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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某训练场枪声大作、硝烟弥漫，海南总队

某支队的一场红蓝对抗激烈展开。红方无人机刚一升

空，就被蓝方用电子干扰手段击落。红方侦察组临危不

惧，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获取信息，最终将蓝方“一举歼

灭”。无人机、激光对抗系统、热成像仪……这场实兵对

抗演练“科技味”满满，体现了当代战争的新特点。

“在一系列新质装备的加持下，部队训练科技含量

越来越高。部队练兵正经历着脱胎换骨的变化。”支队

领导张风华说。

模拟真实战斗场景

“某化工厂发生不明气体泄漏，你中队迅速前往现

场进行侦测，及时上报有关情况。”近日，在支队侦毒训

练场上，一场伴随“硝烟”和“毒气”的实兵演练正在如

火如荼地上演。防化中队侦察员李超然头戴 VR 眼镜，

突然，他手中的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开始闪烁红色警

报。李超然仔细辨别有害气体种类，并依据采集的样

品剂量强弱迅速标定染毒区域范围。

完成染毒区域地形图标绘后，李超然紧锁的眉头

舒展开来。他欣喜地告诉记者：“‘科技+’能突破训练

场地的限制，使训练环境更加贴近真实战场，明显提升

训练效率。”

过去，核生化侦察考核要求参考官兵全程做好全

身防护，穿戴防毒面具等战术动作由上级下达口令，官

兵闻令而行，缺少实战体验。如今，依托模拟核生化环

境构设系统，官兵将面对随机设置的“敌情”“战况”，并

自行判断处置、做出相应战术动作。

回顾实战化训练纵深推进的历程，防化中队中队

长曾维健感触颇深。“‘科技+’训练方式的转型缘于一

次失败的演练经历。”曾维健说，“在一次工化应急救援

演练中，中队遴选的训练尖子因携带老式侦毒设备、无

法判断毒剂种类和沾染区域，最后铩羽而归。”

“当前科技迅猛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而

我们还习惯于传统战法，在战场各自为战，怎么可能不

败？”复盘总结会上，支队领导李伟一针见血地指出，平

时训练科技含量不高，体系作战意识不强，不能全方位

适应实战环境，这些都是演练失利的重要原因。

为此，支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科技练

兵方法，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提高训练科技含

量，不断刷新战斗力阈值。

“判断伤员头部出血，需要立即包扎……”这是战

士郭叙强首次代表某中队参加大队组织的战场救护课

目考核。考核结束后，郭叙强告诉记者，他在考场上的

优异表现，离不开平时对科技手段的熟练运用。

“可别小看它，它有大用处。”说着，郭叙强就拿出刚

刚配发至中队的运动相机。运动相机的配发源于他在班

务会上的一次建议。运动相机能以第一视角全程记录官

兵的动作流程。通过多次回放，官兵可以更高效地找出

错误并进行改进，使动作流程得到进一步规范。

“将智能化设备运用到官兵实训实考，将科学训练

方法融入练兵实践，才能有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

能将‘科技+’转化为‘战斗力+’。”支队领导杨新根说。

提高训练科技含量

“射手注意，向 100 米射击地线前进……”近日，支

队射击场上枪声阵阵。和以往不同的是，每一次射击

完毕后，智能靶场内的新型报靶系统会及时报出射手

的射击成绩、弹道分布、出弹点位置、环数、评估等，所

有信息一目了然。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必须提升训练的科技含量。”

支队领导说，支队党委认真分析以往训练中存在的科

技含量偏低、训练效率不高等问题，依托原有训练场地

搭建智能靶场，创新设施、优化布局，为官兵提供了更

为精准的实战化训练环境。

“自从智能靶场正式亮相军营后，实弹射击考核便

不再依托人工报靶。系统自动模拟弹道分布，为射手

提供直观明了的成绩分析表，极大提高了训练质效。”

支队干部高岩介绍，以往实弹射击，保障人员需要提前

进入靶壕，在射手射击完毕后使用对讲机报告射手成

绩。这样不仅费时费力，还存在安全隐患。而智能靶

场解决了这些问题。靶场内的新型报靶系统采用导电

感应报靶原理，当子弹穿过导电靶板后，会形成信号实

时传送显控系统，及时生成准确客观的数据和评价。

“我们可以在射击场地看到具体参数，能更好地修

正射击姿势和瞄准景况。”战士高淦说。以前高淦射击

成绩起伏较大，而且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有了智能靶

场后，班长钱冲通过系统生成的射击记录表，仔细分析

高淦每次射击的弹着点、弹序和弹道偏差等数据，有针

对性地为高淦开展补差训练。仅用两周时间，高淦的

射击水平便得到大幅提升。“8 环，3 点钟方向；9 环，6 点

钟方向……”伴随自动报靶器的实时播报，高淦不断调

整射击姿态，最终以 47环的优异成绩完成考核。

“智能靶场的投入使用不仅提高了科技练兵含量，而

且更加贴近实战。”支队干部杜浩楠介绍，他们在智能靶

场设置了土坎、土坑、树木等不同射击元素，模拟山地、丛

林射击条件，靶机还可以根据需求自动编组、预设隐显时

间。同时，新型报靶系统可对预设的场景进行一键控制，

增强射击训练的机动性、灵活性，为实战化练兵提供有力

保障。连日来，特战分队官兵利用智能靶场组织多种姿

势射击、运动搜索目标射击、班组战斗射击等课目训练，

官兵参训热情持续高涨，射击优良率较以往提高两成。

激活官兵创新潜能

“我们应及时转变观念，树立‘模拟训练与实装训

练并重’理念。”不久前，支队通信中队战士卢启冠围绕

“卫星通信指挥车的战术应用”提出了几条建议，不仅

受到支队党委的点名表扬，还接到支队作训股邀请，为

全体官兵作了一场精彩的辅导授课。

新装备正在陆续列装。然而，由于缺少擅长使用

新装备的人才以及思想认识偏差，支队个别单位的新

装备被闲置在仓库“吃灰”。少数官兵完全依赖过往经

验，觉得旧装备更容易上手。装备性能无法满足训练

需求的矛盾依然存在。

为此，支队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利用蹲点调研、考

核检查等机会广泛听取基层官兵对科技强训的意见建

议，同时定期邀请技术工程师、装备厂家与官兵分享前

沿科技知识，培训官兵装备操作使用、维修管理等技

能。此外，基层中队每月召开“诸葛亮”会，鼓励官兵在

互动分享、交流探讨中点燃智慧火花，用科技手段补齐

训练短板。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创新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促进成

果运用于战法训法，支队将各单位技术骨干纳入专业人

才建设库，着力打造“谋打仗、能创新”的技术力量。不仅

如此，支队还将奖励指标向在科研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个

人和团体倾斜，激发人人研战研训的创新热情。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科技强训，引入科技手段，

不断加大模拟训练器材和实训器材的配套融合力度，

助推科技力向战斗力转化。”支队领导王琪说。

用“科技+”改造练兵场
——武警海南总队某支队提升战斗力纪实

海水清澈透绿，海滩沙白如银，海岛

绿树婆娑，海鸟悠闲觅食……蔚蓝的大

海中，西沙中建岛披着绿装，像一颗绿宝

石镶嵌在无垠的碧波中。

中建岛曾是一个由珊瑚沙和贝壳

残骸堆积而成的无人岛，有“南海戈壁”

之称。在这里，一代代官兵移土开荒，

植树护岛，昔日荒岛已变成生机盎然的

绿岛。

中 建 岛 是 西 沙 诸 岛 发 生 翻 天 覆

地变化的缩影。半个多世纪以来，南

部 战 区 海 军 某 基 地 西 沙 守 备 部 队 在

练 兵 备 战 之 余 ，以 实 际 行 动 积 极 投

身 西 沙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事 业 ，以 点 滴

行 动 践 行“ 爱 国 爱 岛 乐 守 天 涯 ”的

西沙精神。

建设绿色岛礁

“没有七分英雄胆、休上中建白沙

滩”，在中建岛码头前，一座石碑上刻着

这两行字。40 多年前的一天，海军一艘

炮艇载着 7 人小分队登岛，拉开了人民

海军驻防中建岛的历史。

“中建岛面积不足 1.2 平方公里，涨

潮时不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只有两个足球

场大小。”坐在记者面前，海军驻中建岛

守备部队干部洪继科回忆起当年一名老

兵讲述的场景时激情满怀，“首任指导员

豪气万千地说，我们人在岛上，不能守着

这几个光秃秃的哨所等补给。建设家

园，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

缺土，中建岛官兵就利用探亲、出差

等机会，从全国各地背来一包包泥土；缺

水，就过滤生活废水、收集雨水，一点一滴

攒；缺工具，就用枯树枝、废铁片自己动手

改造……记得一次台风过后，岛上所有绿

植都被卷走，官兵们对着大海号啕大哭，

但哭过以后，大家擦干眼泪继续种树。

1982 年 8 月，中建岛守备部队因工

作成绩突出，被中央军委授予“爱国爱岛

天涯哨兵”荣誉称号，成为人民海军历史

上第一个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基

层连队。也是在这一年，部队终于在中

建岛种活了第一棵椰子树。

去年刚上西沙金银岛的大学生士兵

杜博文告诉记者，种树也是战备。剑麻坚

韧、耐磨，官兵们巧妙利用它的这些特性

构筑岛礁外围防线的防护墙，一定程度上

强化了金银岛岸滩外围的抗击能力。广

泛种植的椰子树也成为战备物资，在长期

恶劣天气或战时封锁条件下，椰子汁可以

短时间内满足全岛官兵的基本饮用需求。

“我们种下的不仅仅是树，更是一种

精神。”洪继科说。

以岛为家、爱国爱岛，这是西沙官兵最

崇高的追求。正如老兵张孝伟在日记中写

的那样：“既然人在岛上，那就把对祖国的

爱、对家乡的思念给予这片一眼望到头的

热土，把这里建设成钢铁堡垒、海上绿洲”。

改善海岛环境

深夜，西沙琛航岛海滩一线，巡逻战

士申世龙打着手电认真巡视。除了日常

战略巡逻外，他要注意的还有海龟。

琛航岛守备部队干部张启来告诉记

者，琛航岛是永乐海域海龟重要的繁殖地，

每到繁殖季节会有大量海龟上岛产卵，但

总有很多海龟因为种种原因受伤搁浅。因

此，战士们便主动承担起照顾海龟的工作。

在西沙东岛，官兵叶鹏又一次向海面挥

手示意，远处一只白腹鲣鸟展翅翱翔、回归

海天。组织放生的西沙某观通站干部刘宇

说：“这是我们今年救助放生的第20只白腹

鲣鸟。作为陪我们守岛的‘老邻居’，它们需

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伸出援手！”

“战士爱国爱岛的精神也体现在对

海洋生物和生态环境的守护上。”张启来

说，西沙官兵把生态环保理念贯穿到守

岛、建岛全过程。

近年来，西沙守备部队在岛上科技

育苗植树、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引入“零

碳营房”，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记

者了解到，“零碳营房”通过运用隔热环

保材料、节能循环系统等大量绿色新型

科技，可以实现超低能耗运行。同时，西

沙守备部队领导小组制定《西沙岛礁生

态环保工作实施细则》，编写《西沙生态

环保应知应会手册》，会同中国科学院南

海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重庆大学等单位编制《西沙群岛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建立了西沙岛礁固废垃圾

（含废油、固废残渣等）转运处理、舰艇污

染物接驳处理和收运处理制度。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11名

专家赴西沙各岛开展生态质量监测工作。

专家们为驻岛官兵普及生态知识，推广安

装“生命网格”App，让官兵参与植被分布

数据库建设，为研究掌握西沙岛礁植被情

况、保护本土植物生存空间作出积极贡献。

在官兵的不懈努力下，西沙形成了

以岛礁生态自我修复为主、人为治理为

辅的生态环境保护策略，海岛综合管理

格局基本成型。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西沙守备部队：

于南海深处书写生态答卷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

融合发展，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

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提高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

军队使命任务。基层部队必须紧跟中央决策部署，以

科技思维洞悉战争制胜机理、以科技视角对接未来战

场需求、以科技运用撬动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以下

简称“三化”）融合发展，牢牢把握军事斗争主动权。

革新作战指导

未来战争不再是作战力量与规模的叠加，而是军事

力量在陆、海、空、天、电磁等维度的同步角逐。新型作

战力量将从制胜原理上颠覆人们对战争的认知，带来作

战样式变革，形成新的战略威慑能力。必须准确把握科

技发展带来的作战空间新维度、作战样式新特性，更新

作战指导方法，积极夺取未来战场制胜优势。

加快从“兵力+火力”向“信息+火力”转变。在当

今作战体系中，信息已渗透到侦察情报、指挥控制、联

合打击、综合保障全流程，作战表现形式转变为“信息

火力战”。信息深度融入战场，改变了拼规模、拼火力

的传统作战方法，提高了火力打击的速度和精度。获

取、处理、传输、利用和控制信息能力强的一方、信息与

火力融合程度高的一方，更容易在战争中获胜。因此，

在作战指导上，要强调夺取信息优势，以信息主导、“信

息+火力”主战的体系对抗优势换取作战胜势。

加快从兵种联合向多域融合转变。信息化智能

化联合作战，使战场由陆海空向天网电拓展，作战域

由物理域向信息域、认知域延伸，诸军兵种各作战力

量的行动范围从简单联合走向深度融合，最终达成

对敌非对称优势。在作战指导上，应凸显多域联合

作战，强调跨领域优势互补，以网络信息体系为支

撑，统筹运用陆海空天网电等作战力量，实现网络

战、电子战、认知战与兵力、火力行动高度融合，以多

域联合形成的信息优势、速度优势和火力优势，谋求

整体作战优势。

加快从杀伤消耗向精确控制转变。信息化智能

化战争中，各作战系统可以动态感知、快速响应、精

确控制，实施远程精确打击，使战争消耗、人员伤亡

降到最低。因此，在作战指导上，要强调精兵精打、

快速作战，以最小代价、最快速度和最低风险达成作

战目的。

加强实战能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核心战斗力。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我

们必须抓住这一强大引擎，在部队发展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努力学习运用新

科技，推动“三化”由梯次发展向融合并进、由点状积累向体系突破转变。

以科技助推军事训练转型。应将演训场转变为科技成果“应用田”。借

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挖掘作战数据，推广模拟仿真、兵棋对抗、网

络对抗等训练手段，推动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以科技助推武器装备升级。当前，以信息网络、人工智能为支撑的现代

武器装备极大提升了部队战斗力。必须瞄准高科技、智能化发展方向，重点

围绕感知、决策、指挥、打击、保障等关键环节，不断演示验证新技术新装备

的性能与可靠性，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强化实战能力。

以科技助推新型力量发展。应加快探索以新型作战力量为关键节点的

建设路径，突出新型作战力量编成、作战样式运用的重要地位，开展与新域

作战概念相关的科研试验，推动新型力量融入作战体系。

稳固人才支撑

着眼未来战争，加快“三化”融合发展，必须发挥人才的引领和支撑作

用。加强对传统作战人才的信息化智能化培育，锻造新型军事人才群体，实

现人与装备交互、人与体系深度融合、人与环境广泛适应。

未来战争具有作战行动自主化、作战平台无人化、作战指挥智能化、作

战编组集群化等特点，交战双方在科技素养、知识水平等方面的较量更加激

烈。必须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

战略，以人人是高手、个个是能手的整体优势，打赢未来战场上的强敌对手。

要瞄准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对军事人员基本素质的要求，从政治信念、价

值取向、思维方式、技能操作等各个方面，建立适应打赢智能化战争的军事

人员素质模型。要确立高科技培养理念，把最新的科技理论、知识和技能纳

入教育培训和日常训练，全面提高军事人员科技素养。

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加快培养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科技军事人才队

伍。全面把握高科技军事人才的成长规律和职业发展路径，深入研究、解决

人才分类管理、任职资格制度中的矛盾问题，让能力、实绩在选人用人中起

主导作用。同时，精准配置各类人才，提高岗位专业匹配度，把军队的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管理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打赢优势。

（作者单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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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组织官兵在赣江水域举行防汛抗洪演
练。此次演练围绕冲锋舟水上编队、编队搜索、转移受灾群众、运送救灾物
资等课目展开，旨在提升部队应急处突、防灾救灾能力。图为官兵在赣江水
域进行编队演练。 李超摄

水上演练砺精兵

特战队员进行自动步枪多姿势转换射击特战队员进行自动步枪多姿势转换射击。。 陈浩杰陈浩杰摄摄

图为西沙图为西沙琛航岛官兵种植羊角树琛航岛官兵种植羊角树。。 江王洋江王洋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