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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人机协同方式确定‘敌’暗堡

大小、火力点位置，各组灵活运用不同

战术动作快速通过……”盛夏时节，贺

兰山下，宁夏军区组织的一场教练员比

武竞赛拉开帷幕。

沙场硝烟起，戈壁演兵忙。记者看

到，参赛人员严格按照新大纲要求，围

绕自救互救、单兵战斗动作、无人侦察

机操作使用、地面防卫行动等 30 余个

课目展开激烈角逐。

“新大纲调整了相关课目的训练方

式和标准，对组训施教能力水平提出更

高要求。”该军区机关某局领导告诉记

者，为培养“善组训、懂管理”的教学组

训人才，今年，军区组织各级军事主官

和优秀教练员沉到训练一线具体指导

帮带，并以比武竞赛、定期现地抽考等

方式，倒逼教练员不断升级组训本领、

锤炼施教硬功。

走进比武场，给记者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科技含量高了、实战味道浓了”。

“首先我们一起观看一段视频，共

同领略科技的魅力……”记者走进教学

楼室内授课比武现场，看到石嘴山市某

人 武 部 领 导 姜 垚 运 用 VR 设 备 ，讲 授

《高新科技知识》一课。让人称奇的是，

一台人形机器人作为助教，站在他身边

协助授课。

姜垚刚从作战部队交流到省军区

系统时，对干好工作充满自信。然而，

一次保障部队过境训练的失利，给他敲

响了警钟。认真复盘后，他对担负的职

责使命和自身存在的差距有了深刻的

认识。“提升快速反应力和支援保障力，

必须善用科技手段，把科技优势转化为

能力优势、制胜优势。”姜垚在训练笔记

里这样写道。他和同事一起到地方企

业调研，深入挖掘潜力资源，并引入地

方有关模块信息，完善综合信息与决策

系统。该系统可实时调取地形地貌、气

象水文等信息，有效提升了支援保障和

遂行任务能力。

室内比拼激烈，室外鏖战正酣。现

地教学设置多处碉堡、铁丝网、三角锥、

拒马等实物模型，最大程度还原真实战

场环境。

在单兵战斗动作比武现场，5 支参

赛代表队轮番登台。“机器狗前出侦察，

无人机拍摄实时画面；小组研究进入方

法，把握好观敌情、用地形、避敌火、快

速移原则……”银川市西夏区民兵田书

祥讲解完动作要领后，一个猛扑卧倒，

随后低姿、侧姿、蛇形走位、据枪……战

术动作一气呵成。他巧妙运用机器狗

侦察、无人机实时回传等科技手段，让

人眼前一亮，最终以全场最高分夺冠。

相比之下，有的教练员教案脱离实战、

施教手段单一，最终铩羽而归。

“新大纲对战斗运动、攻击目标、克

服障碍等内容设置更全、实战味道更

浓，要想取得好成绩，就必须下真功夫、

苦功夫。”走下比武场，田书祥表示自己

还需进一步优化组训模式、完善训练方

案、提高训练效益。

记者注意到，比武评分将实战化

理念贯穿始终——防护处置不及时扣

分、伤口包扎不紧扣分、教学脱离实战

扣分……

此外，比武竞赛还邀请军队院校专

家和驻军部队优秀教练员担任评委，采

取条码加密盲评、随机抽签排序、轮换

调整裁判、全程监督录像、现场签字确

认等方式组织实施。

“加强协同配合，掌握视频跟控方

法手段”“实时关注飞行数据，精准控

制飞行航线”……比武竞赛结束后，该

军区根据采集的视频和数据展开复盘

交流，从教案编写、教学设计、组训思

路、动作要领、手段运用等方面全面剖

析，总结经验、检讨得失、共享技能、固

化成果。

“这次比武竞赛不仅取得了一批

‘课目全、质量优’的教学组训成果、探

索了一套‘效益高、范围广’的训练保障

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教学组训由谁来

训、怎么训、训到什么标准等问题，更点

燃了每位教练员精武强能的热情，为完

成好年度军事训练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军区机关某局领导说。

左上图：在观察与报知课目比武竞

赛现场，参赛教练员使用自制教具进行

讲解。 许晓辉摄

宁夏军区以落实新大纲为抓手促进教练员能力素质提升—

沙场大比武 练强“武教头”
■本报记者 杨明月 特约记者 郭 金

本报讯 勾飞、记者杨晓霖报道：

“岷江流域宜宾段 690 公里处有群众‘落

水’，请迅速前出救援……”近日，四川省

宜宾军分区民兵训练基地水上救援训练

中心练兵正酣。记者现场看到，两架无

人机掠过水面，救生圈被精准抛投至“落

水”群众身旁，民兵驾驶冲锋舟飞速驶近。

过去，该民兵训练基地场地狭小、

装备老旧，民兵分队开展专业训练课目

受限。

“随着民兵编组向新兴领域拓展，对

民兵训练基地场地环境、器材装备等提

出新要求。”该军分区领导介绍，在地方

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去年 3 月，一座现

代化民兵训练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基

地还配套建设防化、通信等模拟训练室，

构设虚实结合的训练环境，可进行水上

救援、地震救援等专业化训练。

建好是前提，用好是关键。记者走

进该基地防空模拟训练室，只见数名民

兵穿戴 VR 设备，肩扛便携式防空导弹

训练模拟器，进行防空模拟训练。民兵

教练员吴玻介绍，以往，该课目训练需要

协调驻军部队，组织难度大、协同要求

高。有了虚拟仿真系统后，操作人员可

以依据不同型号无人机、直升机、导弹等

敌情要素及风向变化等参数数据，反复

练习搜索、瞄准和打击等操作，有效弥补

了传统训练手段的不足。

接下来，该军分区将以抓好无人机

操作手、特种车辆驾驶员等紧缺专业人

才培训为牵引，进一步调整优化民兵训

练基地功能，打牢民兵专业基础。

四川省宜宾军分区

升级训练基地功能 锤炼民兵专业技能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近日，重庆市两江新区星光学校师生走进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参观军

营，接受国防教育。 徐 优摄

本报讯 李江、何志强报道：“在治

沙一线，我真切感受到‘六老汉’困难面

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进取精

神。在今后工作中，我会以他们为榜样

拼搏进取，争取早日成为武装工作的行

家里手！”前不久，甘肃省武威市 40 余

名新任职专武干部走进八步沙林场，开

启专武干部资格认证培训“第一课”。

参训人员张青山的一番感言，道出大家

共同心声。

八步沙，曾是古浪县最大的风沙

口，黄沙肆虐，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和农

田。1981 年，为保护家园，郭朝明、贺

发林等 6 位年过半百的村民，毅然挺进

沙海，植树造林。40 余年来，以“六老

汉”为代表的八步沙林场职工，持续推

进治沙造林事业，书写了从“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的绿色篇章。2019 年，

中宣部授予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

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称号。

先进典型的模范事迹是宝贵的活

教材。为此，武威军分区将新任职专武

干部资格认证培训课堂搬到八步沙林

场，引导他们在感悟老一辈治沙人的奋

斗精神中，不断强化使命担当。

林场中，参训人员在第三代治沙人

郭玺带领下，两人一组，挥锹压沙、铺设

草方格。休息间隙，郭玺席地而坐，小

心翼翼拿出一份泛黄的《民兵治沙排值

班表》，上面清晰记录着当年民兵与治

沙人摸索实践“一棵树、一把草”压沙法

的艰难历程。郭玺动情地对参训人员

说：“当年条件非常艰苦，不通路，没有

车，全靠人背驴驮运水运苗。这张表，

就是军民同心、共战风沙的见证……”

郭玺的一番话让参训人员深受触动，大

家士气更高、干劲更足。

在治沙一线整整奋战 7 天，参训人

员普遍黑了、瘦了，但个个斗志昂扬。

该军分区趁热打铁，组织他们走进八步

沙林场纪念馆参观见学，系统完整地了

解这段军民并肩治沙的奋斗史。参训

人员纷纷表示，要把“六老汉”进取精神

转化为干好主责主业的动力，不断锤炼

作风、磨炼意志、提高本领，更好地服务

备战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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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荔枝红。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组织民兵走进荔

枝园，协助果农采摘荔枝。 柯超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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