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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蕾

近日，伴随着声声汽

笛 ， 经 过 近 14 个 小 时 的

海上编波航行，某型万吨

级客滚船缓缓停靠上胶东

某 港 口 。 只 见 陆 军 第 83
集团军某旅官兵精神抖擞

地列队下船，各型装备按

预案有序展开卸载。

水路军事运输具有装

载量大、运输成本低、航

道不易被破坏等特点，是

保障部队机动和物资供应

运输的重要手段。此次航

渡投送，旨在探索验证合

成部队快速高效海上远程

投送模式，积累相关的经

验和数据、打通军地联保

运转机制和协调链路。

为完成好此次训练任

务，该旅派出先遣组，多

次进行实地勘察收集最新

数据，现场测量滚装码头

泊位，绘制出详细的行军

路线和装卸载集结图。并

由作训和运输投送等业务

部门会同港务、船方、军

代等部门，就航渡装卸载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注意

事项反复协调沟通。该旅

还先后 5 次推演航渡装卸

载流程，研究制订了装卸

载方案、安全检查细则和

运输投送过程中各种突发

情况处置预案，并组织模

拟登船、装载加固等演练，

确保每个环节严密有序。

清晨，随着机动转场

命令下达，官兵们迅速完

成集结。值得关注的是，

此次该旅着眼实战需求，

将人员和装备按照战斗编

组分成多个梯队，区分军

舰、军艇、滚装民船和吊

装杂货船四种船型，研究

探索“多船型、单批次，

整 建 制 输 送 ” 和 “ 单 船

型、多批次，循环输送”

两种方式，最终形成适用

于不同船型结构特点和不

同作战编组类型的装备航

渡配载方案预案。

人员和装备到达滚装

作业现场，只见码头旁靠

泊着一艘张开“嘴巴”的

军艇，由于军艇上空间狭小，为提高装卸载效

率，各型车辆都采取“倒进正出”的方式进行滚

装上艇。

然而轮到装甲车装载时，官兵们却犯了难。

原来由于此处泊位形状特殊，码头通路和军艇入

口间存在一个 130°的拐角，导致装甲车无法快速

通过，只能反复调整车身角度后，才能将装甲车

开上军艇。这个问题引起了在场的作训科参谋柳

超杰的关注，他通过卡时计算，发现装甲车比小

型通用车辆滚装时间多出了 10 多分钟。

当天晚上的复盘研讨会上，柳超杰提出了这个

问题，立即引起在场骨干的强烈共鸣，随后大家集智

攻关，采取多次方式进行模拟推演，最终总结出了

找准定位点、借助辅助线和设置安全员三条措施，

并在随后的滚装训练中，成功将装甲车和通用车

的滚装时间差距由 10 多分钟缩短为 1 分多钟。

“轮式装备吊装，主要使用门座式起重机和

集装箱装卸起重机，配合抱胎式、网带式等制式

吊装工属具进行作业⋯⋯”在吊装作业场，该旅

运输投送科科长丁志超向大家熟练介绍吊装作业

的相关流程和注意事项，参训骨干认真记录下其

中的要点。

“如何保证我们的轮式装备不会因车轮滚动

而出现意外？”在场一名参训骨干提出的问题引

起了该旅领导的注意。由于该旅装备均为轮式底

盘，在使用传统网兜抱胎 式 吊 装 的 过 程 中 ， 极

易因车轮在空中滚动导致网兜偏移滑落出现险

情。该旅领导当即组织干部骨干召开“诸葛亮

会”，经过大家热烈讨论，最终总结出吊装作业

过程中，锁方向盘与锁轮胎相结合、网兜与网带

相结合等“五个”双保险的吊装经验。在之后的

装备吊装过程中，伴随着“嘀、嘀”的蜂鸣声，

一辆辆装甲车被高高吊起，稳定后平移至船舱上

部，随即稳稳吊放入船舱，整个航渡装卸载过程

安全有序。

受台风影响，港口海域风力达到 8 级以上，

如何在风高浪急的情况下保障好装备安全是个核

心问题。此次航渡装卸载的过程中，该旅借鉴铁

路输送的经验，对重点装备都进行了“多点”加

固，加固点较其他普通装备增加了近两倍。航行

途中，他们还 24 小时派出值班哨兵，巡逻检查

装备的紧固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装备装卸载的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兵员搭

乘的问题。客滚船不同于一般货船，其舱间面积

小，保证不了“排同舱、班同间”，而且舱室之

间封闭、舱间走廊狭窄，在航行过程中经常发生

“摸不准门、找不到人”的情况。如果遇到火灾

或者敌袭等突发情况，呼唤不及时就会导致机动

不畅，不利于兵员集结和战斗展开。

为此，该旅依照实战要求，明确了应急集结

地点和撤离路线等预案。安排一定兵力在相邻客

房，航行中要求不关锁客舱门。在此基础上，提

前制订了舱间联络方式，部队指挥员可充分利用

船上广播、视频系统和部队无线通信指挥，确保

乘船部队指挥通畅、机动灵活。部队经过一晚上

的编波航行，抵达目的地后，官兵们没有出现任

何不良反应。

该旅领导表示，“海上战略投送，不是一般

的军事‘快递’。此次多船型、多方式、全型号

的航渡装卸载训练，同步

采集了作战投送和装备运

输数据指标，为后续高效

顺畅使用民用运力整建制

投送部队积累了经验，对

于提升部队跨域作战能力

意义重大。”

□ 刘海洋 田振宇

8 月 13 日，贺兰山下某军用机场，喷涂着“八

一”军徽的空军战机与俄军苏-30 战机混合编组，

共同飞赴作战空域，参加“西部·联合-2021”演

习联合实兵行动。

两军空中参演兵力携手战斗，并与火炮、装

甲、特战等近 10 个地面作战群攥指成拳，空地一

体轮番向“恐怖分子”发起进攻，准打狠打假想

敌。俄空天军某师副师长扎依采夫上校赞叹：“两

国军人空中配合得像是一支军队。中国空军飞行员

技艺高超，训练素养令人钦佩！”

这次联演，中方空军参演部队的指挥机构依托

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构设，兵力包括歼击机、歼轰

机、预警机、无人机、直升机等百余架飞机，以及

雷达、空降、保障等部 （分） 队。俄空天军参演部

队包括空勤、领航、通信、气象、机械等多个专业

的兵力。

当日 10 时 20 分许，4 架歼-20 战机释放着红外

干 扰 弹 ， 以 雷 霆 之 势 率 先 登 场 。 在 电 磁 密 网 中 ，

两架歼轰-7A 紧随其后，发射两枚激光制导炸弹

摧毁“敌”前沿指挥所。开局的战果为地面突击

进 攻 赢 得 了 优 势 ， 陆 军 装 甲突击车、步战车驰骋

而来，直扑“敌”要点阵地。震耳的隆隆炮声与战

机轰鸣声交织在一起，靶场上呈现出壮阔的联合立

体作战画卷。

“作为东道主，我们与俄方密切协同、联手筹

划，合作顺利。”空中指挥控制分中心副指挥员蒋

方申上校介绍，演习开始前，中国空军与俄空军反

复对接磋商训练安排，主动提供飞行、气象、鸟情

资料，帮助熟悉进出靶场的地形地貌、航线航道、

高度层等战场环境；分阶段、逐程序介绍演练态

势、编组协同、指挥控制等考虑，双方在坦诚友好

的气氛中，共同设计进攻通道、筹划攻击行动、规

范火力动作。

针对机场高密度起降、密集火力饱和打击，以

及俄方对空域航线、自然环境陌生等情况，他们采

取图上推演和实装飞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针对性训

练，集智对作战样式、战术战法难题逐个攻关；专

题研究突遇空中特情、复杂天气的处置办法，通过

设立模拟航线、科学选定备降机场、加强地面准备

等措施，精准高效控制每个战斗环节。

此次实兵演习分为先期联合防抗、综合毁瘫体

系、高速立体攻击、纵深清 剿 追 歼 4 个 阶 段 ， 在

40 多 分 钟 时 间 里 ， 预 警 机 、 歼 击 机 、 轰 炸 机 、

干扰机以及陆航直升机等多个机种机型，组成体

系 单 元 ， 区 分 高 度 同 步 突 击 ， 区 分 时 段 衔 接 突

击，区分目标饱和突击，区分平台多域突击，一

枚枚火箭弹、精确制导炸弹倾泻而下，或集中摧

毁要害目标，或定点清除有生力量。演习中，空

降兵乘载运-20、运-9 飞机，在战斗机掩护下准时

到达指定空域，采用载机低空进入、人员三门四

路、重装三件连投的方式伞降着陆，在“北斗”和

无线通信指引下向战车迅速集结，并成战斗队形发

起猛攻。

一时间，空中战机轰鸣，铁翼飞旋，伞花朵

朵 ⋯⋯我情、“敌”情态势从信息系统鱼贯而入，

一组组目标诸元实时变动。歼-11、歼-16、歼轰-
7 与 俄 方 苏 -30 等 型 战 机 混 合 编 组 ， 展 开 对 地 突

击，接连投下火箭弹、激光制导炸弹和航爆弹。

在几个波次的空地密集火力联动打击后，中俄

联合任务部队最高指挥员依托情报共同研判，敏锐

把控战局，临机决策指挥中国空军某型无人机，立

即对乘车逃窜的假想敌高级头目精确“斩首”，将

演习推向高潮。

炮弹声渐弱时，演播屏幕显示，联合任务部队

已 顺 利 夺 占 预 定 地 域 ，“ 恐 怖 分 子 ” 大 部 分 已 被

“消灭”。侦察情报发现，少量“残敌”藏匿于两个

洞穴内。歼-16 战机空中接到命令后，快速接近目

标 ， 发 射 远 程 空 地 精 确 制 导 炸 弹 。 随 着 两 声 巨

响，砂石四面飞溅，“恐怖分子”躲藏的洞穴被彻

底摧毁。

“我们逼真模拟战场环境，设置未来战场可能

出现的多种‘敌’情，让飞行员在演习中得到全方

位摔打锤炼。”演习结束后，西部战区空军训练处

副处长、空中作战群指导组成员刘延介绍，此次演

习，参演空中兵力先后演练了预警指挥、空中突

击、地面火力支持、纵深空投等课目。这是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在中国境 内 组 织 的 首 场 中 外 演

训活动，也是俄罗斯军队首次来华参加中方组织

的战略战役演训活动，彰显了两国两军的战略互

信水平，展示了双方携手应对安全威胁、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与决心。

“中国空军飞行员的训练素养令人钦佩”

本报讯 （何哲 蒋崇竞）“作为一名军嫂，我

感到无比自豪！”近日，火箭军某团信息服务保障

站战士高兴成的家属李林护士刚刚完成县隔离点核

酸检测任务，按照相关安排准备下乡镇为群众接种

疫苗。所在医院领导得知她已定好近期去部队探亲

的情况后，便及时调整计划、更换人员，优先保障

她的假期。

李林来队当天便住进了设施完善、配备齐全的

临时来队家属楼，欣喜地在朋友圈分享探亲经历，

引发了亲友们的点赞。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第六条规定，军队团级

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部门负责本单位的军人地位和权

益保障工作。该团政委郑传炜表示，团级单位虽小

也有所担当，只有让法律条文落小落实到每名官兵

的身上，才能让党中央和习主席的深切关怀变成强

军兴军的磅礴动力。

为不打折扣执行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该团

成立了军人军属权益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依据法律

条文内容，结合部队职责任务作了全面工作统筹，

从压实领导责任、优化服务保障、解决重点难题入

手拿出具体方案措施。

团长刘勤介绍，今年以来，单位先后投入 420
余万元改造营区生活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配套建

设 10 套公寓住房，全力保障官兵家属子女办理医

疗保障卡、配眼镜费用报销和通信费用核销等福

利，积极外派骨干到业务对口单位跟岗见学，依托

军事职业教育平台辐射开展业务轮训活动，助力官

兵成长成才。

该团还在练兵场边新修建通信兵发展史百米文

化长廊，展陈通信兵英模人物事迹，结合通信兵发

展历程陈列搞好党史军史教育，立起了尊崇英模、

学习先进的鲜明导向。

为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氛围，团党委不仅注重

解决在岗官兵的困难问题，还将工作往外延伸拓

展，主动联系地方政府和调往单位解决好离岗官兵

的后顾之忧。逢年过节，该团都会指派一名常委前

去探望慰问因公致病、致残的军人及其家属。近

期，又全力解决了 20 余名官兵家属优岗、子女优

学的事情。一系列务实举措接连落地，官兵们看在

眼里、暖在心窝，练兵备战劲头更足了。

军嫂优先探亲权益保障到位

陆军第

集团军某旅组织航渡装卸载演练

扫一扫 看视频

扫一扫 看视频

炮兵群在演习中向“敌”阵地实施火力打击。 王连彬/摄

□ 杨晓波

8 月 9 日至 13 日，“西部·联合-2021”演习在宁

夏陆军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

这场举世瞩目的中俄联合演习，两军在联合火

力打击、联合立体夺要、联合破障等方面，上演了一

场深度联合、密切协同、火力强悍的陆空攻防大战。

“讲”
——首次使用中俄专用版指挥信息系统，

解决了合帐筹划语言不通等难题

“讲！”8 月 11 日晚，在“西部·联合-2021”演习第

一阶段联合筹划演练上，中方指控中心正准备为俄

方指挥机构人员介绍行动决心。这是联合指挥部指

挥员、西部战区副司令员刘小午接到指控中心主任

孙玉聪报告后下达的“指令”。

联合指挥部里，只见中俄双方参演指挥机构人

员齐聚一堂，就当前“敌”情态势、作战决心、组织协

同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笔者看到，演练在“全时通

联、全域可视、全程可控”的指挥链路控制下，导演部

将一份份作战文书发送至联合指挥部，联合指挥部再

运用多要素并行作业、多席位交互作业、多手段协同

作业等方法，最大限度聚合指挥资源、释放指挥效能。

顺畅的信息传输和多样的交流方式，让指挥决

策更加高效顺畅。演习副指挥员、俄东部军区副司令

诺苏列夫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演习最大的特点

是，两军合帐筹划作战行动、合帐指挥部队，充分运

用视频会议系统和中俄专用版联合指挥信息系统组

织协同、相互配合、优化流程，使两国军队在协同作

战上达到一个新高度。”

放开讲的背后，充分说明中俄两军交流已破除

语言不通、思维不同等障碍。俄方全程参加 4 次作战

会议，双方在理解任务、分析形势、研究作战重大问

题等方面沟通高效。这既是两国军人在连续多年联

合演习中逐渐锤炼出来的默契，也得益于信息化设

备为双方高效沟通交流、理解作战意图架起了一道

畅通的桥梁。

“放”
——高中低空、远中近程饱和式火力打击，

火力主战得到充分展现

“放！”这是地面炮兵群各级指挥员使用最多的

一个指令。无论是集促射的群覆盖，还是单点射的精

确打。指令所到之处，阵地上升腾起一片火海硝烟。

8 月 13 日 10 时 30 分，联合实兵行动拉开战幕。

演兵场上，联合指挥部根据地面直射、曲射火力和

陆航、伞降、歼轰、掩护等用空需求，将同一空域精

细划分为 7 个高度层，200 余架次飞机密集飞行；地

面曲射、直射火力同步实施，直升机在炮兵弹道下

行动，航空兵航线与弹道间距最小不足 300 米，一幅

立体的饱和火力打击画面令人叹为观止。

演练中，俄方 4 架苏-30CM 飞机编入中方空中

作战群，由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双方战机同批四机

编队、同时并肩进入、同步对地重要目标实施联合火

力突击，支援地面行动。两军空中力量体系运用、体

系配合，检验了体系支撑下的对地联合打击能力。

再看地面火力，榴弹炮、火箭炮等各型火炮喷吐

着火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演兵场。陆军第 77集

团军某炮兵旅参谋长李鑫介绍，炮兵是本次演习的中坚

力量，担负着整个作战集群 50%-60%火力打击份额

任务。在空间上，他们突出全纵深波浪式火力打击；

在火力密度上，重点锤炼超饱和密度火力打击能力。

在较短时间内，参演炮兵部队共发射了超过 1000 发

炮弹，以高密度火力贯穿演习实兵阶段全过程。

笔者看到，在约 48 平方公里有限战场空间内，

40 分钟投入各型飞机 200 余架次、装甲装备 200 余

台、火炮 100 余门；先后组织 21 批次空中突击、9 批

次陆航突击、8批次空中投送、6波次对抗抗击、15波次

炮火打击，投射弹药 260余吨，兵力火力密度较以往有

大幅提升，“信息主导、火力主战”得到充分展现。

“跳”
——首次组织运-20 飞机大规模伞降人员

装备，探索了空降作战新战法

一声“跳”！伞兵们纵身一跃，蓝天下朵朵伞花绽

放；一声“跳”！特战队员沿索降绳快速滑落，迅速投

入战斗⋯⋯

在演习场左翼，空降作战群正利用运-20 飞机

组织实施大规模人员伞降、装备空投。

在此之前，数百名伞兵快速进行伞具和武器装

备的整理披挂。伴随着马达轰鸣，搭载伞兵和重型装

备的数架运输机组成战斗编组直插云霄，向着预定

空域飞去。

“跳！”在空降场上空，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首

批 180 名空降兵在无气象资料、无空中引导、无地面

标识的“三无”条件下纵身跃出机舱，一朵朵白色“伞

花”绽放在天空中。

为了伞兵一落地就能快速投入战斗，装载有重

型装备的运-20 飞机编队同样准时抵达预定空降场，

随着飞机尾门缓缓打开，在牵引伞强大拉力下，空降

战车按照三件连投方式依次从尾门呼啸而下。当空降

战车平稳落地，伞兵们迅速寻找并操控空投装备，驾

驶战车向“敌”前沿阵地发起冲击。据空降作战群指挥

员介绍，使用运-20 飞机实施大规模人员伞降，他们

在演练中创下多个首次，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高空伞兵犹如神兵天降，低空特战小队动如脱兔。

演 习 中 ，3 架 吊 挂 突 击 车 的 运 输 直 升 机 将“ 山

猫”突击车外吊挂于直升机下方，快速转运飞向任务

地域后，低空悬停抛放钢索，突击车安全着地，3 名特

战队员索降后快速驾驶突击车向目标地域机动。

与此同时，搭载 12 名特战队员的运输直升机在

武装直升机掩护下，采取 30 米超低空飞行快速穿过

山间通道飞赴任务地域。“跳！”一声令下，特战队员

采取 1 机 6 绳索降方式快速着陆，在炮火掩护下抢占

有利地形，组织突击进攻。

不管是高空大规模集群伞降，还是“敌”前沿特

战小队快速索降，演练中探索的“空降垂直截击”“1
机 6 绳索降”等作战方法，对于未来战场立体投送，

都是十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打”
——俄方指挥员指挥中方无人机实施精确

打击，展现了两军由“形联”向“神联”的转变

“打！”打击命令是指挥员临机决策能力的重要

体现。打哪儿、由谁打、怎样打、用什么弹药打等问

题，都需要指挥员快速高效作出决策。

“飞鹰，飞鹰，立即对 A 目标实施打击。”8 月 13
日 10 时 50 分许，联合指挥部指挥员、西部战区副司

令员刘小午下达了打击 A 目标决心。随后，副指挥

员、俄东部军区副司令诺苏列夫组织目标研判，指挥

在空中方无人机，对乘车逃窜的“恐怖分子”头目实

施精确打击。

笔者看到，该型无人机在演练中发现重要目标

后，迅速将有关信息回传至联合指挥部，双方指挥员

联合研判、联动筹划、临机决策。随后，俄方指挥员根

据联合指挥部指挥员指令，组织实施打击行动，体现

出两军的高度互信和实战水平。

精确打击背后，得益于在“一网四链”体系支撑

下，预警机、干扰机、歼击机、歼轰机成体系运用；直

升机超低空隐蔽突防、多波次接力突击，近距离支援

掩护；新型装甲突击分队高速冲击、超越攻击，全程

组织行进间射击；察打一体无人机、蜂群攻击无人

机、侦察监视无人机的组合运用。演习中，新装备使

用占比达到 81.6%。

“ 新 质 作 战 力 量 增 强 了 指 挥 员 打 的 信 心 和 决

心。”演习中，航空兵对“敌”前沿纵深实施地毯式轰

炸，装甲、陆航从正面实施立体突击，炮兵群从“敌”

前 沿 至 纵 深 实 施 徐 进 弹 幕 射 击 ，特 战 队 员 对“ 敌 ”

防御体系要害目标实施机降突击；空降兵在“敌”

后机降突击断后阻援，全程对“敌”防御体系实施

全纵深联合打击。

这一仗，展现了中俄两军携手打击恐怖势力的

坚定决 心 和 强 大 实 力 ， 展 示 了 我 军 改 革 重 塑 后

的 联 合 作 战 能 力 。 其 所 产 生 的 影 响 ， 必 将 有 力

震 慑 妄 图 破 坏 和 平 稳 定 的 恐 怖 势 力 及 其 背 后 的

支 持 者 。

亮剑青铜峡
——“西部·联合-2021”演习亮点回顾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