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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指头再硬也抵
不过拳头的力量，体系练
兵首先要练体系思维

初春，乍暖还寒，第 78 集团军某旅

作训科曹科长的内心却一片“火热”。

“既要珍惜综合性训练机会，也要

注重常态化开展小规模合成训练”“推

进更大范围内的岗位互换、一人多岗训

练，促进骨干对必要的各军兵种知识技

能的了解”……该旅作战室内，曹科长

与来自空军和陆航、特战等多个军兵种

单位的战友“云”端围坐，通过指挥专网

视 频 连 线 就 如 何 开 展 体 系 练 兵 集 思

广益。

“ 重 要 的 不 只 是 可 以 从 这 种 交 流

中找到管用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大家

体系练兵的思维已经形成。”曹科长坦

言 ，“ 与 几 年 前 相 比 ，这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跨越。”

作为成建制、成体系完成由传统步

兵向合成步兵转型的营级单位，该旅某

营官兵在一次惨痛教训后，认识到了体

系练兵的重要性。

那是该营新组建后参加的第一次联

合训练，凭借新装备的性能优势，该营迅

速向“敌”固守要地发起攻击。然而，进

攻过程中，该营忽视了与军兵种部队的

协同，导致进攻队形脱节，钻进增援之

“敌”的圈套……

复盘讲评时，营指挥员态度诚恳：

“与传统步兵营相比，合成营所包括的兵

种更多、岗位类别更多，作战更强调协

同。紧急情况下，我们忽视了这种新变

化、新要求，是导致战损增加的最主要原

因。”

以此为鉴，一场头脑风暴在全旅掀

起。“如果不了解其他军兵种的作战特

点，上了战场难免各唱各调”“今后，与其

他军兵种的联合行动会越来越多，要实

现多火力协同，在更高层次上攥指成拳

是大势所趋”……讨论中，该旅党委一班

人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一个指头再硬

也抵不过拳头的力量，体系练兵首先要

练体系思维。

为了将新体制带来的新变化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战斗力，该旅在上级支持下，

借助承担空地火力协同相关任务，邀请

空军部队和陆航、特战、电抗等力量携手

训练，用扎扎实实的行动帮助官兵培塑

体系练兵的理念。任务中，该旅官兵与

各军兵种战友捆在一起训、绑在一起练，

攥指成拳渐入佳境。

不久之后，又一场演训活动展开。

在空地火力支援下，一营指挥员迅速组

织地面突击群发起攻击，各分队协同作

战，很快控制了目标地域。

“陆航力量处理传递情报可以再快

一些”“电抗、工兵等配属力量没充分发

挥出作用”……硝烟散去，各军兵种官兵

围坐在一起，针对协同配合方面存在的

问题进行复盘。随着一个个问题浮出水

面，该旅“开门练、练体系”的组训格局有

了下一步的目标。

只 有 多 联 手 、多 磨
合，才能找到训练中的谐
振点，精准破解协同中的
难点、堵点

前不久，一场地面引导空中火力打

击训练进入关键阶段。

苍穹之下，空军战机利用“敌”雷达

盲区，进行低空突防，然后在该旅官兵引

导配合下，精准命中“敌”防御工事。

走下训练场，参训官兵由衷感慨：

“这次与空军的合练，在家门口就展开

了，方便高效。”

“以往的联合训练，大多是借助专项

任务、实兵演习等时机展开。”该旅领导

告诉记者，“现在有了常态化训练协作机

制，像引导空中火力打击这类训练课目，

训练频次明显增加。”

新 变 化 的 发 生 ，源 于 之 前 的 一 次

演 训 活 动 。 那 次 ，该 旅 某 营 担 负 引 导

空 军 战 机 进 行 打 击 的 任 务 ，尽 管 他 们

早 早 发 现 目 标 ，却 因 信 息 链 路 受 到 干

扰 ，没 能 及 时 将 作 战 信 息 发 送 给 空 中

战机。

“作战信息发送不及时，表面上看是

技术原因，实际上是因为双方合练不够

经常和深入，因而应变方法不多。”这次

“险情”，引起该旅党委一班人的深思，

“生成联合作战能力同样有一个从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只有多联手、多磨合，才

能找到训练中的谐振点，精准破解协同

中的难点、堵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了

‘通讯录’很重要，保持常联系、常交往更

重要。”

认 知 层 面 的 提 升 ，带 来 行 动 的 转

变 。 该 旅 开 始 举 一 反 三 ，携 手 其 他 军

兵 种 部 队 ，共 同 建 立 常 态 化 训 练 协 作

机制。

——通过面对面协商和线上会议等

形式，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统一时间

轴线，确保训练落到实处。

——与各军兵种单位精准对接训练

需求，科学制订训练计划，并在此基础上

不断研讨改进作战流程。

——坚持问题导向，瞄准短板聚力

攻关，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空地火力

协同战法，有效缩短了“找到问题—弥补

短 板 — 检 验 成 效 — 形 成 战 法 ”的 时 间

周期。

“高频次的携手训练，为破解体系练

兵 过 程 中 的 难 点 、堵 点 问 题 提 供 了 条

件。”谈起近年来训练协作机制带来的变

化 ，该 旅 火 力 科 常 科 长 兴 奋 之 情 溢 于

言表。

他告诉记者，这几年，为补齐空地

协 同 中 的 短 板 ，旅 里 与 其 他 军 兵 种 部

队一道，将理论探索和试训实践、装备

挖 潜 与 运 用 创 新 、研 究 性 演 练 与 实 战

化 检 验 相 结 合 ，解 决 了 空 地 协 同 指 控

编组、协同规则等方面的一连串问题。

谈到对体系练兵的感受，常科长打

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体系练兵就像一支

乐队排练，不同军兵种相当于这支乐队

中使用不同乐器的乐手，只有经常排练、

用心合练，才会熟能生巧、配合默契，演

奏出美妙的乐曲。”

体系作战一环扣一
环，任何一个环节有瑕
疵，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体
作战效能

听 着 上 级 发 来 的“ 敌 情 ”通 报 信

息，面对渐渐飞近的“敌机”，该旅某营

雷 达 班 班 长 王 钰 辉 镇 定 自 若 ，没 有 急

着发出开启雷达指令。

“开启雷达如同‘点穴’，必须选择

最合适的时机。”王钰辉指着三号手操

作的器材解释说，“为避免暴露防空阵

地位置和我方的作战意图，我们先尽力

发挥其他侦测装备的作用。然后，在最

合适的时机开启雷达锁定目标。”

“ 这 种 战 法 ，是 近 年 来 在 与 空 军 、

陆航部队进行对抗训练过程中摸索出

来的。”王钰辉说，“通过对所发现问题

的会诊与破解，如今，在体系练兵中的

每次‘受挫’都可能成为战斗力生成的

新增长点。”

对王钰辉的这一观点，某营曾营长

深表赞同：“和每次联合训练中总结出的

经验相比，获得的教训同样宝贵。只有

珍视这些教训并举一反三，才能在破解

难题中实现战斗力新的跃升。即使是一

些 细 节 上 的 改 变 ，也 可 能 产 生 明 显 成

效。”

一次实战化训练中，曾营长指挥地

面分队协同空军火力，左右夹击打出“满

堂彩”。

训练结束，他们没有庆祝，而是一

头扎进“中军帐”展开复盘。虽然通过

前 期 训 练 ，他 们 与 空 军 战 友 实 现 了 较

好协同，但这次训练中，他们也发现了

一 个 问 题 ，那 就 是 由 于 陆 空 力 量 多 年

来 军 语 习 惯 有 差 异 ，导 致 沟 通 过 程 出

现了两次“卡顿”。

“体系作战一环扣一环，任何一个环

节有瑕疵，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体作战效

能。”该旅领导迅速组织力量补齐短板。

曾营长等训练骨干被遴选出来，与空军

人员共同成立研究小组，一起协商，最终

规范形成一套新的简令，使空地“合唱”

更加顺畅、响亮。

“体系练兵既要以我为主敢于作为，

又要胸怀全局融入体系。”曾营长告诉记

者，“如今，这一理念已在该旅官兵脑海

里生根发芽。”

随后一段时间，曾营长带着官兵趁

热打铁，通过参与行动推演、演训复盘、

研战研训等途径，不断拓展训练内容，优

化战法训法，与友邻部队的协同效率进

一步提升。

曾营长和战友的攻关历程，是该旅

党 委 推 动 体 系 练 兵 走 深 走 实 的 一 个

缩影。

近年来，该旅先后与空军、海军等不

同军种的多家单位开展协作区训练，从

“积木组合”到“有机融合”，探索创新多

项训法战法。

“当前，武器装备飞速发展，作战要

素更加丰富多样，作战力量更加多元。”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这就意味着加强体

系练兵没有终止符，只有始终紧盯未来

作战前沿，不断拓展体系练兵方式方法，

才能向体系融合要战斗力，不断提升体

系练兵质效。

在开门练兵中攥指成拳
—第78集团军某旅深化体系练兵的一段经历

■本报特约记者 张光轩

习主席强调，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

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

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

训深度耦合。

仗要联合打，兵要体系练。近年

来，体系练兵理念与实践正在改变着

训练场上的传统模式。这一过程中，

只有冷静地对体系练兵进行深刻思考

与持续创新，才能推动体系练兵向纵

深挺进。

强调聚力融合。面向未来战场，新

的作战要素不断涌现。深化体系练兵，

必 须 积 极 将 这 些 新 作 战 要 素 融 入 体

系。很重要的一点，是推动思维转型，

引导官兵跳出传统思维窠臼，从单一军

兵种思维向体系思维转变，形成“在体

系中定位，靠体系谋胜”的行动自觉。

同时注重探索构建开放式体系训练架

构，突出架构接入能力，确保新的作战

要素顺畅高效纳入体系，在与传统作战

要素的联手中使效能倍增。不仅如此，

还需聚焦指挥决策、火力协同、情报处

理等关键环节，通过相互协商和统一格

式消除各军兵种之间的协作壁垒，确保

侦察、指控、打击等链路相互贯通，在军

兵种高效互联互通中，加速作战能力的

体系化生成。

坚持常态化淬炼。只有平时练体

系，战时才能打体系。诸军兵种的融合

也是如此，只有平时就放在一起磨合、

捆在一起训练，战时才能真正联成一

体，充分发挥体系效能。这就要求探索

建立常态化联合值班、联合演训等机

制，将体系练兵变为日常标准化操作，

确保各作战单元在机制保障下形成合

力。充分发挥考核评估的“指挥棒”作

用，突出对链路贯通、协同程度等关键

指标的考评检验，及时固强补弱，不断

浓厚体系练兵的氛围。

做到常抓不懈。兵无常势，水无

常形，尤其是当前不断涌现的颠覆性

技术、新型武器及新作战理念，带来的

变量更多。这种情况下，制胜机理、作

战模式必然会随之而变，体系作战注

定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只有紧盯科

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对体系练

兵、体系作战进行不断思考、探索、创

新，才能及时发现和破解练兵备战中

的深层次矛盾。这就要求常态化开展

体系作战问题研究，盯着新融入的作

战要素琢磨新打法，盯着体系练兵中

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探索新办法，盯着

当前使命任务、强敌对手研究新招法，

并 用 所 取 得 成 果 及 时“ 反 哺 ”体 系 练

兵，真正提高对作战体系的贡献率，为

打赢夯实能力根基。

推 动 体 系 练 兵 向 纵 深 挺 进
■单明辉

塞外初春，演训在即。第 78 集团军

某旅地面引导员杨文民抬手看表，距离

空地合练约定时间还剩不到 3 分钟。

数十里外，该旅某营指挥所内，各个

席位上坐着来自不同军兵种的官兵，其

中就有空军“联络员”。他们正对来自

空、地、网、电等多种渠道的信息情报进

行分析、研判。轻点发送键，信息流转，

形成的建议迅速传送至上级指挥所。

演训活动开始后，已完成“空地链

接 ”的 杨 文 民 所 在 引 导 小 组 迅 速 向 空

军、陆航等多架战机发送数据。

随后，在空中火力打击下，“敌”

多个目标被精准摧毁。地面战车抓住战

机快速出击，一举消灭残余之“敌”。

“形成空地合力，既要配合默契，又

要及时沟通。”杨文民记忆犹新，过去的

一次实战化训练中，空军战机遭遇复杂

气象条件，不得不紧急应对，致使到达预

定坐标时间有所延迟。因为情况特殊，

没能及时完成空地沟通，地面力量按原

定时间发起行动，结果不尽如人意。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响应时间越

短，胜算就越大。”该旅党委一班人对此

分析后认为，“要实现快速响应，必须让

空地沟通更加通畅。”该旅与空军某部

协商，引入战术空中控制组。空军派来

“联络员”，帮助该旅培养能实现彼此高

效沟通的“内行”。

之后的一次空地合练中，地面分队

侦察发现“敌”增援力量，迅速将情报共

享至空中力量。随之，空军战机规划好

航线，按照地面引导员所指示方位快速

到达，多方合力摧毁了目标。

在此期间，空军“联络员”的作用凸

显出来。“航弹横向误差边界与地面分

队相距较远，地面分队可提升机动速度

缩减到达目标地域时间……”空军某部

魏参谋依据战机回传的空中态势图，及

时提出意见建议。魏参谋的表现以及

合练所取得的效果，也使在场官兵看到

了这个席位的重要性。

此 后 ，杨 文 民 发 现 ，所 在 营“ 中 军

帐”内有了更多新变化，来自其他军兵

种单位的新面孔也逐渐出现。

“来自不同军兵种的作战思维、理

念不断碰撞、交融，让我很受启发。”夜

幕降临，一天的训练结束，杨文民在日

记中写道，“这是一个你醒得太慢就会

被淘汰的时代。”

陆军营级指挥所迎来空军“联络员”
■本报特约记者 张光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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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集团军某旅携手陆航部队进行协同训练。 丁柏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