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春时节，武警青海总队在戈壁“兵

城”格尔木市开展《军队基层建设纲要》集

训，紧跟新时代基层建设的新变化、新特

点、新情况，集智研究、共同学习，提升基层

部队按纲抓建能力，为练兵备战服务。

辅助遂行执勤任务

其间，他们组织集训学员赴第 76 集团

军某合成旅参观学习，恰遇一场科技感满

满的紧急出动演练——警报响彻营区，官

兵迅速请领武器、装载物资、有序登车，一

辆辆战车“刷脸”出营，作战指挥中心动态

监控系统自动进行“盘点”，人员车辆信息

实时显示……

“我们始终着眼服务备战打仗推进营

区建设，通过引入先进科技实现管理数字

化、智能化，助力战备训练质效提升。”聆听

了该旅领导的介绍，学员们纷纷点头。

“车辆识别系统的精准度和速度真的

是太重要了！”看着一辆辆车从出库到驶

出大门，全程规范有序、无需等待，武警青

海总队参谋部汽车中队指导员王浩浩羡慕

不已。随即，他回想起年初的一次拉动演

练，由于突降大雪，营区大门车牌识别装置

“抛锚”，识别效率大幅下降，情急之下只得

人工放行、人工统计、人工汇报，最终造成

出动节奏拖沓，受到了批评。

同样的系统、同样的技术，如何确保关

键时刻不“掉链子”，这才是难点。王浩浩

表示，对于相对成熟的科技手段，还需要不

断研究改进，让其始终保持稳定可靠的运

行，才能更好地服务战斗力。

在组织参观该总队柴达木监狱看押中

队时，科技强勤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AB门发生‘犯人’闯卡！”几乎是在警报

响起的同时，电子哨兵立即自动锁定“逃犯”

并全程跟踪，各哨位和中队值班室监控显示

屏自动弹出跟踪画面，哨位信息终端同步进

行语音警告并迅速进行供弹。当班哨兵和三

人应急小组随即展开处置，最终将“人犯”成

功抓获，整个过程用时不到2分钟。

一点触警、同步感知、整体联动，该中

队演示的这场特情处置凸显出科技辅勤手

段的强大威力。

“监狱占地面积虽然很大，但借助科技

信息手段，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该中队指

导员王大川说。

学员们边听边看边交流，担负青藏铁

路昆仑山隧道守护任务的中队长张恒向大

家道出了自己的困惑：实践中，部分报警设

备过于敏感，但盲目降低设备灵敏度又担

心带来执勤安全隐患。这该怎么办？

“我们向科技要战斗力，但绝不可过度

依赖科技。”讨论中，大家形成共识，科技再

先进也离不开人的主导作用，要努力提升

人技结合能力，实现执勤人员、科技装备、

信息系统的最佳结合。

便利官兵工作生活

科技既推动营区建设向战聚焦，又为

部队管理和官兵工作生活提供了极大便

利。

集训过程中，承训的武警青海总队海

西支队官兵为学员们相继演示了电子化假

条、智慧考勤系统、UEM 手机管控云平台、

沉浸式观影、VR 游艺、新型文化空间等科

技设备和系统。有了它们，让身处戈壁高

原的官兵“不落伍”。

“虽然我们驻地偏远，但有了这个系

统，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第一时间享受到专

家的疾病诊断和健康指导。”交流中，武警

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大柴旦中队指导员胡镜

明掏出准备好的照片，向大家介绍他们新

装的远程医疗系统。

武警青海总队领导介绍说，下一步，他

们将及时总结营区数字化建设经验，结合

单位练兵备战实际和官兵现实需求，搭乘

科技时代东风，探索科技成果运用，进一步

提升营区建设管理对战斗力的贡献率和对

官兵的保障力，不断推动基层建设换挡升

级、提质增效。

数字智能技术助力营区建设向战为兵

K科技强军论坛科技强军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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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第 71 集团军“临汾

旅”推动传统步兵向新型合成步兵

转型，以大项演训任务为牵引，积

极开发智能化模拟仿真、兵棋对

抗、网络对抗演练系统，检验评估

无人装备和无人作战分队效能底

数，初步探索了无人作战9个基本

问题，形成了“7+1”攻关成果，通

过科技赋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转

型之路。

◎魏 涛

◎史彦宾 郭紫阳 本报记者 张 强 K军营内外军营内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要强化国防科技工业服务强军胜战导向。

习主席的话催人奋进，给我们指明了新

时代练兵备战的方向。在一线带兵的实践

中，我作为一名基层部队的主官，也越来越认

识到，现代战争中，科技已成为核心战斗力，

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变量。我们不仅要推

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更要提升官兵科学素

质。

科技进步催生新质战斗力

战争实践告诉我们，战争中人的能动性

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武器装备的劣势，

但若把人的能动作用提升到完全能够取代装

备、抵消武器作用的地步，就会背离科学精

神。随着新兴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未来战

争面貌将发生巨大变化。

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创新，都会开启

一场新的军事变革。当前，科技创新成果在

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战争形态的

深刻变革和作战样式的急剧更新。近年来的

几场战争启示我们，打赢未来战争，既需要优

秀的战术，也需要先进的技术。

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成果已经展现出良

好的军事应用前景，正持续催生新质战斗力，

推动新型武器装备、新型作战工具不断出现。

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呈现出交叉融合、

群体跃进之势，其军事应用将会带来突变性、

革命性后果，甚至带来战争新形态。比如，物

联网技术促成战场万物互联，为建立泛在化的

传感网络体系奠定了基础；量子通信、认知无

线电、移动互联网、太赫兹通信等技术，为实现

复杂电磁环境下大容量数据传输创造了条件。

在科技的驱动下，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

发展，军事理论、武器装备、体制编制等方面

的变化让人应接不暇，信息化、智能化要素越

来越多地嵌入作战体系，战争形态以更快的

加速度向前演进。

充分发挥官兵主观能动性

当前，科技正日益成为推动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和催生新质战斗

力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歼-20、运-20、东风-41等一大批

“国之重器”列装部队，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科

技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

然而，恩格斯指出：“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

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这句话令人警醒。我们不

能因为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就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战略战

术的持续升级改进。加快先进科技向战斗力转化，不仅要用科学

技术助力武器装备升级换代，而且要用科学知识武装官兵头脑。

正如陈毅元帅曾说的：“现在我们有了新的装备，就必须尽一切努

力把它掌握起来。如果拿到武器不能掌握使用，我们的战斗力便

要减低，胜利就不能巩固，甚至还要失效。”

重技、重物的观念在西方军事思想中根深蒂固，“唯武器论”曾

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然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西方特别是美国

深刻认识到单纯依靠武器优势、忽视发挥人的能动性，同样也无法

取得战争的胜利。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美军开始注重对诸如科学

编组、兵力火力配置等人装结合方式进行深入探索，相继出现了空

地一体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网络中心战、云作战等各种作战理论。

高素质的人与高技术武器已成为美军推进军事转型的两个着力点。

因此，武器装备在作战中能发挥多大作用，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

技术性能，还取决于官兵在战术运用上是否得当。指挥员既了解武器

装备的性能，又懂得战术运用，才能最大限度挖掘新装备的潜能。

今天，我军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唯

有跟踪把握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的时代脉动，充分发挥科技进步

和创新的变革杠杆作用，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跟进和突破战略，才能

形成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的现代化战斗力生成模式，加快提升

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掌握先进的技术和装

备，而且还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培养英勇顽强

的战斗作风，切实发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动员全军和各方面力

量，这样才能增强科技认知力和敏锐性，获得军事竞争优势，掌握

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作者系武警湖北总队武汉支队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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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各级按纲抓建能力，激发警官队伍工作动力活
力，培养按纲抓建明白人和实干家，连日来，武警兵团总队严密组
织开展 2023 年基层主官《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暨党组织书记轮
训。图为培训学员到陆军某特战大队参观学习他们的科技练兵装
备。 黄超摄

培养按纲抓建明白人和实干家

图为第图为第7171集团军集团军““临汾旅临汾旅””官兵使用仿真交战系统进行训练官兵使用仿真交战系统进行训练。。耿黎耿黎摄摄

无人机高空抵近侦察，无人扫雷车排爆破障，无人

战车精准打击……在第 71 集团军“临汾旅”城镇攻防训

练场，一场“班组夺控建筑物”红蓝对抗演练正火热进

行。多种新型无人智能装备成为攻坚力量，配合进攻

分队完成精确引导、交替掩护、协同打击等行动，令人

眼前一亮。

“智能化、无人化是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我们的作战

方式、思维理念必须紧紧跟上。”负责现场指挥的领导介

绍，近年来，该旅推动传统步兵向新型合成步兵转型，以大

项演训任务为牵引，积极开发智能化模拟仿真、兵棋对抗、

网络对抗演练系统，加强无人作战分队对抗演练，检验评

估无人装备和无人作战分队效能底数，初步探索了无人作

战 9个基本问题，形成了“7+1”攻关成果，通过科技赋能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转型之路。

无人化装备助力“攻城拔寨”

城镇攻防训练场上，一场红蓝夺控街区行动演练激战

正酣。只见红军 3名装备操作手隐蔽伪装，操控遥控终端，

指挥多种无人智能装备向蓝军阵地发起攻击。

“过去，城镇攻防作战训练受传统思维、手段等因素制

约，战场侦察和火力投送范围有限。”该旅领导介绍，为推

动传统步兵转型升级，去年以来，他们创新理念方法，按照

“一体化设计、模块化集成、智能化运用”的设计思路，先后

引进侦察无人机、无人战车、无人扫雷车、无人挖掘机等无

人智能装备，并不断开发其在复杂战场环境下对典型目标

自动探测、激光测距、照射引导等功能，初步形成了察打一

体、覆盖空地的无人装备发展新格局。

演练进入战斗攻坚阶段，面对蓝军顽强抵抗，红军果

断启用无人智能装备。

只见侦察无人机率先向目标建筑物悄然掠去，实时回

传战场画面，并依托智能分析识别系统锁定“敌”重火力装

备分布区域；无人扫雷车与清障车根据实时更新的进攻方

案，清除进攻道路内障碍；烟幕无人机在进攻路线上精准

投放多个发烟罐，掩护进攻小组发起冲击。

“无人智能装备的作用远不止这些。”红军指挥员郑飞

利指着侦察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画面介绍，最新研发投入的

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战车还具备火力打击功能，可利用

搭载的自动步枪，对制高点、火力据点展开攻击，大大降低

官兵伤亡风险。

“战场”硝烟未散，刚走下演练场的红军某班班长李志

辉立即来到指挥所，通过复盘检讨，查找指挥、协同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在去年的一次演训任务中，无人战车第

一次投入使用，由于李志辉没有配备战斗小组与无人战车

协同，导致战车返回途中被“敌”制高点狙击手发现，遭

“敌”精锐力量尾随并破袭连指挥所。

那次演练经历，让该旅官兵深刻认识到，有了新装备

新技术，更要探索出与之相匹配的新战术新战法。为此，

他们建立无人化力量体系作战“战法库”，加紧开展有人与

无人结合的战法创新研究和实战化演练检验，在真训实练

中锤炼提升人机一体协同能力。

智能化运输打通“保障链路”

“95 式自动步枪弹药消耗 70%，请求补给。”作战小队

长通过指挥信息系统向营指挥所上报弹药消耗情况。几

分钟后，无人运输车满载弹药，自动规划最优路线，驶向防

御阵地。这是该旅利用无人化装备实施战场智能化精确

保障的一个演练场景。

“利用无人运输车跟随部队行动，有效减轻官兵自携

负荷，可实现以无人作战平台的‘持久性’支撑有人作战的

‘持续性’。”该旅领导介绍。

记者了解到，这一战法创新缘于该旅官兵此前栽的一

次跟头。一次山地攻防演练中，官兵敢打敢冲，但战果不

佳。事后复盘检讨发现，在前期战斗准备、实战化训练中，

官兵只注重进攻战术研究，却对后勤装备保障重视不够，

致使战斗发起后，作战小队弹药供给不足、装备现场抢修

力量不够，严重制约了部队进攻节奏。

栽了个跟头，捡了个明白。此后，他们引进新型无人

智能装备和指挥信息系统，区分战斗准备、实施和转换 3个

阶段，围绕组织指挥、力量编组、实施原则、组织流程等进

行演练，重点解决后勤装备保障难度大、方法运用不得当

等问题，打通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难点、堵点和痛点。

记者还了解到，他们充分运用指挥信息系统，实现信

息实时互通互联，精确掌握作战班组实时状况，合理调配

弹药补给数量；把无人运输车作为战场投送的主要装备，

在演练关键节点提供快捷、可靠的战场保障；梳理出自我

抢修的 9 类 47 种具体故障解决方案，整合维修工具器材

箱，形成多套战场维修预案。

“无人化运输刷新了未来战场补给方式，开启了后勤

装备保障的智能时代。”该旅领导介绍，无人装备在伤员搬

运、通路开辟等领域同样表现不凡。

演练现场，刚刚攻破“敌方”据点的先遣队员突然“中

弹”，作战小队长指挥无人运输车随即抵达“伤员”附近，无

人机释放烟雾弹进行掩护，在烟幕下将“伤员”送离作战地

域。

演练结束，官兵立刻开展复盘检讨，分析指控、通联、

抢修、运送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大家都明显感受到“科技+”

让官兵战场伤亡率下降，战场运输能力明显提升。

沉浸式练兵造就“制胜硬功”

“此处是‘敌人’设置诡雷的重点区域，刚才突击一

组 就 是 在 这 里 吃 了 亏 。”走 进 该 旅 模 拟 仿 真 对 抗 训 练

室，一场模拟对抗训练正在复盘。面对进攻失利，红方

指挥员连长李泽州利用某作战仿真训练系统的回放功

能对大家存在的问题逐一讲评。3D 真实效果还原和多

个视角的反复重现，让参训官兵对自己在训练中的得

失一目了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

练’，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引进运用，可以最大限度让训

练贴近实战，提升训练效益。”李泽州说，针对训练中存

在的问题，该旅与相关科研单位共同研发了这套仿真

训练系统。

“这套系统让我们在实战化环境中不断试错，积累战

斗经验，迭代战术战法。”李泽州说，近年来，该旅将系统模

拟训练与现地对抗训练相结合，使训练时间压缩近半，训

练质效明显提高，官兵们尝到了科技练兵的甜头。

想在未来战场占得先机，还必须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

所强调的，“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用科技推动指

挥系统转型升级。

该旅正在优化升级的新型“一体化指挥平台”，打通了

情报链、指挥链、保障链等多条链路。指挥员可以借助该

平台分析研判敌情、拟制战斗方案、下达战斗命令、组织协

同政治工作和保障行动。

“我们依托平台大数据分析，提高指挥机关的筹划能

力，辅助指挥员决策，用‘精算细算’换来战场上的‘胜

算’。”该旅领导孙志说。

在前不久的一次对抗演练中，该旅运用一体化指挥平

台统筹指挥，依托仿真系统组织多场战法推演，将无人装

备引入战场全过程，以较小的战损夺取了出色战果。

“下一步，我们要更加深入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聚焦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前沿，积极探索科技催生战斗

力生成的新路径，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

力。”孙志说。

科技铺就科技铺就““临汾旅临汾旅””转型路转型路
◎蒋彬垚 华 瑞 本报记者 张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