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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

国际赛场上的中国士兵①

细节一：俄方队员在伞具

不如人的情况下，凭啥靠“非

常规动作”弯道超车？

实战化和实战，不只

是一个字的距离

“原来伞还可以这么跳！”今年的“空
降排”比赛中，比完空降集结与急行军课
目后，步枪手张秀争不由得一声感叹。

作为最具空降兵特色的课目，空降
集结与急行军历来备受各国部队重视。
这个课目，从第一名队员跳离飞机开始
计时，到最后一名队员着陆后到达集结
位置为止，用时最短者胜。

相比俄罗斯伞兵使用的纯封闭性降
落伞，中国伞兵的降落伞最多有４个排
气口，全部打开后下降速度更快，这一微
小优势在争分夺秒的赛场不可忽视。

俄罗斯队员却来了个“冒险动作”：
下拉一侧操纵带，将平行的伞顶几乎拉
成垂直，大大减小了空气阻力，加快下降
速度，空降集结时间硬是做到了名列前
茅。

这样的“冒险”在赛场上并不少见。
近年来，俄空降兵部队先后参加了车臣
战争、格鲁吉亚战争、俄乌冲突等军事行
动。参赛的俄军伞兵中很多人有实战经
历，经常在比赛中做出一些非常规但在
实战中非常管用的动作。

赛场的背后，有实战中积累的经验，
以及鲜血换来的教训。

战车组比赛中，６公里长的赛道上
共设置“S”形限制路、弯道限制路、火场、
雷爆障碍带、浅滩、反坦克壕、车辙桥等
12个障碍。其中，通过“S”形限制路时，
战车距离左右两根限制杆仅 50厘米，再
沿着中间两杆绕行通过。
“这主要是考验战车在实战中闪避

炮火袭击的能力。”中方总教练董鹏少校
说，接近实战的复杂战场环境，非常考验
参赛队员的技术和心理素质。

英国军事家哈特说，在和平时期，
军队即使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也总是理
论性大于实践性。赛场上中国伞兵们
感慨：我们平时都说训练要实战化，但
实战化和实战之间，真不是只有一个字
的距离。

有反思，更要有行动。
参加过 3届“空降排”比赛的驾驶员

谢世伟，见证了这几年部队训练不断向
实战靠拢的蜕变：训练条件和战场环境
贴得紧而又紧、实而又实，很多训练禁区
被不断打破，人员和装备的极限不断被
突破……

去年，我军空降兵部队首次承办“国
际军事比赛-2017”的“空降排”比赛后，
比赛用的贴近实战的障碍设置全部引入
到了中国空降兵的训练场，成为普通官
兵的训练设施。

细节二：精兵强将组队

“阴沟里翻了船”，整车组直接

参赛为啥却名列前茅？

“十指联动”的战场

上，没有谁能当“独行侠”

马达轰鸣，战车疾驰。
“出发！”今年的“空降排”战车组比

赛中，车长周明一声令下，驾驶员丁其爵
一脚油门踩到底，战车如离弦之箭冲了
出去，反应用时在各参赛队中名列前茅；
战车驶入射击区后，车长周明又和射手
周迪配合，装弹、测距、瞄准、击发……一
发发炮弹如长眼一样命中 1600 米外的
靶标。

谁能想到，3年前中国伞兵们首次
参加这个项目，却是另一番景象。

当时，他们特意挑选了精兵强将组
成战车班组参赛。然而，比赛中由于协
同配合不够默契，战车遇到掉履带故障
时，车组只有驾驶员有维修经验，其他人
在一旁干着急，最后耗时 6分钟才排除
故障。
“单个强，叠加起来不等于整体就

强。”中方领队、时任空降兵某军军训处
副处长李珂感慨：现代战争，往大了看打
的是体系作战能力，往小处讲拼的是各
作战单元内部协同运转情况，“十指联
动”的战场上，没有谁能做单骑闯关的
“独行侠”了。

从 2016年开始，中国空降兵参赛队
从列装空降战斗车的某旅挑选建制车组
参加比赛，提升车组成员综合素质，带动
部队整体训练水平提升。今年年初，该
旅进行战车车组作战资格认证，超过
84%的战车车组具备独立作战能力。

成长同样体现在赛场上。
在定点跳伞项目中，各参赛队要派

出 3人出战，从 1200米高空离机，下降过
程中需在 5平方公里的空降场内寻找一
个直径分别为 10米、2.5 米、1米的同心
圆，着陆点距离圆心越近成绩越好。
“这个课目既考验精确伞降能力，

更考验团队作战能力，只要有一个人飘
出圈外，就可能前功尽弃。”中方教练组
成员石炜上尉说，定点跳伞在无投放
员、无气象通报、无地面引导条件下进
行，每一跳都会影响后面队友对航线、
轨迹的判断。

今年的比赛中，跳伞当天有强风且
风向不稳定。3分钟的伞降时间，担任首
跳的黄晓龙先后拉了 50多次操纵带调
整伞降方位，并提醒后面两名队员跟队
保持下降轨迹。经过密切配合，3名中国

空降兵小伙子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并被赛事委员会评为“最佳跳伞小组”。

细节三：比赛中途遭遇规

则突变，选手发挥失常为啥不

“情有可原”？

战 场 上 不 怕“ 想 不

到”，就怕你“做不到”

今年的“空降排”赛场上，中国伞兵
们遭遇了不少“意外”——

比赛开始前，火箭筒手余超信心十
足。前期在国内强化训练中，他的射击
命中率始终稳定在 90%左右，全队上下
都很看好他。

越障奔袭结束后，余超迅速调整身
体状态，装弹上膛，屏住呼吸等待射击目
标出现。然而，当目标区的靶标突然立
起，他愣住了：靶标不仅采用了跟当地地
貌非常相近的颜色，而且靶标面积减小
了一半。

雪上加霜的是，赛事主办方还临时
要求：不得使用瞄准镜和脚架辅助。最
终，余超的成绩远远低于预期。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轻武器射击赛
场。组委会临时改变规则，每名射手要
在长距离武装越野后，10秒内打完 5发
子弹。对射手张殿军来说，这已远远超
出了他日常的训练难度。
“意外”情况也是比赛的一部分。裁

判组解释：“战无定法，无论规则怎么变，
各参赛队面临的情况都是一样的。”

张殿军想了想，也觉得服气。真
正打仗时，哪有那么多意料之中的好
事？战场上不怕“想不到”，怕就怕你
“做不到”。

“战场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按章训
练重要，临机应变也很关键。”射击教练
刘玮说。

今年的战车组单车赛中，中国空降
兵参赛队第一个出场的 801号车组一路
狂飙疾进，忽然意外突生：不少雷爆桩在

战车通过时倒下。
“战车驾驶没有出现失误，肯定是障

碍情况有变。”紧跟着出场的 802号战车
驾驶员何庆明敏锐做出判断。果然，到
了雷爆桩障碍区，他发现道路中央两排
雷爆桩比平时训练更靠近战车履带了，
雷爆桩很容易被履带溅起的石子碰倒。

何庆明迅速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下一
个出战的 803号车组，803号车组及时调
整战术，最终以零罚时助力团队取得了
单车赛第二名。战车组项目总裁判长称
赞：“中国参赛队员表现出了果敢的决断
能力，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细节四：定向越野在原始

森林里展开，参赛选手咋就成

了“迷途羔羊”？

平时训练的“陌生环

境”真的“陌生”吗

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军事地形学
“测验”——

方圆数百公里都是无人区，到处是
茂密的原始森林，参赛队员靠着一个指
北针和一张大比例尺的军用地图，要在
参天的大树和茂密的植被之中，寻找 13
个坐标点。

这是今年“空降排”比武中，分组定
位赛的考场和规则。

分组定位赛又称定向越野，是一项
利用地图和指北针导航的运动。其军事
应用背景是特种分队深入敌后陌生地
域，执行渗透行动。

这场比赛中，中国空降兵的小伙子
们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陌生”地域。虽
然整个空降兵参赛队总成绩名列第三，
但在几乎没有任何参照物的原始森林
里，不少参赛选手变成了“迷途羔羊”。

“平时训练我们总是讲陌生地域，事
实上真的够‘陌生’吗？”在比赛中迷失了
方位，队员王洋懊恼之后也有收获：“这次
比赛场地的条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也
让我们对陌生环境有了深刻的理解。”

美国西点军校有一条经典校训：适
应环境，而不是让环境适应你。应对陌
生环境，增强适应能力是关键。

去年，在我国举行的“空降排”分组
定位赛中，俄罗斯参赛队表现突出。在
40平方公里的陌生赛场上，他们 3个小
时内找出了 30个点位中的 27个，仅次于
“主场”作战的中国空降兵。

据了解，俄罗斯参赛队员入伍前就
在定向越野运动上有一定基础，在部队
训练时又经常接受专业训练，其适应陌
生环境的能力可见一斑。

适应是多方面的，大到地理气候、小
到衣食住行，都是跨越“陌生”的课题。

今年，在俄罗斯普斯科夫州进行的
比赛中，中国空降兵们要解决的第一个
难题是饮食。吃惯了中餐面食的队员，
一开始对赛事主办方提供的西式餐品兴
致不高。“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吃
饱了才有力气作战。”经过一番动员，队
员们开始主动适应，“把吃饭当任务完
成，调整好身体状态全力备战”。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空降作战往

往要深入敌后陌生地域，不具备适应各
种战场环境的能力，很难在战场上生存
下来。”空降兵部队训练处副处长徐宏光
介绍说，自 2015 年参赛以来，中国空降
兵先后在俄罗斯梁赞州、新罗西斯克市、
普斯科夫州和中国湖北广水市 4地参加
比赛，不同的时差、饮食、气候、地形等条
件，有效锤炼了大家适应陌生环境的能
力。把陌生环境设置得足够陌生，让适
应性训练更具备针对性，也日渐成为部
队的训练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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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降兵部队先后四次参加了国际军事比赛“空降排”项目的角逐。参赛官兵回望四年征
程，反思比赛细节中蕴含的实战化真谛——

四战“空降排”品咂硝烟味
■夏 澎 王 帅 本报特约记者 蒋 龙

这可能是一次有点“过时”的采访。

一个多月前备受关注的“国际军事比赛-2018”，硝

烟早已散尽。在“空降排”项目比武中取得总成绩第二

名的中国伞兵，早已回国重归战位。被赛事组委会评为

“最佳轻机枪手”的上等兵张殿军，重新坐在连队那张熟

悉的马扎上，仍是双手油污却一脸乐呵呵地擦拭枪支。

9月，人们关注的焦点已很快从俄罗斯的军事赛

场转向印尼的亚运会赛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上一

个浪尖还未消散，下一个波峰已经到来。

然而，正因为如此，这次采访可能“正当其时”。

有些时刻，往往在回望时会更加清晰；有的细节，

往往在认真咀嚼后方察其真味。当聚光灯远去，当热

度稍冷，我们能有更充分的时间、耐心和理性来认识

真实的自己。

对这些走下国际赛场的中国空降兵来说，刚刚过

去的“空降排”争夺是如此，连续4年4次参加“空降

排”赛事的经历也是如此。

在他们身上，四战“空降排”留下的绝不只是“一

次第一、两次第二”这样干巴巴的数据，更多、更生动

的印记，都镶嵌在某时某刻他们不经意间对某个赛场

细节的回望、回味和品咂里。

把自己放到最残酷的环

境中摔打

赛场如战场。在战车追逐赛中，

由于罚圈所用赛道较为狭窄，我驾驶

的 803战车一直被委内瑞拉的轮式战

车卡在后面，如果不能超越必输无

疑。当车辆到达射击线时，我抓住难

得的机会，从一侧急剧加速直接插到

他 们 轮 式 战 车 前 面 ，实 现 完 美“ 逆

袭”。观众击掌叫好，我却清醒地认识

到，只有平时把自己放在最残酷的实

战化环境中摔打锤炼，最大限度拉近

训练场与战场的距离，才能在关键时

刻取得战场的主动权。

——战车驾驶员 谢世伟

战斗精神永远是战场争

胜的传家宝

今年的比赛中，除了我们自带武器

装备，其他国家都使用俄式装备，在武器

装备性能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比的就

是战斗精神、意志力和胆识。“空降集结

与急行军”比拼中，在距离终点不到1.5

公里时，我有些中暑，头疼欲裂、浑身乏

力、意识模糊。但我告诉自己向前跑、不

能倒，直到冲过终点线，才如释重负，晕

倒在地。战友都夸我有血性，但我想，换

成我方任何人，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不管武器装备怎么变，战斗精神永远都

是我们战场争胜的传家宝。

——射手 向志杰

比赛可以实战化，训练不

能比赛化

赛场是检验实战实训效果的一面镜

子。在国内组训的时候，我们感觉已经充

分考虑到了各个环节，但比赛开始后，面

对一些课目规则的调整还是措手不及。

射击课目要求在负重跑后10秒内完成5

次射击，不少队员就明显不适应。这种临

时调整规则其实也有点实战味道。未来

作战，兵力投入即开战，根本没有时间去

调整适应。比赛可以实战化，实战却不能

比赛化。我们在今后的训练中必须用“战

场法则”破除“靶场思维”，真正实现赛场、

训练场和战场之间的无缝对接。

——教练 刘建坤

（陈立春、方 超整理）

第一阶段空降集结与急行军比赛中，参赛队员背着伞包整装待发。

秦云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