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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索滑降课目在细雨中展

开。其中，中方教练员、二级上士蔡家林

已是第二次参加联训。四年前，同样是

索滑降课目，泰方军人根据战场环境灵

活调整战术队形的做法，让蔡家林深受

启发。担任教练员后，他便将联训场上

学到的知识融入日常训练。如今再次登

上“蓝色突击”的舞台，蔡家林又有了新

的发现。在现场，几名泰军队员出现畏

难情绪，教练员一番鼓舞后，他们很快卸

下包袱，勇敢走上索降台。蔡家林一边

观察，一边询问身旁翻译，学习泰方教练

员的动员技巧。“泰方的训练方式更具趣

味性、动员方法也比较新颖，能够快速调

动官兵的积极性。”蔡家林总结道。

陆上课目中，中泰双方采取交叉组

训的方式，重点就单兵战术协作、班组战

术协同、专业基础素养等内容展开交

流。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泰方教练员进

行现地教学，加深大家对课目的理解。

直升机互降、登陆艇互进坞舱等课目，均

为此次联训的新增内容。这些课目需要

双方开放装备的部分数据，不仅折射出

两军不断增进的友谊互信，还为双方官

兵深化专业交流提供了更大平台。

以往“蓝色突击”系列联训，人道主

义救援课题都是组织单个搜救课目，此

次联训则拓展为全流程、多要素的综合

演练，实现由点到面的转变。演练期间，

四明山舰军医程露宏注意到，泰方医疗

人员进行分类检伤时，通过不同颜色的

地面铺设来区分和安置伤重程度不同的

伤员，直观明了。“中方都是使用伤标和

分类牌，虽然能详细记录伤情信息，但尺

寸较小，不易快速识别，如果加入泰方的

方法，就会进一步提高救治效率。”

中方指挥员表示，与泰军的交流互

鉴中，中方官兵始终保持开阔眼界、学习

借鉴的心态，展现出中国军队进取向上

的精神面貌。他表示，在一次次“开门”

练兵、“出门”演训中，中国军队既结交

“新朋友”，也交心“老朋友”；既提高了战

斗力，也增强了影响力；既展现了军威，

也维护了和平。 王力飞 叶雪怡 闫肃

实战化编组 高难度考验
中泰“蓝色突击-    ”海军联合训练纪实

此次联训，“联合”是中泰官兵谈论

的“高频词”。从联合指挥部到混编战斗

群，无论是方案沟通、通信协调，还是兵力

混合运用，双方配合默契、行动迅捷，在联

合指挥、联合反潜、互进坞舱、互驻舰艇等

课目上都呈现出联合作战的新气象。

在小型策略执行交流现场，3名泰方

队员和两名中方队员组成战斗小组，双

方交替掩护，对重要目标进行夺控；直升

机滑降，双方各派一名队员交叉滑降，落

地后快速展开战斗队形；城市作战，双方

队员混编成7个小分队，进入模拟地域展

开联合搜排……

联合作战本质是联合，关键是指

挥。人道主义救援课目中，位于泰方船

坞登陆舰“象岛”号的应急指挥中心收到

求救信息后，立即对海上编队兵力提出

任务需求。中方护卫舰安阳舰迅速出动

直升机，标记“落水人员”位置，并将信息

回传；泰方直升机接令升空，展开协同救

援。随后，泰方直升机降落中方登陆舰

四明山舰的甲板上，中泰医护人员混编

成医疗小组，对“伤员”进行伤情鉴定和

后送救治。“参训双方舰艇、飞机技战术

性能各有不同，如何根据战场态势分配

任务，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联合编队

‘1+1>2’的作战效能，考验着两军的联合

水平。”中方海上编队指挥员如是说。

统一指挥，态势共享。海上课目中，

双方兵力互通海空特情、时时共享信息

数据、全面掌控周边态势，顺利完成预

定设想，为两军未来联合行动打下坚实

基础。

训练越来越实联训期间，暹罗湾（也称泰国湾）畔

或烈日当空，或阴雨连绵，高温高湿的环

境加上陌生地域，给中方官兵带来不小

考验。“打仗不择天气，部队必须具备全

天候作战能力。”联训现场，参训官兵钢

盔、防弹衣等装具一样不少，战术动作一

丝不苟。城市作战分队指挥员徐梓瑞表

示，他们始终严格按计划组训，确保课目

不少、标准不降、作风不松。

查找自身不足、弥补短板弱项、促进

练兵备战、全面提升战斗力，是中方参加

联训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此次联

训期间，砺兵难度更高、强度更大，战法

训法更加贴近实战，全面检验着中方参

训部队在陌生环境下遂行任务的能力，

考验着中方多平台背景下的作战水平。

例如在索降课目中，为了更加贴近实战、

提高投送效率，中方指挥员特意要求直

升机分队在山谷间实施超低空飞行。身

处陌生地域，飞行员要克服山谷气流、各

种障碍物，以及突如其来的鸟群等不利

因素。分队指挥员张玉鹏指出，只有提

高训练难度、强度，才有可能在未来战争

中赢得胜利。

人道主义救援课目中，尽管该科目

由泰方主导，但中方主动要求增加伤员

数量和伤员设定，进行了逼真的设计。

此次联训，中方任务兵力大多立足

现有编成，强化整建制、全员额拉动，编

组更加趋于实战化，一些义务兵以及年

轻学员在国际练兵平台得到摔打磨炼。

“真正的战场，并不会给你挑选人员的机

会，踏踏实实依托现有力量完成任务，才

是硬道理。”海上编队指挥员指出，在任

务一线锤炼队伍、培养人才，让联训充分

发挥“磨刀石”作用，已成为官兵共识。

交流越来越广

联合越来越新

在上个月，中泰“蓝色突
击-2023”海军联合训练在泰
国梭桃邑成功举行。自从
2010年“蓝色突击”联训举行
以来，历经十余载携手接力，
两军协同更为默契，沟通愈加
顺畅，助推两军关系不断迈上
新台阶。

■ 中泰官兵互涂迷彩油

■ 两军官兵演练近战动作

■ 泰方引导
员 引 导 直 升
机 降 落 在 中
方 军 舰 甲
板上

■ 中泰海军舰艇编队航行

■ 泰方官兵讲解伪装要点

■ 中泰两军文化交流，情意浓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