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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的本色是忠诚，它
虽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
但有一条是朴素的、共性的，
即‘听招呼、能顶得上去’。”该
营教导员张纪哲说，几年前，
该营刚组建时，新装备、新专
业、新课题，摆在营党委面前
的是一把好牌，可该怎么打出
去，大家犯了难。

是稳扎稳打，耐心等待
战斗力水涨船高，还是起步
就冲锋，围绕快速机动、情
报入网、阵地防卫等重点科
目攻关，在承担更大的训练
风险同时，加速生成部队战
斗力？

“打仗的事，必须只争朝
夕。”营党委达成一致，带领该

营官兵踏上一条充满挑战和
未知的探索之路。

为了提升部队战斗力，实
现强军目标，该营一直遵循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
需要什么，就练什么”的训练
原则，以实案的背景、实战的
标准、实干的状态，使官兵在
各种近似实战的严酷环境条
件下磨炼砥砺意志品格和心
理素质，确保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锻造打胜仗
的钢铁利剑。

组建之初，即赴沿海某
预备阵地执行驻训任务，一
年后，再赴大漠练兵场执行
某演习保障任务，组建 5年
来，该营秉承“除了胜利一无

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
团队精神，先后转战 16省区，
每年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
执行演训任务，累计行军 3万
余公里，积累了高原、雪山、
沿海、丘陵等多种地形地貌
的战斗经验，创新战法训法
20余套。

初步具备了无依托全时
段、全天候、全地域遂行机动
作战任务能力，2017年，在空
军年度军事训练检查考核中
获得第一名，2018年被上级评
为行业先进单位……翻开该
营练兵备战的成绩单，官兵们
匍匐前进的姿态跃然纸上，移
动的“千里眼”越看越远、越练
越明。

车轮上的“千里眼”
揭秘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机动营

雷达作为现代战争的“千里眼”“顺风耳”，能
否有效发挥作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场战争的
胜败。作为车轮上的“千里眼”，机动雷达部队具
备部署地域更加隐蔽多元、探测范围更高更远、战
场存活率更高等鲜明特点，战术地位十分重要。

那么，如何建设一支过硬机动雷达部队？在
咱郑州，就有这样一支身经百“战”、素质过硬的
机动雷达部队——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机动
营，今天记者就带大家探秘一下该营。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 文/图

7月 9日上午 10时许，
在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
机动营训练场上，机车轰
隆，尘土飞扬，雷达车、油车、
水车、物资车及炊事挂车等
车辆有序进场，车辆刚一停
下，20多名全副武装官兵如
猛虎下山，拉天线、架电台、
轰油机、举雷达、抡锤子、搭
帐篷……很快，一个临时战
区营地搭建完毕。

“本次综合演练主要演
练车辆装卸载、机动指挥室
开设、雷达及附属设备架
设、野战通信网开设等内
容。”该营营长郑海滨介绍，
从分队进入阵地到情报入
网共用时 20余分钟，比大
纲规定时间缩短三分之一。

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
旅机动营于 2014年 3月组
建，是部队改革新调整组建
的一支部队，主要担任空防
责任区内空中预警情报网
的机动强网补网和区外支
援补网任务。

别小看这短短的不到
一刻钟时间，在发现即摧毁
的未来战场，机动速度的快
慢，决定了是先发现敌人，
还是先被敌人发现，因此，
“快”成了对雷达机动营最

直接的要求，必须达到“快
速进入、快速展开、快速接
替”的基本机动作战要求。

郑海滨告诉记者，在组
建之初，他们无场地、无经
验、无骨干人员，在第一次
不打招呼的夜间演练过程
中，许多官兵从睡梦中惊醒
后，捆起被子就往外跑，在
夜间灯火管制条件下，不论
是撤收兵器、帐篷，还是清
点物资，装载登车，白天演
练的内容，到了晚上都乱成
一锅粥。

“这样怎么行？”于是他
们开启“复盘—实践—再复
盘—再实践”模式，在一次
次的摸索演练过程中，他们
对雷达各类流程进行设计
再造和优化重组：对各类战
备物资进行“箱包化”分类
存放，把出动所需物资器材
分库储备、分类摆放、分箱
固定，区分季节、地域等进
行定位，随时准备紧急装
车；主动联系科研院所，研
制生活保障方舱，开展接线
头改装、棉帐篷连接部件改
造等 10多项小革新……如
今，他们夜间拉动时间，比
大纲要求的缩短三分之一
以上。

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主
导、体系支撑、联合制胜，任务
分工越来越精细、能力要求越
来越精准，每名单兵、每个岗
位、每台装备，都是信息网络
中的重要节点、战斗力链条上
不可或缺的一环，要想打赢，
就必须拥有“体系之勇”“信息
之智”。除了越动越快，他们
还坚持在越看越远、越看越准
上下功夫。

入伍 20余年的二级军士
长李防震，是一名雷达技师，
他几乎维修过每一代雷达，参
加过几十次机动任务，排除雷
达故障千余次，撰写、发表论
文20余篇。

一年盛夏，塞北，某演习
现场，某型雷达突发故障，搜
集到的图像无法正常使用，要
不要退出演习？分队指挥员、
站长熊志敏十分犹豫。“给我5
分钟，保证排除故障。”对讲机
那头，李防震的声音坚定有

力。了解故障情况，寻找、排
除故障点，李防震争分夺秒，
仅用时不到 4分钟，即让雷达
“复明”。

“雷达是一种很复杂的装
备，就像个娃娃，你稍不注意，
他就会头疼脑热。”李防震把
自己的岗位比喻成医生，当雷
达“生病”，要及时找准病症。

闫利杰是一名雷达操纵
员，1998年出生的他入伍仅 3
年，经过苦练现在已经有了中
级士官的业务水准。“小小操
纵员，连着司令员。”闫利杰
说，作为一名雷达操纵员要练
就一双鹰的眼睛，能够对屏幕
上出现的目标迅速判断、分辨
敌我，并将相关数据录入、传
至指挥机关，完成空中情报的
快速传递，为指挥员决策提供
信息依据。

为充分实现作战力量的
有机融合，全面建设一支过硬
机动雷达部队，该营经常随机

抽点不同分队的人员，组建临
时任务分队外出执行演习、驻
训任务，人人要学习掌握 2部
以上兵器的维修、检修方法，
都能胜任“第二岗位”，达到
“一专多能”。

现如今，炊事员人人都能
胜任“第二岗位”，四级军士
长、操纵员张赛更是具备 3种
不同型号雷达的“一号班”值
班资格。

在大项任务中锤炼，在演
习演练中淬火。机动营先后
培养并涌现出以雷达技师李
防震、机动尖兵葛志、通信能
手张祖霞等为代表的一大批
优秀战训骨干。机动营既是
“试验田”“磨刀石”，更是“种
子队”“孵化器”，5年来，先后
培养输送了 20余名干部、50
余名骨干帮带固定雷达站，全
旅 25%的基层军事主管在机
动营任过职，55%的“星火”帮
训教练员来自机动营。

在业务本领上下功夫

在军队建设上抓实训

在反应速度上抢时间

机动转移演练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