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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抗训练已成为实战化训练

的常态模式。通过强化对抗训练，在实

战环境中摔打磨砺部队，能更好地促进

战斗力生成。打造一支模拟强敌、能抗

善打的蓝军，正是提升对抗训练质效、

创新战法打法的关键一环。

蓝军扮得真，对抗不失真。“形神

兼备”，始终是建设蓝军的核心课题之

一。然而，“形似”容易“神似”难，如果

蓝军不能真正做到“神似”，红蓝对抗

就脱离不了“红红对抗”的窠臼，也无

法让部队真正体会到强敌对手的实力

水平。

因此，蓝军不仅要学习掌握对手

的作战编组、武器装备、指挥模式等数

据参数，还要深入探索对手的作战理

念 、思 维 习 惯 、战 术 战 法 等 深 层 次 思

想，努力模拟对手的作战“内核”，打破

“ 蓝 军 不 蓝 ”的 战 斗 套 路 。 同 时 ，“ 神

似”要注重与时俱进，时刻关注对手的

武器装备、作战思想等发展动态，紧跟

形势进行学习模仿，如此才能在全时

多 域 条 件 下 始 终 做 到 知 敌 、像 敌 、超

敌、胜敌。

除此之外，打赢现代战争，靶标的

新鲜度至关重要，建设模拟蓝军必须在

“新”字上做文章。要紧盯科技之变、战

争之变、对手之变，将复杂电磁环境、网

络攻击、有人无人作战等先进作战要素

融入战场、融入对抗，努力形成以网络

信息体系为依托的新型作战能力。要

充分运用“科技+”“网络+”“智能+”等

手段，为部队设险局、危局、困局，让官

兵在实战化对抗中感知未来战场，在难

题检验中探索制胜招法，全面推动战训

深度耦合、训练转型升级。

蓝军扮得真 对抗不失真
■刘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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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蓝军故事

“ 当 好 蓝 军 的 第 一
步，就是要放下对抗输赢
的包袱”

谈起第一次担当蓝军的经历，刘珞

阳至今还感到懊恼。

那年，第 78 集团军某旅模拟蓝军分

队刚成立不到一年，官兵们首次以蓝军

身份参加一场红蓝对抗训练。

“前方发现‘敌人’向我方逼近。”听

到身旁车长的报告声，刘珞阳不由紧张

起来。步战车里，战士们表情十分凝重，

他感到车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静

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就在这时，对手发现目标、率先开

火，蓝军各步战车迅速转移阵地。还没

被对手发现的刘珞阳却陷入犹豫：是该

一同转移掩护战友，还是继续隐蔽准备

偷袭？

这个隐蔽地点是他们预先精心挑选

的，视野比较开阔，而且伪装后很难被发

现。为了稳妥起见，刘珞阳还是决定继

续隐蔽。他心里清楚，选择这个保守方

案，主要是怕贸然移动被对手发现，更是

怕在对抗中输给对手。

于是整场对抗中，刘珞阳和战友就

像是躲在草丛中的狙击手，一直在隐蔽

袭击对手装甲目标。最后，蓝军以微弱

优势赢得胜利，可刘珞阳怎么都高兴不

起来。

讲评会上，该旅领导并未对此次胜

利给予表扬，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队

形混乱、各自为战，没有打出蓝军该有的

战术战法。如果受训部队不能在我们这

里得到应有的磨砺，那建设蓝军的意义

是什么？”

听到点评，刘珞阳顿时感觉脸上无

光。

为履行好蓝军职责，旅里专门建立

蓝军资料室，汇编下发《攻防战斗知识手

册》，让官兵围绕对手的战术原则、战法

运用展开研究。然而，到了演训场上，他

们却被眼前的胜负较量冲昏头脑，把平

时研究的成果抛诸脑后。

“归根结底，是我们对新战术战法的

运用不够熟练，不能很好地模拟强大对

手，不能很好地发挥不同的镜鉴作用。”

认真复盘第一次对抗全程，刘珞阳和战

友找到问题所在。

那段时间，他们频繁出入蓝军资料

室，有针对性地展开学习探索。随着研

究越来越深入，刘珞阳愈发体会到作为

“磨刀石”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不同的作

战理念催生出不同的战术打法，如果不

让部队在平时对抗中研究破解招式，到

了战场上可就来不及了。”

“当好蓝军的第一步，就是要放下

对抗输赢的包袱。”刘珞阳真切地领悟

到，作为蓝军，他们不能只顾眼前胜负，

忘记了未来战场的要求。“否则，真正面

临挑战那一天，就不是‘丢面子’那么简

单了。”

“ 仅 仅 适 应 一 种 拳
法，不足以在擂台上打败
对手”

“蓝军越来越‘狡猾’了！”近些年，与

他们交过手的部队时常感慨。

对抗中，由于来不及在防御阵地布

设障碍，蓝军将一辆工兵车横在道路上，

阻碍红方部队前进；明明发现红方侦察

兵，蓝军却没有采取抓捕，而是故意透露

假情报，诱导红方决策失误……

虽然嘴上说蓝军“狡猾”，但官兵们

其实十分赞叹他们的精妙招法，对炮长

刘珞阳更是“打心眼儿里佩服”。

还有一次演训任务中，红方装甲目

标从左翼进攻，上级要求刘珞阳车组前

出支援。接到命令，刘珞阳的头脑快速

运转，冷静作出判断：贸然突进可能会

陷入“敌人”包围圈。他立即和车组人

员达成一致，指派另一辆步战车正面佯

攻，自己则从树林后侧向左翼防守阵地

迂回机动。

不出刘珞阳所料，红方安排了两辆

突击车和两个战斗班在左翼防守阵地埋

伏。而他带领步战车利用树林和土丘掩

护，悄然绕至红方突进部队后侧，在极限

距离果断开火，成功将对方车组“歼灭”。

“仅仅适应一种拳法，不足以在擂

台 上 打 败 对 手 。 我 们 的 职 责 ，就 是 多

变招、多换打法，让部队在变幻莫测的

战 场 对 抗 中 磨 炼 本 领 ，倒 逼 他 们 研 究

更 多 应 对 招 法 、加 速 战 斗 力 生 成 。”刘

珞 阳 告 诉 记 者 ，这 不 只 是 他 一 个 人 的

想 法 ，更 是 蓝 军 分 队 所 有 官 兵 反 复 琢

磨的课题。

近年来，旅里专门设置“战法研究

日”，成立战法攻关组，让官兵持续关注

对手作战思想、作战特点，依托具体作战

背景研究新战法。每次对抗任务前，他

们总会瞄准红方部队薄弱点拟制作战计

划，同时通过换位思考，预判部队可能作

出的决策，提出针对性打击方案，并在沙

盘上反复推演论证。

刘珞阳与战友将全部心思投入战法

研究中，一心想着如何给部队出难题，让

部队在险局、危局、困局中锤炼打仗能

力。有时边走边讨论得兴起，他们甚至

会直接蹲在地上，用手指写写画画。

去年，他们迎来一位老对手——某

合成旅。

在这次“重逢”的 3 年前，该合成旅

曾担负红方主攻任务，组织几十辆装甲

车向蓝方发起进攻。蓝方却见招拆招，

频频出其不意，让该旅官兵“有苦说不

出”。最终，红方部队因战损比例较大，

遗憾败下阵来。

令刘珞阳没想到的是，阔别 3 年，老

对手已今非昔比。

那场对抗中，刘珞阳车组受领任务，

负责袭扰红方正面突击力量。战斗刚打

响，车组便接到上级命令：“速回某高地，

歼灭红方机降力量！”

听到这话，刘珞阳心头一紧，该高

地是蓝军指挥所的所在地，难道红方想

要实施“斩首行动”？来不及多想，他和

战友火速返回驰援。就在这时，红方数

辆坦克和步战车在烟幕遮障掩护下骤

然出现。

原来，红方利用空中力量支援，采取

空地协同作战方式发起奇袭，凭借强大

火力支援和快速机动能力开辟了数条通

路，成功突入蓝军前沿阵地。

同样的对手、同样的任务，却得到了

截然不同的战斗结果。这场遭遇战，让

刘珞阳和战友既欣慰于部队作战能力的

升级，更感到前所未有的迫切：“我们的

打法还要继续创新，决不能让对手把我

们的底给摸透了！”

对 抗 结 束 ，刘 珞 阳 和 战 友 立 即 走

向沙盘室，马不停蹄展开战法推演，努

力 钻 研 新 的 招 式 招 法 。 近 年 来 ，这 支

蓝军分队先后与 20 多家友邻单位进行

了 30 多场实兵对抗训练。刘珞阳和战

友 在 一 次 次 对 抗 中 不 断 探 索 创 新 ，研

究 出 20 余 种 战 法 打 法 ，并 在 实 战 训 练

中得到检验。

“高明的战术要靠过
硬的基础能力来支撑，否
则只是空中楼阁”

作为全旅知名的“神炮手”，如果问

起刘珞阳有何过人之处，战友们几乎可

以脱口而出：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狠。

“‘神炮手’是炮弹喂出来的。”一名

指挥员告诉记者，“因为刘珞阳打得好，

所以对抗时经常让他打头阵，而越是冲

在前面，他就越能得到历练。”

“‘磨刀石’不硬，就磨不出尖刀利

刃。”为了获得“打头阵”的资格，刘珞阳

下了不少苦功夫。

步战车火炮具备快速转动与提高准

度两种不同工况，为了让两种工况切换自

如，刘珞阳分秒必争，发现、定位、发射一

气呵成，总是比别人快几秒。为了提高夜

间射击精度，他精益求精，熟悉掌握所有

装备在夜视仪中呈现的图像，以便实战时

能快速找到瞄准部位，精确锁定目标……

凭借多年担任炮长的经验，刘珞阳

总结出打击目标“三先三后”的关键顺

序，并毫无保留传授给其他战友。但每

次授课完毕，他总会补充一句话：“高明

的战术要靠过硬的基础能力来支撑，否

则只是空中楼阁。”

去年冬日，他们与某旅官兵展开对

抗训练。演训场上，大雪纷飞，能见度极

低，给部队判别进攻方向和进攻道路带

来了极大挑战。

“极端恶劣天气，正是检验作战能力

的绝佳机会——不仅检验红方部队的作

战能力，也检验我们的作战能力。”早在

对抗开始前，刘珞阳和战友已经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

“驾驶员减速，右前方发现可疑目

标！”机动过程中，刘珞阳利用热像仪发现

前方有静止热源，初步判断是红方装甲目

标。他迅速把情况报告给排长，并对使用

弹种提出建议，以确保能一发“毙敌”。

“歼灭！”随着排长下达战斗指令，多

辆战车同时开火，红方 3 辆装甲车被“摧

毁”，成功检验了蓝军分队官兵在极端复

杂天气下的作战本领。

蓝军分队指挥员告诉记者，为提高陌

生地域驾驶能力，驾驶员会在平时训练中

故意关闭周视镜，依托任务终端地图展开

机动；为提高车组人员协同能力，官兵们

常常一整天“铆”在训练场，车长、驾驶员、

炮长之间配合愈发默契，成功实现眼到、

车到、火力到，宛如同一人操作……

“我们不能满足于在熟悉地形打出

‘满堂彩’，而是要锻炼在任何地域、任何条

件都能打胜仗的战斗本领。”刘珞阳感慨。

今年 7月，他们时隔多年再次担任红

方，与另一支蓝军部队展开实兵对抗。

对手是一支老牌劲旅，刘珞阳心中暗暗

憋了一股劲：看看到底谁的拳头更硬？

随着战斗打响，刘珞阳和战友熟练

运用新型装备，与空中力量密切配合，发

起猛烈攻势。他们利用地形特点，采取

“脱离诱逼、设伏歼敌”的打法，成功牵制

对手，给对方制造了许多麻烦。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他们所在的

红方部队取得了这次对抗胜利。

这场战斗，让刘珞阳和战友自豪的

同时，也更深刻理解了红方与蓝方的职

责使命。“无论作为红方还是蓝方，我们

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获得的每一次成

长，都是在为打赢未来战争积蓄更多底

气。”刘珞阳坚定地说。

一名 蓝军炮长的“ 胜负 观”
■刘 鹏 本报记者 奉云鹤 张东盼 特约通讯员 张光轩

记者第一次遇见小有名气的蓝军炮

长刘珞阳，是在一场拔河比赛上。

长长的拔河绳横亘在训练场中央，

等待着“决战时刻”的到来。现场观赛的

官兵簇拥在一起，一张张被寒风吹红的

脸庞上，写满了兴奋和期待。

作为第 78 集团军某旅某营的“拔河

指挥员”，刘珞阳气定神闲地站在队伍一

旁，沉着自信。“刘班长指挥拔河有方法，

这一战十拿九稳！”一旁的官兵告诉记者。

之所以被称为“拔河指挥员”，是因

为刘珞阳对攻防时机的把握总是恰到好

处。这是拔河比赛胜利的关键，也蕴含

着战场制胜的诀窍。

哨声骤然响起，拔河绳瞬间被双方

队员拉得笔直。刘珞阳快节奏地挥舞着

手中小旗，指挥队员全力向己方拉。看

到对方发起猛烈攻势，他果断抓住旗帜

两侧，将双手伸向前方，示意队友静态用

力。收到刘珞阳的指令，队员们扎稳马

步、身体后倾，双脚死死蹬住地面，一点

点消耗对方体能。

随后，刘珞阳冷静地观察态势。注

意到对方队员表情逐渐吃力，拉绳的力

度开始减弱，他立即用力挥动旗帜，指挥

队员有节奏地发力，一鼓作气拿下胜利。

“拔河也是一种对抗，某种意义上，

指挥策略跟演训场是共通的。”刘珞阳告

诉记者，“实兵对抗中不能一味地比拼力

量，要有计谋和战略，总结起来就是快、

活、准。”

快，意味着先发制人——

“在拔河中占据先发优势，就像是在

对抗中夺取战场先机。”刘珞阳还记得那

次，对抗训练刚刚打响，他们就向对方某

阵地全力加速，打乱对方部署计划，成功

掌握了战斗初期的主动权。

活，意味着灵活思考——

“蓝军的打法要是一成不变，就称不

上‘磨刀石’。”刘珞阳感慨，“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拔河和

对抗都是如此，对方攻势猛烈，就要避其

锋芒；发现对方弱点，就要猛追猛打。”

刘珞阳告诉记者，每次对抗训练前，

他们总会先进行模拟推演。指挥员提前

分配好阵地与任务，后续该怎么攻、怎么

守，都由各车组官兵自行研究，再展开集

中讨论，倒逼每名官兵主动钻研战术战

法、强化全局意识。

准，意味着精准发力——

“拔河时要是不懂施力，再好的战术

也是纸上谈兵，打仗同样如此。”刘珞阳

记得，一次对抗训练中，红方部队判断他

们会从平坦区域展开突击，专门布置了

重兵把守。他们却精准锁定一条防守薄

弱的山间小道，果断从此处撕开防线，以

较小代价成功“歼灭”对手。

在刘珞阳看来，拔河比赛的战术思

维与实兵对抗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

打仗远比拔河复杂得多。”他说。

作为一名炮兵，刘珞阳以前觉得只

要 把 单 兵 作 战 能 力 练 强 ，就 可 以 上 战

场、打胜仗。直到加入蓝军分队后，因

为常常扎在蓝军资料室里研究对手、研

究作战，他逐渐理解了一个道理：“只有

学会思考战场、懂得研究对手、切实提

高自身本领，才能将部队磨砺成真正的

常胜之师。”

“部队要过硬，蓝军先过硬。”这些年

来，刘珞阳历经 30 多场对抗训练，鲜有

败绩。他的个人“歼敌”数常常高居首

位，战斗射击成绩连续 3 年取得优秀。

一次重大任务中，刘珞阳成功“歼灭”13

个装甲目标与 55 名单兵，创造了该旅蓝

军单车“歼敌”的最高纪录。

演训导演部评价他是“一个有指挥

头脑的蓝军炮长”，交过手的官兵说他有

勇有谋、难以捉摸。在刘珞阳的进阶之

路背后，我们能看见一支部队的战斗力

之变。

从拔河比赛想到……
■本报记者 奉云鹤

第 78集团军某旅组织实战化对抗训练。 张居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