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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强军写荣光·走进新调整组建连队

短 评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陆军某旅野

外训练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某

装甲步兵连官兵向“敌”阵地发起冲击，

连续撕开“敌”多道防线。

任务圆满完成，官兵击掌相庆。目

睹此景，该连张指导员不由得想起几年

前那张“合成营对抗演练战损率 56%”

的训练通报，内心百感交集。

部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中，该连

由 3 个不同兵种单位抽调人员组建而

成。连队调整组建之初，既没有显赫

战史，也缺乏专业人才，首次参加合成

营对抗演练就因协同不畅导致“战损”

过半。

“必须为连队建设注入‘催化剂’，

加速实现转型重塑！”笔者翻开连队连

务会记录本发现，连队成立不久后的一

次集体讨论格外激烈。会后，时任指导

员杨宇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话：“新连

史从我们书写。”

“3个单位重组，不是简单的‘1+1+1’，

而是要把三根线拧成一股绳！”连队党

支部研究决定：支委带头打破建制班排

界限，从凝心聚力开始扎扎实实打基

础、搞建设、谋转型。连队在全体官兵

中广泛开展“装甲兵魂”大讨论，结合新

的使命任务，梳理形成“铁心向党、铁甲

攻坚、铁血担当”新连魂，开始了转型路

上的新冲锋。

转型，意味着过往的经验、技能甚

至荣誉全部“清零”。一级上士侯晓远

熟练掌握多种工程机械操作技能，在原

单位是响当当的“金牌教头”。转岗新

专业后，面对复杂的装甲车仪表盘，他

一时不知从何下手。一次协同训练，侯

晓远误触了灭火装置按钮，瞬间喷出的

干粉把车组成员变成了“雪人”。

这场意外，深深刺痛了侯晓远的

心。从那以后，连队学习室的灯总是亮

到深夜，官兵下哨时，总能看到侯晓远

伏案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的身影。为强

化记忆效果，实装操作训练时，侯晓远

用胶布把按键功能说明贴在手套内侧，

方便随时查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3个月，侯晓

远不仅熟练掌握了新装备操作技能，还革

新研制出一套可快速拆卸的“车载破障装

置”，在集团军演训场上大显身手。载誉

归来，他在连史簿上写道：“过去是‘工兵

尖刀’，现在要做‘装甲铁拳’！”

走进连队专修室，墙上悬挂的一幅

“转型路线图”引人注目：蓝色曲线标注

着连队从摩托化向机械化、信息化、智

能化转变的轨迹，红色箭头直指“智能

化先锋连”目标。连队干部告诉笔者，

这张“转型路线图”的背后，是一场全员

参与的“换脑革命”。

2022 年，连队列装某新型数字化

装备。欣喜之余，官兵也面临“甜蜜的

烦恼”：连队既无教材也无教员，开展训

练只能从零起步。

面对困难，二级上士腾世军带领技

术攻关小组，把厂家配发的技术手册内

容拆解成上百个知识点，制作出三维交

互课件，大幅提高了教学效果；区分火

力、机动、防护三大模块，创新“模块化

编组、迭代式升级”训练法，在训练中摸

索出“新老搭配练、昼夜滚动训、短板专

项补”的组训模式，大大缩短了新装备

形成战斗力的时间。技术攻关小组探

索总结的经验，在全旅推广。

“转型需要敢打敢拼的冲劲，也需

要刀刃向内的勇气。”指着训练场电子

显示屏上的“龙虎榜”，该连叶连长告诉

笔者，每次组织训练，这块电子显示屏

上会实时更新各车组训练数据，排名靠

后的车组和个人会被自动标注。

列兵赵志强刚下连时曾连续 3 周

被标注，憋着一股劲想要打个翻身仗。

班长张广远结合自身经验，探索出一套

“实 操 视 频 +实 装 操 作 ”组 合 训 练 法 。

在张广远的帮带下，赵志强的训练成绩

突飞猛进，去年参加全旅装甲专业比

武，夺得第三名的好成绩。谈及这段经

历，赵志强感慨地说：“每一次标注都在

提醒我们——落后并不可怕，畏缩不前

才可耻。”

深夜，连队学习室内依然灯火通

明 。 中 士 朱 寅 威 正 与 技 术 革 新 小 组

的战友一起，调试优化他们自主研发

的“ 装 甲 作 战 效 能 评 估 系 统 ”。 在 近

期组织的一场训练中，这套系统显著

提 升 了 连 队 火 力 打 击 效 能 。 叶 连 长

告 诉 笔 者 ，这 群 平 均 年 龄 24 岁 的 官

兵，已先后攻克山地复杂环境下战车

机动、复杂电磁环境组网通信等多个

重难点课题。

“ 能 打 胜 仗 ，才 能 书 写 辉 煌 的 连

史！”张指导员告诉笔者，连队调整组建

以来，实现了一个个历史性突破：首次

新弹种实弹射击，首发命中率 100%；首

次参加跨区机动演习，奔袭上千公里零

故障；首次参加集团军装甲专业比武，

取得两个单项第一……

在上级最近组织的一场对抗训练

中 ，连 队 担 负 穿 插 突 击 任 务 。 面 对

“敌”预设雷场和电磁压制，炮长李阳

灵活采取新战术，在剧烈颠簸中实现

行进间精准射击。复盘结果显示，该

连摧毁目标数在参训连队中领先。

走进该连训练场，官兵正对新列装

的无人侦察车进行编组测试。抚摸着

战车车身，叶连长信心满满地说：“我们

将继续拼搏奋斗，向着锻造能征善战的

‘智能化先锋连’目标奋力冲锋！”

左上图：步战车发射烟幕弹。

刘 帅摄

陆军某旅某装甲步兵连转型路上勇冲锋—

“新连史从我们书写”
■杨茂生 张文哲 本报特约通讯员 韩 帅

国防和军队改革过程中，一个个新

调整组建连队应运而生。无论是白手

起家全新组建，还是在原有单位基础上

调整优化，“转型”都是第一要务。面对

全新的使命任务，每一个新调整组建连

队都要经历“浴火重生”的转型重塑，在

“破茧成蝶”中蜕变成长。

部队转型重塑，没有固定的模式，

更 没 有 现 成 的 答 案 。 只 有 瞄 准 打 赢

主 动 作 为 、结 合 实 际 创 新 求 进 ，才 能

锻造出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精兵劲

旅 。 陆 军 某 旅 某 装 甲 步 兵 连 调 整 组

建 后 ，结 合 全 新 使 命 任 务 ，梳 理 形 成

“ 铁 心 向 党 、铁 甲 攻 坚 、铁 血 担 当 ”新

连魂，从凝心聚力开始扎扎实实打基

础、搞建设、谋转型，促进部队战斗力

提升，在奋勇冲锋中书写崭新连史。

转型重塑，武器装备的升级、编制

体制的调整只是基础，理念的更新、思

维的升级才是关键。答好转型考卷，既

要有打破常规的眼光和勇气，更需保持

久久为功的定力和韧劲。每一个新调

整组建连队，都要敢于打破旧观念、勇

于走出舒适区，在苦练精训中推动能力

“ 突 围 ”，在 奋 勇 冲 锋 中 实 现 理 念“ 突

围”。唯有如此，才能在强军征程上不

断书写新辉煌。

答 好 转 型 考 卷
■张 愈

良好的军人素质，顽强的战斗作风，

协调一致的行动，都要靠坚持不懈的养成

来培养。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必

须高度重视抓好军人的日常养成。

俗话说，“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

日空”。养成是把条令条例的规定转化为

全体军人自觉和主动行为的重要条件，是

落实条令条例的基本途径。日常养成主要

包括作风纪律的养成、军容举止的养成和

正规秩序的养成。一名军人只有抓好日常

养成，才能自觉严守军人应有的行为规范，

塑造出军人应有的良好形象。一支日常养

成卓有成效的部队，便会“居则有礼，动则

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成为能征善战

的精兵劲旅。

从严要求抓养成。抓好养成，贵在严

格。兵以治为胜，治以严为要。抓养成必

须严格按条令办事，任何时候、任何场合、

任何情况下，都要照章办事，不能有丝毫

马虎，不能随意降低标准。考察部队是否

坚持全面从严治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

是否坚持严格按照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办

事。从严要求抓养成，必须坚持公平公

正、赏罚严明，对执行条令坚决、自觉遵守

纪律的要表扬、奖励，对违抗命令、破坏纪

律的要追责、处罚。

点点滴滴抓养成。抓好养成，重在细

节。克劳塞维茨说过：“整体只能依靠整体

来维持，就像一块冷却得太快的玻璃一样，

一道裂缝就可以使整体完全破裂。”抓养成

必须从官兵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抓起，大

到一个训练课目，小到一个队列动作，都要

严抓细管、严抠细训，不能留有盲区和死角；必须坚持用条令条例规范战备、训练、

工作和生活秩序，努力做到一日生活条令化、日常养成制度化。

时时处处抓养成。抓好养成，要在全面。养成具有全时制、全方位、全员额

的特征，伴随着军人的一举一动，贯穿于部队的一切活动。没有固定的课堂，但

处处都是课堂；无需专职教员，但人人都是教员。它能培养出军人特有的气质、

素质和作风，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军人意识，提高军人素质，塑造军人形象，培养

部队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活动照章办事的良好作风。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

到战士，都要有强烈的养成意识，处处注重养成，人人自觉养成，从而形成良性

循环。

久久为功抓养成。抓好养成，难在坚持。“习惯仿佛一根缆绳，我们每天给

它缠上一股新索，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变得牢不可破。”让每名官兵自觉用条令

条例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绝非一日之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抓养成

要贯穿于官兵的一日生活和各项任务中，坚持训管一致、教养一致，锲而不舍、

常抓不懈，自觉维护条令的严肃性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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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金

日前，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组织一场

海上反水雷实战化训练。随着战斗警报

响起，多艘战舰组成舰艇编队，犁浪疾

驰，奔赴某陌生海域。

“前方发现疑似水雷。”刚抵达任务

海域，特情便接踵而至。编队指挥所迅

速下达“前出清除雷障”的指令。

面对位置、型号等情况不明的“水

雷”，霍邱舰作战指挥室内气氛紧张，声呐

兵屏息凝神，仔细搜索后报告：“发现疑似

目标。”根据目标有关数据，声呐兵很快判

定“水雷”型号，迅速上报指挥所。

指挥所研判目标性质后，随即命令

清江舰投放扫雷具。随着扫雷装备有序

投入水中，舰艇带动扫雷具，对目标海域

进行全方位清扫。

“前方发现目标。”不多时，远处一枚

“水雷”浮出水面，在海上若隐若现。接

到瞭望更报告，昆山舰指挥员立即下达

瞄准指令。高炮兵迅速调整射击方向，

牢牢锁定目标。“开火！”随着指令下达，

炮弹轰鸣出膛，直扑目标，“浮雷”瞬间四

分五裂。“雷障”被成功清除后，舰艇编队

继续驶向下一训练海域……

编队指挥员介绍，在连续多日的海

上训练中，他们总结以往经验，从严构

设战场环境、从难设置特情险情，采取

整体联训方式，积极开展多舰型、多方

式协同对抗的反水雷训练，锤炼提升部

队遂行任务能力。

海军某大队组织反水雷训练—

多舰协同破“雷障”
■高 杰

“某营计划开展实弹战术训练，命

你部前出保障……”初春时节，空军某

旅技术保障队班长李云阁接到指令后，

迅速登录旅队自主研发的“装备器材信

息化管理系统”，根据系统自动生成的

“保障订单”，精准定位任务部队预约装

箱的备件、车材等物资。核对无误后，

李云阁轻点鼠标一键下单，一组标有特

殊编码的“器材箱”很快出库，迅速运往

任务地域。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旅 队 所 辖 分 队 驻

防点位分散、常年在外执行任务，装备

器 材 保 障 任 务 重 、头 绪 杂 。 以 往 各 分

队 向 旅 属 器 材 仓 库 申 领 物 资 时 ，通 常

需由保障部派骨干逐件审核器材并形

成 物 资 清 单 后 ，再 由 器 材 保 管 员 对 照

清 单 从 仓 库 中 逐 一 查 找 ，核 准 后 再 装

车运输，不仅耗时费力，还影响任务分

队出动效率。

“ 保 障 力 就 是 战 斗 力 。 精 准 、高

效、快捷的装备器材保障，是提升部队

遂行任务能力的重要基础。”该旅领导

介 绍 ，为 此 ，他 们 专 门 成 立“ 器 材 模 块

化 保 障 攻 关 小 组 ”，紧 贴 战 训 任 务 实

际，并结合任务地域气候、环境特点等

因素，详细分析不同任务装备故障、器

材 消 耗 、部 件 使 用 寿 命 等 数 据 ，按 照

“模块化”组合思路，探索建立“按需打

包 、分 类 集 存 ”的 装 备 器 材 保 障 模 式 ，

实现“器材分类逐级存储、按需及时高

效补充”的目标。

“新的保障模式下，我们将装备器材

按编组、功能等划分为若干模块，各模块

既可独立调用，也能随意组合、分解和替

换，平时编组存储，用时直接发付，省时

省力又精准高效。”谈及新的保障模式带

来的变化，该旅技术保障队魏队长高兴

地说。

新的保障模式施行后，他们根据任

务分队需求，提前把器材装箱存储，节约

清点、包装时间；改装运输车辆，定制标

准化集装箱，器材模块上车即走，缩短加

固、检验时间；器材扫码出入库，野战器

材仓库依托集装箱直接开设，省去仓库

搭建、人工填报时间……

该旅还结合每次任务实际，及时对

不同模块器材存储配备内容、标准进行

优化升级。同时，他们依托“装备器材信

息化管理系统”，实现装备器材保障测算

快、装载快、出动快、供应快。

如今，该旅新型装备器材保障模式

已成功经受多次大项任务检验，并被上

级推广应用，部队实战化保障能力得到

有效提升。

空军某旅创新装备器材保障模式—

平时编组存储 用时直接发付
■杜绍坤 欧阳文哲

春日，海军某支队开展海上补给训练。 吴 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