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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员感言

2024 年 初 ，西 部 战 区 空 军 某 旅

以一场自主对抗训练，拉开新年度

军 事 训 练 大 幕 ，立 起 实 战 实 训“ 风

向标”。

一年将尽，又到回眸盘点时。寒

冬，记者重访该旅，跟随那支活跃在

演兵场的“蓝军”分队的步伐，从他们

的视角探寻一年来部队强化自主对

抗的训练成效。

“蓝军”分队指挥方舱内，排长

刘 争 熟 练 操 控 无 人 机 ，直 扑 目 标

地域。

数 十 公 里 外 ，红 方 雷 达 操 纵 员

马 赞 刚 捕 捉 到 异 常 空 情 。 还 没 来

得 及 上 报 ，雷 达 屏 幕 上 突 然 一 片

“雪花”。

“立即实施反干扰！”指令传来，

马赞迅速调整雷达参数，采取反干扰

措施……经过紧张较量，目标回波再

次出现在雷达屏幕上。

马赞刚想喘口气，“蓝军”无人机

突然梯次闯入防守空域。

“调整俯仰角，加强低空搜索！”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红方雷达方舱

内再度忙碌起来。

不 设 预 案 、激 烈 交 锋 、自 主 攻

防 ……随行的一名机关干部介绍，

高强度红蓝对抗，已成为该旅训练

常态。

“对抗”“高强度”“常态”……翻

看该旅年度对抗分队建设总结报告，

记者从这些高频词中了解到，随着

“蓝军”分队建设不断加强，旅队实战

化训练持续向纵深推进。

—— 这 一 年 ，他 们 持 续 强 化 红

蓝对抗训练，加速推动由“面对面”

切磋向“背靠背”对抗转变，由“通有

无”专项验证向“全未知”临机导调

升级。

——这一年，他们将以往低空突

防、电子干扰、抵近侦察等单一组训

的实战化课目随机组合，由“蓝军”分

队混合编队模拟对手与作战分队开

展对抗，助推官兵在“你侦我隐、你扰

我抗、你攻我防”的对抗博弈中对接

战场。

——这一年，他们对抗训练的足

迹遍及多个省市，放飞无人机总航

程、释放干扰类项和展开对抗训练次

数，均超过往年……

与“蓝军”分队训练数据相对应

的，是担任红方的各雷达站在攻防对

抗中找问题、练协同、验战法，催化出

一批抗扰保通新招法。

“ 这 些 都 是‘ 打 ’出 来 的 进 步 ，

‘抗’出来的收获。”回眸 2024 年，该

旅一位领导说，让“蓝军”更狠，让“磨

刀石”更硬，这一过程并不简单。

年初，他们围绕“蓝军”分队建

设 ，在 全 旅 范 围 内 展 开 专 题 调 研 ，

不 少 官 兵 直 言 ：旅 队 自 主 筹 建“ 蓝

军 ”分 队 为 官 兵 训 练 提 供“ 靶 标 ”，

但对抗时来来回回就那么几招，有

点 像“ 左 手 打 右 手 ”，难 以 起 到“ 磨

刀石”作用。

意见很快反馈至“蓝军”分队。

“ 战 友 们 的 话 ，深 深 刺 痛 了 我 们 的

心。”刘争说，经历短暂的困惑期后，

大家沉下心琢磨：究竟什么样的“蓝

军”才是合格的“磨刀石”？

在 该 旅 机 关 帮 助 下 ，他 们 对 近

年来的一份份对抗训练报告进行复

盘 研 究 ，得 出 结 论 ：“ 想 要 当 好‘ 蓝

军 ’，眼 里 就 不 能 只 有 自 己 的 无 人

机，必须善于找到对手的短板漏洞，

出狠招、硬招、绝招，想方设法让对

手‘吃苦头’，才能在战斗力建设上

‘尝甜头’。”

旅里开展“擂台赛”“对抗赛”，

“蓝军”分队官兵主动向各型雷达发

起挑战，从理论到实践，从参数到实

操，详细研究对手各型雷达的技战

术性能。

随着对装备操作了解得更加深

入，刘争带领团队针对性改装多款、

多架无人机，以战场多维使用为目

标，逐步将无人机融入部队整体作战

体系，从“纯技术飞行”向“技战一体

使用”转变。

研究对手装备“抽丝剥茧”，设

置作战行动“专打七寸”……升级后

的“蓝军”分队，不断给红方带来新

挑战。

雷达操纵员熊龙平忘不了那次

对抗经历。当时，他所在的机动分队

远程机动至茫茫戈壁，雷达刚开机不

久就发现一批低空目标，这让熊龙平

兴奋不已。此前的战勤研究会上，他

们专门制订了应对低空目标来袭的

对策。

熊龙平一边上报空情，一边跟踪

监 视 。 就 在 他 信 心 满 满 准 备 应 对

“敌”情时，雷达阵地被来自另一方向

的无人机突袭成功。

“蓝军”分队越来越“刁钻”，让各

雷达站感受到了对手的“威力”，潜移

默化中增强了面向战场应急应战的

紧迫感。

前不久，一场对抗训练在某雷达

站展开。“蓝军”进驻训练场不久，在

夜间出其不意释放干扰，该雷达站下

士操纵员熊润森还没反应过来，屏幕

就变成一片“雪花”。

“采取反干扰措施！”站长魏有栋

果断下令，各号手密切配合。一番操

作，干扰消除了，但目标也跟着“消

失”了。

“我们的操作没有问题，目标为

何还是难以捕捉？”眼前的复杂态势，

让熊润森陷入沉思。很快，他意识到

问题所在：干扰虽然消失了，但目标

信号也会一并随之减弱。调整模式、

变换参数、改变量程，官兵打出一套

操作“组合拳”。

“这不仅是操作技能的比拼，更

是脑力对决和策略对抗。”方寸荧屏

间，微弱的光点隐藏着战机，往往一

秒就能定胜负。熊润森一边快速调

整雷达工作模式，一边思考对手的

“下一步动作”。

“ 下 一 步 动 作 ”有 很 大 不 确 定

性。最终，他们还是被对手“压制”。

第一回合，“蓝军”胜！空中战场电波

无形，对抗却异常激烈。“这样的训练

很‘烧脑’，但更贴近实战，我们输也

输得服气。”熊润森说。

双方联合复盘时，“蓝军”分队道

出秘诀：在规划无人机航线时，他们

提前预置了丰富的高度交叉变化参

数，对雷达操纵员的迷惑性更强，更

考验其临机反应速度和对装备性能

边界的掌握。

“蓝军”越打越狠，“红军”越练越

强。在接下来的训练中，站长魏有栋

带着战勤骨干，静下心来研究装备、

研究战法。他们结合任务实际开展

战法训法研究，邀请“蓝军”官兵上台

讲解战例，分析雷达装备、无人机性

能和反干扰设备的技战术运用，组织

战勤骨干学习研究装备性能、作战特

点、打法战法，在站里开展比武竞赛，

引导官兵把装备操作练好练精。

“‘蓝军’分队不仅是‘磨刀石’，

也是能力生成的‘加速器’。”该旅一

位领导告诉记者，“蓝军”分队越是让

红方“头疼”，越受官兵欢迎，各雷达

站纷纷邀请“蓝军”分队联手开展对

抗训练。

一年来，与该旅“蓝军”分队的对

抗训练实践，更加强化了各雷达站的

对抗训练意识。在此基础上，他们还

将练兵视野向外拓展，主动携手其他

军兵种部队开展互为对手训练。

前不久，该旅某雷达站官兵主动

上门，到友邻的火箭军某部“请战”。

站长李晓东带领战勤人员，与该部官

兵共同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开展互为

条件训练，双方在充分检验装备技战

术性能的同时，也积累了一批宝贵的

对抗训练数据。

西部战区空军某旅强化自主对抗检验提升打仗本领——

这一年，“千里眼”越擦越亮
■本报记者 张磊峰 马嘉隆 特约通讯员 胡勇华

习 主 席 强 调 ，推 动 战 训 深 度 耦

合，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确保全

时待战 、随时能战。全面提高训练

水平和实战能力，必须坚持战训一

致、以战领训，切实打通战训耦合的

链路。

今 天 的 实 战 化 训 练 ，是 明 天 战

争 的 预 演 。 只 有 平 时 像 打 仗 一 样

训 练 ，战 时 才 能 像 训 练 一 样 打 仗 ，

这 显 然 离 不 开“ 蓝 军 ”这 块“ 磨 刀

石”。这两年，我作为基层指挥员，

有幸与旅队“蓝军”分队多次过招，

受益匪浅。

与“ 蓝 军 ”对 抗 ，某 种 程 度 上 就

是“石上磨刀”。我们的能力水平，

就是在一次次对抗中不断精进和提

升的。每一次对抗，我和战友们都

会学习对手、研究对手、分析对手，

进而优化自己的操作技能和战术战

法，以争取打败对手。

我 眼 中 的“ 蓝 军 ”之 道 ，不 仅 是

反侦抗扰的电磁战斗，更蕴含着互

为镜鉴的联合深意。作为未来作战

对手的“替身”，“蓝军”分队给我们

营造出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让我

们在战争打响之前先参加“模拟考

试”，有利于从容应对未来可能遭遇

的一切未知。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加

速演进，雷达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越来

越突出。想要进一步提升作战能力，

对抗训练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要

主动邀请“蓝军”共同磨砺本领，紧盯

对手朝着极限练、追求极致练，突出

抓好雷达兵重难点课目实案化训练，

把各种险难条件、复杂课目、作战内

容都练到位。只有这样，上了战场才

能“像训练一样打仗”。

用好“蓝军”这块“磨刀石”
■魏有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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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

一场实战背景下的舰艇雷弹保障训

练拉开战幕。随着急促的警报响起，

一辆辆装载雷弹的运输车鱼贯而出，

快速驶向目标地域。

“ 前 方 遭 遇‘ 空 袭 ’，立 即 分 散

隐 蔽 。”车 队 刚 驶 出 营 门 ，特 情 突

至 。 各 车 迅 速 按 照“ 小 编 组 、多 批

次”的应对预案，分为 3 个小组沿不

同 路 线 向 码 头 机 动 。 车 辆 安 全 员

王明亮协助车队完成路线转换后，

导调组又给出“前方出现地方车辆

拥 堵 ”的 特 情 ，他 再 次 冲 到 现 场 疏

导车辆。

各小组陆续到达码头，吊装作业

随即展开。没想到，新的特情连续出

现：左侧遭遇小股“敌特”袭扰，警戒

组快速前出处置；双方刚一“交火”，

右侧又遭小股“敌特”袭击，现场指挥

员迅速抽调号手组成应急处突小组

前出。

训 练 结 束 ，参 训 官 兵 盘 点 发

现 ，训 练 中 遭 遇 的 特 情 不 仅 数 量

多，处置情况所用时间也远超雷弹

运输和吊装所需。

“参训官兵见招拆招、应对得当，

高标准完成了训练计划设置的全部

科目，值得表扬。”复盘总结会上，该

大队领导对参训官兵的表现给予肯

定，但随即话锋一转，“机关导调组在

训练中的表现是不合格的，原因在

于，临机设置的特情看似场面不小，

实则效果不佳。”

导调组作为考核组织者，竟然被

判“不合格”。出人意料的一幕，让现

场官兵面面相觑。

“真实战场上，遭遇空袭后，现场

情况并非如此”“码头内开展吊装作

业，军港设有警戒力量，怎么会出现

多方向都有‘敌特’袭扰的情况”……

这名大队领导逐一点出问题，让机关

导调组成员红了脸。

随 后 ，参 会 官 兵 现 场 剖 析 问 题

根源——机关导调组设置特情缺乏

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有的业务部

门片面追求特情数量，情况构想脱

离任务特点和训练实际 ；有的业务

部门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制订计划各自为战，以致出现特情

设置“打架”现象。

找 准 问 题 症 结 后 ，大 家 通 过

“头脑风暴”现场研讨应对之策：邀

请院校专家集智攻关，建立针对性

强 、实 战 契 合 度 高 的“ 特 情 库 ”，借

助“外脑”提升特情设置水平；重大

任务展开前，机关业务部门在任务

准备期间增设特情导调议题，结合

任 务 特 点 、保 障 对 象 等 实 际 设 定

特 情 内 容 ；任 务 结 束 后 ，结 合 特 情

处 置 情 况 动 态 更 新“ 特 情 库 ”，不

断 增 强 特 情 导 调 的 合 理 性 和 针 对

性 ……

“ 特 情 设 置 不 能 随 意 ，当 好‘ 考

官’并不容易。接下来，我们要认真

消化复盘总结时研讨的内容，为提

高训练质效提供有益借鉴。”走出会

场，该大队机关导调组负责人告诉

记者。

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训练中的一段经历引人深思—

“特情库”契合实战动态更新
■付 康 本报记者 吴安宁

近日，陆军某旅开展飞行训练。

胡其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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