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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野外驻训进行时·高原砺兵③

“保证完成穿插任务！”
炎炎夏日的一个午后，第 77集团

军某旅一场对抗演练前，某连班长周
传果掷地有声地立下“军令状”。然而
当战斗临近尾声，他所率领的穿插分
队仍迟迟未能抵达预定作战地域。

军令如山，赏罚分明。可令记者
感到不解的是，在当晚的复盘总结会
上，一名作训参谋却站起来作检讨：
“错不在周传果，在我。”

战士贻误战机，参谋为何主动揽
责？会后，该旅参谋长滕益权道出原
因：原来，在周传果的穿插路线上有一
处高山冰川，此处积雪及膝、暗冰密
布，通行十分困难。由于不了解冰川
路段徒步行军速度，这名参谋只是按
照平原标准大概估计了个数值。
“同样一种情况发生在平原与高

原，数据有着天壤之别。不掌握这些数
据，打起仗来难免会吃‘糊涂亏’！”滕益
权告诉记者，为摸清作战底数，他们还
专门派人前往实地调研，将高原山地各
类地形的行军速度精确到小数点。

这并不是吹毛求疵——在去年野
外驻训的一次演练当中，由于官兵缺
乏对高原条件下飞行数据的研究，某
型无人机在常规飞行高度内遭遇发动
机停车。
“别小看一组作战数据，它会直接

影响一场战斗的胜负。”忆及此事，滕
益权深有感触，“野外驻训，就是要在
实践中一层层揭开高原的神秘面纱。”

采访中，记者便遇见了这样一群
追着数据跑的官兵。
“高原的天，娃娃的脸；一山分四

季，十里不同天……”肩扛着沉重的气
象器材，往来奔走在雪山之巅，该旅气
象保障分队队员们总爱哼唱自己作词
谱曲的这首《问天歌》。
“由于高原天气变幻莫测，常为定

下作战决心带来不便。为摸清预定作
战地域的气象条件，我们就要利用好
野外驻训时机，对气象进行观测。”谈
及自己的工作，队员王进颇为自豪，
“数据也是战斗力，征服高原从掌握数
据开始。”

据介绍，连续4年的高原山地野外驻
训，他们先后采集到万余组宝贵数据，内
容涵盖高原山地条件下机动、作战、保障

等方方面面。
这不，在近日的一次实兵演练中，

记者就亲眼见证了以数据取胜的精彩
一幕——

此一战，炮兵营奉命对“敌”进行
火力封锁。然而战事刚起，该旅火力
科参谋王刚却下令让官兵先行后撤数
千米。

原来，为避免遭“敌”火力反击，
王刚根据前期收集到“某型火炮在低
气压条件下弹着点普遍偏远”的数
据，提出“以退为进”的战法设想，将

炮阵地后撤至原本的极限射程之外，
巧借火炮“高原反应”，打出了“敌短
我长”。
“如果说营区是作战理论研究的

工作室，那么野外驻训场就是用数据
为创新战法‘过筛子’的试验场。”王刚
告诉记者，在各类作战数据的支撑下，
他们已先后完成多项创新战法的可行
性检验，为打胜仗增添了更多底数。

上图：该旅利用野外驻训时机，收

集某型火炮作战数据。

周高恒摄

手拿把攥的任务为何贻误了战机
—解读第77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关键词之“数据制胜”

■张振华 本报记者 李佳豪 特约通讯员 周高恒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对一支部队来说，破解“战争迷雾”、增

加战争胜算，必须善于计算数据、掌握

数据、运用数据。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一些官兵还缺少数据意识，有的在作

战问题研究中定性多定量少，有的在

作战筹划中缺乏精确的数据支持，以

致出现一厢情愿设计战法、依靠模板

排兵布阵、不计成本使用火力等现象。

随着战争形态不断演变，数据制胜

成为信息化战争的必然之选。我们必

须重视作战数据的采集、整理、运用等

工作，注重利用实战化演训时机破解作

战数据建设之困，将野外驻训场打造成

为挖掘数据作战潜力的“试验场”，为打

赢未来战争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向数据要战斗力
■第77集团军某旅副旅长 冷品品

值 班 员：武警云南总队迪庆支队

勤务保障中队中队长 丁逢春

讲评时间：7月31日

昨晚查勤发现，中队在支队作战勤
务值班室担任战备督查的同志，眼睛只
盯着其他单位，却忽视对自己中队哨兵
的督查，甚至发现问题后也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

战备督查是为了监督和提醒全支
队的哨兵认真履职，查勤时只监督其他

中队哨兵，却放松对自己中队哨兵的要
求，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这类行为，
我要提出严肃批评。若是因为监督不
到位，致使中队执勤目标遭到袭击，谁
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战备督查搞区别对待，对自己人网
开一面，是战备意识不强的大问题。这
样做，看似维护了中队荣誉，实则是给
执勤安全埋下严重隐患。我们宁可在
出事前受批评，也不能在发生执勤事故
后掉眼泪。 （王文涛整理）

战备督查不能区别对待

7 月末的一个训练日，第 82集团军
某旅新建成的汽车兵驾驶训练场上，5
辆运输车同时进行倒车移位、“S”形路行
驶、通过凸凹路、坡道转弯等 10余个课
目的考核。车辆飞驰、尘烟滚滚，赛道旁
既未见主考官，也未见摄录视频的工作
人员。

考核现场谁来协调组织？考核的标
准谁来把握……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走
进这个驾驶训练场一探究竟。
“过去，组织驾驶员考核光靠‘眼观

尺量’，用时长且不够精准；如今，新建成
的信息化驾驶训练场实现了‘智能考
评’，用时短且数据可靠。”组织这次考核
的该旅运输投送科科长武晓川介绍说。

进入训练场旁的指挥中心，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中央大屏，屏幕上各个课目
点位实时情况清晰可见，驾驶员实时操
纵车辆的动作一览无余，车辆信息、驾驶
员身份信息尽收眼底。

此时，武晓川按下开始考试按钮，语
音指示编号 009的运输车开始考试。武
晓川指着屏幕介绍说：“我们在每台运输
车上安装了车载集成系统，待驾驶员上
车刷卡后，便可收听指挥中心指令进行
课目考核。”

说话间，009号运输车平稳驶出，屏
幕下方动态栏显示计时开始。第一个课
目，倒车移位，驾驶员刘仕伟操作熟练，
获得满分。下一个课目，“S”形路行驶，
通过大屏观看，刘仕伟信心满满，驾驶车
辆行云流水一般地通过，但系统却只给
了90分。
“没有看到运输车压线，怎么就被扣

了10分？”笔者问道。
“赛道上安装着集电子传感、数据处

理、实时定位、无线基站等于一体的综合
网络系统，以前车辆有细微压线，在高速
行驶的状态下很难察觉，现在，有了这位
‘电子考官’，避免了人为因素干扰，确保

了训练考核的公平、公正、高效。”武晓川
这样做出解释。

整场考核下来，100 余名驾驶员驾
驶技能得到检验，总计才用 3.5小时。武
晓川说：“以前组织这样一场考核，光统
计成绩这一项，就够考官们忙活一两
天！现在一天下来，能组织好几场这样
的考核。”

考核过后，所有考核、监控等数据通
过光纤回传至旅部值班室和运输投送
科。笔者从运输投送科查询得知，自 5
月初新场地新设备建成使用以来，该旅已
经先后组织了 10余场考核，动态数据显
示，驾驶员的成绩曲线呈逐步上升趋势。

据了解，该旅突出“实战化、野战化”
要求，已经展开第二期模拟战场障碍路
训练区的建设，设置堑壕、弹坑、侧坡等
战场障碍和涉水路、泥泞路、震毁路等自
然障碍路段，进一步提升驾驶专业训练
实效。

驾驶考核，“电子考官”全程坐镇
■顼 洋 徐 帅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国臣

前些天，我心里感到很是别扭，情绪
中也有些莫名的东西在滋长。不是因为
训练强度大跟不上，而是因为睡在我上
铺的兄弟成了我的排长。

我和新排长丁宏剑是同年兵，在新
兵连是一个班的战友，当时我睡下铺他
睡上铺。下连后我俩未分到一个连队，
加之单位距离较远，平时也就慢慢没了
联系。没想到，再次见面他已军校毕业，
还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皮肤黝黑、身材魁梧、健步如飞……
从新兵连开始，他就是训练尖子。作为
大学生士兵，他一直有一个考军校、成为
一名军官的梦想，而我的目标只是想转
士官。没想到，我俩都如愿实现了自己
的梦想，可从上下铺变成上下级的关系，
还是让我有些不适应。

那天下午，他穿着一身体能训练服，
拉着行李箱来到我们连队，大老远就跟
我打招呼：“岳浩东！”走近一看，我才发
现原来是我的同年兵丁宏剑，心中既感
到诧异又满是欣喜，立即过去帮他提着
行李进了连队。

晚点名时，当连队领导向全连官兵
宣布丁宏剑的任命后，我立刻变得拘束
了起来。一想到他马上就要领导我，一
时还真不知道以后如何与他相处。

有一天训练结束后，我便回到排房
取出手机。可就在这时，丁宏剑也推开
了房门，他看了看我手中的手机，又看了
看自己的手表，然后走出了排房。没想
到，在全排集合讲评一天的工作时，他竟
然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我：“岳浩东同志没

到休息时间就使用手机，违反了手机使
用规定……”
“都是同一年兵，居然一点情面也不

留。”晚上，躺在床上的我辗转反侧、难以
入睡——当天我取用手机是因为连队交
给我种植的树苗出现了病虫害，我急着
上网查找病虫害防治方法，可他不问缘
由就严肃批评我。

第二天早上，正当我为树苗生病的
事发愁时，丁宏剑把我叫了过去，笑着对
我说：“在新兵连你就喜欢藏心事，如今
一点儿也没变。”原来前几天得知我为树
苗泛黄的事烦恼，他便联系了专家为我
答疑解惑。

那天晚上，我主动约他谈心，向他说

明取手机的真正原因，并承诺以后会遵
守手机使用规定。而他也检讨了自己的
工作方法，保证以后在做决定前一定要
认真了解情况，我俩的心结很快就解开
了。

入伍第五年，我把留队的想法告诉
了他，但因为体能素质偏弱，自认为留
队希望不大，丁宏剑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以后我带着你练！”在他的指导下，
我的训练成绩逐步提高，多次得到连队
的表扬。

如今，我不再为同年兵当排长感到
难堪，而是一门心思投入到学习和训练
中，为争取继续留队服役努力拼搏。
（朱 强、本报特约记者赵 欣整理）

排长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第73集团军某旅高炮一连下士 岳浩东

崔家堂绘

盛夏时节，一场极具海上特色

的军事竞技比赛在北部战区海军

某基地拉开战幕，官兵们先后参加

了穿越障碍、战场救护、海上救险、

挑战求生等项目的角逐。图为官

兵在海上舢板竞技中奋楫中流。

王 青摄

“现在紧急动用连队车辆，不用再
像以前一样‘追’着领导签审批单，一个
电话就能办成！”8月初，记者在新疆军
区某团采访，当聊起机关服务基层的变
化时，五营一连连长武万斌对单位的新
举措拍手称赞。

前不久，一连受命到营区训练场
清理碎石。到达现场后，武万斌发现，
碎石数量很多，大小不一，搬运不便，
如果单靠人力，一上午根本完不成，只
能占用下午正常训练时间。于是，他
拨通后勤保障股助理王彪的电话，说
明情况，请机关协调增派一辆工程机
械车。

王彪立即填写出车审批单，然后前

往值班室请值班首长签字。首长同意
后，他马上打电话通知相关单位出车协
助，整个过程用时不到10分钟。
“以前可不是这样！”看着工程机械

车快速驶来，武万斌告诉记者，过去团
里规定，连队但凡用车，必须提前向所
在营上报需求，再去机关填写出车审批
单，找团值班领导签字审批。一套程序
走下来，至少需要半天时间。

改变，源于今年初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一名排长到机关办理出车审批手
续。本来走完之前的流程已经花费了
不少时间，结果又遇到当时的值班首长
正在开会。等他拿到审批单回到连队，
一上午就过去了。事后，他通过“兵情

热线”向团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
“就为了派一辆车，过程竟如此

繁琐，空耗了基层多少宝贵的时间精
力……”团党委一班人深受触动，决
定以此事为契机，改进机关作风，简
化办事流程，砍掉流于形式的繁文缛
节，明确基层紧急用车，只需打电话
申请，由机关业务部门直接呈报值班
首长审批即可。若值班首长因故不
能及时签批，特殊情况下，可由机关
相关部门先批后报。
“紧急用车只需打一个电话，最多

10分钟就能办妥，再也不用久等了！”该
团官兵说，机关办事效率提高了，基层
才有更多的时间用在主责主业上。

新疆军区某团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基层紧急用车，只需打个电话
■本报特约记者 李 康 通讯员 邹珺宇 潘文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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