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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为猎鹰突击队授旗时，要

求官兵做到思想政治非常过硬、专业素

质非常过硬、战斗作风非常过硬。作为

猎鹰的“领头人”，从习主席手中接过战

旗的那一刻，除了感到自豪和光荣之外，

更多的是对锤炼部队反恐实战能力的使

命感、紧迫感。

众所周知，特战队员遂行反恐任务，

大多都是与恐怖分子短兵相接、近距对

抗，时刻面临着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

验，这就要求特战队员必须生理、心理素

质双双过硬，具备实打实的真功夫、硬本

事。然而，真正把特战技能、战术手段、

官兵体能和心理素质练到“放心”的程

度，并不容易。当前，一些单位还存在把

“魔鬼周”训练当体能集训的模糊认识，

当成一般性任务“走过场”，导致部队战

斗力徘徊不前。

新大纲立足实战，更加科学地设置

了训练课目比例。这就给带兵人提出了

新的课题，要求我们更加牢固地树立实

战、实训、实抗的抓训理念。只有在激烈

的对抗中找准训练差距，在近似实战中

发现能力上的短板，在真刀真枪中积累

作战经验，才能真正把部队建好、把兵训

精，在反恐实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唯有实练方能胜战
■武警猎鹰突击队部队长 米彦广

大抓练兵备战·新大纲施训进行时累累累

演训场心得

本报讯 记者马超、特约通讯员
帅刚社报道：扛原木、翻轮胎、泥潭摔
擒……这些过去在“魔鬼周”极限对抗
训练中常见的课目，如今不再唱“主
角”。近日，记者在武警猎鹰突击队“魔
鬼周”极限训练现场看到，突击队员在临
机设置的情景中展开技战术对抗，以往
以磨炼“铁脚板”为主的体能训练内容被
带有实战背景的战术课题取代，特战尖
刀在突破心智极限中越磨越锋利。
“‘魔鬼周’极限训练是反恐训练的

高级形式，是对特战部（分）队整体作战
能力的全面考验。”拥有多年“魔鬼周”极
限训练经验的该队政委张卫介绍，过去
受人员、地域、训练理念等条件所限，开
展“魔鬼周”极限训练往往侧重于对体能
极限的锤炼，把公斤数、公里数、小时数
作为主要练兵指标，可真正的特种作战
远非这么简单，更多的是包括体能在内
的智能、技能等多能的综合较量。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该队就大胆尝
试，按照适度安排体能、突出战术融合、
强化对抗演练的思路，缩减在营区就能
展开、训练费效比不高的纯体能课目，让
“魔鬼周”训练摆脱过度倚重体能定标准
的低循环模式。如今，新大纲对特战训
练的体能、技能、战术课目占比作出了相
应调整。根据这一变化，该队将体能、技

能、智能、心理、战术 5类训练内容进行
具体量化和细化，逐步探索推广以新大
纲为根本，以实战需求控制训练进度，以
昼夜连续实施确定训练强度的特战训练
内容体系，力求实现一次练兵体现多个
要素、检验多种能力。

从极限体能向极限多能转变，一字之
差折射核心能力之变。记者了解到，过去
体能、战术等课目在训练安排上相对独
立，“重叠率”不高。现在，体能课目同战
术课目合在一起练，单兵体能在“到量”后
不再重复安排类似内容；所有战术课目均
以对抗形式展开，各特战小队根据设定课
题，自主规划任务、自主实施、自主评估，
最大限度契合实战条件下作战需求；将技
能训练与战场生存紧密联系，倒逼特战队
员练技能、用技能，培养战场思维；把越野
射击时间、命中环数捆绑计算，促进静态
射击训练成果升级转化。

记者在水上反恐课目训练现场看
到，6名队员协力肩扛橡皮艇奔袭 500多
米后，入水追剿“恐怖分子”。官兵自行
选择射击方式，在晃动的皮划艇上向水
上的气球靶射击。训练全程伴随着枪
声、爆震弹和烟雾弹干扰，路线走错就会
触发“地雷”，队形松散就会遭到“蓝军”
袭扰，协同不紧就会遭受“恐怖分子”火
力打击，在突破体力精力极限、心理智能

极限、技战融合极限的同时，最大限度检
验作战能力。
“魔鬼周”变脸，使施训理念向实战

化靠拢，组训形式向对抗化转型。该队
政治工作部主任王继飞告诉记者，越来

越高的训练难度，在该队引发了新一轮
练兵备战热潮。如今，猎鹰队员们讨论
最多的是弹道、瞄准基线，关注最多的是
如何提高反恐实战能力，谋战研战的风
气在该部蔚然成风。

从单纯练体能向全面锤炼反恐作战能力升级，武警猎鹰突击队
着眼实战提升特战训练质效—

突破极限，特战尖刀越磨越锋利

一位深受官兵尊重的“老政工”在介绍

自己的工作经验时，有一个关于谈心的细节

给人以启发：与战士谈心时一定不能高人一

头，战士坐马扎你也要坐马扎，战士坐矮板

凳你也要坐矮板凳。

领导干部是坐马扎还是坐沙发，坐矮板

凳还是高板凳，不仅是个生活习惯问题，也

反映出与基层、与士兵的思想距离。当年，

彭德怀视察连队时，不坐靠背椅，坚持要和

战士们一样坐矮板凳。他说：“那些坐在很

高很高的板凳上的人，看不到士兵了。”开展

“马扎式谈心”，领导干部的“坐风”一变，看

上去好像矮了，但离战士更近了。官兵之间

心贴得近了，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

“马扎式谈心”体现的是平等的态度和

真挚的感情。俗话说：“人心换人心，四两换

半斤”。官兵平等、同志互爱一直是我军的

优良传统。谈心需要技巧、方法，更需要平

等相待的态度、真心实意的情感。战友之间

朝夕相处，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疙疙瘩

瘩。这个时候，一起坐在马扎上谈谈心，战

士的心情就会舒畅很多，干劲也会变得更

足。

“马扎式谈心”更体现出问题意识和见

微知著的能力。俗话说，话是开心斧。电

影《柳堡的故事》里，指导员与二班长循循

善诱的谈心，及时解救了二妹子，并消灭了

一股反革命势力；《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指

导员与排长语重心长的谈心，使排长及时

摒弃了错误思想；《战火中的青春》里，副排

长与排长诚恳交换意见的谈心，使全排战

斗力变得更强……这些虽是影视作品中的

情节，但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各级领导干

部应善于对身边的官兵“察言观色”，及时

感知他们身上的细微变化，尤其当发现个

别官兵出现思想波动、情绪低落、语言偏

激、行为异常等情况时，须及时开展谈心交

心，努力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

“马扎式谈心”同时需要朴实的话风和高超的沟通技巧。语言不生动，战

士难心动。这道理那道理，能让战士听进去、记得住才是真道理、硬道理。语

言是思想的外壳、沟通的桥梁，能够引发共鸣的语言才是好语言。谈心要谈出

效果，就要多用贴近战士的话语，把道理讲到谈话对象的心头，赢得谈话对象

的点头。

（作者单位：9371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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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董良毅、刘振宁报道：“杨
靖宇将军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意志值得
我们学习。”8月初，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第 202医院组织执行卫勤保障任务的医
护人员参观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抗联
将士在黑土地上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
让医护人员深受感动。
“沈阳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重要

战场，红色资源非常丰富。”该院政委张守
春介绍说，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他们充分
发挥驻地红色资源优势，组织官兵参观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东北陆军讲武堂
旧址、雷锋纪念馆等馆所；利用外出巡诊、
演习保障、卫勤训练等时机，组织参观周
边红色场馆，寻访慰问老军人、老党员，让
官兵接受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

为增强教育实效，他们还注重挖掘
身边教育资源。如今已是 88岁高龄的
该院优生优育中心原主任杨品曾参加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近日该院组织的
“讲红色故事、话使命担当”主题活动中，
她登上讲台分享战斗经历，讲述医院历
史，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医院诞生于战争年代，医院的建设

发展史就是一部红色基因传承史。”今年
以来，该院结合纪念建院75周年，深入挖
掘医院发展历程中的红色故事，收集整理
在抗震救灾、援非抗埃等重大任务中涌现
出的感人事迹，让官兵在回眸历史中寻根
溯源，在继承传统中履行使命。前不久，
他们组织医护人员横跨多个省市，圆满完
成某重大演训活动保障任务。

第202医院利用驻地资源增强教育实效

黑土地上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 唐兵、万永康报道：日前，
南海舰队某作战支援舰支队网上军史馆
正式上线，丰富的教育内容、灵活的教育
形式受到官兵称赞。

为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该
支队积极发挥网络平台作用，开设网上
军史馆，分为根脉传承、辉煌荣誉、精兵
典型、强军步履等篇章，用兵言兵语讲述
红色故事，用英雄事迹激发强军动力。
为丰富网上军史馆内容，他们抓好网站

管理员队伍建设，组织官兵重读红色故
事、重温红色岁月，把“老史料”推上新媒
体；聘任基层官兵兼职军史稿编辑，及时
更新史料，挖掘基层一线新人新事，用身
边典型故事增强教育感召力。

身边有典型，心中有方向。刚刚执行
完南沙换补任务的泸沽湖舰副补给长范
延洲，利用任务间隙拍摄制作了一部微电
影，记录官兵当先锋、打头阵的事迹并发
布到网上军史馆，点击量持续攀升。

南海舰队某支队建立网上军史馆

虚拟空间筑起教育阵地
本报讯 记者郭晨、通讯员王均

波报道：前不久，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组
织百余名师团职领导干部理论集训，
围绕“纠治和平积弊”这一主题，深入
查纠问题，追根溯源剖析，以上率下立
起备战打仗鲜明导向。

集训中，他们编印下发专题教材，
采取小组讨论、大会交流、专题辨析、作
业考试等形式，强化纠治和平积弊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邀请知名专家讲授分析
外军后勤保障现状、未来联合作战对联
勤保障的要求；邀请作战部队指挥员围
绕演训中联勤保障现状谈体会。

在问题查纠环节，该中心领导围
绕主题讲党课，参训学员带着本单位

前期梳理出的问题学习思考，从自身
和单位层面深挖根源，查找出主责主
业不居中、训练备战“两张皮”等多种
表现，剖析出担当意识不够、保障模式
落后等 8个方面问题根源。此外，他们
还结合前期机动保障力量试训论证，

对实训实保中存在的问题系统制订整
改措施；围绕作风建设，对“五多”现象
现场约法三章：不得随意要求基层报
材料、能电话说清的事情不得索要材
料、能数字表述的事务不得要求提供
文字材料，切实让官兵精力聚焦主业，

人员回归战位。
据悉，下一步该中心还将通过组

织机关指挥能力训练、军事训练比武
和与作战部队对接联训等形式，以任
务倒逼问题纠治，使官兵精神状态和
能力素质向实战化保障转型升级。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组织师团职领导干部会诊练兵难题

以上率下，立起备战打仗导向

本报讯 郭彬、记者赖瑜鸿报道：
盛夏的一天凌晨，阵阵警报声划破夜
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保障旅官兵
迅即行动，撤收帐篷、装载物资，向上
级指定地域机动集结。据悉，该旅驻
训半个月来多次变换驻训场地，通过
战场机动训练强化官兵战斗素养，提
升部队支援保障能力。

该保障旅在今年野外驻训中，注重
一切从实战需求出发，驻训不到一周，各
保障模块就接到“转移到下一驻训点”的
命令。当官兵马不停蹄抵达新驻训地，
刚搭设好帐篷准备就寝时，又突然接到
新的转移命令。各保障模块迅即撤收帐

篷、装载物资，奔赴下一个驻训点。机动
途中，导调组临机设置“敌特袭扰”“炮火
袭击”等突发情况，各保障模块走一路打
一路，官兵实战能力得到锤炼。

针对未来战争对联勤保障提出的

要求，该旅驻训期间还定期开展保障研
练，积极探索战役战术支援保障方法，
锤炼战场指挥保障能力。他们将军事
地形学、战术标图等军事课目作为必训
必考内容，着力提高官兵联勤防卫作战

能力。为确保训练质量，该旅每天派出
训练监察组深入各保障模块，检查训练
落实情况，查找战斗力建设中存在的短
板，研究制订改进措施，让野外驻训更
加聚焦实战。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保障旅强化官兵战斗素养

聚焦主业，树牢一切为战意识

8月7日，阿里军分区某部组织官兵进行岩壁攀登训练，锤炼高寒缺氧环境下

的作战能力。

刘晓东摄

（上接第一版）“立秋后，基层官兵缺些
啥？”大家一致感到，随着天气转凉，要尽
快拿出“雪前送炭”“按需蹲点”等务实措
施，把服务基层的工作做好。正在边防
调研的军区保障部领导提出，针对藏东
南边防雨多雾浓、气候潮湿的特点，要多
配夜视器材，满足雾天监控需求；要定期
组织把驻守官兵的贴身衣物送到山下
“阳光消毒”。

“关爱戍边官兵从他们的衣食住行
做起。”习主席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
出重要指示后，新疆阿勒泰军分区党委
领导重点研究了如何改善防区 20余个
地处深山老林、沙漠腹地、蚊虫王国的边
防哨所官兵的生活条件，督促各级按计
划完成对所有冬季执勤哨所的营房维
修、暖气改造、净水设备入哨和信号接入
工作，保证长期扎根在边防一线的戍边
官兵衣行无忧、食宿无虞。
“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

向。守护边关，不仅需要广大官兵默默奉

献，更需要大力改善边防执勤生活条件。”
在学习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时，云南省军
区官兵谈到，近年来，云南军地加大投入，
在边境一线重要口岸、通道安装视频监控
系统和数字通信系统，边境执勤哨所实现
了“侦察监控实时化、指挥控制自动化、巡
逻执勤可视化”。学习习主席重要指示
后，云南省军区党委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
解决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作为一线带兵人，我将牢记习主席

的重要指示，做边防战士的贴心人、知心
人、暖心人。”在海拔4520米的西藏山南军
分区无名湖哨所，指导员土杰旦增表示，一
定要把上级的爱兵举措不打折扣落实好。
“船是我们的家，海是我们的地。学

习习主席重要指示让我们感到，党和政
府就是我们垦海戍疆的靠山。”“垦海戍
疆模范民兵连”潭门海上民兵连民兵王
振福谈到，在各级的关怀下，我们干工作
的劲头更足了，一定要守好“祖宗海”。

（本报北京8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