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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中腹地，晨光熹微。百米开外，
目标靶忽隐忽现；急促枪声，一阵阵划
破天空……4月下旬，某综合训练场，第
73集团军建制营（连）专业基础考评正
式拉开帷幕。

3天时间内，从专业技能到共同基
础，从体能到技能，从个人课目到团体
项目，参考官兵全身心投入“战斗”，几
乎没有休息时间。如此高强度，让不少
官兵感到如同真的上了战场。

在地图使用考核现场，某旅中士孙
川全副武装，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不停
往下流。几分钟前，孙川刚刚完成 400
米障碍考核，转场间隙，他迅速调整呼
吸、屏气凝神，确保每个坐标方位测量
精准。

相比而言，大学生士兵黄毅就没那
么“幸运”，由于没能及时调整好状态，
他在自己的优势课目上“败走麦城”。
“单课目拔尖固然重要，但战场更

需要的是综合作战能力。”该集团军作
训处处长万子雄介绍，不同于以往单个
课目逐个考核的方式，此次考评采取连
贯作业，让参考官兵在快节奏转化、高

强度消耗中，锤炼整体作战技能。
记者在考评现场看到，各类课目环

环相扣，参考官兵争分夺秒，整个考评
现场“火药味”十足。

正午时分，某连参考官兵简单吃完
午饭，便接到通知赶往游泳待考点，这
样的安排让上等兵苏强感到很不适
应。在他看来，吃完饭后，先进行一些
体能消耗不大的课目考核更科学，也更
容易在考核中取得好成绩。

果不其然，出发没多久，苏强的小
腿就出现了抽筋现象，幸亏有战友帮助
才追赶上队伍。“这次考评颠覆了我之
前的观念，也让我对‘考场如战场’感受
更加深刻。”下了考场，气喘吁吁的苏强
如是说。
“从清晨到现在，我们不是在参加

考核，就是在赶往下一个考核点的路
上。”连长李青松笑着说，游泳考核一结
束，全连官兵还来不及放松腿部肌肉，
就再次奔向5公里武装越野出发线。

本就身心疲惫的官兵背着负重，奔
跑在崎岖山路上，加之路线陌生复杂、
天气酷热难耐，考核难度强度陡增。整

个奔袭途中，李青松不断调整队形，并
依据地形指导官兵合理分配体能。李
青松说：“越是疲劳状态，越不能盲目蛮
干，这既是对官兵身体素质和心理意志
的考验，也是对指挥员知识结构和指挥
能力的检验。”

除了传统的体能技能课目，此次考
评还特意设置了心理攻防训练内容，从
战场喊话、俘虏捆绑到心理行为训练，通
过设置模拟战场环境，强化官兵随机应
变、调节情绪的能力。“要想在未来战场制
胜，强大的心理素质同样不可或缺。”走下
近十米高的断桥，下士李军仍心有余悸。
“‘急如星火’般的连贯考评，让参

考人员大汗淋漓、吃尽苦头。但逼近实
战的考评模式，让官兵找准了体能技能
与作战需求的契合点，倒逼官兵对照实
战要求，补齐能力素质短板。”硝烟散
去，从夜色如墨的考场走下来，某旅“左
权独立营”十连指导员张震深有感触，
“考评只是开始，下一步，我们将针对考
评过程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研究制订
补差训练计划，不断夯实作战技能，提
升打赢本领。”

这一战，急如星火难将息
——第73集团军建制营（连）专业基础考评现场见闻之一

■韦旭升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4 月下旬，第 73集团军组织开展建制营（连）专业
基础考评。

此次考评坚持从实战出发，内容涵盖轻武器射
击、心理战基础、5 公里武装越野、800 米赤臂蛙泳、

400 米障碍、战备拉动以及专业技能等课目，全程连
贯实施，20 余个营连单位参加，全面检验部队基础训
练水平。请看本报特约记者从考评现场发回的系列
报道。

小咖秀

“跳！”初夏时节，苏北某地晴空万
里，随着投放员一声令下，一名名伞降队
员纵身跳出机舱，朵朵伞花绽放在空中。

组织此次伞降实跳作业的，是第 71
集团军某旅三级军士长赵洪亮，钟情跳
伞的他，一跳就是17年。

去年深秋，伞降场上，几架战机在
空中呼啸盘旋，新伞员第一次实跳训练
正在紧张进行。
“报告，伞绳绕顶！”听到对讲机传

来的 4号队员声音，赵洪亮心中一紧，
目光紧盯正在急坠的4号伞。

距地面不足 200米！赵洪亮判断，
此时已经错过打开备份伞的最佳时
机。他当机立断下达指令：“立即割断
被缠绕的伞绳！”最终，他指挥着 4号伞
员平安落地，化险为夷。

沉稳果断的处置从哪里来？入伍
至今，赵洪亮跳过 5种伞型、6种机型，
在武装、低空、夜间等多种模式、多种条
件下实跳 580余次，积累了处置各种突
发情况的经验。
“空中合成风速 16 米/秒。”一次，

赵洪亮带队参加演练性考核，当广播

通报气象情况时，队员们的脸色瞬间
变了。

空中合成风速超过 12 米/秒即为
恶劣天气，面对如此风险，跳还是不
跳？经过与指挥组的反复沟通，赵洪亮
认为，这是一次绝佳的训练机会，建议
按风险预案继续完成考核。
“跳！”站在舱口，赵洪亮带头跃

出。舱外气流飞卷，耳旁狂风咆哮，尽
管主伞按时打开，但伞花在狂风中如同
一朵蒲公英般摇摆不定，赵洪亮咬紧牙
关，努力保持着平衡。

眼看离地面越来越近，他迅速将两
脚并拢、全身紧绷，勉强以标准姿势着
陆，却依然由于惯性狠狠摔在地上，翻
滚了好几圈。当天晚上，他对这次实跳
经历进行了复盘总结，纳入训练教案。
“伞降素有‘空中芭蕾’之称，但

受天气、着陆地形等因素影响较大，
稍有不慎就要与‘死神’过招。”正是
因为深知跳伞的危险，如今已成为伞
降教员的赵洪亮对战士们训练尤其
要求严格。

据统计，在跳伞前，伞降队员要对
叠伞、整伞、背伞、投放等 100多处细节
逐个检查。一次伞包技术检查训练，赵
洪亮发现小余错了好几个地方。当天，
他带着小余反复训练检查伞包近 20
次，直到小余完全掌握所有细节。

凭着这样的严抠细训，赵洪亮先后
培养伞训骨干 500多名，成功处置特情
险情近 50 次，带出了一支本领过硬的
“伞降奇兵”。

一句话颁奖辞：舞走云端十七载，

只为伞花绽长空。

一跳十七载
■杨琪潇 王一彬 本报记者 陈 利

“A 组，沿 90 高地和 105 高地之间
的山谷突围……”4月底，第 82 集团军
某旅组织部队进行沙盘推演。记者在
该旅特战二营看到，过去那块精致美观
的“豪华沙盘”已不见踪影，官兵使用的
是根据任务需要重新堆制的简单实用
的“简易沙盘”。

谈及沙盘变化，营长赵成金感慨不
已：“练兵打仗，一定要掐掉那些中看不
中用的训练‘虚花’。”

事出有因。今年初，该旅参加上级
组织的实兵对抗演练，特战二营受领破
袭“敌”指挥所任务后，营长赵成金带领
突击队骨干迅速依托沙盘研判态势，临
时制订作战行动方案，组织精英力量展
开隐蔽渗透。

然而，当任务分队按预定计划抵达

一处山脚下，准备穿过密林隐蔽接“敌”
时，意外发生了——沙盘上显示的那片
树林，在现地除了浅浅的荒草外，全是
光秃秃一片，根本没有任何可利用的遮
蔽物。情急之下，一头雾水的赵成金被
迫调整作战行动仓促接“敌”，人员“伤
亡”惨重，导致任务失败。
“沙盘上为何多出一片树林？”战

后复盘，这一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
点。原来，堆制沙盘人员在作业时出
于美观考虑，在一些“空白”部位添加
了一些绿色植被作为点缀，却弄巧成
拙误了“战事”。

该旅调查发现，这一情况不在少
数。一些营连官兵堆制沙盘时，为美化
沙盘观赏效果，习惯人为添加要素、过
度进行装饰，甚至为了让沙盘整体布局
饱满，还随意扩大局部地形比例。为何
要多此一举？一名班长向记者透露：
“考核时，缺少要素会被扣分，而添加要
素不在扣分之列，并且沙盘装饰精美，

还会增加‘印象分’。”
“平时练为看，战时零胜算。训练

与实战的差距，在战场上会用鲜血和
生命填平。”该旅议战议训会上，旅领
导以此为反面事例，明确沙盘堆制必
须准确无误，不得“画蛇添足”，刻意增
加要素。

会后，他们组织机关相关部门和营
连指挥员现场研究完善训练考评标准，
组织官兵围绕“训练为什么、打赢靠什
么”展开讨论，引导官兵树牢练为战思
想；发动官兵对照战斗力标准“翻箱倒
柜”互查互纠，清除“组训示教操场化”
“战术动作队列化”等训练积弊……

甩掉“练为看”的旧包袱，立起实战
化练兵硬标准。近日，该旅一场实战化
演练拉开战幕。营连官兵就地取材，仅
用半小时就堆起简易沙盘。省去“美
化”工序步骤，官兵把更多精力用于作
战研究；沙盘上准确的地形地貌，也让
他们拟制行动方案更加精准精细。

沙盘上那片树林不见了
■本报记者 韩 成 特约记者 姜 帅 通讯员 黄仁奇

基层之声

这几天，上等兵胡倍誉总莫名其妙
嘟囔着“腰痛腿痛”，训练也老是一摇三
晃地落在后面，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去年
的一段往事。

去年春天，我从原单位分流到八
连。刚到八连时，总觉得自己是“外来
户”，对转改士官和立功受奖都不抱任何
希望，渐渐没了“奔头”，开始数着日子等
退役。

进入夏季，连队训练强度一天赛过
一天，我累得筋疲力尽，心里总琢磨着找
个机会休息几天。

机会说来就来。那天按计划进行定
向越野，我们排在前往最后一个点位时，
被一条宽宽的沟渠拦住去路，抬眼一望，
周围无路可绕。

跋涉了半天的我，双腿早就像灌了
铅一样沉重，而依照考核标准，就算放弃
这个点也能合格，但排长王海山一分也
不想丢，执拗地冲我们下达命令：“跳！”

看大家一个个跳了过去，我担心自
己掉下去，于是特意助跑了 10多米。就
在双脚落地那一瞬间，我顺势向前一滑，
竟然躺在了地上。王排长见状，赶忙跑
过来问我摔哪儿了，其实我心里明白并

未伤筋动骨，但天赐良机不能错过，我
“灵机一动”，有气无力地说：“我摔到腰
了，不敢动！”

听我这么一说，王排长可吓得不轻，
急忙帮我边轻柔按摩边诊断伤情。连长
杨义秀得知后，还叫来了卫生队的担架。

战友们把我抬到卫生队，军医给我
做完检查，说：骨头没事，多休养几天就
能康复。听到医生这话，我心里顿时乐
开了花：这下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刚躺下那几天，班里战友对我照顾
有加，每天帮忙打饭洗碗，王排长还经常
给我加餐，早上能多喝一包牛奶，有时中
午还能多吃一个鸡腿。生活得如此舒
爽，我索性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不起来。

一天，连队外出训练后，静躺几天感
到腰酸的我，悄悄爬起来活动筋骨。突
然，门开了，我赶忙弯腰扶墙，原来是王
排长跑回来取东西。“你咋自己起来了？
快卧床休息！”王排长见状，匆忙过来扶
住我。

那天过后，排长把我照顾得更加细
致入微，还专门给我配了一个对讲机，让
我有啥事直接呼他。我长舒一口气，他
应该没发现我的“小秘密”。

周末，营里举办烧烤晚会，香气从
操场直钻进宿舍，勾得我心里直痒痒，
真想去和战友们一起大快朵颐！可想
到自己的“腰伤”不能暴露，我只好躺在
床上煎熬。

正当我沮丧时，王排长和班长带了
一大把羊肉串来到宿舍，其中还有两串
羊腰子，王排长还是如往常一般热情，
“赶紧吃吧，我给你烤的！”

没想到我这个“病号”会被人这样百
般惦记照顾！看着那些让人直流口水的
美味，我竟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想想自己
“小题大做”的难堪往事，我的内心里顿
时充满了愧疚。
“天天被照顾着，我实在躺不下去

了！”我主动跟排长认了错，没想到排
长竟笑着说：“既然好了，那就放开了
吃吧！”

（李 康、王 晶整理）

“我实在躺不下去了！”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八连下士 荣茂森

5月6日，武警新疆总队克拉玛依支队组织多课目训练考核，检验官兵近期训练水平。图为一名战士正在翻越障碍。

赵俊杰摄

5月9日，

陆军某陆航旅

组织开展低空

突防、兵力投

送和机降突击

等 多 课 目 训

练，提升部队

打赢能力。图

为该旅联合友

邻单位开展机

降突击训练。

杨明富摄

近年来，不少基层单位修建起“交心

亭”“谈心路”，体现出对经常性思想教育

工作的重视。但笔者调研发现，有的干

部仍把谈心活动当成例行公事、形式过

场，甚至在谈心时凑人头、卡时间，说套

话、打官腔。如此谈心，不仅无法深入了

解战士所思所想，甚至可能在官兵之间

产生信任危机、萌生抵触心理，导致教育

踩空、工作走虚，损害政治工作威信。

谈心是了解兵情、密切关系的有效

方法，也是稳定思想、凝神聚力的重要

途径。开展好谈心活动，带兵人不仅要

灵活运用技巧方法，引导战士把问题说

出来、把心思讲出来、把隐情摆出来，更

要有一颗爱兵的心，把战士的冷暖甘苦

挂在心上，当好“有心人”“聆听者”和

“知心朋友”，及时准确把握他们的思想

动态，竭尽所能为他们排忧解难。谈心

过程中，对待战士的态度具有决定性作

用，一句暖心的话语、一个关爱的举动，

都会引发战士们的情感共鸣。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

腹。”只要各级带兵人能够与战士真诚

交心，真正懂兵情、知兵心、解兵难，战

士们就会坦诚相见、真诚以待，为你捧

出一颗真心来。

谈心，不可例行公事
■林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