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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机动、通信中断、电磁干扰……

初冬时节，西部战区空军某旅年终考核

如火如荼展开。面对接连不断的特情，

参考官兵密切协同、高效处置，顺利完成

考核内容。

成绩公布后，该旅某综合通信班班

长袁俊如释重负。在此前一次基础课

目考核中，袁俊就因特情处置不及时吃

过亏。

当时，袁俊像往常一样在通信设备

上 输 入 参 数 ，设 备 信 号 灯 却 未 正 常 亮

起。“通信线路中断，立即抢修！”特情突

至，袁俊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在考前准

备时，他将重点放在常练常考课目上，对

相对“冷门”课目练得不多，加之时间紧

迫、通信中断点位置隐蔽，导致故障排查

时间过长，考核结果不理想。

“战场不是训练场，按部就班的考核

无法真正检验部队作战能力。只有想方

设法提高考核‘含战量’，真正摸清部队

战斗力底数，关键时刻才能顶得上、打得

赢。”该旅领导介绍，以往考核前，旅里会

下发考核大纲和评分细则，部分官兵存

在“研究规则、为考而训”的情况。此次

考核不设脚本，将紧急机动、综合防护、

无依托保障等内容以临机特情形式嵌入

考核全过程，进一步提升官兵应急应战

能力。

考核前，该旅官兵按照“多想一步，

深想一层”的原则，结合前期训练情况，

针对短板弱项查漏补缺，全面做好各项

准备。

“预备阵地遭‘敌’破坏，立即机动转

移。”考核现场，火力分队刚刚占领阵地，导

调组就下达转移命令。各战位官兵闻令而

动，迅速恢复行军伪装，向新阵地进发。

“无人机袭扰，防卫分队立即前出！”

“左前轮爆胎，抢修组立即跟进！”机动途

中，特情接踵而至，指挥员结合战场实际

从容研判、果断决策，参考官兵密切配

合、见招拆招，以最快速度抵达新阵地，

展开兵力部署。

考核现场，正当袁俊带领班组进行

通信链路接线操作时，指挥所内被扔进

数颗烟雾弹。视线突然模糊，让袁俊的

动作也慢了下来，但他很快便按照平日

训练中总结出的方法迅速恢复操作。

“指挥所试线！”“话音良好！”铜丝引

接、网线插连……随着一台台电脑通电

启动，道道航迹在屏幕上显现。通信链

路与情报组网构建完成，袁俊带领组员

继续进行后续保障任务。

考核结束后，各分队官兵趁热打铁

组织复盘研讨，针对考核中暴露出的问

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准问题症结，逐一制

订改进措施。“战场上，敌人不会按流程

发起进攻。只有在特情中磨炼、在实战

中摔打，切实提高官兵应急应战能力，

才能在未来战场上赢得主动。”该旅领

导说。

西部战区空军某旅着力提升官兵应急应战能力——

年 终 考 核 随 机 导 调 特 情 频 出
■龙飞宇 李丹阳

近日，海军某支队开展训练。 万海潮摄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实弹射击训练。图为战车机动途中。 袁中彪摄

本报讯 刘小云、记者王沥慷报道：

“命你部迅速撤除伪装，向 2 号阵地转

移。”初冬时节，第 82 集团军某旅组织一

场对抗训练。通信分队官兵进入任务地

域后，刚完成天线架设、伪装防护，便收

到“敌”冒充己方发来的信号。指挥员分

析研判后，果断下达指令：“马上改频，重

新组网建链。”这是该旅电子分队与通信

分队“背对背”展开较量的一幕。

“作战系统既有‘1+1>2’的合力优

势，也存在‘100-1=0’的软肋，任何一处

存在薄弱点，都可能影响整个战局。”该

旅领导介绍，他们整合专业力量资源，探

索建立分队互训机制，常态组织各兵种

不同专业岗位开展互为条件训练，在专

攻精练中固强补弱、整体提高。

互训过程中，该旅针对不同装备的

战技术性能和各分队担负任务的特点，

组织常态编组对抗训练，在互为对手的

交锋中砥砺胜战本领。炮兵分队远程

打击能力强，但阵地被发现后容易遭到

打 击 ，他 们 加 强 与 侦 察 力 量 的 对 抗 切

磋；防空雷达阵地构设用时较长，他们

借助火力分队的协同配合，掩护雷达完

成架设。

该旅某营“红三连”与支援保障连建

立互训机制后，每次对抗训练前都会组

织不同专业、不同岗位的骨干共同研究

战法训法。“对障碍设置和排除方法较为

熟悉的工兵，遭受火力打击无法作业时，

步兵如何接替破障？”该营秦营长介绍，

针对这一课题，他们组织工兵骨干跨分

队授课，在深入交流中提升大家扫残破

障、开辟通路能力。

“背对背”攻防，“面对面”研讨。训

练结束后，参训官兵就地展开复盘总结，

针对训练中发现的问题逐项研究改进措

施，力争实现“打一仗进一步”。

第 82集团军某旅探索
建立分队互训机制

“背对背”攻防
“面对面”研讨

本报讯 范彦青报道：“遭‘敌’精

确打击，出现人员‘伤亡’，立即展开搜

救……”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 942 医

院融入空军某场站联合救护所，开展互

为条件卫勤保障训练，在实战实训中提

升战场救护能力。

训练现场，该院危重症救治分队闻

令而动，医护人员全流程融入战场救护

链路，参与伤员搜救、检伤分类、重症伤

员急救复苏、急危症伤员远程会诊等联

合救治任务。

“ 我 们 抽 组 重 症 医 学 科 、心 肾 内

科、麻醉科等科室医护骨干，编成一线

救护所危重症救治分队，在炮火硝烟

中锤炼过硬战场救护本领。”该院领导

介绍，此次训练，他们打破以往遂行任

务 整 支 医 疗 队 配 属 模 式 ，采 取“ 小 体

系、模块化”编组融入场站卫勤保障训

练，充分发挥战创伤处置、危重症救治

等专业优势，重点研究解决卫勤力量

衔接不畅、前沿救护所危重症救护力

量不足等问题。

训练中，该院还与场站联合救护所

共同探索贯通战伤救治链路的方法路

子，打通各保障要素之间的通联链路，

确保多兵种转运力量有机融合、伤员紧

急处置科学规范，推动保障方式与战场

需求精准对接。

据介绍，此次训练，他们打破体制

编制壁垒，加强区域卫勤力量协同，探

索形成精准到位、快速高效的战场救治

训练模式，有效提升了医院战场卫勤保

障能力。

联勤保障部队第942医院携手部队开展卫勤保障训练

医护人员全流程融入战救链路

初冬时节，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

组织一场全流程保障训练，该大队起

飞中队装备检查员、二级上士张洋圆

满完成各项保障任务。

“从士官学校毕业不到两年，张

洋在大项任务中已能独当一面、挑起

大梁。”该中队张教导员坦言，“按照

以往惯例，组织全流程训练时，装备

检查员一般由经验丰富的专业骨干

担任。作为一名年轻同志，张洋的快

速成长，得益于大队为促进专业骨干

成长采取的一系列务实举措。”

今年初，上级组织一场跨昼夜高

强度训练，要求该中队挑选年轻骨干

担任任务引导员和装备检查员。得

知消息，张洋主动请缨参训。

“年轻同志希望在大项任务中锻

炼成长的热情值得肯定，但此次训练

强度大、难度高，他们能胜任吗？”经

过综合分析和慎重考虑，该中队领导

决定选派张洋和三级军士长高原共

同执行此次任务。最终，在高原的指

导帮带下，张洋顺利完成任务。

“我们坚持把有潜力的年轻军士

推到任务一线摔打磨砺，帮助他们快

速成长，确保骨干队伍满足部队建设

发展需求。”该大队领导介绍，压茬推

进的大项任务，有效强化了年轻军士

的危机意识和“本领恐慌”——能力

不达标就走不上关键号位，不经历任

务淬火就无法快速成长蜕变。为此，

该大队坚持多措并举狠抓年轻军士

培养，为他们的成长进步创造条件、

搭建舞台。

“ 让 官 兵 从 事 热 爱 并 擅 长 的 工

作，才能最大限度激发他们的内在动

力。”该大队领导介绍，他们坚持人岗

相适原则，将对口岗位作为军士骨干

调配的第一落点。

下士李天赐是这一举措的受益

者之一。新训结束来到该大队阻拦

中队后，李天赐被分配到专业对口的

阻拦装置操作员岗位。很快，他就在

同批新兵中崭露头角，多次圆满完成

阻拦保障任务。

考虑到李天赐的快速成长，该中

队为他定下更为清晰的发展目标——

早日完成阻拦装置指挥员“放单”。

此后，李天赐训练更加刻苦，一有

时间就向班长骨干虚心请教，专业能

力明显提升。一次保障战机着陆任务

中，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流程指示灯

‘待命完毕’按钮无法按下”的特情。得到“甲板面和舱室均已准备完毕”的答复

后，李天赐果断下令：“通过对讲机下达后续任务步骤。”最终，战机成功阻拦着陆。

这次任务中，李天赐冷静果断的表现赢得一致认可。此后，他顺利通过考

核，成为该中队第一个担任阻拦装置指挥员的下士。

该大队领导介绍，他们针对入伍前便有一技之长的年轻军士，探索走开个

人特长与使命任务有机融合的培养路子，有效缩短了专业骨干的成长周期。

大学期间主修机械设计制造专业的汪义山下队后，所在中队特意将他分到

装备革新能力突出的一级上士王旭的班里。看到王旭的一项项革新成果，汪义

山深受触动。一次保障任务中，由于飞行量极大，留给官兵更换阻拦索的时间

非常有限，加上携带工具繁多、检查耗时长，他们不得不临时增加人员，才顺利

完成保障任务。任务结束后，汪义山分析感到，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才能确

保万无一失。

于是，他向王旭建议，研制一套改进装置。随后，汪义山和王旭从基础理

论、机械构造、材料选择等方面入手，制订方案、仿真建模、试验验证……经过几

个月的努力，他们成功研制出一套改进装置，大幅提升了保障效率。

“每名年轻军士都是一颗种子，只有经过阳光雨露的充分滋养，才能茁壮成

长。”在该大队领导看来，随着实战化训练深入推进，训练难度、强度不断增大，迫切

需要更多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以往，大项任务主要由高级军士打头阵，一

些能力突出的年轻军士因缺乏实践锻炼的平台和机会，制约了成长进步和能力提

升。为此，他们打破惯性思维，大胆放手让年轻军士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淬火成钢。

雷达引导操作维护员唐鹏对此感触颇深。下队不久，唐鹏便因专业素质过

硬，参与了本专业装备操作标准化流程手册编写任务，还多次在上级组织的装

备技能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但因缺乏更大的平台、更多的机会，唐鹏成长的

脚步逐渐慢了下来。

一次，该大队受命参加舰载机飞行员资质认证考核保障任务，他们专门安

排一批年轻军士参与，同时遴选一批高级军士协同保障。包括唐鹏在内的一批

年轻军士在任务中表现出色，刷新了单日保障飞行次数、连续保障时间等多项

纪录。

精准培养、创新攻关、任务淬炼……在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助力下，该大队年

轻军士成长周期普遍缩短，一批年轻军士具备胜任双岗能力，多项革新成果被

运用于保障一线。

“年轻军士想法活、动力足，为部队全面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看着一茬茬

年轻军士在重要岗位上挑起大梁，该大队领导欣喜地说，“我们将持续探索改进

年轻军士人才培养机制，帮助他们快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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