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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位 观

舞台之变

“ 刚 练 熟 台 词 ，上 场
才发现，舞台换了”

这几年，武警清远支队特战排排长

谭会州的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

2015 年，作为优秀士兵，清远支队

特勤排下士谭会州被保送入学。

2 年学习，1 年实习。等他再次出现

在老单位时，一切似曾相识，却又那么

陌生。指导员邱爽告诉他，特勤排有了

新名称：特战排。

“刚练熟台词，上场才发现，舞台换

了。”谭会州成为特战排首任排长后，这

种感觉越发强烈。他很快发现，这是许

多战友共同的感受。

一次，驻地召开反恐联席会议。会

后，一位领导拉住了他，小声问：“说实

话，一旦有事，你们能不能搞定？”尽管

拍着胸脯，谭会州心里还是有点发虚。

这种感觉，来自一场演练。演练地

域山高林深、地形复杂。搜索过程中，

一名队员被“击中大腿，流血倒地”。旁

边一名队员见状，立刻上前营救，也被

“击伤”。第三名队员上前，同样的情形

再次发生……

山间回响很大，大家一时难以辨别

出枪声的来源。在身边战友提醒下，谭

会州才把注意力从地面移向空中。在

茂密的榕树叶间，他发现了一个持枪的

人影。

有教训，也有收获。在复盘检讨会

上，谭会州坦言：“伴随着阵痛，我们正

在发现自己的潜力。”

对搜排爆手韩文哲来说，这种“阵

痛 ”甚 至 有 点“ 震 撼 ”—— 喜 欢 看 电 影

《拆弹专家》的他，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

走上排爆这条路。

那是院校组织的第一次实爆，目的

只有一个：让包括韩文哲在内的新学员

们亲身感受一下爆炸冲击波。

野 外 ，桌 子 上 摆 着 分 量 很 小 的 炸

药。从炸药前走过时，韩文哲不由自主

地往旁边躲了一下。

为确保安全，韩文哲和其他学员被

要 求 膝 盖 着 地 ，手 抱 着 头 ，匍 匐 在 地

面。炸药引爆那一刻，韩文哲觉得脑袋

里“轰”地一下，瞬间一片空白。袭来的

冲击波如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他的肚

子上。

对韩文哲来说，这种感觉，当文书

是体验不到的。以前，统计报表和整理

材料 ，因为粗心 ，领导批评过他 ，指出

“马虎是文书的大忌”，但他粗心依旧。

第一次实爆后，韩文哲就像变了一个

人——细心、专一、谨慎。他知道：面对各

色电线，一剪子下去，可能就是两个截然

不同的结果。

从特勤排到特战排，正在让武警广东

总队许多人的军旅生涯被“重新定义”。

对于武警珠海支队上尉参谋陈亮

来 说 ，这 种 变 化 让 他 的 专 业 能 力 几 乎

“归零”。

陈 亮 当 新 兵 就 在 特 勤 排 。 5 年 战

士，2 年学员，之后历任排长、副中队长、

中队长……来到支队侦察股报到时，陈

亮已经 33 岁了。

在 新 增 设 的 侦 察 股 ，陈 亮 负 责 协

调、指导、规范特战分队的各项建设，统

筹、规划、协同各支特战力量的作战行

动。在这些方面，对他来说，几乎是“白

纸一张”。

刚开始，陈亮怕接基层的电话，“怕别

人问专业上的事，因为自己不是很懂。”尤

其是对特战排的特种通信、搜排爆等专

业，他觉得像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嘴”。

“没有笨人，只有懒人。”陈亮相信

这一点。他主动申请参加各种新专业

集训，在“啃”教材中积聚着底气。时间

一长，陈亮腰杆渐渐硬了起来，“觉得自

己是干这个的料。”

谈到转型的收获，陈亮想起了《人

类群星闪耀时》里面的一句话：“人生中

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在富于创造力的壮

年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观念之变

“ 以 前 习 惯 坐‘ 绿 皮
火车 ’，现在已习惯了坐

‘复兴号’”

从特勤排到特战排，一字之变的背

后意味着什么？

“训练强度增加，训练节奏加快，执

行任务面对的风险也更大……”武警中

山 支 队 侦 察 股 股 长 涂 健 打 了 个 比 方 ，

“ 如 果 将 以 前 特 勤 排 的 工 作 节 奏 比 作

‘坐绿皮火车’的话，那现在特战排的工

作节奏更像是在‘坐复兴号高铁’。”

从 坐 上“ 复 兴 号 ”到 习 惯 坐“ 复 兴

号”，这中间隔着观念的转变。很快，这

群官兵知道了转变的艰难。

凌晨 2 点，武警中山支队机动中队

队部的灯仍然亮着。办公室里，中队长

张兵正对着电脑拟制一份驻训方案。

“特勤排”，张兵习惯性地在屏幕上打

出这 3个字。又错了！应该是“特战排”。

这个晚上，他已经第4次打错名称了。

很多新名词，时刻提醒着张兵“如

今已身在特战排”。为拿出相关训练计

划 ，他天天“恶补 ”专业知识。即使如

此，他还是“没法立即转过弯来”。

“观念有没有转变过来，关键要看

新习惯有没有养成。”一级上士谭日华

意识到这一点时，已付出了不小代价。

作为武警清远支队特勤排的一名

老 兵 ，谭 日 华 曾 以 为 靠 多 年 积 累 的 经

验，“一切尽在掌握中”。但很快，一次

楼房反劫持战斗演练让他猛醒过来。

作为突击组组长，谭日华带领队员

迅速将“歹徒”制服，解救出了“人质”。

但 导 调 组 对 这 次 行 动 的 评 判 却 是“ 失

败”——原因是面对坚固的房间大门，队

员没直接使用破门锤；在各楼层搜索时，

一些队员的装具碰到墙壁发出了声响。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的缺失源于

官兵还没有养成特战习惯 。”“切肤之

痛”让谭日华开始重新审视“特战习惯”

这几个字。

那是谭日华参加的第 10 次特战培

训。开训第一天，谭日华就觉察到了不

同——这次培训不是单纯地讲战术技

巧，侧重的是特战小队之间的协同。当

他意识到这一点时，谭日华知道自己在

“特战习惯”养成方面又进了一步。

“养成新习惯”，成为特战排官兵必

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为了养成“快反射击”这一新习惯，

武警湛江支队特战排下士杨刘洋时刻

提醒自己：一定要克服“枪一举起来就

下意识地去瞄一下”的老习惯。

“快反射击”要求射手绝对快、相对

准，用步枪和手枪在最短时间内击中 10

个目标，而不需要太多的瞄准。杨刘洋

转变很快，不仅 10 个目标全中，还创造

了支队的最佳成绩。很快，杨刘洋就有

了新身份——快反射击课目教练员。

杨刘洋说，这个成绩与武警部队的顶

尖射手相比差距还很大，但自己有信心追

赶上。“因为，以前习惯坐‘绿皮火车’，现

在已习惯了坐‘复兴号’。”他说。

能力之变

“老茧要长在手上和
脚上，却一点也不能长在
脑袋里”

如今，特战排官兵早已习惯了成长

必经的磨砺。

周末，是官兵与家人“网上相聚”的

时间。下士石东勇有点犹豫，要不要跟

家人视频。

原来，石东勇脸上又多了一道新伤

疤。此前，为他伤疤的事，母亲心疼地

掉泪。

说起这些伤疤，石东勇脸上充满了

自豪，好像那是几块军功章。

来 特 战 排 之 前 ，石 东 勇 是 执 勤 哨

兵。虽然工作也辛苦，但岗亭里风吹不

着、雨淋不到。

到特战排后，爬楼房、搞爆破、练狙

击……石东勇的激情被彻底点燃。

战 术 低 姿 匍 匐 ，他 很 拼 ，在 肘 部

擦 伤 出 血 的 情 况 下 ，依 然 咬 牙 坚 持

完 成 所 有 战 术 动 作 。 这 是 他 的 第 1

道 伤 疤 。

山地捕歼训练中，尖利的岩石在他

的小腿上划出一道血口子，他简单处理

了一下，又投入训练中。这是石东勇的

第 2 道伤疤。

前几天训练，从楼顶索降突破玻璃

时，一块碎玻璃擦过他的眼角。这是石

东勇最新的一道伤疤。

脸 变 黑 了 ，手 变 粗 糙 了 ，人 变 瘦

了 。“成为真正的特战队员 ，手上长多

少老茧都值 。”去年年底 ，在特战等级

评定中，石东勇成为特战排最年轻的 3

级队员。

“ 要 成 为 一 匹 狼 就 要 习 惯 重 压 、

突破极限。”中士许杨还记得听到这句

话时的情形。

那是一次“魔鬼周”极限训练。长时

间没有进食，水壶里的水早已见底……

奔袭中穿插的超长时间抗饥饿训练，让

许杨“差点崩溃”。后来，许杨在背囊里

意外发现了一小块“没清理干净”的巧

克力。

禁 食 是 规 定 ，吃 巧 克 力 是 违 规 。

想 到 此 ，许 杨 几 次 想 把 巧 克 力 扔 掉 以

绝 念 想 ，但 还 是 留 了 下 来 。 最 终 ，他

没 有 抵 制 住 巧 克 力 的 诱 惑 ，趁 其 他 人

不 注 意 ，偷 偷 地 拆 开 包 装 袋 ，就 要 往

嘴里塞。

没 想 到 ，这 一 切 被 参 谋 陈 亮 看 在

眼 里 。 陈 亮 冲 上 前 去 ，一 把 将 巧 克 力

打落在地。

“退出！”这两个字已到嘴边，又被

陈 亮 活 生 生 地 咽 了 回 去 。 说 出 口 的 ，

却是这样一句话 ：“你是特战队员 ，要

成 为 一 匹 狼 就 要 习 惯 重 压 、突 破 极

限。”

最终，许杨成功抵达终点。他觉得

自己“又活了过来”。许杨后来才知道，

其他战友背囊里也放了故意考验他们

的巧克力……

能力之变，对曾经的特战排排长李

诗胜来说，不仅发生在体能上，更发生

在头脑里。

到 特 战 排 后 ，李 诗 胜 一 度 沙 背

心 、沙 绑 腿 不 离 身 ，在 枪 上 挂 水 壶 、

吊 砖 头 ，只 为 提 高 射 击 技 能 …… 进 步

很 快 的 李 诗 胜 难 免“ 有 点 飘 ”。 中 队

长 朱 鎏 轩 知 道 单 纯 讲 道 理 作 用 不 大 ，

决 定 和 李 诗 胜 打 擂 台 。 他 们 约 定 ：朱

鎏 轩 带 队 当 蓝 方 、李 诗 胜 带 队 当 红

方 ，以 居 民 地 反 劫 持 战 斗 为 背 景 ，三

局 两 胜 。

比赛结束得比想象中要快，李诗胜

一方惨败。

第一回合，蓝方在门后使用了“绊

雷”，红方一破门就出局了；第二回合，

蓝 方 将 部 分 人 马 躲 藏 在 外 面 ，红 方 被

“包饺子”；第三回合，蓝方故意漏了个

破绽，红方没有识破……

面对现实，李诗胜服了，很快全身

心地投入指挥专业学习中。

如今，已经是中队长的李诗胜，也

开始将这句话讲给战友听：“每一场战

斗 都 不 会 重 复 ，老 茧 要 长 在 手 上 和 脚

上，却一点也不能长在脑袋里。”

（采访中得到丁正立、朱晨耕帮助，

在此致谢）

从特勤排到特战排：一字之变的背后
■黄定龙 滕福民 本报特约记者 廖彬华

伴随着部队调整改革，新情况、新

事物不断涌现。特战排的出现，只是新

时代变革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新编成、新岗位、新专业……对于

每名官兵来说，就是一个个全新的平

台。与这些平台相伴而生的，是挑战，

更 是 机 遇 。 告 别 “ 旧 我 ”， 重 塑 “ 新

我 ”， 成 为 每 名 官 兵 必 须 面 对 的 时 代

课题。

变化客观存在，转型不可避免。面

对转型与变化，我们不能迟疑不前，而

要勇 于 拥 抱 挑 战 ， 在 攻 坚 克 难 中 重

塑自我。

面 对 转 型 ， 不 少 官 兵 出 现 “ 阵

痛”很正常。凭借着拼搏与奋斗，不

少 人 在 收 获 经 验 与 荣 誉 的 同 时 ， 也

被这些经验固化了观念。转型则意味

着放弃熟悉的环境、专业特长、已形

成 的 工 作 节 奏 以 及 可 以 展 望 的 愿 景 ，

意味着一切从头再来和面对不可预知

的前路……

正如作家茨威格所说：“当改变命

运的时刻降临，犹豫就会败北。”从某

种程度上讲，转型就是一轮新的起跑。

谁转型的态度果决、行动迅速，谁就能

够更快地适应新岗位，成 为 勇 立 前 沿

的弄潮儿，也就越有可能在强军实践

中拥有一席之地，做出更大贡献。

转型，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既然必答，就应该张开双臂，大胆地拥

抱新挑战。实践已经证明，对挑战的拥

抱，其实就是对新能力的拥抱。有这样

一 则 寓 言 ， 晾 衣 竿 问 笛 子 ：“ 同 为 竹

子，为什么我一文不值，而你却备受欢

迎？”笛子回答：“因为你只挨了几刀，

我却经历千雕万凿。”正如歌德说的那

样，“流水在碰到抵触的地方，才能把

它的活力释放。”这，也正是官兵面对

挑战张开双臂的价值和意义。

转型有个过程，过程的长短却是可

控的。使命任务不等人，我们只有以高

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其

中，加快转型的节奏，才能早日站上全

新的平台，找到全新的自己。

站
上
全
新
的
平
台

重
塑
全
新
的
自
己

■
高
彦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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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密林间，一场山林地捕歼战斗

演练在晨曦中打响。

“歹徒”藏在哪里？这成为摆在武警

广东总队清远支队特战排官兵面前的第

一道难题。一番搜寻未果后，一架无人

机腾空而起，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寻找。

此时，中士李恩惠目不转睛地盯着

屏幕，操纵着无人机。身旁，特战排排长

谭会州手心里攥出了汗，心里直打鼓：

“李恩惠能行吗？”

谭会州有理由紧张。毕竟不久前，李

恩惠还只是一名站在灶台前的炊事员。

那时候，李恩惠每天只琢磨一件事——

如何把米饭蒸得可口、把菜做得更香。

从 炊 事 员 到 无 人 机 操 作 手 ，发 生

在 这 名 士 兵 身 上 的 变 化 ，是 武 警 部 队

编制体制调整改革带来的诸多变化中

的一个。

随着所在的特勤排整编为特战排，

李恩惠站在了军旅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

口。上级要从全支队遴选特战队员的机

会摆在面前，这位炊事员思前想后，做出

决定——转行搞特战，而且选择了以前

从未接触过的无人机操作岗。

决定是果断的，内心却是纠结的。

从下连时起，李恩惠就站在灶台前，

年年被评为优秀炊事员，炊事技能远近

闻名。不少大型活动，上级都点名让他

去保障。继续干这一行，轻车熟路，他很

容易“锦上添花”。

转行搞特战，尽管军事底子不错，李

恩惠仍觉得心里没底。但成为特战队员

是李恩惠入伍的初衷，如今机会就在眼

前！经过了好几夜辗转反侧，李恩惠决

定试一试，“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梦想

一个机会。”

跌倒，爬起来，再跌倒……排长谭会

州目睹着特勤排战友向特战专业转变的

努力，李恩惠的表现也同样映入他的眼

帘。第一次方案演练，李恩惠带错了装

备、走错了方位；第一次攀登水管训练，李

恩惠挣扎了半天才爬了几米高；第一次实

装操作，李恩惠操作的无人机就像喝醉了

一样，在空中忽高忽低……

一天深夜，李恩惠把过去所得的获

奖证书和奖章一股脑地压在箱底。此

后，李恩惠拿出当初苦练厨艺的劲头，加

班学、拼命赶、连轴练。

“找到了！”闻听此声，谭会州随即在

屏幕上看到了 2 名“歹徒”……循着无人

机的引导，特战队员一举将其擒获。

此时此刻，这位昔日的优秀炊事员、

今天的无人机操作手，让谭会州刮目相

看。

那天演练后，李恩惠记住了排长谭

会州对他说的一句话：“这么快就完成转

型，是因为你找到了当初那个全力以赴

的自己。”

从炊事员到无人机操作手
■滕福民 本报特约记者 廖彬华

图①：4月中旬，武警广东总队

组织特战排野外驻训。图为特战队

员在海边进行搏击对抗训练。

田 星摄

图②：演练中，特战队员在树丛

间搜索藏匿的“歹徒”。 杨 洋摄

图③：特战队员全力奔向下一

个射击区域。 田 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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