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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盛洋迪、特约记者田硕报
道：秋风乍起，山林深处，东部战区陆军
某合成旅一场对抗演练打响。红方正准
备实施战术协同，突然遭遇对手强电磁
干扰。令人意外的是，当红方官兵运用
抗扰战法成功跳出“电磁迷雾”时，却被
判定战败。

原来，对手强攻只是“障眼法”，他们
早已入侵红方通信系统，假冒指挥员更

改部署，致使红方失利。“瞬息万变的信
息化战场，不仅仅是兵力和兵力的较量，
更是信息与信息的对抗。没有吃透制胜
机理，打赢就是一句空话。”复盘时，该旅
旅长王秀峰反思道。

今日在复杂电磁环境中招法多变，
源于过去一次“败仗”的启示：联合演习
中，该旅合成营打出“组合拳”，可对手强
大的电磁干扰不期而至。电台通信几乎

完全中断，合成营营长许建军只能通过
旗语与所属战斗车辆沟通联络。

压制、欺骗、追踪……许建军的记
忆中，对手频下“杀招”，让官兵真正见
识到了复杂电磁环境的“复杂”是什
么。痛定思痛，该旅官兵苦练打仗新本
领。为构建更贴近实战的复杂电磁环
境，他们把新型作战力量引入到日常演
训中，作为砥砺各类作战单元的“磨刀

石”，有效提升了部队在信息化条件下
的练兵备战水平。

训练越贴近实战，越能找到出奇制胜
的妙招。前不久，该旅在浙东某海域组织
抢滩登陆演练，两栖装甲车编队踏浪而
行，“电磁蓝军”设下重重障碍。登陆作战
分队巧用多个信号源作掩护，故意“搅乱”
电磁环境，以变应变、全程抗击，成功突破
“电磁蓝军”的干扰压制。

曾连续 3年参加跨区演习的四级军
士长魏程告诉记者，那一仗棋逢对手、见
招拆招，双方官兵打得都很激烈，互为
“磨刀石”砥砺了打仗真本事。而这一
次，在接下来的多回合演练中，按照互为
条件、互为对手的检验标准，他们还将进
一步锤炼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攻防能力。

砺兵无形空间演练电磁战法

编者按 未来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信息化是最大的实战化。脱离信息
化，实战化就失去现实意义。

信息化战场，不理解电磁环境就没法打胜仗。我们说“像打仗一样训练，像训
练一样打仗”，首先就要懂得复杂电磁环境究竟“复杂”在哪里。这是上战场脑子里
必须绷紧的一根弦，也是一种要在苦练实练中积蓄的实战素养。

复杂电磁环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战术问题，必须带着实战意识去
对待、去研究、去训练，真正找准信息化战场的制胜“准星”。

本报讯 谷浩东、徐智勇报道：“遭受
强电磁干扰，启用通信抗干扰方案。”日
前，南部战区空军某航空兵旅一场空战演
练中，飞行员突遭电磁干扰后，立即综合
运用多种方式迅速恢复联络，实时保持态
势感知和情报获取。

仗在信息化条件下打，兵往信息化

素养上练。今年以来，该旅针对现有装
备电子对抗性能短板，深化“学、研、战”
活动，将技战术水平提升、装设备研究开
发与成体系作战演练相结合，不断提升
复杂电磁环境下各作战要素无缝链接、
一体联动的能力。
“体系对抗中只有确保心‘芯’相

印、紧密连接，才能提高战场透明度，掌
握信息战争主动权。”该旅领导介绍说，
他们通过研究干扰对抗方法、提高信息
耦合强度、拓展信息获取链路，扬长避
短，帮助飞行员实现动中联、扰中通、抗
中打。

一次演习，该旅执行要地防卫作战任

务，对手多型战机在干扰机的掩护下扑
来。在态势不连续、雷达受压制的情况下，
该旅飞行员利用体系通联信息判明“敌我”
态势，协同出击，牵制对手兵力，成功支援
体系中的兄弟部队击落多架“敌机”。

打一仗，进一步。该旅利用演习演
练熟悉各型装备组网特点和信息防护手
段，逐步完善充实资料库，组织专业骨干
深入研究无形空间战法。他们在全要
素、多机型、成体系对抗演练中，让作战
单元熟练掌握各套抗干扰战法、使用时
机和协同方法，通过在复杂电磁环境下
的困局、危局、险局中摔打锤炼，不断提
升基于信息网络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

聚焦信息攻防提升对抗本领

用复杂电磁环境锤炼实战素养

东部战区陆军

某 合 成 旅

南部战区空军

某 航 空 兵 旅

弱水河畔，金秋美景如画，东风航天城内传
笑语。10月 19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一群
特殊的老兵，他们是曾经参与我国“两弹一星”
发射任务的勇士，也是基地的建设者和守卫者。

60年前，老一辈航天人肩负使命，在荒凉
的戈壁大漠甘守清贫、无私奉献，建起了我国
第一个导弹卫星综合试验靶场，为国之重器创
造了无数个第一。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记者见
到了当年两弹结合发射试验“七勇士”中的 3
位健在者：佟连捷、刘启泉、徐虹。
“这个就是我！”今年 78岁的佟连捷看着

眼前栩栩如生的塑像，讲起当年自己进入地下
100米控制室执行发射任务时的情景，“当时我
们每人都写了遗书，还立下‘死就死在阵地上，
埋就埋在导弹旁’的誓言。”
“连队的连，捷报的捷，所以我搞发射基本

都成功。”佟老笑言，他先后参与数十次大项发
射试验任务，都取得圆满成功。而成功背后，
是苦练本领、千锤百炼。

1980年 5月 18日，我国首枚洲际导弹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跨越数千公里，准确
飞向预定海域。在一幅“发控台操纵员崔吉俊
按下点火按钮”的黑白照片前，一位老人眼睛里
涌出了泪花。在场的官兵认出了他，这位老人
就是当时担负首次洲际导弹飞行试验任务的零
号指挥员崔吉俊。
“点火以后火箭飞起来，报告火箭准确落

入预定海域后，整个地下室都沸腾了，欢呼鼓
掌，很是热烈。”崔吉俊回忆说，那个年代，为了
铸造国之重器，所有参与试验的科研人员，都
有一种特别的精气神，虽然吃住在简陋的场
房，但誓死也要拿出一流的装备。

人群中，时任神舟七号发射任务的零号指
挥员郭忠来，正在仔细聆听。“我曾参与从神舟
一号到神舟十一号的各次发射任务。航天人
的忠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郭忠来
感慨地说。

三代零号指挥员为国尽忠诚，今昔一样
情。走过60年峥嵘岁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书写着一个又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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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罗虎、特约记者黄翊报
道：近日，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千余名官
兵收到某快递公司送来的包裹，里面
是荒漠迷彩服、绒背心等冬服。据了
解，桂林联勤保障中心落实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创新供应保障模式，运用地
方物流进行分拣配送，为近 200个单位
10余万官兵送去了冬服。
“运用地方物流分拣配送，有利于

精简供应环节，是构建军民融合物流体
系、实现被装精准供应模式改革的重要

举措。”该中心供应处处长柏红川介绍
说，他们已与部队、仓库、被装企业和物
流企业建立联通机制，在搞好保密教育
的前提下，探索物资调运、仓储、分拣、
配送等全供应链军民深度合作机制，提
升物资供应保障质量和效率。

在今年的冬服发放中，该中心与
受供部队对接需求，组织编报计划，摸
清底数，预判困难；协调军种部队和其
他联勤保障中心调拨缺口物资近 20万
件（套），应急采购特体型号物资近万

件(套)；派员到分拣中心现场指导，与
物流企业建立日报告制度，实时掌握
物资出仓入库情况，实现物资配送全
程跟踪监管。

记者在某训练基地了解到，以往
发放被装，基地需要派车派人到指定
仓库领取物资并下发，耗时较长，如今
只需要在营区等待物流企业直达配
送。此举减轻了中心所属军需仓库的
收发任务，使这些单位可以将更多的
精力放在探索战时被装保障模式上。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创新供应保障模式

用快递给官兵送去冬服

本报讯 特约记者周锐、李佳豪
报道：商请科研院所和生产厂家对武
器装备进行排障、协调上级医院专家
对患有疑难病症的官兵进行联合远程
会诊……近日，第 77集团军某旅开展
机关服务基层“清零见底攻坚月”活
动，对前期官兵反映强烈，但是久拖未
决的 19个棘手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赢得官兵一致认可。

原来，在该旅年中组织的基层官
兵心声倾听会上，基层官兵代表提出
了 63件自身难以解决的“挠头事”。由

于本级力量有限，旅机关只现场答复
了其中的 44项，而剩余包括老旧装备
故障大修等在内的 19个问题，却成了
难啃的“硬骨头”。

旅党委一班人在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决心对这 19件“挠头事”进行攻关
督办，并通过制订专项方案、细化推进
措施、责任明确到人、跟踪监督问效等
方式，锲而不舍打好帮困解难“歼灭
战”。同时，他们还利用营连信息发布
平台滚动公示问题解决进度，全程接受
官兵监督。

某连排长谭志，由于入伍时地方人
员信息录入有误，导致其在办理身份证
时始终无法通过验证审核。“攻坚月”活
动期间，该旅人力资源科致函其入伍所
在地人武部、此前就读军校教务部门及
驻地户籍管理单位进行协调沟通，最终
帮助谭志解决了问题。拿到身份证后，
谭志欣慰地表示：“小事折射作风，衷心
为党委机关的服务点赞。”

在刚刚结束的机关基层双向讲评
会上，该旅基层官兵对机关满意度达
96%。

第77集团军某旅开展机关服务基层活动

19个棘手问题清零见底

10月20日，

北京卫戍区“老

虎团”组织军营

开放活动，邀请

优秀士兵亲属来

部队共同分享荣

光，激发官兵建

功创业热情。

刘 侃摄

本报讯 郭磊、颜士栋报道：突出依
车减负，定制功能集成的器材箱组，为连
队增配 2箱 1组临战训练器材，规范针对
性训练和临战训练携行标准，保证部队
抵达就能展开临战训练……日前，第 80
集团军按照“在营规范化、机动模块化、
野营实战化”的要求，依据 117项指标，
探索提升合成旅战备配套建设水平。
“部队转型重塑，更要强化精准抓建

理念，不断提升战备建设质量效益。”该
集团军领导介绍说，所属部队调整组建

后的编成来源广泛、专业构成复杂，同一
个旅不同单位之间战备携行标准不尽相
同，加之新的作战任务和作战编成带来
诸多新情况，战时“带什么、带多少、怎么
带”亟待规范统一。

平时多谋打仗，战时才能增加胜
算。结合装甲兵依车战斗特点，他们将
主战分队班用帐篷由连携行改为旅后送
和社会化保障，取消餐厅帐篷、野战餐桌
等生活化物资，1个合成营节省 2台次运
力。他们按照“成系统、成建制、全覆盖、

无死角”的要求，结合部队维修保障能力
现状和战时维修需求，采取 4级携行维
修器材标准进行供应保障，区分装备通
用件、单车特种件和行动关键件 3种功
能品类，差异化确定标准和储备，确保各
模块均能全时执行维修保障任务。

前不久，某合成旅按要求为所有驾
驶员配发了涵盖作战、指挥、修救、防护、
生存 5种 18件必备器材的驾驶作业包。
他们正加紧制订训练计划，着力提升单
车独立修救和遂行任务能力。

第80集团军探索提升合成旅战备配套建设水平

科学规范战备物资携行标准

10月16日，西部战区空军某航空兵旅组织实弹演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陈庆顺摄

深秋高原，武警贵州总队机动支队
一场反劫持行动演练打响。5人突击小
组快速出击、精确狙杀、破窗突入……担
任突击组组长的，正是该支队特战大队
大队长刘腾飞。

刘腾飞从军 17年中有 15年都与特
战专业相伴，不仅从普通战士成长为特
战大队大队长，还带出了响当当的“尖
刀”部队。他常说，带兵打仗没有秘诀，
要带出过硬的队伍，自己就要做尖刀上
最硬的那块钢。

细数过往，第一次搏击被撂翻在地，
第一次 10公里越野被甩在后面，第一次
攀登被“晒”在半空……这些“败走麦城”
的经历，时刻激励着刘腾飞奋力追赶。

他经常穿戴着 10多斤的战斗装具训练，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已成常态。

2011年 8月，刘腾飞带队参加武警部
队“魔鬼周”比武竞赛。竞赛48个课目跨
昼夜连贯实施，参赛官兵生理和心理面临
着双重挑战，比赛过程的每一米、每一步、
每一秒都充满艰辛！但刘腾飞始终咬紧
牙关，克服伤痛困扰，凭着超强毅力完成
所有课目，收获了沉甸甸的“勇士勋章”。

2014年 10月，刘腾飞率队参与处置
突发情况。他不顾危险凌空飞扑，将穷凶
极恶的犯罪分子牢牢压住。危机解除后，
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玻璃划了一条 5厘
米长的口子，鲜血已染上了迷彩服……
“像打仗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打

仗。”刘腾飞模范践行这一练兵备战要
求，将平时训练做到极致。

依托训练大纲，刘腾飞充分借鉴参
加集训和处置任务的经验，把训练课目
与实战需要对接。在充满催泪瓦斯气体
的密闭空间内练习穿戴防毒面具，战伤
救护中增加训练伤口缝合和静脉输液内
容，在砂石地上进行战术基础动作连贯
作业……

今年的第 21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
卫士”评选结果揭晓，刘腾飞榜上有名。
正如颁奖词所述，“危急关头，听闻出征
的号角，注目猎猎的战旗，你把一身伤痛
全然忘记”，刘腾飞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永
远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铿锵誓言。

武警贵州总队机动支队特战大队大队长刘腾飞—

做永不卷刃的“尖刀”
■康夫宝 杨宗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