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是战旗的底色，也是信仰

的底色。在八连官兵心中，那面布

满381个弹孔的战旗不仅是连队的

传家宝，更是全连官兵信仰的坐标。

71年来，一代代八连官兵继承

和发扬伟大上甘岭精神，大力加强

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训练，发展先

进训练手段和方法，促进了新质战

斗力提升。八连也因此成为空降兵

转型建设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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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蜜蜂采蜜，只有把更远更多的花蜜

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更甜更厚的结晶。”

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领导如是说。

该院让学员带着实战眼光来审视毕业

设计课题，到部队接受实践检验，全面了解

无人装备运用现状，深度参与战法设计与

科技创新，不仅激发了学员的创新创造热

情，更有效地克服了“水土不服”现象，提升

学员岗位任职能力。

提升学员毕业课题的“含战量”

“不同于仿真环境中的单纯躲避障

碍，作战中还需要考虑禁飞区、对手防空

力量等现实问题，这些‘打仗需求’必须

考虑进来。”这几天，国防科技大学无人

机技术与保障专业本科学员陈柯志在部

队导师的指导下，正加紧修改他的本科

毕业设计。

陈柯志的部队导师是空军航空兵某旅

的高级工程师，导师与陈柯志专业对口、技

术相通，他的建议总能直击关键，让陈柯志

的毕业设计实用性更强。

记者看到，在部队导师名册上，该旅

参谋长、作训科长、保障科长等涉及作战

谋划的指挥人员赫然在列，毕业设计从技

术研究向作战能力生成的“传动链条”正

加速起步。

为提升学员毕业课题“含战量”，国防

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结合专业特点，将

教员、学员分批派驻到多个任务部队，在演

训任务一线开展联教联训，加速培养部队

急需专业人才。

今年初，该院与陆军第 73 集团军签

订“ 备 战 打 仗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聚 焦“ 无

人+”“智能+”等战斗力生成新领域，贯

通“参观见习、教学授课、学习培训、课题

攻 关、试 验 论 证、演 训 实 践 ”6 个 合 作 重

点，在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协同育人方面

形 成“ 战 教 一 体 、学 训 结 合 ”的 有 益 探

索。目前，该院已与十多家一线部队签

订合作协议，一批实战化技术需求已经

进入学员毕设选题库。

规范的战术部署、密集的装备调用、复

杂的电磁对抗，一场场高自由度的红蓝对

抗让毕业学员大呼过瘾。“指挥员对装备性

能的发挥影响很大，我将结合对抗环境下

的装备运用特点完善毕业设计。”学员田绍

鹏说。

部队和院校资源共享、协同育人

部队需求牵引人才培养，资源共享催

生协同育人。在西北某无人机试验测试中

心，智能科学学院教授牛轶峰正与工作人

员复盘学员岗前综合演练，以期总结合作

经验，提升实践教学效益。

前不久，150余名无人机技术与保障任

职专业本科学员在这里进行实装操作，依

托该中心现有的我军多型号无人机和齐备

的试训场地，学员亲手完成了实机装配、地

面操作、航线规划、空域申请、预警侦察等

多项实践科目。

如今，该院已与多个试验训练基地建

立共育机制，探寻贴近部队的组训模式，

切实把课堂教学内容深度融入装备作战

运用中。

“今年校内的对抗演练，我们投入了多

型无人机、无人车等装备，有效增强了空地

协同对抗力度。”采访中，该院无人作战系

统科技团队成员王楠大方地展示实践课程

改革成果。

前不久，他们将部队演训模式“搬进”

毕业综合演练场，邀请多名特战旅分队指

挥员现场指导班组战术，并且将作战准备

时间压缩在 1 小时内，让学员在真装备、多

要素、全流程中感受实战氛围。

在该院无人作战研究中心，记者看

到本科毕业实践课程的筹划图上，前后

衔接、色彩丰富的装备使用要点贴满了

半面墙，教授们正依托学员毕业综合演

练，推演构建城市作战的无人装备使用

指南。

“让学员脑海中多一种战法，未来战场

就多一分胜利的机会。”无人作战领域专家

孙振平研究员对此颇有信心。去年，他主

讲的《无人作战》课程获评军队精品在线课

程。如今，教员们正探索建立集装备预研、

作战运用与演练验证于一体的实践教学平

台，未来将对学员综合能力的多维度培育

提供强有力支撑。

把“打仗需求”嵌入学员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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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博宇刘博宇摄摄

“右前方‘敌’武装直升机，穿甲弹短停歼灭。”近日，某

模拟训练室内，空降兵某旅“上甘岭特功八连”官兵正借助

战车模拟训练系统展开专攻精练，这是八连官兵紧盯科技

之变，加强科技练兵的一幕。

71年前的上甘岭一役，八连先辈在武器装备处于绝对

劣势的情况下，凭借钢铁意志，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浴血

奋战 43天，最终将一面布满 381个弹孔的战旗插上了上甘

岭主峰，铸就了伟大的上甘岭精神。

71 年来，一代代八连官兵继承和发扬伟大上甘岭精

神，大力加强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训练，发展先进训练手

段和方法，促进了新质战斗力提升。八连也因此成为空降

兵转型建设的窗口。

在赓续传统中强化战斗精神

红色，是战旗的底色，也是信仰的底色。在八连官兵

心中，那面布满 381个弹孔的战旗不仅是连队的传家宝，更

是 71年来全连官兵信仰的坐标。

“加强军史学习教育，首先就是要学习好连史和上甘

岭战役史。”在前不久八连组织的“学习贯彻二十大、争做

英雄接班人”强军故事会中，大学生士兵代胜印和战友们

分享了学习体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强军史学习教

育，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这句话让代胜

印感触尤为深刻。

他动情地说：“强化战斗精神培育就是要发扬好‘只吹

冲锋号、不打退堂鼓’的连魂，像革命先辈一样敢打敢拼、

冲锋陷阵。”

去年 9月，代胜印跟随连队参加某联合演习任务，出征

前，全连官兵面向战旗庄严宣誓：“坚决完成任务！”

演习正式打响后，他们跨区机动近千公里。面对陌生

地域以及无气象资料、无对空引导、无地面标识条件下的

高空伞降，作为尖兵班的一员，代胜印毫不畏惧，第一个跃

出机舱。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地面风速过大，空降着陆时

身体急剧翻滚，导致脊椎受伤，疼得直哆嗦。

“实在扛不住就退出战斗吧！”身边战友看他疼痛难

忍劝说道，但代胜印深知，如果不能完成先遣侦察任务，

极有可能导致后续行动失败。他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

来，跟着尖兵班继续向前冲锋。由于侦察行动及时，代胜

印为大部队进攻提供了可靠的战场情报，确保了进攻战

斗顺利进行。

这种不畏艰险、敢打敢拼的血性胆气从何而来？在强

军故事会上，代胜印给出了答案：“是出征前的那面战旗给

了我冲锋陷阵的勇气和力量。”

“红色的种子一旦在心底生根发芽，就可以激发出无

穷的力量。”八连指导员田肯介绍，一直以来，连队始终高

擎上甘岭英雄战旗，传承上甘岭英雄精神，从“兵之初”“官

之初”就将红色基因注入官兵灵魂，确保了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在改革强军中练就打赢本领

“老英雄您好，现在我们连队不仅列装了空降战车，还

能把战车从飞机上空投下来……”去年 11 月底，八连组织

了一场特殊的视频连线，官兵们与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曹

培新老英雄共忆战火硝烟、共话优良传统。

《抗美援朝战争史》中这样描述，“上甘岭战役中，危急

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

舍身炸敌地堡、堵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在那场异常惨

烈的战役中，八连先辈在枪林弹雨中赴汤蹈火，即便连队

人员三次打光、三次重建，也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

“当年我们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如今连队战斗力这

么强，我很欣慰。”回忆起那段历史，曹培新老英雄嘱托大

家，要把八连敢打恶仗、能打胜仗的好传统一代代往下传。

视频连线结束后，一级上士袁王帅在讨论交流中有感

而发：“昔日的辉煌战绩，必须用过硬的打赢能力来延续，

绝不能给上甘岭英雄战旗抹黑。”

作为一名老兵，袁王帅见证了八连战斗力不断提升的

历程。那一年，空降战车列装八连，看到一辆辆崭新的战

车，袁王帅欣喜若狂。

“当时其实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连队开启了重装时代，

忧的是没有既往经验、没有成熟教材，只能摸着石头过

河。”袁王帅说，列装初期，挡在他们面前的困难和挑战犹

如一座新的“上甘岭”。

为了让新装备快速生成战斗力，八连官兵从熟悉基

本构造、掌握技战术性能、规范操作流程等方面入手，开

展难题攻关，仅用一个月时间就顺利完成实弹射击。乘

着战车驰骋在训练场，袁王帅不禁感慨：“这真是一个伟

大的时代。”

自那以后，八连不断创新训法战法，开创了空降作战

的新模式，战斗力建设更是实现了“多级跳”，先后参与空

降战车三件连投、多型装备混装连投等任务，战斗力建设

迈入了快车道。

在重大任务中吹响冲锋号角

烽火硝烟虽已远去，但八连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的连魂深深地融入了每名官兵

的血脉。每逢执行重大任务，那面随队出征的战旗就会激

励着全连官兵吹响冲锋的号角。

新一轮改革号角吹响后，作为改革调整后的首批机步

连，连长向东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快速提升新时代的打赢

能力。然而改革初期，训练模式与使命任务不匹配等难题

让向东倍感压力。

“如果不能快速破解训练难题，打赢新时代的‘上甘

岭’就是一句空话。”向东带领全连官兵开启了新一轮的

冲锋。

八连首先向科技要战斗力，大力开展科技练兵。通过

引进 VR 伞降模拟系统、战车模拟训练系统等科技手段，缩

短训练周期、提升训练质效。积极展开新机型、新伞型以

及新空投系统试训试验，锻造核心重装突击能力。

同时，八连以实案课题为牵引，紧盯强敌对手，开展空

降机步连战术示范演练，进一步规范训练流程、破解训练

难题，探索基于实案条件下的训法打法。

坚持出门练兵，八连以参加中外联演和国际军事比赛

为契机，学习外军先进作战理念，汲取外军实战化训练方

面的有益方法和经验为我所用。

着眼未来空降作战特点，八连积极融入联合作战体

系。结合联演联训任务，通过参与联合制案、联合筹划和

联合兵力行动，探索多军兵种联合作战战法手段，锤炼部

队联合制胜能力。

一次次的突破，使得八连的战斗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去年秋天，向东带领八连官兵参加某联合实兵演习，他们

从天而降，与其他军兵种密切协同配合，成功夺取目标，空

降机械化作战优势得到充分彰显。

记者看到，新征程上，八连官兵用能打仗、打胜仗的冲

锋姿态续写着英雄战旗的辉煌。

从 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中的人在堤在，到汶川抗震救

灾的生死营救，再到国际赛场上的奋勇搏杀，哪里有风险，

哪里就有上甘岭的战旗飘扬；哪里有挑战，哪里就有八连

官兵冲锋陷阵的身影。

英雄的精神孕育敢打敢拼的兵。近年来，八连先后涌

现出“尖刀连长”向东、“硬骨头班长”黄勇、“钢铁战士”周

明等一大批勇士，成为闪亮的军营明星。

英雄精神入血脉英雄精神入血脉 创新科技增战力创新科技增战力

八连官兵参加演习八连官兵参加演习，，从飞机尾门一跃而下从飞机尾门一跃而下。。 陈立春陈立春摄摄

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正在深刻改变战争准

备的理念和周期，催化战争态势加速演变，将

成为大国战略竞争和决胜疆场的优先选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打造强大战略

威慑力量体系，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

重，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统筹网络

信息体系建设运用。使命催征，我们必须抢

占先机，逐浪潮头，以变求破，以“新”制胜。

把准新域新质战斗力
建设的使命定位

以新需求为牵引，把准新域新质作战力

量建设的使命定位。要锚定如期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基于国家安全威胁和战略利益，

细化各领域各方向使命定位和发展战略，一

体筹划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运用和建设发展。

要准确把握作战概念发展特点规律，

科学研判未来作战对手、作战目标、战场环

境和可能运用到的武器装备体系，通过技

术感知、作战畅想、体系延伸等方式，汇聚

先进理念、感知未来战场，深入研究未来作

战形态和制胜机理，创新构设未来作战场

景，主动设计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建设需求，

引领新域新质力量发展方向。要强化体系

耦合，坚持作战牵引、技术推动，坚持体系

化分析、标准化设计，立足现实、放眼未

来。要科学评估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

术的潜在影响，开发引领未来的先进军事

能力，积极谋求军事力量新突破。

用新技术为新域新质
战斗力赋能

用新技术支撑、优化新域新质战斗力

赋能转化路径。一支现代军队，如果脱离先进技术的支撑，缺乏先

进的武器装备，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战略战术。以战略预警、信息控

制、算法攻防、无人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深刻改变着现代战

争制权方式。

必须把智能化作为战略转型的方向。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

智能化演进，推动作战力量、作战空间、作战行动的全面转变。要

把发展智能化武器装备和构建智能化作战体系作为重中之重，开

发远程跨域破击场景，推动作战能力升维拓域、提质增效。

必须把新生成域作为制胜未来的重要突破点。太空、深海、极

地等领域技术创新层出不穷，要提升官兵的科技敏锐度和认知力，

加速技术孵化转化，升级现有作战武器，开发新概念装备，推动新兴

科技加速进入云、端、库、链，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

必须把谋技结合作为体系对抗的聚力方式。坚持理、技、谋相

融合，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运用仿真推演、专家

研讨和综合集成等手段，把传统谋略、专家知识和智能演算结合起

来，精准匹配功能模块，科学确定规模体量，构建新质主导、智能灵

敏、规模适度的力量体系，系统推进新域新质作战能力的生成。

加快新域新质作战力量人才培养

培养人才，打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建设的动力引擎。军事竞

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只有大力培养新域新质作战力量人才，

才能在未来战争中赢得战场主动。

要明晰标准，精准选才。新域新质作战力量作业领域环境复

杂，专业素养要求高，要完善选才标准，坚持用政治标准、专业标准

引才聚才，聚焦军事智能、无人作战、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方向，

区分战略智库、参谋智囊和指挥骨干等人才类型，以任务方向典型

作战场景布势为主线，超前谋划梯次布局，纵向贯通体系设计，精

细化型谱化定向培养，推动人才供给侧与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

要创新模式，精细培养。着眼战术与技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

合，依托作战实验室、网络空间靶场孵化，注重通过模拟仿真、虚拟

对抗锤炼，浸入数据开发、算法博弈等相关专项任务淬炼人才，充

分运用“人才+重大演训”“人才+专项任务”等平台，前瞻预置、集

优锻造、任务淬炼，强固新域新质作战力量人才支撑。

要强化担当，精心组织。以超前思维、超强胆识、超常举措强

化创新探索，切实把培养新域新质作战力量人才作为长期战略工

程来抓。各级领导干部既要不断增强自身科技认知力、创新力、运

用力，也要主动为新域新质作战力量人才成长成才构筑宽阔舞台，

鼓励和支持官兵在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建设实践中壮筋骨、长才干，

使官兵创造才能竞相迸发，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作者系国防大学领导管理与指挥培训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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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着眼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需要，结
合边境地区山高林密等特点，在山地丛林地带，展开搜索、捕歼、追
逃等科目的实战演练。 蔡云祥 李章禄摄

山林深处砺兵正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