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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未来战场，马拉

松冠军不一定是合格战士

新大纲比武，难住了老连长、考倒
了老士官，却让一个入伍不到半年的列
兵摘去桂冠。

一时间，这名全旅最年轻的冠军几
乎没人认可——

比武刚结束的一天晚上，指挥侦察
连指导员张晓查寝，无意间听到两名战
士小声议论：比武内容太新了，让一个
新兵捡了个便宜。那些“写写算算”的
课目，对战士来讲不是核心竞争力。

没几天，兄弟连队的战友过来打
听：安奕光是不是第二次入伍？听说他
之前当过侦察兵。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安奕光夺冠呢？
那天，营里各课目的训练尖子心中

不服，想试一试这名列兵冠军的实力，
在训练间隙发起了挑战。

手榴弹投掷，士官郭佳伟撤步引
弹、奋力一挥，动作堪比教科书，成绩领
先安奕光10米。

接下来的几项比拼，各位高手轮番
上阵，安奕光仅胜了 1场，全场观众哗
然。

察觉到大家的困惑，营长马新春调
整了挑战形式：多个课目综合比。

这一调整，比赛结果也随之发生了
反转：安奕光的综合成绩把挑战者远远
地甩在了后面。

几天后，营里组织对这场比武结果
的大讨论，近 80%的训练尖子表示，失
败的根本原因是还固守老思维……

落后的思维是什么？一次“不公正
的讲评”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

比武前的一次摸底考核，安奕光在
理论课目中得了最高分，成绩公布，全
场无动于衷；而和安奕光一个排的张
凯，在 5公里越野中拔得头筹时，全排
官兵高声欢呼……晚上点名，担任排值
班员的苟松民重点表扬了张凯却忽略
了安奕光。
“年年比武，大都是以考体能为

主。像苟松民一样，很多战士‘以体能
论英雄’的思维根深蒂固。”旅参谋长贾
士龙介绍说：这次，他们结合防空作战
需要和新大纲标准要求，组织这场比武
竞赛，为的就是利用比武这根“指挥棒”
树立按纲施训与按战施训相一致的练
兵导向，推动官兵训练思维与素质结构
的转型升级。

眺望未来战场，马拉松冠军不一定
是合格战士。随着“鲶鱼效应”不断升
级，不仅是安奕光所在的营，一场训练
思维转型的“头脑风暴”在全旅掀起。

谈起这场“列兵冠军”冲击波，该
旅领导感慨万千：全新的比武场不看
兵龄、不分军衔、不认资历，战场更是
如此。几个课目的变化就能让故步自
封的官兵难以适应，那日新月异的现
代战争更足以使一支守旧的军队失
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比武虽然结束
了，但新大纲竖起的“横杆”，还等着我
们不断去跨越。

不更新观念，过去游

得快的“鱼”也会被“拍在

沙滩上”

比武在继续，“鲶鱼效应”激起的

风波还在扩散。
比武赛程过半，去年的旅里全能

比武季军、中士龙胜朝汗还没出几滴，
却已经感到脑力不支、心中没底……
“空中目标识别”课目，要求目视判

断 20个空中目标，并在 5秒内报出每个
目标的技术参数。龙胜朝还没想起上
一个目标的参数，下一个目标就出现
了。最后，他勉强完成了5道题。
“图上量算”课目，参赛人员必须具

备对坐标、方位角等参数的快速量算能
力。龙胜朝绞尽脑汁，还是没把试卷做
完。

虽然在武装 5公里越野、引体向上
等传统体能课目中，龙胜朝名列前茅，
但这次比武体能课目只占总分数的十
分之一。最终，龙胜朝综合成绩仅仅排
在中游水平。

17项比武内容，其中大部分是新大
纲中的新内容，更加注重对士兵体能、
智能、技能的全面考核锻炼。

观众席中，上届全能比武冠军刘新
强无疑是最扎眼的一个——在官兵们
看来，刘新强应该是比武场上的焦点，
而不是观众席上的“看客”。

刘新强为啥望而却步？
一次“图上量算”课目训练，刘新强

的成绩很不理想，而领先自己的，有很
多是自己带过的兵，这让刘新强五味杂
陈。
“曾经是冠军，否定自己就很难，更

不愿面对‘新老倒挂’的尴尬和转型失
败的风险。”刘新强坦言，新大纲新增的
训练课目中，自己的训练成绩一直落
后，虽没参加比武，其实早已经输了。

刘新强并非个例。在这场考核内
容、评比方式全面与新大纲接轨的比武
中，那些在往届比武中摘金夺银的“种
子选手”没有几人获得好名次，反而是
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秀”主宰了赛场。

新大纲改变的不仅

是课目，更是衡量战士的

“尺子”

新大纲颁发后，高炮三连连长朱洪
伟有些迷惘。

过去，如何提升训练成绩？朱连长
可是出了名的有招法——

刚当连长时，连队训练基础较
差。练越野，他天天带着连队变速跑、
负重跑；练战术，他一遍遍拉流程、抠
细节……那年，他带领连队参加跨区
演习，一分未扣。连队年底被评为军
事训练先进单位，摘掉了多年后进的
帽子。

然而这次比武，他犯了难——新大
纲共同课目由 9个变成 15个，时间怎么
安排，教学任务如何分工？

制定“地图使用”课目教学计划时，
朱洪伟发现，全连竟然找不出能胜任的
教练员。最终，还是营里统一协调，由
其他连队的训练骨干集中授课，才解决
了难题。

第一次组织“空中目标识别”考核，
连里竟然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合格。朱
连长让不合格人员把所有参数抄 10
遍，通过强制抄写加深记忆。

然而几天后，连队再次组织考核，
不合格人员的数量几乎没变。朱连长
清醒意识到，提升训练成绩已经不再是
多跑几圈、多练几遍的问题。战斗力生
成模式也不再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单
纯转换，组训的思维模式必须进行全方

位创新。
如何创新？其实，朱连长心中并没

有谱。“这些都是干部的事，我们战士凑
什么热闹？”一次交流中，几名老班长向
朱连长发起了牢骚——

新大纲里战士共同训练课目增加
到 15个，涵盖体能、技能、智能，有些课
目和军官训练内容高度重叠，不少战
士、甚至组训者对于这种“升级”都心存
疑惑。

那么，新大纲增加的课目对战士有
没有用？

一次陆空对抗，该旅电子防空力量
初露锋芒。由高炮班长转岗为雷达干
扰站站长的上士郭雨良，冷静判断“敌”
技术参数、确定干扰方式、对“敌”实施
干扰，独立完成所有指挥环节。“从原先
在高炮连编成内听令而行，到如今立足
干扰站独立指挥，是一次能力素质的转
型升级。”郭雨良对新大纲有自己的理
解：立足新装备、新战位，完成任务的每
个环节都需要新的能力框架作支撑。

对抗结束后，不少战士都有共同的
感受：新大纲中那些被我们认为“跨界”
的课目，在实战中都是必须掌握的基础
技能。
“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对士兵训

练的定位已不仅仅是体能素质好、战
斗意志强了。”旅长武子朝认为：新大
纲呼唤的是智、技、体全面兼备的新型
作战人才，组训者只有重新定位战士
打仗职能，才能塑造好战士全新的素
质结构，为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打牢基础。

图片摄影：姚广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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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够在部队建功立业？”
安奕光入伍前，曾在网上“百度”了这

样一个问题。网络平台上的那些跟帖和支
招，至今还收藏在他的手机中。

所有人都没想到，当兵 100多天，安奕
光就给这个问题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今年 3 月底，第 80 集团军某防空旅
首次按新大纲要求组织岗位练兵比武，

指挥侦察连列兵安奕光经过 10 大项 17
个内容的激烈角逐，在全旅 56 名训练尖
子中脱颖而出，夺得全能比武冠军，荣立
二等功。

“这是从哪冒出来的冠军？”成绩一经
公布，从旅领导到营连战士，心中都打了一
个大大的问号。

军事比武冠军是推进训练深化的“参

照物”和“符号样本”。从那时起，这支部
队里的官兵甚至更多人，都在对这名年轻
的列兵冠军和他背后的训练场之变，进行
着目光各异的“观瞄”。

这个兵特别爱问“为

什么”

把安奕光选到自己班里没几天，侦
察班班长苏杭就想吃“后悔药”。
“班长，挥臂时如何扣腕才能防止

弹道过高？原理是什么？”最寻常不过
的手榴弹投掷训练，安奕光一发问就是

一连串。苏杭边做动作边讲解，前前后
后演示了5次才让安奕光彻底“住嘴”。

当了 8年兵，苏杭第一次遇到这样
的。“以前要有这样的兵，少不了被老班
长‘剋’一顿。这些年带了这么多兵，也
没人问过我为什么，老实照做往前扔就
是了……”

第一次防护训练结束后，负责课目
教学的士官王泽华就气呼呼地找到了
苏杭：“你们班那个安奕光咋回事？简
直是‘十万个为什么’！训练的时候一
个劲地问，教学进度都受影响了。”

这个“爱问为什么”的兵，不仅有时
让苏杭“后悔”，有时更让他恼火——
“地图使用”训练，苏杭教给大家一

个“判断两点通视”的计算公式。当时
很多新战士尽管对其原理并未完全理
解，但都觉得班长教的错不了。

偏偏这时，安奕光又开口了：“班
长，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出来的？”苏杭一
脸尴尬。说实话，这是当年老班长教给
他的，怎么来的他也没细研究过。
“你记住就行了！”苏杭有点下不来

台，大声呵斥说。
安奕光并没有死心。他琢磨半晌，

根据相似三角形判定定理把公式推算
了几遍，发现班长授课时误把公式的一
项写反了，忍不住又提问把班长的失误
点了出来。

训练教室内的气氛，一下尴尬到了
“冰点”……

这件事成了旅里的趣闻。不少班
长见到苏杭就“开涮”：幸亏当时我没选
这个兵，要不然多闹心！
“我算怕了他。”苏杭回忆说，为了

应付安奕光，自己每次都提前把训练课
目预习、研究一遍，避免再“露怯”。“没
想到这一来二去，我的训练成绩进步也
越来越快。这小子成了倒逼我成长的
鞭子，也算他的可爱之处吧。”

安奕光成了全旅比武全能冠军，苏
杭一点也不惊讶。
“训练的每一个细节他都不允许自

己有问号。”有一次，安奕光研究一个训
练课目到深夜。把全部问题弄懂后，安
奕光兴奋地把正在酣睡的苏杭叫醒，讲
起自己的学习成果。
“当时真想踹他一脚啊。”回想起这

事，苏杭忍不住笑了：“其实想想过去的
训练，自己脑子里不是没问号，但没有
彻底搞明白的劲头。这种刨根问底的
钻研精神，我得向他学习。”

他每一次训练都不

“抄近道”，不投机取巧

比武结束后，指挥侦察连连长张帅
常常被其他连长“调侃”：“老张，你给你
们连那小伙儿搞啥特训了？让我们取
取经呗。”
“哪有啥特训啊。”张帅心里想。要

说哪里“特”，在他的印象里，安奕光训
练中倒是有点特别的“傻劲”——

安奕光的体能基础比较差，5公里
越野训练时却从不像有的新战士那样
把背囊里的物资偷偷取出一部分减
重。防护训练中，有的新战士把防毒面
具放得浅、固定带系得松，以便快速脱
戴。但安奕光每次都按要求放置，从来
不取巧。

张帅有点打心底喜欢这个兵，“他
每一次训练都不‘抄近道’。”
“工事构筑和伪装”课目训练强度

大、标准高，考验体力，更考验意志。
很多战士宁愿跑两个 5公里，也不愿练
一次构工，非练不可有人也是专挑土
质松软的场地，但安奕光每次都在土
质硬的地方作业。常常是别人都已完
工休息了，安奕光还在满头大汗地与
硬土块较劲。

然而，上级组织考核时，平时训练
中每次最慢的安奕光，却成了全连第一
个达到成绩良好的新兵。

备战比武期间，有的战士在研究比
赛规则，琢磨哪些课目分值大就强化哪
些课目。看着安奕光还是每个课目内容
都使“傻劲”，张帅忍不住“指导”了他几
句：“这个课目不占多少分，你多研究研
究别的，成绩提高得更快。”没想到安奕
光认真地说：“连长，我没想着为成绩而
练，就是想着学一门课目得练扎实了。”
“其实他让我也很受触动。”张帅感

慨地说，“打仗时哪个课目练不好都可
能丢命，练好了都可能救命，哪有什么
分值高低之别？”

全旅比武中，安奕光虽然在单个课
目成绩上并不都是最突出的，但当成绩
综合后，安奕光凭借所有课目的稳定发
挥，牢牢占据了榜首位置。
“训练不投机取巧，说起来简单做

起来难。把每一个动作都练到位，就是
极致。很多人感叹安奕光夺冠是个偶
然，在我看来，一点也不意外。”张帅如
是说。

当兵就得研究打仗，

与兵龄长短、军衔高低

无关

“起初他跟我套近乎，还以为他当
我这个排长是个官，后来才知道这小子
盯着的是那把指挥尺。”

排长王志强和安奕光住在同一间
排房，他参加集团军参谋业务集训带回
的指挥作业工具，早就被安奕光盯上
了。

一个列兵学指挥尺？这些训练内
容并不是战士需要掌握的，明显“跨界”
了。王志强没当回事，“你研究这些干
嘛，又用不上，休息时间干点别的不好
吗？”“排长，我觉得来当兵，学和打仗有
关的东西，都有用。”

王志强一时语塞，却对这个新兵刮
目相看。
“短短 6分钟，以军就把叙军 19个

地空导弹营全部摧毁……”一天中午，
安奕光随手翻阅王志强的《空袭与反空
袭战例选编》时，被贝卡谷地空战所吸
引。

看到“雷达受到干扰，以战机外表涂有
灰蓝保护色，目视搜索难以远距离发现，使
叙军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境地……”安
奕光心里咯噔一下：自己就是使用目视
观测器材搜捕目标的空情侦察员，遇到
这种情况怎么办？

安奕光的疑问，王志强一时也不知
该如何回答。他还没对这个战例进行
研究，按照计划，这是下周军官训练“空
袭与反空袭经典战例解析”的内容。
“新大纲士兵训练课目中增加了很

多以往军官才要求掌握的内容，这不仅
是对能力要求的提升，更是一种思维模
式的培养。”对于安奕光夺冠，王志强想
得更多：列兵、冠军、二等功臣都不是安
奕光身上最准确的标签，如果非要定义
一下这个小伙子，他觉得，一个新时代
的新型战士可能更加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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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长镜头

随着对新大纲训练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第80集团军某防空旅迈开训练转型的新步伐。图为该旅组织夜间实弹射击。

图为安奕光参加比武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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