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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的一天凌晨 5点，皖东腹地的
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忽然，战车的轰
鸣声打破了沉寂，第 73 集团军某旅一
场实兵对抗演练拉开了战幕。
“哒哒哒……”随着一阵密集的枪

声，演练刚开始，现场便出现了尴尬的
一幕：首批 2个战斗小组穿越密林时不
慎落入“蓝军”陷阱，还没来得及反应
的“红军”就被对手打了个措手不及，
损失惨重。
“此次考核一改以往导调情况设置

简单化、套路化倾向，紧贴实战制订了
多种导调方案。”该旅作训科科长段虎
介绍，为更加贴近实战，他们采用“带
着蓝军打红军”的新模式，以此倒逼指
挥员的战场指挥和应变能力，提升参演
官兵的实战化意识。
“××方向发现数名‘敌人’向两

侧机动！”正在构筑工事的“红军”指
挥员温理听到哨兵传来的报告后，随即
带领突击小组朝“敌人”方向奔袭。没
想到，另一路“蓝军”分队乘虚而入，
直扑防守薄弱的疏散隐蔽地域……
“××地域正遭受火力打击，命你

部迅速前往支援。”接到上级给出的位
置坐标后，“红军”指挥员黄腾迅速带
领火力分队前出。没想到，“蓝军”假
扮驻地村民混入阵地……
“为何蓝军无处不在？”走下演练

场，“红军”官兵颇为懊恼。战斗一直
持续至深夜，“蓝军”出其不意的袭
扰，让大多数班组吃了苦头、失了分
数。
“作战问题研究浅，战术思维程式

化、套路化仍占一定市场……”复盘
检讨时，导调组丝毫不留情面，直指
问题要害。“知战必须研战，靠老经
验、老套路搞作战筹划是行不通的。”
该旅参谋长石巍说，本次演练采取新
的导调模式，目的就是紧贴实战要
求，查摆短板弱项、锤炼打赢本领，
真正使练兵备战的鲜明导向立起来、
落下去。

痛定思痛，经历过败仗的“红
军”迅速投入到复训复检当中，对
照自身问题找短板、查不足。刚刚
结束侦察搜索训练的侦察连排长杨俊
树感慨：“下次就算敌人再狡猾再强
大 ， 我 们 也 要 努 力 争 取 打 个 翻 身
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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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9日晚，记者路过东部战区海
军某大队后勤办公室时，被里面的一幕
吸引住了：二次入伍的上等兵张熠两脚
跟靠拢并齐，两脚尖向外分开约 60度，
两腿挺直，小腹微收，身体前倾。这样
子，一看就是在站军姿。
“大半夜不睡觉，这是在干啥？”出

于好奇，记者走进去问道。原来，张熠
作为这个大队唯一的上等兵“助理员”，
忙完一天的工作后，正在“放松休息”。

站军姿也能放松？面对记者的疑
惑，张熠聊起了他二次入伍的动机：
2015 年 9月 3日凌晨，当时在陆军原第
65集团军某团服役的张熠与战友们完
成对天安门观礼台等处的防爆安检任

务后，在受阅部队入场前撤离……即
便和阅兵擦肩而过，张熠还是深受
震撼。

为了完成大学学业，张熠 2016年 9
月带着不舍退出了现役，可对军旅梦的
执着，让他在大学毕业后选择二次入
伍。“我的爷爷当过空军，爸爸和叔叔当
过陆军，可惜他们都没参加过阅兵，为
了弥补家人和自己的遗憾，我不惧怕任
何苦累，如果将来的军旅岁月里有机
会，我立志去最苦、最累、最考验人的徒
步方阵接受检阅！”这个 1.81 米高的小
伙子说得斩钉截铁，眼神中的坚定让人
动容。

据了解，二次入伍以来张熠坚持

用阅兵标准干好每一份工作。不论
是站在三尺岗亭执勤，还是趴在潮
湿闷热的下水管道熟悉业务，或是
兼职负责大队营房工作，他都用近
乎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力争把工
作做到完美。

2019 年一次保障演练前，数百名
参演官兵已集结到位，当时正在执勤的
张熠，突然发现一处排污管道因为老化
破裂，大量污水泄漏，直接影响演练的
顺利进行。数百米长的地下管道幽暗
狭窄、闷热缺氧、味道刺鼻。张熠没有
丝毫犹豫，带上手电筒、背上工具箱就
钻了进去。一段段线路检测，一个个
阀门排查，细密的汗珠汇聚到鼻尖，

脏物污水溅满了全身……
后勤办助理员陈洋告诉记者，此前

大队组织过 3次专业考核，张熠次次第
一名；战友用 3个月完成的岗前培训，张
熠逼着自己 2个月完成；兼职营房工作
短短 2个月时间，张熠就得到了领导和
战友们的一致好评。

用阅兵精神激励自己，用阅兵标准
干好工作，如今，张熠的过硬素质和突
出表现，就如他的名字一般，在该大队
熠熠闪光。

一句话颁奖辞：当梦想长驻心间，

人生便熠熠闪光。加油，张熠！好一个

军旅追梦人！

二次入伍为圆“军旅梦”
■刘海静 本报记者 刘亚迅

前不久，新兵营组织新训课目示
范，我进行的防护课目示范由于讲解
到位、动作标准，得到战友们一致好
评。可想起此前在新训骨干集训队第
一次示范时的情景，我至今仍感羞愧。

当时，为了让我们新训骨干尽快
进入情况，熟练掌握带新兵方法，营里
决定采取自下而上推荐的方式对新训
课目进行示范。见其中有自己擅长的
防护课目，我就自信满满地报了名。

自信从何而来？在过去的训练
中，针对以往防毒面具穿戴完毕后，考
官都是靠堵“鼻子”来检查气密性判定
穿戴是否合格，我总结出了一套防护
小技巧——将防毒面具绳子调至最
长、提前松开头盔的卡扣，如此便可以
大大节省时间，而且考官难以发现。
就是凭着这个“小技巧”，我多次在防
护课目考核中夺魁。然而没想到，接
下来的示范却出了意外。

那天，当我讲解示范完毕，正沉浸
在成功的喜悦中时，突然有人摘下了
我的面具。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身后就传来
新兵营营长的声音：“小伙子，你这个
面具还没帽子戴得紧吧，戴得快又有
什么用呢？”

他紧接着又说：“用这些所谓的
‘小技巧’，看似很便捷，但如果传授给
新兵，一是传递了投机取巧的价值观，
二是误导战友，将来上了战场危及生
命谁来负责！怎么能这样带新兵呢？”

营长一番话，让我当场羞红了
脸。示范现场，营长组织所有新训骨
干围绕“训练实打实，告别假把式”展
开检讨式反思，同时还要求我们举一
反三，查找其他课目有无类似的“小
技巧”。

从那之后，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
这个“小技巧”，其实就是投机取巧，对
提升战斗力没啥作用。也是从那时
起，我彻底丢掉了那些所谓的“小技
巧”，开始踏踏实实地学习训练，为带
好新兵做准备。这不，这次我终于靠
自己的真功夫赢得了满堂彩！

（李佳鹏、吴可天整理）

忘不了那一次
露出的马脚

■新疆军区某团上等兵 屈荣富

“什么？比武冠军竟然不是第一
名……”上个月，火箭军某旅作战保障
营遥测站组织的枪支分解结合小比武
在全旅引起了轰动。

那天训练归来，值班员看时间还
有剩余，提议组织一场 95 式自动步枪
分解结合比赛。一切准备就绪后，比
赛开始！

随着值班员一声令下，现场立刻火
热起来，拔插销、卸枪托……只见参赛选
手的动作行云流水，手指快速在枪身游
走，大大小小的零件先是乖乖地“躺”在
了比武桌上，很快又“听话”地归位到枪
身上。

不久，清脆的验枪声响起，人群里传
来了第一声“好”，计时员当即按下秒表
报时：“41秒！”随后报“好”声接连响起，
大家都完成了操作，值班员宣布前4名成
绩：四级军士长鲁伟41秒、中士李舒昆46
秒、下士杨玉麟 50 秒、中士何琪 52 秒。
排名一出，“枪械达人”鲁伟摘下桂冠，这
个结果大家并不惊讶，因为鲁伟一直保
持着站里枪支分解结合的最快纪录。

不料，等上台领奖时，鲁伟却“耍起
了性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刚组装好的
枪，愣在原地不上台。

看到大家脸上疑惑的神情，鲁伟
说：“冠军不是我，我为求快失了手，没
有把导气装置打到‘1’。”大家仔细一
看，导气装置确实在“0”上。一旁的战
友劝他，这不影响啥，就是把导气装置
从“0”打到“1”也不过耗时 1秒，算下来
你还是最快的。
“要是在战场上呢？”鲁伟认真地

说，95 式自动步枪的导气装置通常装
定在“1”上，如果置于发射枪榴弹用的
“0”上，枪打出第一发子弹后无法完成
退壳，就会导致连发不了。要是在战
场上，可能输掉的就不是 1秒而是一场
战斗。
“看成绩不看实际，这会让官兵

滋生出‘和平病’。”这一件事传到机
关后引起旅党委一班人的关注。他
们一致认为，鲁伟让出第一名是件好
事，但有人劝他忽略失误，说明官兵
为追求优异成绩而脱离实战的现象
仍然存在。

随后，他们立即围绕“训练考核为
什么、战场打赢靠什么”展开讨论，引导
大家对照检查，深入挖出“战场救护训
练中选小个子当伤员”“武装越野帮战
友背枪”“密闭生存训练中自带小零食”
等多个不良现象。为彻底纠治这些不
实之风，他们成立训练督查专项检查
组，在训练考核中常态开展督导检查，
在每周交班会上通报出现训练不实问
题的单位及个人，立起了“严抓严管、真
考实训”的鲜明导向。

上周，该旅发射五营阵管防卫连组
织军事体能摸底考试，下士张剑差点不
及格。原来，在进行爬绳考核时，保护
人员在攀爬过程中通过保护绳不断给
他助力。连长孟岩磊见状直接叫停了
考核，随后组织重考，并要求在受考人
员攀爬过程中保护绳不能绷直。

大山深处某靶场，一场轻武器射击
考核正如火如荼进行。谁知天公不作
美，考核刚开始，大雨不期而至，靶场一
片泥泞，势必会影响考核成绩。考核是
否继续进行？不少人心生疑虑。
“打起仗来敌人哪会挑天气？怎么

打仗就怎么考核……”在场的旅参谋长
李磊决定：考核照常进行！“卧姿装子
弹！”射击场上，随着一声令下，官兵分批
次在雨中快速前出、卧倒装弹、据枪瞄
准，动作干净利落。

整场考核下来，虽然打出的成绩偏
低，但大家有个共同的感受：雨天射击
让自己离战场更近了。作训科参谋沈
思奇手枪射击仅上靶 1发，但他没有放
弃，及时调整状态，最终以优秀的成绩
通过补考。他说：“现在暴露问题总比
上了战场吃败仗强，这样的考核更能练
出实战本领。”

雨中突击占领阵地、特战破袭条
件下研练战术、全身防护状态中进行
发射演练……踏访该旅练兵场，记者
看到，训练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不盯
成绩好不好看，只看战场能不能赢。”
刚刚从训练场走下来的发射一营营长
徐明说，现在训练演练考核难度逐渐
加大，虽然成绩单不如以前亮眼，但是
真打实备的环境让大家的打仗能力得
到有效提升。

第一名让出冠军之后
■黄 洋 张 辉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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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上旬，南

疆军区文艺轻骑队

赴一线慰问演出，

途经女演员戚迪男

友崔世平所在部

队，而崔世平正在

营区几十公里外执

行任务。得知此

事，部队官兵给这

对很长时间没有

见面的情侣设计

了一场“完美”邂

逅。那一刻，当正

在台上为官兵演出

的戚迪看到恋人突

然出现在面前时，

她一时激动得说不

出话来，两行泪珠

瞬间滚落。

唐 帅摄

上周末，当“感动特战劲旅颁奖晚
会”的大幕拉开，第 77集团军某旅特战
小队长姚云飞沉着登场，然后定型在聚
光灯下。很快，掌声渐歇，歌声响起，姚
云飞翩翩起舞。

台下的战友不知道，这一支名为
《精武》的舞蹈由姚云飞自编自演，就是
取材于前不久陆军组织的特种部队小
队长集训比武。比武中，姚云飞荣获
“陆军十佳特战小队长”称号。他把比
武的经历写进舞曲，希望借此鼓励自
己、传递力量。

舞台之上，聚光灯打在姚云飞

的侧脸，像极了那次比武出发时斜
阳照进大巴车时的场景。那一天，
同行的小队长们有说有笑，姚云飞
却一言不发，他心里满满的是对胜
利的渴望。

在此之前的 6个月里，他每天 5点
起床，零点睡觉，背负 20公斤重的装具
负重奔袭、野外生存、侦察伏击……他
的队友们大多有过大型比武参赛经验，
而姚云飞却由于基础不好，徘徊在淘汰
边缘。不仅如此，在一次障碍训练中，
他还拉伤了肩膀。

教员说，如果伤病恢复太慢，要么

被淘汰，要么转为替补。可只过了两
天，姚云飞就说自己伤好了。谁也不知
道，在之后的一次连贯训练中，他靠着
止疼药硬扛了下来。

而更大的一个考验是，比武需要完
成一场 4 天 3 夜的综合演练。最后一
夜，姚云飞由于大量出汗，导致膝盖上
侧肌肉痉挛，一下子跪在了地上。救护
员想把他抬上车，可他坚决不肯，硬是
一步一步挪完了20公里。

最终，姚云飞越过了终点，与全军
100多名特战小队长同场竞技，取得总
分第 6名的好成绩。有人问他：“明明走

不动了，为什么还要坚持？”姚云飞说：
“因为不想输！”

此时的舞台上，舞蹈也逐渐到达高
潮，姚云飞攀上战友搭起的人梯。到达
顶端时，大家将他高高抛起，胜利的喜
悦在那一刻喷薄而出。

走下舞台，这支《精武》之舞被评为
晚会最佳。姚云飞知道，这不仅仅是对
这支舞蹈的肯定。

一句话颁奖辞：言之不足，舞之蹈

之。云飞一支舞，跳过风雨追梦路，跳

得天边见彩虹。

战士的渴望，只有“胜利”二字
■本报实习记者 丁 涛 通讯员 周 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