率明显偏低。解决冲锋枪点射命中率问

题，成为当时部队里不少冲锋枪手的一

桩心事。

1964 年初，学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的号召，如春风般吹遍每座军营。北京

军区步兵学校射击教员张本义，决心向

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张本义先向领导汇报攻克难题的对

策办法。由于当时弹药定量供应，战士

每年实弹射击的弹药数量有限。于是，

张本义提出弹药需求，并立下军令状。

上级领导被他的信心、决心和诚心打动，

特批部分弹药供他使用。

任务下达后，只要没有教学任务，张

本义就带上枪、弹和靶子到射击场进行试

验。调整射姿、测量弹着、计算散布……

他紧紧抓住每次点射的机会，仔细揣摩

每一次据枪的感受，让每发子弹都发挥

应有的价值。

在综合分析射击结果后，张本义认

为“ 稳 ”是 确 保 点 射 连 发 命 中 的 关 键 。

他围绕减少后坐力、减轻枪身震动等调

整射姿、双手据枪力度、肩窝抵枪实度，

以增加据枪稳定性。每次他都记下射

击动作的改变和力度角度的调整。经

过不断改进，张本义的连发命中率逐渐

提高，多次出现 10 次点射命中 20 发的

成绩。张本义据此总结出“一正三紧”

的射击方法。“一正”，即卧倒后身体、枪

身、目标对正成一线。“三紧”，即右手虎

口对正握把正后方，除食指外，其余四

指和手掌紧握握把，这是“握紧”；胸部

昂起，将枪托抵在肩窝内侧稍下，右大

臂夹紧，这是“抵紧”；腹部贴于地面，身

体 前 倾 并 保 持 上 体 下 压 ，保 持 枪 面 水

平，这是“压紧”。他还找来几名有射击

基础的学员，按照此方法进行射击，连

发命中率均在良好以上。校领导听闻，

前来观看张本义的示范射击。张本义

连打 3 组 ，取得 2 组优秀 1 组良好的成

绩。校领导当即要求全校学员学习张

本义总结的射击方法。

同年 3 月，张本义带领 1 个班进行了

17 场冲锋枪射击表演，共使用子弹 3220

发，命中 2772 发，命中率达 86.09%，而他

自己成绩为 20 发 20 中。时任总参谋长

罗瑞卿观看后，表扬了张本义的成绩，还

询问他射击经验，指示部队加以推广。

不久，“张本义射击法”走向全军。也是

这一年，全军步兵轻武器射击成绩优秀

的师数量比上一年增加 4 倍。

“张本义射击法”解难题

1964 年 8 月，在全军炮兵比武大会

汇报表演中，内蒙古军区某骑兵团 9 班

首先对“敌冲击步兵”进行停止间射击，

共发射 7 发炮弹。第 7 发炮弹一出膛，

炮车如离弦之箭冲向 2 号射击地域。随

着“放”的口令，8 发炮弹在行进间飞出

炮膛，炮弹尚未全部落地，全班战士已

在硝烟中回到起始位置。15 发炮弹全

部命中目标！这场 82 毫米迫击炮车上

简便射击的表演，博得台下观众的连连

称赞。

这一创新课目，正是内蒙古军区某

骑兵团在深入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过

程中诞生的。一次野外训练间隙，迫击

炮连排长王松森给 9 班战士讲起自己的

某次战斗经历。当他提到敌人多为骑

兵 、战 机 稍 纵 即 逝 时 ，有 战 士 感 慨 道 ：

“ 咱 们 的 炮 要 是 能 在 马 上 打 就 好 了 。”

“马上可不行，但车上倒可一试。”于是，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研究如何把迫击炮

放到马车上打。

团领导在听完王松森的汇报后，鼓

励他们大胆创新，把战斗中最需要的打

法创造出来。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干就

干。王松森立刻带领 9 班战士在车上实

施简便射击试验。他们先是根据炮的

后坐力设计了炮车坐垫，试验了车的承

受力。试验中，瞄准手坐在弹药箱上，

两腿夹住炮身，左手赋予射角，右手装

填炮弹按要领进行试射。首先进行停

止间射击练习，然后开展慢速行进间射

击 ，最 后 是 快 速 运 动 射 击 。 试 验 几 次

后，炮车大梁弯曲变形。王松森向团里

汇报了试验情况。团领导立刻指示有

关部门加固炮车，定制瞄准手座椅。经

过一系列改进，射击时火炮后坐力直接

传导至地面，乘车射击基础条件得到改

善。随后，他们陆续采用不同装药，按

不同距离和方向进行实弹检验射击，结

果基本令人满意。

针对在车上精准射击难度大，人、

炮、车协调复杂等问题，王松森组织 9 班

战士开展强化专业基础训练，要求班长

装定射角的精度在优秀以上，弹药手快

速传递炮弹，驭手驾车做到速度均匀。

在全班人员基本达到乘车射击要求后，

他 们 又 着 重 进 行 人 、马 、炮 协 同 训 练 。

在此期间，他们又摸索总结出车上瞄准

各类目标的射击要领。一段时间后，全

班掌握了对炮车不同方向甚至后方目

标进行射击的要领。

在 1964 年的全军炮兵大比武中，内

蒙古军区某骑兵团 82 毫米迫击炮乘车

简便射击获炮车革新二等奖、教学法二

等奖、表演一等奖。比武结束后，9 班先

后向多个部队传授了乘车简便射击经

验，进行了上百场表演，他们的经历还

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教学片。

“迫击炮上车”抢抓战机

北京军区第北京军区第 6565军参谋小组表演夜间情况下标图作业军参谋小组表演夜间情况下标图作业。。

中央军委总部在延安时使用的我军制造的收报机中央军委总部在延安时使用的我军制造的收报机。。

《《筹海图编筹海图编》》里记载的明代标枪里记载的明代标枪。。

射击教员张本义射击教员张本义。。

内蒙古军区某骑兵团表演马车内蒙古军区某骑兵团表演马车

上进行迫击炮射击上进行迫击炮射击。。

陈列于贵州省民族博物馆的清代四川凉山彝族标枪陈列于贵州省民族博物馆的清代四川凉山彝族标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