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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风呼啸，沙尘满天，一阵阵清脆
的枪声划破天际，惊出一群林中鸟。

某综合训练场，一个猛虎般的身
影疾驰而过，而后迅速卧倒，侧身翻
滚过前方小土丘，随即跪姿据枪，将
准星死死锁定前方。他叫秦学志，是
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一名轻武
器射击教员。

此时不远处，同样一个身影，鹰隼
般的目光直射前方。这位对手是在国
际赛场屡次摘金夺银、有“哥伦比亚狙
击手之王”之称的外军教官……此次
挑战是对方提出的，秦学志第一个跳
出来应战。“青年教员里敢挑此大梁
的，怕是只有秦学志了。”一旁的老教
授点了点头。

双方你一枪我一枪，比分胶着，突
然出现的一个“诡异”人形靶打破了僵
局。只见秦学志顿时两眼放光，一个翻
滚向前扑出几米，随即开枪射击，精确
命中目标。

整场对决下来，秦学志如猛虎般跳
跃翻滚，多次完成高难度射击，对手震
惊了：这哥们儿是铁做的吗？
“ 并 不 是 铁 做 的 ，就 是 有 点 儿

‘虎’。”提起秦学志的“虎”，全校无人不
知。

一米八的个头，国字脸，一对剑
眉，虎背熊腰，健硕有力。早在秦学志
刚考入军校时，他的队长就一眼“相
中”了他。“这小子看着‘虎气’十足，是
块好料！”孰料第一次做俯卧撑分解动
作，“一二、一二……”一刚下去，二就
没了反应，看他趴在地上，脸憋得通

红，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气得队长直跺
脚：“啥‘虎气’，就是一只‘病大虫’！”
“‘病大虫’也是‘大虫’，只要‘对症

下药’，火候到位，就能‘药到病除’。”开
学初要求填报个人专业，众多专业中，
属侦察专业最冷门，由于训练过于艰
苦，很少有学员愿意碰这块“烫手的山
芋”。可就是“虚”到连俯卧撑都做不了
几个的秦学志，竟然想都没想就填报了
侦察专业。

队长对秦学志的底细门儿清，当晚
找到秦学志：“你可能不知道侦察兵的
情况，你能吃得了那苦吗？”“都说侦察
兵是兵中尖刀，我要当尖刀的刀尖。”掷
地有声的回答从秦学志嘴里蹦出来后，
队长默许了他的选择。

俗话说：笨鸟先飞。自身素质弱，要
想迈入侦察专业，不掉层皮可不行。腿
绑沙袋负重跑，别人 5圈他 10圈；日常
“三个一百”扩充到“三个五百”，俯卧撑
支地到筋疲力尽；在满是沙砾的场地练
战术，身体被磨得青一块紫一块……可
体能是个日积月累的过程，短时间训练
效果难尽人意，几个月后的体能测试，
秦学志进步并不大。

不见起色的体能，远离故土的陌生

感，让秦学志开始怀疑这般努力是否值
得，他攥紧拳头狠狠捶在墙壁上……唯
有疼痛才最清醒，他告诉自己，军人的
血液里流淌着不服输。

精神是“药引”，配以四年的苦功，
自然“药到病除”。四年的时光里，秦学
志凭借水滴石穿的信念不断进步。到
了毕业考核时，他以综合成绩第一的
表现脱颖而出，并作为优秀学员代表
留校，完成了从“病大虫”到“猛虎”的
华丽转身。

这场对决后，当被问到制胜秘诀
时，秦学志话语铿锵：“瞄准了就射击，
认定了就死磕到底。正如猛虎，只要确
定了进攻目标，就能一招制敌。”

不觉间，太阳悄悄“探出脑袋”，一
抹朝阳洒在秦学志坚毅、俊朗的脸庞
上，有种说不出的帅气。风在耳旁呼啸，
仿佛一阵虎啸声。

左图：秦学志在训练中演示战术动
作。 李宝臣摄

“虎兵”逆袭
■孙 杨 高永龙

“本次集团军体能大比武综合冠
军——袁海波！”5月上旬，站在领奖台
上的第 82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袁海
波忘记了左臂肌肉拉伤的疼痛，笑得格
外灿烂。

个头 1米 77，体型精壮，皮肤黝黑，
36 岁的袁海波是全营最老的兵。两个
月前，旅里选拔军体标兵参加集团军比
武的通知刚下发，老袁二话没说就跑去
找排长杨志升：“我要报名！”
“海波，听说你的腰肌劳损又严重

了，要不这次咱别参加了。”排长想保护
一下老袁。“老毛病了，不碍事。”老袁嘿
嘿一笑，“排长，再不参加就没机会了。”
今年即将退伍的老袁想再拼一把。排长
拗不过老袁，只得“放行”。“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在旅里组织的选拔考核中，老
袁名列前茅，如愿过了第一道关。

不过岁月不饶人，体能场上年龄这道
“坎儿”很难迈过。为了弥补年龄劣势，老
袁用自己的方式“绝地突击”。400米障碍
他练得最多，每个过障动作都练到近乎
“条件反射”，掌心磨出老茧、双膝多处淤
青，这些丝毫没影响他的训练劲头。

比武进入倒计时，老袁的腰伤并没
有好转，集训队的战友都劝他别硬撑，可
他总是当面笑着说没事，背地里却偷偷
跑到军医那打止痛针。

比武当天，第一项就是老袁拿手的
400米障碍。可就在这个他练了无数遍
的项目上，意外却发生了。返程跑至云
梯前，老袁奋力一跃，借助身体惯性抓住

第三根横杠，可能是发力过猛，他感觉左
大臂一阵钻心的疼，额头瞬间渗出一层
细密的汗珠。

肌肉拉伤！老袁顿感不妙。可赛场
上时间就是生命，他顾不上多想，咬紧牙
关两手交替向前移握横杠，撕扯的剧痛
让他一度眼前发黑。攀越壕沟时，他用
双腿和右臂作为主要发力部位，左臂勉
强用力，才撑着身体爬出。
“28号，袁海波，1分 51秒！”老袁的

成绩虽不是本场最佳，但本次比武综合
考虑参赛选手年龄与竞技成绩，设置相
应的评分标准，换算成具体分数后老袁
暂居榜首。这让他心里有了底。

接下来的3项比拼，3公里、仰卧起坐、
30米×2蛇形跑老袁都发挥稳定，以7分优
势继续领跑。最后只剩下引体向上了，他
却犯了难。连贯考核后，左臂拉伤处早已
疼到麻木，若是放弃最后一项，肯定无缘领
奖台；如果硬拼，可能加重伤势。老袁思忖
了一会儿，“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拼！”

跃起抓杠的那一刻，老袁感觉左臂
有些不受控制，开始微微颤抖。一个、两
个……尽管他把重心偏在身体右侧，可
每一次向上发力都仿佛再次“撕裂”左臂
肌肉。最终，老袁的引体向上成绩定格
在 12 个，他的综合成绩领先第二名 1.5
分，正是这微弱的优势，让他站上了冠军
领奖台。

还有半年就要脱下心爱的军装了，
战友们劝老袁歇歇，这名硬汉却说：“征
战没有终结，前进永不止步。”

四级军士长袁海波带伤参加集团军体能

大比武并夺得综合冠军——

军营硬汉绝地突击
■严 岩 王 爽

新大纲实施以来，火箭军某部

在训练间隙穿插安排各类小比武、

小竞赛活动，提升官兵训练热情。

5月下旬，该部警卫连开展“谁是第

一”小比武活动，战士们气势如虹，

大吼着扛起圆木向前冲。

黄建建摄

国际军事体育世界锦标赛，是和
平时期各国军队展示实力形象、增进
友好交流、扩大国际影响的重要舞台。

5月 20日，国际军体第 33届摔跤
世锦赛在莫斯科落幕。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斗中，代表我军出战的军委训
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八一摔跤
队奋勇拼搏，斩获 4 金 3 银 1 铜，女
子团体更是取得“五连冠”的骄人战
绩。

巅峰对决

摔跤比赛是身体直接对抗最为激
烈的项目之一。要想站上最高领奖
台，必须在硬碰硬的身体较量、实打
实的技巧比拼中杀出一条路。
“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

时，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
身。”这就是我军体育健儿的真实写
照。正是凭着这股精神，我军跤手第
一次参加国际军体摔跤世锦赛，就将
女子团体冠军奖杯收入囊中。随后几
届世锦赛，这座奖杯也从未花落别家。

而这次比赛，我军摔跤健儿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 20 多个国家
300 多名选手中，除了那些实力强劲
的“老熟人”外，来自俄罗斯、朝
鲜、波兰的“新面孔”为比赛增添了
变数。

女子 57公斤级比赛由老将李绘出
战。现年 33岁的李绘曾获得雅典奥运
会入场券，也是唯一蝉联全运会女子
摔跤个人冠军的选手。去年全运会
后，由于常年伤病累积，她不得不进
入休整状态，赛前 1个月才恢复系统
训练。

一路闯进决赛，李绘面对的是年
仅 20 岁的朝鲜选手。一个是沙场老
将，一个是初生牛犊，比赛从一开始
就充满火药味。几次交锋，因体能和
年龄劣势，李绘一直被对手压制，眼
看比分一步步拉大，朝鲜队的教练和
队员们喜不自禁。李绘不急不躁，抓
住对手年轻气盛、追求速胜的心态，
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最终惊险的以
1分反超，为中国队夺得难度系数最
大的一金。

实战练兵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
备战 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从去年
冬天开始，包括整个春节，摔跤队没
有休息过一天，每天就是一个字：练！

摔跤讲究的是“眼似闪电臂似
绳，腰如盘蛇脚如钻”，身体的力量和
动作的灵活缺一不可。练臂力，队员
们每天要徒手攀爬十几米高的长绳几
十趟；练抱摔，他们要抱着 100 多斤

的沙袋来回翻滚；练实战，女队员找
男队员当陪练，轻量级队员找重量级
队员当陪练……一天训练下来，队员
们累得筋疲力尽，常常连筷子都拿不
起来。

为了在这次世锦赛前降到标准体
重，李绘每天都要穿上厚厚的降体重
服练长跑，在高温桑拿室里一蒸就是
几个小时。期间，水要少喝、饭要少
吃，训练量却不能少。身体和心理上
的双重痛苦让她备受煎熬，但她凭着
军人不服输的劲头硬是挺了过来。

为了进一步提高实战能力，摔跤
队先后邀请河南、山东、湖北等 5支
地方摔跤队来队进行实战对抗。不同
的队伍、不同的对手、不同的打法和
绝招，让队员们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
验，为备战世锦赛奠定了基础。

使命在肩

“忠诚履行使命，为国为军争
光。”军事体育训练中心大门口的 12个
大字，彰显着军体健儿的神圣使命：
夺金牌、创纪录，升国旗、奏国歌，
扬国威、振军威。

担当强军重任，老兵首当其冲。
今年出国组队人员选拔，恰逢队伍新
老交替。面对这一情况，已转行担任
教练员的廖蓉挺身而出，31岁的他主

动请战，重新回到训练场，并在比赛
中夺得一枚银牌。

李绘也是如此，已经担任教练的
她一边自己苦练，一边还要完成教学
任务，每天宿舍、食堂、训练馆三点
一线。有人问她：“你的业余生活是什
么？”她平静地说：“摔跤就是我的全
部生活。”

敢担如山使命，源自信仰坚定如
磐。多年来，每逢新人入队，他们都
会集合在国旗下讲传统，重温前辈奋
勇拼搏的光辉历程，激励新队友把为
国争光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出征动
员，他们面朝国旗宣誓，号召大家为
祖国荣誉而拼、为军队使命而战；出
国参赛，他们怀揣国旗远征，宿营
地、训练场、赛场上，队员走到哪
里，国旗就飘扬到哪里。

为了帮助运动员认清军事体育价
值所在，他们组织官兵观看《大国军
体》《军体雄师》 等纪录片；将冠军
选手和冠军教练的名字镌刻在队史馆
的金牌墙上，照片悬挂在训练场、宿
舍楼内；邀请作战部队专家和骨干来
队授课示范……一系列举措，让队员
们初心不改、信念如钢、士气如虹。

回国后，队里组织“传承红色基
因，加紧练兵备赛”大讨论，广大教
练员和运动员争相发言：“要当习主席
的好战士、树解放军的好样子，瞄准
2019 年世界军人运动会，用胜利向党
报告、向习主席报告！”

胜利是军体人的最高追求
——我军摔跤队征战国际军体第33届摔跤世锦赛侧记

■本报特约记者 吴 旭 特约通讯员 尹家睦 魏石磊

奋勇向前

“并列冠军！”近日，武警青海总队猎
人训练场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10
公里武装越野出现并列第一，更巧合的
是，这两人还是对儿双胞胎兄弟。

说起白宇欣和白宇杰这对冠军兄弟，
那可真叫大家羡慕坏了！两个人不仅在训
练场上是势均力敌的好对手，平时生活里
更是互帮互助的亲兄弟，战友们给他俩送
了个响亮的外号：军营“双子星”。

可有段时间，弟弟白宇杰明显表现出
对哥哥白宇欣的不满。原来由于改革调
整，哥哥被选进了特战中队，而弟弟却遗
憾落选，这让弟弟心有不甘，甚至认为是
哥哥把自己“挤掉”的。
“那么多努力就付之东流了？”特战中

队名单公布那天，白宇杰攥着微微颤抖的
拳头发愣，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往
事一幕幕浮上心头——

为了能入选特战中队，白宇杰每天早
起半小时，悄悄穿上沙背心跑山地越野，
腰部让背心磨破了就垫个护腰接着跑；晚
上当战友们都回宿舍放松休息时，白宇杰
还在咬着牙坚持加练“三个一百”。

起初，一分耕耘确有一分收获。年终
军事比武器械考核的时候，白宇杰一马当
先，单双杠一练习中，他以单杠 42个、双
杠54个的绝对优势霸气折桂。

当他看到哥哥成绩单上那区区十几
个的成绩时，他还开导起哥哥。哥哥微微
皱了皱眉：“小杰，你这成绩确实不错，可
是你的训练方法我觉得不太科学，这样
下去……”
“什么科学不科学啊，训练训练就得

靠练。”看着弟弟咄咄逼人、一脸得意的样
子，哥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没承想，以往都落后自己的哥哥竟然
在竞争特战队员名额这件事上“超车”了，
弟弟心有不甘。其实白宇杰心里一直都觉
得自己比哥哥更优秀，可如今事实就摆在
面前，当他看到哥哥穿上特战服驰骋练兵
场时，心里的气便不打一处来。

这天，他截住了正在训练的白宇欣，
非要和他比一场。“咱不比别的，就来一趟
400米障碍，让大家瞧瞧，凭什么你能进特
战中队！”看着弟弟一脸不服的表情，白宇
欣无奈摇了摇头：“好，输了你可别耍赖。”

哨令一响，兄弟俩同时“嗖”地蹿了出
去。前半程两人还不分上下，可后半程弟
弟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过云梯的时
候，他一个起跳不稳差点没够到横杆！这
一下就被哥哥拉开了三四个身位。眼巴巴
看着哥哥率先冲过终点线，白宇杰简直不
敢相信这是曾经落后自己那么多的哥哥。

白宇欣看到弟弟一脸茫然，走过去拍
着肩膀对他讲：“小杰，你一直都不注意科
学训练，这一开始还行，可是时间久了弊
端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就说下壕沟吧，
应该按照动作要领单手撑地、屈膝弯腰、
重心下降之后再跳，可你从来都是离壕沟
还有半米就往下蹦，落地后的冲击力不仅
对膝盖损伤大，还浪费不少体力。”

白宇杰万万没想到一次简单的 400
米障碍赛，却暴露出自己盲目训练的问
题。这些问题一开始并不明显，可日积月
累，竟让自己和哥哥的差距越拉越大。
“努力并未白费，只是劲儿没用对。”

白宇杰恍然大悟。纠正训练方法后，经过
一段时间努力，白宇杰进步不小，不仅
400 米障碍可以和哥哥平分秋色了，而
且还如愿以偿成了特战预备队员。

上图：白宇欣（左）和白宇杰在训练中

相互较量。 薛正阳摄

﹃
双
子
星
﹄
上
演
﹃
龙
虎
斗
﹄

■
龚
泽
玺

安

然

军体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