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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射手巴云鹏在

哪儿？让他先打！”

西北大漠，风劲沙疾。新疆军区某
师一场实战背景下的对抗演习，进入决
定胜负的关键阶段。
“出现低空飞行物！”来自雷达阵地

的警报一下子让现场气氛陡然紧张起
来。

面对突发“敌情”，防空分队迅速就
位，跟踪雷达立即搜索目标，导弹调整
指向跟随目标，各火力单元进入待发状
态……
“导弹射手巴云鹏在哪儿？让他先

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后方指挥中
心快速传来一道紧急指令。
“轰”的一声巨响，一发导弹拖着长

长的尾焰划破长空，直奔目标而去。好
险！目标在即将飞出导弹射程的时候才
被击落。

巴云鹏是谁？为啥指挥员关键时刻
首先想到的是他？

原来，巴云鹏是该师赫赫有名的导
弹“神射手”，指挥员首先想到他，不为别
的，全因让他打命中有把握，不会轻易失
手。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在师里的
导弹射手专业比武中，巴云鹏曾两次夺得
金牌，人称“巴百万”。价值十几万一枚的
导弹，巴云鹏打了十几枚，由此得名。
“神射手”可不是光靠导弹“喂”出来

的。戈壁烈日下，巴云鹏练“平稳据筒”
这个基础动作一练数个小时，肩膀酸痛
红肿了也不肯罢休……
“练得刻苦其实是后话，如果没有

师里一整套选拔培养和比武竞赛的科
学机制，自己成长也不会这么快。”巴云
鹏说。

刚下连，连队一改过去拿着花名册
随机遴选的方式，采用心理、身体和训练
潜力综合测试办法，把各项指标靠前的
巴云鹏优先安排到了导弹射手岗位。

为使新射手快速掌握射击技能，师
里采取“小兵种大集中”的办法，组织导
弹射手集训，跨连安排一名实战经验丰
富的老士官帮带巴云鹏。

部队参加跨区机动演习，还是上等
兵的巴云鹏就获得了实射导弹的机会。
“如果比武的方法不科学，也可能虎

落平原，龙游浅水。”谈起比武竞赛场上
曾经的一些不当做法，该师一名领导形
象地说，那时候就算有些官兵具备了夺
冠的实力，也不一定有夺冠的机会，就好
比选手练的是非奥项目，本事再大也上
不了奥运赛场。

令“巴云鹏”们感到幸运的是，如今
的比武场变成了群众练兵大舞台，官兵
们人人有上场机会，个个有可选项目。
正因为如此，许许多多像巴云鹏这样的
战士，顺利实现了从普通一兵到训练尖

子的华丽转身。

如何让石头在水上

漂浮？答案是：给它力量

和速度

平时训练手枪射击打个 50 环都不
容易，要在高手云集的国际赛场打个 50
环更难。可这个师的射手陈筱做到了。

去年 8月，俄罗斯、伊朗等 10国军队
代表队云集中国新疆库尔勒国际军事竞
赛赛场。在军械能手项目角逐中，来自
该师的参赛队员、中士陈筱，面对赛场突
然刮起风沙的不利情况，沉着应对，手枪
射击 5发弹打出了 50环的优异成绩，夺
得单项赛冠军，被国际比武仲裁委员会
表彰为“最佳射手”。

如何让石头在水上漂浮？答案是：
给它力量和速度！

实打实、硬碰硬的比赛竞逐，绝不是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么简单，它是对参
赛选手方方面面素质的综合检验。就拿
心理素质这一条来说，绝不是一天两天、
一两次比赛就能练出来的。

陈筱说，没有过去多次参加连、营、

团、师各类训练比武长期积累的经验，恐
怕也不会有他国际赛场上的“一比成名”。

那次国际军事竞赛，为培养队员们
的过硬综合素质，教练组还采用许多超
常的训练办法。比如，在射手射击区域
周围布设炸点，组织驾驶员开展极限坡
度和极限时速条件下训练等，凡此种种，
都加速了参赛选手的能力提升。
“一次赛场比拼，就是一次个人战

斗技能的涅槃重生。”某炮兵团班长夏
武说。他曾在新疆军区“炮兵射击能
手”比武中夺得突击炮精度射击第一，
对比武给自己临机应变能力的磨炼，他
感受颇深。

夏武那次参加的是新疆军区炮兵专
业比武，目标临时指、距离自己判、弹种
自己选，让不少上场选手傻了眼。面对
这种情况，夏武首先让自己冷静下来，一
个步骤一个步骤认真操作。精准判断距
离、从容选择弹种……最终以全部命中
的成绩夺得冠军。

观赛的领导和战友连连称赞他是处
变不惊的“坦克杀手”。成绩面前，夏武
心里清楚，没有赛前集训对临机应变能
力的反复训练，这枚金牌怕是难落己手。

在这个师像陈筱、夏武这样，通过群
众性比武竞赛的淬火砥砺，掌握“独门绝
技”的官兵不在少数。许多官兵通过赛

场上一次次刺刀见红般的比拼，强化了
作战技能、磨练了心理素质，成长为未来
战场不可多得的紧要人才。

当赛场尖子不易，做

战场尖刀更难

一次演练，一名在师里五公里武装
越野比武中夺得冠军的班长，担负穿插
迂回任务，竟然走错了行军路线，贻误了
战机。

这件事，给官兵们重重敲响了一记
警钟：比武只是练兵的一种形式，比的可
能只是某一方面的技能，而打仗要的却
是综合素质全面过硬的精兵。

就这样，该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应
运而生——官兵不论在哪一级军事比武
中摘金夺银，都要尽快融入到部队实战
化演训，将赛场练就的技能尽快投入到
部队练兵实践中。

该师装甲团中士赵智，曾在俄罗斯举
办的国际军事竞赛中夺得“坦克两项”单
车赛冠军。他练就了驾驶坦克快速通过
各类复杂障碍的方法，并且能配合射手寻
找最佳射击位置实施精确打击。从国外
载誉归来，赵智即被编入到合成营演习的

前沿突击梯队，担任标准车驾驶员。
演习关键时刻，赵智奉命突击，带领

车组边运动边射击。他们接连命中“敌”
碉堡和装甲目标，快速突破敌右翼防御
阵地。战斗目的虽然达成了，但赵智的
坦克多处“受损”，危及车内乘员安全。

当赛场尖子不易，做战场尖刀更
难。坦克还是那辆坦克，动作还是那些
动作，为啥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赵智总
结反思得出的第一条体会就是，比赛中
的敌情顾虑与实战不可同日而语。
“差距在哪里，就盯着哪里补短。”事

后，团里针对性给赵智补上处理战场复
杂敌情这一课，使他的战斗本领与参赛
相比，又有了新的进步。

与赵智的缺乏敌情相比，在师里“千
兵百项”比武中夺得步枪射击冠军的王
天盛，战术素养有待提升。王天盛所在
连利用战备拉动之际，将王天盛编入前
方尖刀班。对接实战的训练很快使王天
盛实现能力升级，成为连队能独当一面
的侦察“尖兵”。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头来。”该师领

导介绍说，如今，师里在各级各类比武竞
赛中摘金夺银的训练尖子，大都快速实
现了从“参赛选手”到“实战能手”的转
变，成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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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赛场尖子，能否成为明日战场尖刀？
—新疆军区某师大力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的调查与思考

■范 俊 司泽兵 本报特约通讯员 唐继光

在去年国际军事比赛“军械能手”赛场，我与

其他7名战友组成修理班，参加了某型榴弹炮修理

单项赛和“军械能手”综合赛角逐，包揽了这两个

项目的金牌。尽管比赛硝烟已经散去，但留给我

的记忆和思考依然清晰而深刻。

我参加的榴弹炮修理单项赛，共设置火炮修

理装备技术检查、故障排除、越障驾驶、射击检验

等内容，由我们8个人共同完成。记得一次赛前的

预演，在火炮从战斗状态转入行军状态环节，负责

推火炮活动大架的我，出现了速度跟不上的情

况。结果，整个操作进程被打乱，比赛用时也因此

延长了不少。

事后，我们8个人进行了千百次磨合训练，直

至相互配合高度默契，各个环节衔接似行云流水，

最终在正式比赛中以绝对优势夺得冠军。

单丝不成绳，独木难成林。这次亲身经历让

我深刻体会到，比武竞赛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任

何一个环节或是要素出了问题，都可能“牵一发而

动全身”。只有每名参赛队员和各个要素相互配

合、密切协同、一体联动，才能发挥出整体威力赢

得胜利。

（王春风、李 杰整理）

比武竞赛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新疆军区某师中士 吕永宁

前不久，我在团里举办的群众性比武中斩获

“掩体构筑”课目冠军后。回到连队后，便投入到

团组织的专业考核中。没想到一次平常的考核，

却给顶着冠军光环的我，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单兵卧射掩体构筑，开始！”闻令而动，我手

持工兵锹单膝跪地使劲地挖了起来。不出意外，

我用最短的时间率先完成了土工作业。

正当我为自己的速度沾沾自喜时，突如其来

的一幕发生了。监考人员在评判我构筑的掩体

时，竟然只勉强给了个合格。问其原因，说是我

选择的构筑位置不合理，旁边有个凹地没利用，

挖出来的几块石头也没有放到前沿，降低了掩体

的坚固度。

一开始我对自己的成绩愤愤不平，但仔细听

了监考人员的解释，又觉得很有道理。我反思这

一问题，主要是过去比武只片面追求速度所致，

对于是否符合实战考虑不多。

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从比赢到战胜，中间

差个“实战化”。从这以后，不论我参加哪一级的

比武，我都要对标战场找差距，把实战实用作为

一条训练的硬杠杠。

（乔红旺、刘 港整理）

从比赢到战胜，中间差个“实战化”
■新疆军区某师下士 沈叶飞

“冠军梦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列兵黄广陵手捧金灿灿的奖牌，打趣地和战友们分享自己的夺

冠体会。
前段时间,在新疆军区某师举行的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中，

黄广陵以总分 474.34 分的优异成绩，夺得综合战斗技能项目第
一名。

作为一名入伍不到一年的列兵，黄广陵能走上赛场并力压对手
夺得冠军，除了他所说的“有冠军梦”外，还与师里建立常态比、
分层比的群众性练兵比武机制密不可分。

今年初，习主席向全军发布开训令，号令全军要“开展群众
性练兵比武活动”。这个师闻令而动坚决贯彻落实，坚决摒弃以
往“拼凑尖子”“少数人比”和“偏离实战”等现象，采取小专

业人人上、大专业分层比、连营团师逐级摆擂、让实战化课目唱
主角等办法，努力实现比武选手由少到多、项目由看到战、热情
由低到高“三个根本转变”。

刀在石上磨，兵在比中练。科学有效的练兵比武机制，让越
来越多的“黄广陵”有机会上场比拼，在一次次实打实的较量中
拔节成长。

冠军心声

军人生来为战胜。锻造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

旅，训练尖子的支撑作用不可或缺。

训练尖子是训练场上的标杆样

板，是比武赛场上摘金夺银的种子选

手，更是掌握过硬杀敌本领的拔尖人

才。训练尖子凭着自身优秀的军事素

质和看家本领，在各类竞技场上一展

英姿，成为一支部队的名片。近几

年，我军选手在国际赛场屡屡摘金，

为国家和军队赢得了荣誉。

赛场上需要训练尖子，战场上更

需要打仗能力。曾立下赫赫战功的传

奇狙击手张桃芳，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用手中的水连珠步枪，在32天

内以 436发子弹击毙了 214名敌人！

几乎达到了两发子弹就击毙一个敌人

的杀伤率，创造了中国军人在抗美援

朝中狙击杀敌的最高纪录。可以想

见，像张桃芳这样的战场尖兵多一

点，未来战场上的胜算就会多一些。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

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

打胜仗聚焦。昔日，训练尖子在赛场

能夺冠，但上了战场不一定能杀敌。

从赛场尖子到战场尖刀，中间还隔着

个“实战检验”。和平时期，虽然我

们远离战火硝烟，但世界并不太平。

赛场摘金夺银再多，上了战场如果不

能发挥作用，那练的本领终究还是假

把式，做的只能是无用功。

仗怎么打，兵怎么练。要在实战

化训练中不断磨砺官兵，在急难险重

的任务中锤炼过硬本领。结合实战化

条件下的练兵备战，让训练尖子适应

实战环境，让赛场与战场对接，让训

练尖子既要成为赛场的主角，更要成

为战场的钢刀利刃。

实践证明：哪个单位重视在实战

化训练中发挥尖子作用，哪个单位的

实战化训练工作效益就高；哪个单位

不重视抓尖子，尖子不尖，尖子不

多，哪个单位训练就死气沉沉，工作

就平平沓沓。

战场不堪用，金牌等于零。广大

官兵们一定要牢记习主席训令，大力

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把“手中活”

练成“必杀技”，紧跟“新转型”练

出“新本事”， 将赛场练就的本领尽

快投入到部队的练兵实践中，加快实

现了从“参赛选手”到“实战能手”

的转变，努力把自己锻造成能打仗、

打胜仗的强军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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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长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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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钢火要猛，磨刀石要硬！今年以来，新疆军区某师大力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活动，让官兵在挑战极限中锤炼克敌制胜本领，砥砺英勇顽强战斗作风。

图为该师战术基础动作比武现场。 范 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