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5 军 营 观 察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６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张新

从“给部队下通知”到“向
战场问需求”——

演习筹备之变彰显
练兵理念之变

海上起风了，奔涌的潮水一浪卷过

一浪。演习前夕，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

基 地 导 调 员 张 浩 ，望 着 夕 阳 下 的 海 潮

出神。

“是否应该再加一些空中和海上的

特情”“要检验红方的破障能力，这样出

题是否简单了”……汹涌的潮水冲刷着

岸滩，也在张浩的脑海中激起关于导调

计划的思维浪花。

练兵热潮，浪奔浪涌。多年来，张浩

和战友们参与导调了数十场演习，他们

的精心思考与设计，推动演训场上的红

蓝双方不断砥砺打赢硬功。眼下，他们

又将迈出新的一步。

为了筹备一场红蓝对抗，过去的半

个多月里，张浩和战友们进行了多次复

盘研讨。他们的复盘重点，不是演习的

组织流程，而是前几场演习中红蓝双方

的表现。

连续几天，该基地导调评估中心的

会议室里，“火药味”越来越浓。之前的

演习视频循环播放，红蓝双方不符合实

战的细节被一一“拎”出来剖析，并被记

录到用于设计下一场演习的“问题库”

里……从航线规划到兵力调度，从进攻

队形到工事构筑，他们对作战问题的细

节剖析一丝不苟。

“战与训的耦合度有多高，一场演习

对部队战斗力的提升作用就有多大。”在

张浩的印象里，以往演习筹备阶段的工

作，更像是给部队下通知，更多的时间精

力用于沟通协调上，基地起到的只是临

时搭台的作用。

如今，筹划演习前，张浩和战友们不

仅学习新的军事训练大纲，了解作战标

准和训练标准，还要知悉部队当前训练

情况。随后，他们对部队前几场演习的

情况进行复盘总结，在演习方案中针对

性设计一系列考题，倒逼部队不断适应

新情况、新变化。

思想的风暴，潜伏在阵阵涛声中，酝

酿在一个个深夜里。灯火通明的演习导

演部，一名名导调员仔细梳理着“问题

库”，一道道针对部队打仗能力“软肋”的

刁钻“考题”陆续出炉。

那一夜，一个案例摆在张浩的案头：

面对红方进攻，蓝方采用某战术巧妙应

对。虽然这一仗蓝方胜了，但导演部依

然指出蓝方指挥存在的问题：顾此失彼，

虽然局部得利，但根据推演结果，红方将

最终夺取胜利。

看似明智的战术，实则是一处“败

笔”。经过深入思考，张浩认为问题根源

是蓝方指挥员缺乏全局意识。之后，张

浩针对指挥员的全局意识“出题”，很快

拟定出一份“考题”。

“这一套作战方案验证过了，有没

有验证过备用方案的可行性”“靶标不

会反击，但是战场上的敌人会反击，如

何 加 强 参 演 官 兵 的 危 机 感 ”…… 研 究

持 续 到 深 夜 ，一 次 次“ 头 脑 风 暴 ”为 演

习埋下伏笔。

从“给部队下通知”到“向战场问需

求”，改变发生在每名导调员的头脑深

处。在张浩看来，演训场上的一个个新

变化，折射出这些年部队从“训为考”到

“训为战”的练兵理念之变。

在最新版演习方案中，关于评判对

抗结果的标准被再次改写。在以往演习

中，对抗双方往往以是否达到作战目的

论胜败。如今，作战方案的优劣、完成作

战任务的用时、作战效费比等，都成为评

判对抗结果的预设指标。张浩告诉记

者，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倒逼部队

想尽办法苦练打赢本领。

大风起兮。演习虽然还未打响，演

习方案的字里行间，实战化的浪潮已奔

涌而来。

从“紧跟车舰炮”到“俯瞰
红蓝方”——

导调战位之变折射

练兵手段之变

战斗在黎明打响。红方趁着夜色，

悄悄摸进蓝方阵地，很快被蓝方的观察

哨发现，战斗一触即发。与此同时，实时

战况被传回导演部。

“这是一片数字的‘汪洋’，也是信息

奔涌的‘潮头’。”导演部大厅里，张浩指

着面前的电脑屏幕说，如今，每一场实战

化训练的数据，都会汇集到导演部的电

脑上。

顺着张浩指示的位置，记者看到，

相 关 数 据 一 目 了 然 ，一 个 个 跳 动 的 数

字 还 原 着 红 蓝 双 方 激 烈 博 弈 的 战 场

态势。

“ 以 往 ，受 限 于 技 术 手 段 ，部 队 演

习 更 依 赖 于 人 工 裁 决 和 现 场 裁 决 ，导

调员往往要跟随部队的车、舰、炮等一

起行动，裁决部队行动后，再将结果发

回 导 演 部 。”张 浩 说 ，大 量 人 工 作 业 的

裁 评 工 作 ，难 免 会 出 现 一 定 的 偏 差 和

疏 漏 。 数 据 再 经 过 中 转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裁 决 的 即 时 性 和 演 习 的 连

续性。

如今，导调员可以通过多种技术手

段，实时采集红蓝双方的信息数据，精确

计算出双方交战情况并即时裁决，在电

脑或手持终端上就可以俯瞰红蓝方的整

个作战行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过

程、全要素导调。

张浩告诉记者，以往受技术手段限

制，为了便于随时协调和掌握参加演习

部队的行动，该基地在导演部专门设置

“军种协调席”。如今，导演部与参演部

队之间已构建了顺畅的通联渠道，“军种

协调席”也悄然消失。

从“紧跟车舰炮”到“俯瞰红蓝方”，

在张浩眼中，导调员的战位之变正是部

队练兵手段之变的生动写照。他告诉记

者，这些年，基地大力发展智能仿真靶

标、手持智能终端等设备，通过一系列科

技手段，帮助参演部队把训练行动练全、

把训练环境设实、把作战能力评准，使参

演官兵得以窥见更加真实的战场，对如

何 打 好“ 明 天 的 战 争 ”有 了 更 深 入 的

思考。

“今天总算领略到新手段的威力，

没想到你们还能这么干！”张浩至今还

记得一名指挥员走下演训场后对他说

的话。

那场演习，导演部临机导调了一次

空袭特情。看到战机来袭，这名指挥员

当即命令部队隐蔽，没想到几分钟后，导

调员却判定他们“全军覆没”，并引导他

们撤出战斗。

明明做了隐蔽动作，为啥还是被打

掉了？原来，演习前，战机上已经加装

新设备，飞行员很快就能判定攻击位置

和效果。在这名指挥员下达隐蔽口令

前 ，战 机 已 完 成 打 击 并 将 数 据 发 回 导

演部。

这一仗，不仅让这名指挥员对“空

中敌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让张

浩对练兵新手段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演训场上，海风徐徐，朵朵浪花拍打

着岸滩，留下白色泡沫。

“浪奔浪涌，新时代气象万千。我们

稍一驻足，就有可能成为那朵被拍在岸

滩上的浪花。”张浩告诉记者，他和战友

们会持续开展研究、创新方式方法，向着

新的目标不断奋进。

从“单军种舞枪”到“海陆
空论剑”——

参演主角之变反映

练兵格局之变

风越来越大，海浪的咆哮声越来越

清晰。眺望远处的几艘军舰，仅凭夕阳

下的剪影，张浩就认出了它们的型号，熟

悉地向记者介绍起舰艇的参数性能和作

战运用。

作为一名导调员，对演习的流程熟

稔于心并不稀奇。而作为一名在陆军成

长起来的军官，张浩对其他军种的装备

如数家珍，对参演部队的战法细节了如

指掌，令人刮目相看。

踏访该基地，记者发现，类似的情

况并不少见。导调员知识面的拓展升

级 ，折 射 出 整 个 基 地 转 型 发 展 的 奋 进

步伐。

在 深 化 改 革 的 浪 潮 中 ，该 基 地 职

能使命和编制体制重塑。导调员对部

队 演 习 的 观 察 也 有 了 更 宽 广 的 视 野 、

更宏观的格局、更深刻的考量。

“ 我 们 今 年 已 经 参 与 组 织 了 很 多

场以联合作战为背景的演习。”张浩告

诉 记 者 ，以 往 ，基 地 组 织 演 习 ，陆 军 部

队 是 参 演 主 角 ，其 他 军 兵 种 部 队 虽 然

也 经 常 参 加 演 习 ，却 并 未 完 全 参 与 演

习 全 过 程 ，这 种 演 习 中 的 主 角 和 配 角

之 分 ，难 免 让 人 产 生 一 种“ 联 而 未 合 ”

的感觉。

如今，来自空中、海上、地面的部队

官兵个个是演训场上的主角，各军兵种

指挥员全部参与到演习的筹划、实施、复

盘全流程中，每一仗都有“同炉淬火”的

感觉。

海还是那片海，再看已截然不同。

从“单军种舞枪”到“海陆空论剑”，演习

中，聆听着来自不同军兵种的声音，张浩

意识到，参演主角之变的背后是部队练

兵格局之变。

作 为 演 习 的 设 计 者 和 裁 评 者 ，

从 单 一 兵 种 的 几 个 专 业 到 多 军 兵 种

的 几 十 种 专 业 ，联 合 练 兵 新 格 局 ，让

导 调 员 产 生 深 深 的 本 领 恐 慌 ，倒 逼

他 们 深 入 学 习 各 军 兵 种 专 业 知 识 ，

在 设 计 演 习 的 过 程 中 重 新 认 识

打 仗 。

演训场上的练兵格局之变，拓展着

每名导调员的练兵视野，也重塑着参演

部队的联合思维。

那 次 演 习 筹 划 ，出 乎 张 浩 的 意

料 。 演 习 前 ，导 演 部 精 心 设 计 的 特

情 ，竟 被 领 导 要 求 重 写 —— 陆 军 部 队

依 托 海 军 舰 艇 投 送 兵 力 ，张 浩 和 战 友

们 想 尽 了 检 验 陆 军 的 招 数 ，就 是 忘 了

给 海 军 出 特 情 。 思 路 一 变 天 地 宽 ，经

过 提 醒 后 ，他 们 根 据 战 斗 进 程 临 机 导

调 、频 出 奇 招 ，果 然 让 海 军 舰 艇 官 兵

吃了苦头。

“任何一个军兵种的战术行动，都

必须纳入到联合的‘大棋局’中考量。”

说 起 演 训 场 上 的 新 变 化 ，张 浩 感 慨

不已。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面

对 这 个 问 题 ，来 到 这 个 基 地 的 参 演 官

兵曾这样回答：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莫过于“你站在训练场，却看不到敌人

在 哪 里 ”。 如 今 ，身 处 联 合 战 场 ，他 们

又 有 了 新 的 答 案 ，那 就 是 ：“ 你 就 站 在

你 的 战 友 身 旁 ，却 不 知 道 如 何 与 他 并

肩作战。”

“联合思维的重塑，如同浪打礁石，

虽然不是朝夕之功，却已经给部队留下

了深刻的印痕。”说起部队的参演表现，

张浩这样评价，从近几年的演训数据上

看，在一次次联战联训的淬炼下，以战领

训、实战实训进一步落实落地，参演各军

兵种指挥员的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得到明

显提升。

地平线远在天边，新的起跑线就在

脚下。走出该基地大门，一望无际的大

海映入眼帘，岸滩边文化石上的一句话

格外醒目：在这里磨砺精兵，从这里走向

战场。

一名导调员眼中的“演训之变”
■粟 栋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王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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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推进

实 战 化 军 事 训 练 ，深 化 联 合 训 练 、对

抗 训 练 、科 技 练 兵 。 实 战 化 军 事 训

练 是 锤 炼 部 队 胜 战 能 力 的 根 本 途

径 。 实 战 化 训 练 既 需 要 接 近 实 战 环

境 ，也 需 要 接 近 实 战 对 手 。 作 为 演

训 活 动 的“ 控 制 器 ”和“ 催 化 剂 ”，导

调 员 的 能 力 素 质 直 接 影 响 演 习 质

效 。 这 就 需 要 部 队 锻 造 一 支 能 导 善

调的导调员队伍。

近年来，部队军事训练的实战化程

度越来越高，官兵体系思维、全局观念、

联合意识明显增强。作为演习导调员，

必须要把“为什么导调、怎么导调、导调

什么、导调到什么程度”搞清楚，确保部

队一举一动紧盯实战需要，一招一式紧

贴战场实际。

树 立 战 训 耦 合 理 念 。“ 训 ”是 对

“战”的设计和预演，“战”是对“训”的

应用和检验。设计战争的前提，是能

够对未来战争进行准确预测。导调员

要熟练掌握各种信息化训练手段，在

检 验 评 估 中 立 起 真 难 严 实 的 训 练 导

向，精选重点评估项目，设置险难考评

条件，力求“打仗最管用的是什么，演

习就练什么、考什么”，推动战训深度

耦合，真正把部队指挥、行动和保障技

能练强，做到“像打仗一样训练，像训

练一样打仗”。

强化联合训练思维。现代战争，

无战不联，无联不胜。一体化联合作

战 ，已 成 为 现 代 战 争 的 基 本 作 战 样

式。着眼客观检验部队联合训练整体

水平、评估部队联合作战能力，导调员

要积极探索联合训练质量评定办法，

按照“基于任务分解能力、基于能力细

化标准、基于标准量化考评”的思路，

研究涵盖诸军兵种的联合资质准入标

准，探索基于态势、基于数据、基于对

抗、基于流程的导调方法路子，真正把

能 力 检 验 全 、把 短 板 评 估 到 ，提 升

陆 、海、空、天、电、网等多域的联动作

战能力。

发挥科技赋能效益。科技是核心

战斗力，部队通过模拟仿真、网络对抗

等训练手段，探索“科技+”“网络+”等

训练方法，对军事训练组织与实施方法

进行改进、优化和创造，增强科技对训

练的推动促进作用，让导调员在演训准

备中练筹划练思维，在组织实施中练导

调练裁评，在情况处置中练应变练技

能，持续提升导调能力。

让战争设计走在战争打响之前
■许振峰

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开展海上联合训练。 湛移星摄

锐 视 点

南国风暖，云飞浪卷，南部战区陆军

某训练基地演训场上，一场红蓝对抗激

战正酣。

面对蓝方火力压制，红方指挥员正准

备呼叫空中火力支援，却发现一个作战细

节未沟通到位，导致友军行动有所迟滞。

这一幕，给导调员张浩留下深刻印

象。张浩打开电脑，把演习中的这一细

节记入一张表格中。

“看似是作战细节筹划不到位，实则

是联合意识不强的表现。”张浩一边记录

红 方 的 失 误 ，一 边 思 索 下 一 步 的 练 兵

对策。

从事导调工作 6 年来，作为演训活

动的组织者和观察者，张浩渐渐养成一

个习惯：与部队指挥员换位思考。这些

年，每参与导调一场演习，张浩和战友们

都会梳理部队在演习中出现的问题，再

从导调员的角度出发，思考解决这些问

题的办法，先后形成了 28 张成果清单。

“一份份成果清单，是我们逐步优化

设计演训活动的重要参考，以此倒逼部

队查漏补缺，主动钻研战法，提高部队战

斗力。”张浩说。

“你看第 13 张清单，某部在演习中

出现了火力要素与侦察要素协同不够

紧 密 的 问 题 。”张 浩 告 诉 记 者 ，这 反 映

出 当 时 部 队 的 体 系 思 维 还 不 够 ，之 后

他 们 开 始 探 寻 破 题 之 策 ，着 重 开 展 战

法 训 法 研 究 ，引 导 火 力 要 素 主 动 对 接

侦 察 要 素 评 估 打 击 效 果 ，并 掩 护 侦 察

要素行动。

翻 开 28 张 成 果 清 单 ，条 目 清 晰 明

了。记者深切感到，一场场激烈的实兵

对抗，仿佛近在眼前。

“仔细梳理这些作战细节，便能窥见

演训场上的新变化。”张浩说，导调和复

盘部队的演训活动，他们抠问题越来越

细，这也反映出部队官兵的练兵理念越

来越向打仗聚焦，练兵手段和练兵格局

焕然一新。

28 张成果清单，不仅是导调员的思

想结晶，也见证着这些年部队实战化练

兵的转型升级。

28 张成果清单的背后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王德赛

沙场砺兵，硝烟
四起。这一年，纵观
全军演训场，实战化
练兵活动深入推进，合成战术、体系
对抗训练激烈上演。

军事训练是战争的“预实践”，
让训练尽可能贴近实战，实现战训
耦合，是练兵备战的目的。这一过
程中，导调不可或缺，它是“试金石”
也是“磨刀石”，是“指挥棒”也是“风

向标”，能有效发挥模
拟战场、模拟对手的
作用。

导调员的战位，是观察备战打
仗工作的一个独特视角，可以直观感
受军事训练的新变化。从即日起，本
版陆续推出“导调员眼中的实战化训
练之变”系列报道，以小视角、小切口
观照全局，探寻部队实战化训练之变
及背后的练兵思考，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导调员眼中的实战化训练之变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