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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 之 内 皆 兄 弟 ：豹 子 的

血》——千万别以为这是一本冷僻的

书，里面的故事桥段与人物形象对中

国人来说可谓人尽皆知。这就是赛珍

珠所译的英文版《水浒传》。看到这译

名时，怦然心动间我竟然“恍兮惚兮”

地想起了海明威笔下乞力马扎罗的

雪，以及那只不可思议地出现在峰顶

的豹子……

以“需求层次理论”之说著名的哲

学家马斯洛，曾表述过一个哲学概念：

“高峰体验”——人只有达到了一定高

度，灵魂才能体验到高峰的魅力。借

此来回溯人类与登山运动交集是再合

适不过的了。攀登之所以会成为“勇

敢者游戏”，那是因为耸立于天地间那

些难以企及的高度，激发起人类对未

知领域的探险天性和想象力，是人类

精神对自然力量的浪漫回应。它与生

存无关，但却是一种充满了英雄主义

的生命“高峰体验”。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诗词里爱

用寒霜、冰冷之类的字眼来形容利剑

刀锋，而几乎所有攀登者都在用“刺向

蓝天的冰雪宝剑”来描述自己眼中的

雪峰。世界上海拔超过8000米的高峰

有14座，全部孕育于喜马拉雅山脉和

喀喇昆仑山脉。直到1852年，人们才

测量出标号为15的珠穆朗玛峰为世界

第一高度。从此，“众山之王”横空出

世，成为陆地探险领域中最苛求的目

标。从1896年开始，人类就开启了珠

峰攀登史。100多年间，来自世界的各

路人马攒动于高峰之下，虽然这里不

是八面呐喊的江湖，但若想体验和领

略喜马拉雅山的阳光，必须要有豹子

一般的搏命血性、放胆无畏……

大自然总是在创造奇迹——世界

上最高的山顶原先是深深的海底。简

言其变，就是漫长的时间和难以计算

的力量相结合。地壳由于受到巨大力

量的挤压和撞击，其板块先被推出海

面，再经年累月的造山运动，慢慢形成

了弧形的山脊，这就是喜马拉雅。令

人惊叹的是，作为世界第一高峰，同时

也是世界上年轻的山脉，至今仍然在

聚积着持续向上的生命力，以每年数

毫米的速度生长着。

珠峰就像一个大舞台，而这个最

具诱惑力的舞台上却从来没有载弹载

咏、笙歌浅唱。这里一直在上演的经

典剧目只有不朽的光荣与死亡的悲

伤，写过《高山之美》的英国作家拉斯

金如是说：“高山是所有自然风光的开

始，也是结束。”

许多人知道英国探险家马洛里，不

是因为他作为英国登山界灵魂人物的

声望，而是那句著名的问答。1924年，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登山时，他脱口而

出的一句话成为“鸡汤金句”——因为

山就在那里。不幸的是，同年，马洛里

在率队第3次冲顶珠峰时失踪。直到

几十年后，才有攀登者发现了他仍然封

冻在喜马拉雅冰雪中的遗体。据说，就

像海明威笔下描写的那只豹子。

有一个词叫“死磕”，是攀登者最

爱用来描述他们与山峰关系的说法。

然而，在现实中这决不仅仅是个形容

词——据不完全统计，山峰中的遇难

者已达数百名之多。山在那里，他们

也留在了那里……

从1953年5月，新西兰人希拉里和

夏尔巴登山家丹增从珠峰南坡成功登

顶后，人类共开辟了19条不同的登顶

路线，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冲击峰顶。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首次从曾

经被认为“飞鸟都无法飞过”的北坡登

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壮举……

正如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地球

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亚历山大·冯·洪

堡所说：“我们对自然知识的了解每前

进一步，又都把我们引向新的迷宫入

口。”随着人类对自然认知的深刻拓

展，以及现代体育科技的进步，危险异

常、艰苦决绝的登山运动，再度成为现

代社会魅力无穷的“迷宫入口”。1991

年出现的商业登山、民间攀登以及个

人攀登运动，使得观赏、领略以及体验

世界第一高度的极限探索，从“高不可

攀”变为寻常百姓关注和参与的一种

新型体育运动。

“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

胜。”现代体育精神改变和升华着人们

对于山的认知。现代登山者面对高

山，面对新的高度，已经超越了征服两

字。学会敬畏、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

才是今天登山者们追求的“最纯粹的

体验”。

山还在那里，但是，故事已不再是

征服与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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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由
应急性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作为
部队基础训练课目的军事体育训练，适
应疫情防控常态化有哪些注意事项？
与平时相比，应怎样加强针对性防护？
近日，笔者就有关问题专访了中央军委
训练管理部训练局军事体育处领导。

问：疫情防控常态化对部队军事体

育训练组织实施有哪些影响？不同地

区的部队应该怎样进行针对性优化调

整？

答：根据军队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
工作有关通知精神，结合军事体育训练
的特点规律和部队实际，应按照“防止
聚集、减少接触、避免交叉”的原则，根
据驻地疫情差异化调整实施。驻地疫
情风险为低风险等级的部队，全面恢复
各课目军事体育训练，篮球、足球、格斗
等集体性对抗课目不跨营区组织。驻
地疫情风险为中、高风险等级的部队，
继续采取分时段、分单位、分区域的方
式错峰组织，原则上不组织建制连以上
规模的集中训练。训练内容以非身体
接触性的单人课目为主，训练时保持 1
米以上间隔距离，可不佩戴口罩。优先
安排户外训练，在体育馆、健身房等室

内场馆训练时全程打开门窗，明确疏导
限流措施。

问：军事体育训练场馆和器材设施

官兵共用多、身体接触多，且训练时无

法佩戴口罩，应该采取哪些特殊的防护

措施？

答：这是部队军事体育训练的特点
规律，也是现实情况。特殊时期，各级
应当严格落实训练场所消毒通风要求，
指定专人负责训练场地设施清洗、消毒
和检查。定期使用杀菌清洁剂清洁室
内场所及器材设施表面，官兵身体接触
频繁的器械、垫子等部位每日消毒不少
于 2次。清理移开室内场馆非必要设
施，最大程度减少清洁表面，并妥善放
置清洁和卫生用品。加大室内训练场
馆垃圾桶、卫生间等重点部位消毒频
次。关停室内训练场馆中央空调、新风
系统，每日通风时间不少于 30分钟。鼓
励有条件的单位配发小巧、便携的体育
器材，最大限度为官兵提供安全训练环
境。

问：今年以来，各级军事体育训练

骨干培训普遍受到疫情的影响，防控常

态化下如何安全科学地组织实施？

答：基层部队军体骨干是军事体

育训练科学化专业化水平的重要保
证，要有序展开培训，把疫情对军事体
育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降到最小。驻
地疫情风险为低风险等级的部队可根
据需要组织军事体育训练骨干培训，
按照“谁组织、谁负责”原则，结合活动
特点和疫情形势，严密制定和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鼓励使用视频系统或在
户外辅导授课，室内培训一般控制在
50人以内或佩戴口罩、保持 1米以上间
隔距离。邀请地方专家到营区辅导
时，要严格落实外来地方人员进入营
院管控措施。驻地疫情风险为中、高
风险等级的部队军体骨干培训主要采
取学习资料、观看录像的方式进行或
依托视频系统组织，暂不邀请地方人
员入营辅导。

问：军事体育训练考核基本适用军

队所有人员，标准高、要求严，但考核时

人员相对聚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组织

考核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驻地疫情风险为低风险等级的
部队军事体育训练考核，尽量分批组
织，压缩单次人员规模，加大场地器材
消毒频次，参考人员检测体温，组考人
员佩戴口罩，安排医疗救护力量现地保

障。驻地疫情风险为中、高风险等级的
部队按照“非必需、不组织”原则，从严
控制军事体育训练考核。士兵考学等
确需考核的专项组织、稳慎实施，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问：疫情防控常态化是否可以放开

军事体育竞赛活动，有哪些防控条件和

限制性措施？

答：疫情防控不可掉以轻心，军事
体育竞赛活动仍要从严控制。疫情解
除前，原则上暂停球类项目比赛、运动
会等聚集性军事体育活动。驻无疫情
地区部队常规军事体育比武竞赛，不跨
团以上建制、跨县（区）以上地域组织。
鼓励部队遴选计时计数计距类项目创
破纪录，有条件的单位可依托网络创设
云擂台，以短视频等方式隔空竞技，浓
厚“比学赶帮超”氛围，增强时代感吸引
力，活跃基层官兵文化生活。

问：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有哪些需

要加强重点防控的部队、地区和人员，

应如何把握？

答：驻边境地区部队根据当地接壤
国家疫情现状、边境输入态势和练兵备
战任务动态调整军事体育训练，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

科学组织 安全有序
——如何抓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军事体育训练

■张治华 本报特约记者 吴 旭

“李格布，加油！”
在空降兵某旅组织的军事体育运

动会上，五公里武装越野的竞争异常激
烈。场上运动员奋力拼搏，差距仅在毫
厘之间；场下观众的加油助威声更是一
浪高过一浪。最终，来自九连的战士李
格布一马当先，率先冲线。

随后，作为本次军体运动会的压轴
大战，400米障碍的比拼同样牵动着大
家的神经。然而，九连战士张志坚的出
场却让这场比赛失去了悬念。只见他
跨矮墙、上高板、穿云梯……动作一气
呵成。最终，他以 1分 39秒的成绩，毫

无悬念地拿到了该项目的冠军。
“又是九连！”运动会结束后，不少

官兵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确实，九连官
兵在这次运动会上大放异彩，给大家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公里武装越野、400米障碍、徒手
组合练习、救护组合练习……一块块奖
牌被九连官兵收入囊中，他们在本次运
动会上以4块金牌、7块奖牌的成绩傲视
群雄。此外，他们还勇夺建制连体能基
础四项总分第一，被评为军事体育训练
先进单位。

那么，他们摘金夺银的秘诀究竟是

什么？
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官

兵的体能素质只能靠日积月累的刻苦训
练来提升，来不得半点虚假。为此，九连
官兵认真研究《军事体育训练大纲》，对
照每一个课目的训练标准和具体要求，
一招一式打基础，一点一滴练硬功。在
救护组合课目中夺魁的下士杨矣丞对此
深有感触：“把自己逼到极致，才能练到
极限。”训练中，他不断地“跟自己过不
去”，考核要求铁丝网高度为 60厘米，他
们就在训练中把高度再降低一点。考核
要求救护的“伤员”体重与自己相仿，他

在训练中找的“伤员”比自己还重了 10
公斤。就这样，他每天加练两个小时，功
夫不负有心人，杨矣丞在运动会上拿到
了救护组合课目的冠军。

想要站上胜利之巅，光靠刻苦训练
还不够，也需要用对“巧功夫”。据九连
连长赵志伟介绍，为了提高训练效果，
该连对每名官兵都进行了全面的体能
评估，找准薄弱点和突破口，按照体能
恢复曲线，科学制订训练计划和饮食配
方。此外，该连还在训练方法上大胆创
新。拉单杠用上弹力带，跑障碍穿上紧
身衣，练跑步挂上阻力伞……创新的训
练方法成了官兵们体能素质提升的“助
推器”。
“平时当标杆，战时当刀尖”。走进

九连营门，一幅红色标语格外醒目。他
们在运动会上的优异成绩给全旅官兵立
起了新标杆，也带动全旅掀起了大练体
能的热潮。训练场、跑道上、健身房……
处处能见到火热的训练场景。

九 连 的 制 胜 之 道
■李继伟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向科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紧贴任务实际，从难从严组织官兵进行强化体能训练，提升部队打赢制胜能力。图为官兵在进行攀爬训练。 杨 瑞摄

场边杂弹

形势越好，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持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短期内并不会远去，甚至有可

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这已经成

为一个共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在全

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已取得了

阶段性胜利，然而全世界的疫情形势仍

十分严峻，国内的一些地区陆续出现了

反弹现象，也进一步说明新冠病毒并未

真正远离我们。

疫情防控依然不能有丝毫松懈，与

此同时军事体育训练也需要适时开

展。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

开展军事体育训练，就成了一个需要思

考的重要问题。

首先，在组织军事体育训练时，依

然要时刻将防疫放在首位来筹划。疫

情防控恰似万米赛跑，无论哪一步掉链

子都有可能导致前功尽弃。风险依然

存在，决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放松警

惕，因此开展军事体育训练前，必须要

确保防疫工作要先行，并且不管是训练

场还是器械都要不留死角。

其次，训练不能放松，但必须要科

学组织、有序安排。训练，是军人的必

需品，也是战场打赢的前提和保证。

在防疫整体形势向好，疫情防控转入

常态化的情况下，训练的模式自然也

要适时做出调整。驻地疫情风险为低

风险等级的官兵，基本可以全面恢复

军事体育训练，但篮球、足球等集体项

目也不建议跨营区组织，减少人员的

流动和交叉。驻地疫情风险为中、高

风险等级的官兵，依然要坚持以分时

段、分单位、分区域的方式错峰组织军

事体育训练，并优先选择户外场地，从

而降低风险。

最后，关于军事体育训练考核的问

题。练是关键，考只是促进训练的一个

手段。驻地疫情风险为中、高风险等级

的部队，按照“非必需、不组织”的原则，

从严控制军事体育训练考核。其他部

队，要分批分次组织，压缩单次参考人

员规模。

2020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

段全新的旅程。冰封尚未完全解除，

我们依然要做好长期与病毒斗争的准

备。不过，回望这段艰辛的时光，我

们都曾彼此依靠，不管是战友、朋友，

还是亲友，我们在寒冷中抱团取暖，

在灾难中共渡难关，在守望相助中共

同成长。

苦难面前，也值得拥有阳光。疫情

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我们

的训练方式，甚至还改变了我们的思维

模式。不过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

生活仍在继续，训练也在继续。无论如

何，明天的太阳仍会照常升起，我们依

然要战高温、斗酷暑，不断挑战极限，锻

造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不到最后胜利，绝不放松
■韩小舟

体 谈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野外驻训期间，通过开展小比武、小竞赛等军体对抗活动，全

面锤炼官兵过硬本领。图为官兵在进行拉轮胎接力赛。 张 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