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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陆军某旅训练场上战车

轰鸣、硝烟弥漫。“‘敌’多股兵力正在集

结……”接到无人机分队回传的画面，

该旅榴炮分队官兵迅速占领阵位，同步

将战场信息传输给主攻分队。

收到信息后，主攻分队精准把握时

机，向“敌”目标发起攻击。随着火炮

“怒吼”，“敌”阵地被成功摧毁，一场多

兵种协同对抗训练结束。

现场导调员、该旅某营干部刘大川

介绍，此次训练，无论是人员、装备，还

是用时、规模，均较以往明显缩减，取得

的训练效果却好于以往。

说话间，刘大川拿出一份近期组织

协同训练的评估报告：红方计划协同 5

次、火力打击 3 次、临机侦察 2 次。报告

内容简洁明了，但训练课目丰富、目标

指向明确。

“从‘要素齐全’的力量对抗到‘短

小精悍’的小型训练，改变的不仅是外

在的表现形式，更是深层的思维模式。”

谈及这一话题，刘大川讲起此前的一段

经历。

去年，刘大川所在营与兄弟单位展

开一场实战背景下的合成编组对抗训

练。作为红方，该营前期开展了扎实的

基础训练和多兵种战术训练，对抗训练

中又配属了多支兵种分队，他感到“胜

券在握”。

然而，训练开始不久，接连出现的

特情给了他当头一棒：侦察分队未同步

分传信息，导致侧翼攻击分队陷入包围

圈；防化分队处置“毒剂”沾染不及时，

造成非战斗减员……

训练结束，刘大川和兄弟单位的指

挥员复盘发现，无论是作战计划还是战

术布置，红方都没有明显疏漏和错误，

但“痛点”格外明显——兵种间的协同

效果低于预期。

“旅队注重利用野外驻训、大项任

务等时机检验提升合成训练水平，但协

同的‘触角’主要集中在营以上战术指

挥层面。”刘大川坦言，每次组织合成训

练，机关都会制订下发训练方案，基层

官兵习惯按照上级指令“一步一动”。

时间一长，不少官兵觉得，合成训练是

“营以上指挥员的事”。

“被方案‘束缚’只是表面，合成训

练的‘形’与合成思维的‘神’发生偏离

才是根本原因。”刘大川告诉笔者，合成

训练作为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生成的

重要环节，其训练目的就是打通“联”的

关节要害、生成“合”的关键能力。

“要推动合成训练向‘形神兼备’转

变，必须打破固有思维，让体系末端的

官兵立足战位、同频共振，着力提升联

合作战中的‘末端能力’。”该旅领导介

绍，他们经过深入调研，决定以班组、分

队为训练主体，采取缩减训练规模、增

加训练频次等方式，下功夫磨砺基层分

队作战能力，让协同思维融入官兵训练

日常。

实践中，该旅在班、排、连战术训练

中融入合成要素，以“小规模合成”弥补

合成训练在基层分队的“差值”；紧贴使

命任务设置作战背景，瞄准短板弱项，

常态搭建协同战术训练平台；通过兵棋

推演、技战术考核、背靠背对抗等方式，

不断提升不同兵种间的默契度。

“迅速处理侦察情报信息”“请求无

人机分队支援”“向陆航配属力量通报

战场态势”……走进该旅训练专修室，

一场“破袭战斗”在某连排长刘禹的指

挥下火热展开。随着一连串指令下达，

各战位官兵闻令而动、密切协同，成功

破袭“敌”要害目标。

训练结束，刘禹带领战士们共同复

盘，围绕兵力分配、火力运用等情况展

开深入研讨，并结合自身体会对分队有

效融入体系链路提出意见建议，为下一

步改进训练提供参考借鉴。

“战场协同向末端‘下沉’，不仅提

高了部队一线自主协同能力，更从思维

层面改变了官兵的思想认识，为深化合

成训练打造新的增长点。”该旅作训科

崔科长说。

“ 联 ”至 基 层 ，“ 合 ”到 个 人 ，推 动

部队战斗力有效提升。不久前，该旅

某连利用战术训练时机，联合友邻单

位组织一场山地进攻训练，装甲步兵

排 、支 援 保 障 组 和 火 力 分 队 混 合 编

组，打通作战、支援、保障多要素协同

链路。

“前方发现‘混合雷场’”“战车‘受

损’，急需抢修”……面对接连不断的特

情，各分队参训官兵协同配合，妥善处

置各类突发情况，圆满完成任务。走下

训练场，一名战士感慨地说：“新的训练

模式让我们认识到，合成训练是‘每个

人的事’。”

该旅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通

过科技手段提升练兵质效，不断推动合

成训练走深走实。

左上图：该旅开展海上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摄

陆军某旅着力推动合成训练向末端下沉—

“联”至基层 “合”到个人
■张子庚 丁 严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

本报讯 郭海、记者孙兴维报道：

“机关和各中心保障部主管业务建设、

需求提报、经费管理和保障监管，具体

保障业务由服务保障中心根据营区分

布划片派驻保障，为练兵备战和为军服

务提供了有力支撑。”日前，解放军总医

院梳理总结新型医院后勤保障体系建

设经验，为进一步提升后勤保障质效打

好基础。

该院领导告诉记者，他们打破医院

传统的管理保障模式，推动“散、杂、全”

的大后勤向“集约、高效、精干”的强后

勤转变。近年来，他们着眼所属单位后

勤保障体系、管理流程、指挥协调、建设

基础和人员构成等不同情况，通过优化

结构让力量资源、备战强能、服务保障、

军事治理等方面“建起来、统起来、优起

来”，探索构建新型医院后勤保障体系，

提升了保障质效。

实践中，他们从多方面入手加强体

系化建设：抓好制度标准体系建设，坚持

从统制度、统标准、统渠道、统文化入手，

修订完善相关制度规定，统一被装供应、

军事设施建设、装备接领等业务渠道，统

一营区标识标牌、工作胸卡等，实现各营

区一码就餐、一卡通行、一证停车；健全

保障预案体系，完善后勤支援保障行动

计划，形成包括装备预置、物资预储、运

力预调在内的后勤战备预案体系；加强

信息体系建设，升级安防、财务、供应、军

建、装备 5 类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后勤

运行管理可视、可知、可控。

该 院 领 导 介 绍 ，随 着 新 型 医 院 后

勤 保 障 体 系 逐 步 健 全 ，医 院 向 战 为 战

导 向 更 加 鲜 明 ，为 兵 为 战 服 务 能 力 稳

步提高。

解放军总医院

探索构建新型医院后勤保障体系

“ 起 飞 ！”前 不 久 ，海 军 航 空 兵 某

部 组 织 一 场 改 装 新 飞 行 员 夜 航 单 飞

训 练 ，随 着 塔 台 指 挥 员 一 声 令 下 ，一

架 架 战 机 接 续 升 空 ，转 眼 便 融 入 茫 茫

夜色。

此时，地面指挥中心内，指挥员密

切关注飞行数据，通过无线电与飞行员

实时沟通，精准掌握训练动态。

新飞行员们升空之初，大多有些紧

张，但在飞行教官的指导下，很快调整

好状态。认真观察空域情况后，大家按

照指挥员指令，灵活调整战机姿态、航

向、高度，操纵战机完成爬升、转弯、平

飞等动作。

“ 夜 航 单 飞 是 新 飞 行 员 成 长 为 合

格 战 斗 员 的 必 经 之 路 。”该 部 领 导 介

绍，夜间飞行训练能见度低、参照物不

明显，对飞行员技能水平、反应速度和

心理素质提出更高要求。针对这一实

际，训练展开前，他们精心制订训练计

划，根据新飞行员改装时间短、飞行架

次 少 等 特 点 ，加 强 地 面 预 习 准 备 和 地

面 演 练 ，利 用 模 拟 器 强 化 练 习 各 种 飞

行场景，帮助新飞行员打牢技术、心理

和安全基础。

“ 右 侧 发 动 机 发 生 故 障 ！”战 机 向

预 定 空 域 飞 行 途 中 ，仪 表 突 然“ 告

警 ”。 面 对 临 机 特 情 ，飞 行 员 冷 静 处

置，稳杆、增速……很快，“险情”被顺

利排除。

“ 座 舱 失 密 ！”机 组 人 员 还 没 来 得

及 喘 口 气 ，新 的 特 情 接 踵 而 至 。 大 家

按 照 特 情 处 置 预 案 快 速 操 作 ，逐 项 排

查“故障”。

塔台指挥员介绍，这批新飞行员虽

已完成理论知识学习和地面模拟操作，

但空中特情处置训练仍是必须闯过的

一道难关。在日常训练中把特情设真、

条件设难，有利于缩短新飞行员能力生

成周期，帮助大家快速成长。

随 着 最 后 一 个 科 目 顺 利 完 成 ，飞

行 员 们 根 据 地 面 塔 台 指 令 ，操 纵 战 机

平 稳 降 落 。 塔 台 指 挥 员 介 绍 ，此 次 训

练 ，参 训 新 飞 行 员 克 服 夜 间 飞 行 可 视

条件差、危险系数高、心理压力大等不

利因素，连续开展多科目训练，出色完

成灯光辨识、设备使用、特情处置等训

练任务。

“ 气 流 变 化 易 对 飞 行 姿 态 造 成 影

响……”走下战机，新飞行员们互相交

流训练体会。飞行教官针对大家提出

的 问 题 ，逐 一 分 析 原 因 ，传 授 实 操 技

能 。 飞 行 讲 评 室 内 ，大 家 的 讨 论 热 火

朝天。

海军航空兵某部从严从难组织改装新飞行员单飞训练——

“ 雏 鹰 ”夜 航 闯 关 记
■郝勇飞 周春泽

近日，陆军某旅开展飞行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孙长义摄

4月中旬，陆军某旅组织战斗射击考核。

马海霖摄

“某 型 雷 达 突 发 故 障 ，立 即 组 织 抢

修。”日前，陆军某旅四营组织一场专业

训练，接到装备抢修指令，两名专业骨干

迅速前出，展开抢修作业。与此同时，该

旅二营维修“大拿”、一级军士长岳景洲

利用某型系统终端实时提供远程指导。

“军士队伍作为备战打仗‘生力军’，

如何精准培养、科学使用，一直是旅队机

关关注的重要课题。”该旅领导介绍，他

们在前期调研中发现，随着装备迭代更

新速度加快，各营连专业骨干培养质量

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影响部队战斗力

提升。

为此，他们打破营连建制，科学统筹

专业技术教学资源，广泛开展专长化任

教。他们按照“一名‘兵专家’带出一群

骨干，一群骨干盘活一个领域”的思路，

推动全旅优质教学资源共用共享，充分

发挥高级军士的“酵母”作用，探索推行

“兵专家”带教模式，为年轻骨干成长成

才提供帮带指导。

实践中，该旅结合岗位需求、任务特

点，区分雷达、导弹、通信、驾驶等不同专

业，遴选各专业岗位工作实绩突出、带教

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士，采取集中培训、结

对帮带等方式，对各营连推荐的骨干苗

子进行精准帮带。同时，他们结合野外

驻训、大项任务、巡检巡修等时机，让年

轻骨干在任务实践中摔打磨砺、经受考

验，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该旅三营雷达技师、三级军士长黄

皎智与一营中士银墨然结成帮带对子。

黄皎智根据银墨然的学历背景、专业基

础等，为其量身定制培养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帮带指导，银墨然成长为技术过硬

的专业能手。

“全旅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不仅有效提升了各领域专业人才的能力素质，更助推

部队战斗力水平再上新台阶。”该旅某营孙营长介绍，某新型通信装备列装后，营里

面临缺教材、缺人才的难题，机关及时协调作战支援营三级军士长陈进城为年轻骨

干授课辅导，帮带培养出一批优秀装备操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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