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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长津湖》：细看
我军“抗寒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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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长津湖的
中国密码

让“信息流”主导胜战节奏
全景展现我陆军新质作战指挥样式

◆ 向勇 高巍

《孙子兵法》一句“庙算多
者胜”，被世界军界奉为至理，
其核心是作战筹划与指挥对
胜负影响极大。在现代战争
中，“信息流”更是引导着“指
挥”，传统逐级研究、开会定决
心的决策指挥早已不合时宜，
要按照信息获取、传输、处理、
使用的流转过程，精简流程，
规范秩序，形成以指挥员为核
心的指挥模式，充分调动指挥
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刚
结束的塞北大漠演习中，我军
新质指挥模式就淋漓尽致地
体现了上述特点。

指挥所不再“人头攒动”

外观上与大漠背景无异的红
军旅级指挥所里，既无沙盘，又无

地图，连人手也没几个，这些传统
指挥参谋要素去哪了？原来，本轮

演习的作战筹划全都依托一体化
指挥系统平台，一网完成方案拟

制、战斗决心下达，各级指挥员不

必到指挥所集中探讨和受领任务，
决策流程由递进式向并行式转变，

整个过程更加高效。
在作战筹划阶段，旅参谋长初

步预判敌情，选定战斗方案，旅长、
政委结合当前态势，对和预案中不

一样的设想进行明确后，作战计划
组长迅速将战斗初步设想下发至

各席位。与此同时，各种敌情不断
汇入“中军帐”，侦察情报席将情

报整合到态势图上，连网的各个
席位都能看见，并迅即进行情况

研判并更新方案。实际上，参与筹
划的指挥各要素在同一幅底图上

作业，标定配置位置、开进路线、

打击目标，一幅决心图很快标绘

完毕。这其中，炮兵兵力席为明确
与装甲兵、步兵等病种的支援关
系和保障需求，正利用平台的“数

据指挥”模块，与合成控制、防空火
力、后方保障等席位“群聊”，确保

建议科学合理。
很快，旅战斗方案和各专项配

套方案修订完成，随即流转至预备

指挥所各要素，由那里的指挥员组
织力量，利用战术兵棋系统推演，

对战斗方案量化评估。经过推演，
“机动中，我方兵力过于集中，敌

空地火力对我毁伤较大”“防空火
力不足，敌空中打击是我主要威

胁”“侦察配系存在盲区，纵深重点

目标发现不及时”等问题暴露出
来。旋即，指挥所各要素立即就此

优化方案。

最好的防御是进攻
和实战一样，即便身处后方的

指挥机关也不再能平静运转了，因

为强敌随时能发现并摧毁它。
“‘敌’卫星即将过顶，三架无人机

正对我侦察！”红军指挥所内，显示
屏突然出现“敌”卫星影像信息和

“敌机”动态图，而情报研判席也报

告：“防空分队发现蓝军特战人员，

携带照相、通信器材对我抵近侦

察。”旅长立即下令：“电子卫星过
顶期间保持无线电静默，防空雷达

加强对空预警！”不仅如此，红军侦
察分队也放飞无人机，加强己方实

时监视能力。
然而，“敌军”招数远未用尽。

“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方向 200公

里处有‘敌’电子战飞机盘旋。”面
对猛烈的电磁压制，红军旅立即

启用佯动信号，并改用北斗导航
系统指挥，申请上级出动远程电

子进攻力量遮断蓝军通信，出动
己方航空兵驱离“敌”电子战飞

机。多管齐下，红军重新打通指挥

链路，但也有遗憾，那就是防空分
队因电磁干扰影响拦截效果，导

“敌”空地导弹损毁了部分阵地。
“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参谋长提

议动用远程火箭炮对蓝军通信节
点等重要目标精确打击，要知道

此刻红军的无人机和侦察小组回
传画面及坐标，足以保证远火“一

击制敌”。

胜负只有“一步之遥”

空地联合作战节奏之快，是过
去无法想象的，火力拦阻、兵力前

出、障碍阻滞、蜂群打击……一幕
幕多维立体的战斗图景轮番上演，

指挥链路稍有差池，胜利在望的局
面就会失之交臂。演习高潮中，红

军指挥所荧屏上出现一幅兵力密

度热力图，清晰显示当前战场态
势———左、中、右三路合成营正快

速向“敌”纵深攻击，即将夺控要
点，似乎一切都很顺利。

不料，中路进攻分队冲过蓝军
第一道防线后，面前只剩下一条狭

长的通路，仅容一辆坦克通过。很
显然，蓝军早就借助地势布下“火

力口袋”，当红军数十辆坦克、步兵
战车被堵在一片空旷地时，蓝军

炮兵从容地实施火力覆盖，不断
将停住脚步的装甲战车“点杀”。

“敌情”突变，掌握情况的红军指
挥员立即呼唤陆军航空兵的武装

直升机前出支援，军兵种协调席
也及时向直升机分队推送共享信

息，正是在直升机空中支援下，红
军分队在漫天的“敌火”下恢复建

制，重新构成攻击队形，发起又一

轮冲击。通过无人机等传感器回传

的战场画面，蓝军数辆坦克、步兵
战车跃出防守阵地，向突进的红军

发起截击，红军熟练地打出“组合
拳”———炮兵火力队对暴露的蓝军

装甲目标发起三道拦阻射击，更有
机降分队在炮火掩护下在“敌后”

占领要点，使蓝军顿时进退失据，
战线土崩瓦解。

要指出的是，对抗红军的蓝军
绝非弱旅。正当中路红军取得进展

时，本属奇兵的左翼红军却被一处

损毁的桥梁拦住了，侦察兵向指挥
所报告：“水深两米，部分装备无

法通行！”无疑，他们只能迂回行
军了，但路线过长，无法按时到达

预定位置。雪上加霜的是，他们一
路都遭受蓝军炮火拦阻，机动速

度迟缓，而无人机回传的态势信
息证明，蓝军增援部队已提前抵

达一处交通枢纽，那里正是左翼
红军需要抢控的目标，看来他们

只能把奇袭变为强攻，更残酷的战
斗不可避免！

招招致命 弹无虚发
实弹实兵演习现场，耳边不时

传来弹丸破空而出的呼啸声……

随着演习推进，红蓝双方各种弹药
相继登场，给予对方有效毁伤。透

过实时显示的大屏幕，不少跟训观
摩的指挥员感慨，从未见过一场演

习能打这么多种弹药、打这么多的

弹药，而且每发弹药都用得“恰到
好处”，效费比真高。

此次演习的精妙之处，就在于
指挥平台实现“高效用兵”，同一装

备多弹种射击，每个弹种得到均衡
使用，都在战场上找到自己的“位

置”。同样是坦克射击，面对通道地
形复杂、直瞄火器难以奏效时，坦

克炮长就给主炮更换特种榴弹，改
用大仰角间瞄射击，对蓝军实施尽

远打击，增强了打击效果。而当前
沿步兵分队在信息、火力支援下围

歼蓝军有生力量时，支援的坦克营
持续用炮火压制任何暴露的“敌”

前沿目标，而且每次射击后都快速
变换阵位，途中完成下一次弹药装

填和开火，用杀爆弹、云爆弹等弹

药加大打击效果。

■ 参谋人员探讨作战方案

■ 战斗工兵实施排雷作业

■ 基层指挥员受领任务

■ 参谋人员进行细节沟通
热点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