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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训第一天，多个
课目轮番上场

第 73 集团军某旅狙击手集训第一

课，是从队员们的睡梦中开始的。

深夜的寂静，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爆

炸声打破。“全副武装集合！”集训队教员

杨美华的口令，让队员们从梦乡中惊醒。

翻轮胎、扛圆木、推猛士车……训

练 场 上 ，一 项 项 极 限 体 能 课 目 轮 番 上

阵。

“战场上，敌人可不会给你休整准备

时间！”队员们已精疲力竭，教员们丝毫

没有让他们休息的意思，嘶吼声、催促声

回荡耳畔。

两 个 小 时 后 ，队 员 们 没 有 等 来 期

盼 中 的“ 解 散 ”，而 是 被“ 丢 ”进 了 密 林

深处。

天空微微泛白，四周万籁俱静。隐

蔽在密林之中，队员们几乎能听见自己

心脏跳动的声音。教员组成搜索小组，

开始出动搜寻。脚步发出的沙沙响声，

形成一股无声的压迫感，在空气中弥漫

开来。

借着微光，下士陈传清隐约看到搜

索人员正慢慢向他逼近……他不得不将

身体伏得更低，整张脸几乎贴在了泥土

中。

密林里，这群年轻的狙击手不仅要

面对搜寻组的围追堵截，更要面对炎热

潮湿、蛇虫叮咬带来的困扰。

不远处，上等兵薛坤霖利用树枝伪

装自己。此时，他选择的隐蔽点位散布

着不少火蚁窝。不到 10 分钟，薛坤霖的

腰部就传来阵阵针扎般的刺痛……

“一切安排，都是为了让队员们对真

实战场有一个直观印象。”集训队队长季

佳明直言，为了让参训队员快速进入情

况，他们搜集了大量的案例资料，搭设实

案化训练场景，最大限度地提升参训队

员对战场环境的认知程度。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薛坤霖的皮肤

因火蚁叮咬变得红肿，中士谢路的手肘

被碎石割破，鲜血染红了迷彩服……集

训第一天，这些从基层营连层层筛选而

来的佼佼者，从未想过自己会有今天的

狼狈模样。

第一天训练结束了，队员们开始重

新审视这场“特殊”的狙击集训——射

击，不仅仅是瞄准靶心这么简单。

“未来战场对狙击手的使命要求在

不断更新，因此狙击手瞄准的‘靶心’也

要不断迭代更新。”该旅侦察科科长陈文

广说，此次集训就是要摒弃传统的训练

模式，跳出“模板”、打破“套路”，让参训

队员真正来一场“靶心”重塑。

被淘汰的第一名
队员，竟然是名“神枪
手”

谁也没想到，此次集训，被淘汰的第

一名队员竟然是名“神枪手”。

下 士 小 陈 枪 法 过 人 ，是 大 家 心 目

中 的 种 子 选 手 。 在 一 次 训 练 中 ，小 陈

因粗心大意被率先淘汰出局。

“现代战争中，狙击手既要能一剑封

喉狙杀重要目标，又要能充当指挥员的

‘耳目’和‘外脑’，引导火力打击、评估毁

伤效果，枪法、体能、战术、心理素质缺一

不可。”该旅侦察科科长陈文广说，一个

合格的狙击手，不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神

枪手”，更是伪装专家、生存专家、战术专

家。

翻开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

练条例（试行）》，记者看到，狙击手训练

的标准和难度更高了，“环数”不再是唯

一评定标准，综合素质成为一道必须迈

过的门槛。这也正是此次集训的最终目

的：转变传统模式，聚焦实战“靶心”。

太阳炙烤着大地，滚滚热浪夹杂着

尘土，本就不大的靶标此时更加难以寻

觅。“此处光线强烈，参数难以计算……”

下士冯硕打完第一发子弹后，目标靶纹

丝不动。短暂思索后，冯硕没有选择继

续瞄准射击，而是匍匐转向了预备射击

阵地。

“这仅仅是狙击战术中‘选择狙击阵

地’这一项。”季佳明介绍，现代战争中，

狙击手不再仅仅是枪法准的战士，而应

是战技全面的特战精兵。

奔袭 3 公里后，下士张锡钦越过铁

丝网、地桩网等障碍，将模拟手雷投掷到

40 米外的落弹区。经过一连串的组合

课目，张锡钦的体能消耗了大半。此刻，

快速跳动的心率对他的据枪稳定性造成

了很大影响。

“目标即将出现，准备射击。”还没等

张 锡 钦 喘 口 气 ，教 练 员 再 次 下 达 了 任

务。凭着本能反应，他迅速据枪，瞄准，

调整呼吸……

张锡钦曾多次参加狙击手比武，还

是营里的狙击手教员。这次考核，让他

尝出了新味道：“不光要看打得准不准，

最重要的是综合素质。”

这 也 正 是 此 次 考 核 的 深 意 ：考 察

狙 击 手 们 在 特 殊 气 候 条 件 下 ，确 认 目

标 特 征 、规 划 任 务 路 线 、伪 装 潜 伏 、侦

察 记 录 敌 情 、撤 离 转 移 等 方 面 的 战 术

素养。

考核虽然残酷，却
是每名狙击手的“必修
课”

集训越到后期，强度难度越大。

连贯考核成为日常训练，多元化战

术背景融入集训的每时每刻。“射击奥运

冠 军 打 得 准 ，却 不 一 定 能 完 成 作 战 任

务。”教员杨宇用一个类比解释了“神枪

手”与狙击手的区别。

杨宇告诉记者，随着战争形态不断

演变，狙击作战已经由一般的配合性行

动，提升为独立的作战样式，甚至是决定

性的作战样式。

因此，对狙击手的培养也树起实战

标尺，加速向多元化、科学化转变。以此

次集训为例，他们利用心率测试仪，全程

监测队员在武装奔袭后瞄准击发时的心

率变化；使用疼痛仪，在狙击训练时逐步

加强对队员的疼痛刺激，考验受伤情况

下保持精准射击的能力；构建 VR 模拟

训练室，让队员体验复杂战场环境……

连日阴雨，闽南山地雾气弥漫。历

经近 3 个月的集训，结业考核如期而至。

接下来，集训队队员将在方圆 15 公

里的密林之中，仅凭一张手绘地图和携

带的少许物资，完成搜寻目标、狙击目

标、安全撤离等任务。

出发不到 1 公里，下士盛子俊所在

狙击小队就遭遇“特情”：一名队员大腿

被“敌人”击中，“伤口”大量出血，需紧急

救治。队长韦宗仁一边组织人员反击，

一边对“伤员”进行包扎救护。由于行踪

暴露，小队不得不更改路线，跋涉于密林

深处。

为了顺利通过“敌”监控区，队员们

用枝叶快速伪装，他们身体伏地，蠕动着

一寸寸前行。

“深入敌后，一举一动都关乎任务成

败。”该旅侦察科科长陈文广说，密林环

境给官兵体能、武器性能都带来了极大

挑战，能否应对这种环境，考验一个狙击

手的综合素质。

雨越下越大，队员们的作战靴上裹

满了泥土。经过艰难跋涉，盛子俊所在

的狙击小队终于到达了狙击阵地。

观察手陈润本前出探明“敌情”，盛

子俊迅速架枪、伪装，只露出一个圆孔直

指目标区域，随时准备一枪毙“敌”。

半个小时过去了。为了补充热量，

陈润本将一小块压缩饼干放进盛子俊的

嘴里，盛子俊一口一口慢慢咀嚼，眼睛的

视线从没有离开过瞄准镜。

一个小时后，指令传来：目标将会在

10 分钟内进入射击区域。盛子俊眨了

眨眼睛，微微转动僵硬的身体，渐渐减缓

呼吸的频率，透过瞄准镜不断搜寻目标。

“左横风，2 米每秒，二号目标……”

目标出现后，陈润本迅速向盛子俊传递

简要信息。

屏息、瞄准、锁定、击发，子弹应声出

膛，准确命中靶心。紧接着，他们利用提

前设置的触动击发装置，进行位置伪装，

成功迷惑了负责查找狙击手位置的裁

判，顺利撤离转移。

反观另一小队的狙击手杨如懿，尽

管完成了连贯课目考核，却因狙击阵地

暴露遗憾出局。

“考核虽然残酷，却是每名狙击手的

‘必修课’，因为战争的淘汰就意味着死

亡。”杨宇介绍，此次考核晋级的标准堪

称苛刻，28 名集训队员只有 8 人通过了

选拔。

远山绵延，夕阳渐落。随着结业考

核的结束，集训的日子进入了尾声。对

这群狙击手来说，他们的“靶心”重塑之

路，才刚刚开始。

“靶心之变”重塑今日狙击手
■本报记者 赖文湧 特约通讯员 廖晓彬 通讯员 张毅宇

新闻样本

阳光和煦，微风徐徐。

第 73 集团军某旅狙击手王超趴在

制 高 点 的 草 丛 中 ，汗 珠 挂 在 他 的 额 头

上。这个去年被集团军评为“十佳狙击

手”的老兵，此刻心里底气不足。

因为紧张，王超的呼吸有些急促。

只听“砰”的一声，他击发了本次考核的

最后一发子弹，依旧没有命中目标。

这次考核实在太难——子弹要穿过

百米开外的玻璃瓶口，射中挡板背后的

气球；要透过滚滚浓烟，在行驶的车辆上

击中远处运动的无人机靶标……

前不久，第 73 集团军某旅组织狙击

手集训。这些以往在影视大片中才能见

到的场景，成了集训队队员们面临的实

际挑战。

据悉，这次集训难度超乎想象，让这

些平时自诩“神枪手”的队员们倍感压

力。

在队员张锡钦眼中，此次集训是一

场突破极限的淬炼。为了练就快、稳、

准的狙击技能，他们经常一蹲数小时纹

丝不动、一卧半天默不吭声，垒弹壳、针

孔穿线、极限体能等辅助训练更是家常

便饭。

在集训队教员杨美华眼中，此次集

训是一次综合能力的检验。在未来战场

环境中，狙击手可能面临各种复杂情况，

除了精湛的射击技能，冷静、专注、稳定

的狙击心理同样不可或缺。

在该旅侦察科科长陈文广眼中，此

次集训是一把对接实战的标尺。集训队

采取狙击射击技能和行动战术相结合的

方式，在对运动目标射击、中远距离射

击、俯角射击等技能课目的基础上，增添

了野战生存、伪装侦察等实战课目，让狙

击手们在近似实战的复杂环境中练就过

硬的心理素质和狙击本领。

跨越临界点，突破极限值，冲着极限

练……尽管队员们都明白，平时不逼到

绝境、难到极致，战时就难以从容应对、

克敌制胜，但过于严苛的训练标准，还是

让不少人对这些训练课目的“必要性”产

生了质疑。

“穿过玻璃瓶口打气球，命中目标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多次脱靶后，超

乎寻常的训练标准让队员王超直呼“太

难了”。

面对质疑，集训队教员杨美华决定

用实力诠释道理。瞄准，击发，子弹穿过

玻璃瓶口精准击破气球。

“练就一枪毙敌、一剑封喉的狙击本

领，经受挫折后不断迎接新挑战，永远是

狙击手训练的常态。”杨美华说，唯有不

断突破极限战胜自我，才能在实战中成

为一名优秀的狙击尖兵。

这 次 集 训“ 神 枪 手 ”受 挫
■本报记者 赖文湧 通讯员 李振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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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训练是战争的预演。如果演

训不瞄准打仗这个“靶心”，战斗力提

升就如空中楼阁一样。只有贯彻训战

一致原则，坚持把演训“准星”对准打

仗“靶心”，才能打有准备、胜在战前。

把演训“准星”对准打仗“靶心”，

要始终瞄着作战对手、盯着作战方向、

循着作战规律搞研究。各级指挥员要

把思战谋战、练战研战当作主责主业，

带头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术；牢固树

立战斗力标准，用打仗指向引领精力

投向，使各项工作都向“战”聚焦、向

“战”用劲。

把演训“准星”对准打仗“靶心”，

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做到按实

战 要 求 训 练 ，实 现 作 战 和 训 练 一 体

化。要真正沉到演训一线、跟踪全程，

把每个环节、每个步骤、每个要素、每

个单元搞扎实训到位。必须针对军事

训练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加快构建

新型军事训练体系，加快实现军事训

练转型升级，真正使训练内容与作战

任务相一致、条件设置与战场环境相

一致、训练标准与作战要求相一致。

把演训“准星”对准打仗“靶心”，要

建立聚焦实战的长效机制。坚持打仗

标准，健全完善选人用人机制，把能打

仗、打胜仗作为提拔使用的硬标尺，不

断优化人才选拔、培养、使用路径办法，

匡正风气激励士气；把提高战斗力作为

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激发官兵

的练兵热情，为战斗力建设提供良好条

件。

战争是严酷的“审计师”。训练与

实战的落差，战场上是要用官兵的血肉

之躯来填平的。指挥员只有带头把战

斗力标准立起来，加快适应新体制、融

入新体系，加快研究新对手、掌握新战

法，加快练强基本功、补足能力差，枕戈

待旦、惕厉奋发，才能在未来战场上克

敌制胜，实现“制胜一击”。

把
演
训
﹃
准
星
﹄

对
准
打
仗
﹃
靶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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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狙击手使用步枪，弹无虚发，

数百米外战壕中的敌人被一枪击毙。

这是电影《狙击手》中多次出现的镜

头。该影片根据抗美援朝战争中神枪手

群体事迹改编。相较于电影中百步穿杨

的狙击五班，他们的原型人物更是传奇。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张桃芳曾击毙

214 名敌人，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

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邹习祥凭着

206发子弹击毙 203个敌军的战绩，被志

愿军总部授予“冷枪英雄”荣誉称号……

实际上，无论是电影《狙击手》所展现的

艺术化情景，或是战场中涌现的“狙击英

雄”张桃芳、邹习祥，都与志愿军开展的

“冷枪冷炮”运动密不可分。

1952 年的朝鲜战场上，鉴于敌我

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每日均限于小

规模的战斗活动，为大量杀伤、消耗敌

人，志愿军开展了“冷枪冷炮”运动，要

求把神枪手、神炮手组织起来，采取“零

敲牛皮糖”的战法，以积小胜为大胜的

指导原则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同时，志愿军挑选优秀的狙击手介

绍作战经验，搞好传帮带，邹习祥和张

桃芳到各个阵地介绍狙击技术。在这

样的氛围下，全军涌现出一批批神枪

手、神炮手。

影片中，班长刘文武对陈大永说：

“没人比你眼睛更快，只要手不慢，你比

我‘霸道’。”那一刻，陈大永从班长手中

接过的，不只是一副望远镜与一把用作

观测的“勺子”，更是对班长的智慧、意

志与一腔热血的传承。

光影变换、时间流逝，从过去到现

在，始终未变的是战术和精神的传承。

今天，陈大永口中的“各种瞄准镜、

好用的枪、测距离的仪器”，已成为现

实。“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

新时代的狙击手们，正在用汗水浇灌着

训练场，用热血传承着先烈们永不磨灭

的胜利之光。

冷的枪·热的血
■本报记者 赖文湧 通讯员 李振彬 陈旭辉

聚焦练兵备战新景观·特别关注

狙击小组展开行动。 金愉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