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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察 申耕钰 马 涛

“这里最舒服的日子是昨天！”走进学员宿舍楼，大
厅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放着每个学员队的课程表：武
装越野、射击训练、攀登格斗、武装泅渡……

脚后跟踢枪上膛、攀登绝壁、秒擒敌人，还必须擅
长潜水、伪装、爆破、负重越野、野外求生等多种战斗技
能……在外人眼里，他们是最牛的“丛林尖刀”、战场上

的“杀手锏”……只因为他们有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共
同名字——特种兵。

作为培养中国陆军特种兵的摇篮，陆军特种作战学
院如何锻造“特战精锐”？记者走进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通过一张张“特种课程表”，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编 者

初秋的桂北腹地，高温尚未消退。
踩着“秋老虎”的尾巴，陆军特种作战学
院学员的新学期第一课开始了。
“以最快的速度越过障碍，最后两名

重来！”一声令下，学员们扑向障碍：8人
合力挺举千余斤重的冲锋舟完成 40次
下蹲后，匍匐通过 25米长的铁丝网，徒
手翻越 10米高墙，紧接着跳进水坑挺举
弹药箱，然后穿越 4道火墙，爬上 30米长
的麻绳桥，进入 2米深的蚂蚁洞，越过 20
米长的泥潭……
“这些都是每名特战队员的必修

课！”学员李承阳从泥潭里爬出来时，已
经成了“泥人”。过去一年里，类似这样
严酷的“特种课程”，李承阳和他的战友
们已经习以为常。

一名合格特种兵，要

熟练掌握10多项三栖特

战技能

悬垂的麻绳每晃一下，都重重撞击
着学员汪健的自尊心。
“今天，我一定要突进 15秒！”这是

汪健第 437次训练踩绳上。同班的战友
都拿到了优秀，只有他因个子小、手脚
短，迟迟未能突进优秀行列。

汪健咬着牙，索性扯掉手掌上的创
可贴。伤口还没来得及结痂，血红一
片。他纵身一跃，双脚踩定后，蜷身、攀
爬、再踩……粗糙的麻绳撕裂着伤口，阵
阵痛感沿着神经直导大脑。
“10、11、12……”齐声呐喊的助威

声，让汪健顾不上疼痛。这一次，他终于
以14秒的成绩，成功跻身优秀行列。
“在特战学院的字典里，从来没有

‘舒服’二字！”该院特种技术系主任牛海
军说。在他带过的学员里，除个别先天
条件好的学员外，想要练就一招制敌的
特战技能，不经历成百上千次的反复锤
炼，是绝无可能的。

翻开学员基础技能课程表，记者看
到，学员们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特种兵，
要熟练掌握格斗、攀登、索滑、伞降、潜
水、泅渡等 10多项三栖特战技能，每一
项都有极高标准。

一记直拳打出，沙袋的裂纹被扯
开了一道口子。学员郑钞抱着被自己
打坏的第 3 个沙袋开心地笑了：出拳
的速度，终于比自己最好成绩又快了
0.2 秒。

他忘不了第一次与世界女军人跆拳
道锦标赛冠军、格斗教员宋美霞过招时
的尴尬情景。入伍前，郑钞曾练习过两
年跆拳道，1米 8的大个，对于宋教员放
出“接过我五招，期末免考”的诱惑，他毫
不犹豫地举手一试。结果，没等他一记
直拳打出，就已被撂倒在地。

打好一记直拳有多难？宋美霞将其
分解为 10多个要素，仅速度练习，学员
们 10分钟内就要完成单手出拳 500次。
每次课后，不少学员夹菜时手都是抖的。

伤疤是特种兵的另一种“荣耀”。掉
皮、裂肉、长脓疮，常折磨得学员们难以入
睡，“仰着睡很痛，所以就趴着睡”。可一
觉醒来，他们又全然忘记了伤疤的痛。对
他们来说，这是特种兵的“成人礼”。

“超强意志力”训练，

几乎贯穿所有课程

豆大的汗珠夹带着油彩，沿着眉心
浸入眼角，学员刘金龙使劲闭了下眼睛，
还是阻挡不了满头大汗的猛烈攻势。

趴在近 50摄氏度高温的草丛里，面
对头顶毒辣的阳光暴晒，刘金龙一动不
动，瞄准镜里一片树叶的晃动，都会触发
他的神经产生一次冲动。

第 58分钟，刘金龙感到呼吸困难，
眼里阵阵辛辣，他的视线变得模糊，几次
眨眼，未起作用，他下意识小心翼翼地用
衣袖抹了下眼角。

突然，百米开外的密林里传来一声
枪响，刘金龙脑袋上冒起了红烟。他意
识到，自己被对手击中了。

这是刘金龙主动向全军特等狙击
手、狙击教员赵前程发起的一次挑战。
来学院培训前，他是单位小有名气的神

射手。经过两个多月的刻苦训练，让他
的“野心”日渐膨胀。

再看到赵教员时，他迷彩服领子上
已渗出一层白盐。刘金龙佩服之余，心
里暗自后悔：或许再坚持一秒，就有可能
“击毙”对手。

在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赵前程看
来，狙击高手之间的较量，比拼的是谁有
更强悍的意志力。因此，在他为这批学
员制订的意志训练课程表里，高温、极
寒、强干扰等极端条件下的对抗训练，比
例大幅增加，要求也异常苛刻。

极限的突破，有时就在下一秒的坚
持。当学员李明军在地图上把沿途走过
的点位用铅笔连起来时，他自己都不敢
相信：两昼夜，负重 30公斤，没有任何补
给，走了近 100公里。那一刻，他躺在草
地上，干裂的嘴唇对着天空发笑。

过去两天里，李明军没有吃过一口热
食，只能靠沿途净化的少量溪水充饥。李
明军说：“蛇虫鼠蚁，只要毒不死人，都恨不
得抢来吃。”
“特种部队特种魂，特种精神特种

人。”在学员柳钦这批潜水队员的眼里，
“特种课程表”无不包含着“超强意志
力”训练。

从游泳池里潜了半个多小时，浮出水
面的那一刻，柳钦已经听不到周围的声

音。长时间的浸泡，耳膜承受的压力要比
水面上大得多。每次训练，他都想着能比
前一次多呆几分钟，只有提高身体器官的
抗压能力，才能在深潜时多下去1米。

从学员的战术课程

表上，能清晰发现“行动

指挥能力”这个靶标

半年前，在新疆和田飞往广州的
航班上，学员木塔里蒲·阿不都拉无限
憧憬地盘算着军校最后一学期的规
划：读 5 本书、学习摄影技术、准备毕
业论文答辩……不承想，自己“完美”
的计划，被新学期严酷的课程表“无
情”地打乱：4个多月学时，有近 3个月
是野外驻训，期间还穿插攀登、格斗、
爆破等 13 项特种技能课目，破袭、营
救、“斩首”等大小战术演练 10 余场，
再加上毕业联考，真正留给自己的时
间几乎没有。

说是毕业联考，更是“魔鬼训练”：
千里机动到驻训地，宿营当晚，昼夜连
贯演练的“集结号”就毫无预告地吹
响；野外生存，没有任何食物保障，全

程不间断遭“敌”袭扰；破袭行动，全员
荷枪实弹，实兵对抗系统实时通报伤
亡情况；高原强化训练刚结束，立即机
动转场，开展高强度徒步行军……

为躲避“敌人”搜索，学员们被迫不
断转移到陌生的山地丛林中，依靠军事
地形学知识和简单设备研判地形、负重
行军。在体力几乎透支的情况下，他们
还必须完成翻越断崖障碍、敌后捕俘、
潜伏侦察等任务。30余米高的断崖，让
人望而生畏，碎石不断滑落，学员们只
能依靠攀爬技能和警戒掩护，不能有丝
毫懈怠和停顿。

3个月时间，辗转数千公里，历经大
小演练 10余场，让木塔里蒲·阿不都拉
和同学们吃尽了苦头，个个脱了几层皮
掉了几斤肉。

从学员的战术课程表上，能清晰发
现“行动指挥能力”这个靶标，10多项特
战技能融入战术课目，通过变换地形、构
设条件，锤炼学员复杂环境下遂行多重
任务的行动指挥能力。

如今，几个月过去了，木塔里蒲·阿
不都拉已毕业到部队。然而，他的日记
本里还夹带着那张课程表。在他看来，
这张纸，是自己蜕变的最好见证；那些
难忘的经历，都将成为他和战友们站在
更高起点上起跳的“基石”。

本报记者实地观察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日常训练——

特战学院的“特种课程表”
■赵亮江 胥春龙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牵引横越课目训练中，学员们全副武装徒手攀爬越过30米长的绳桥。 候 彬摄

古典造型的水晶灯光线柔和，长长
的西餐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餐巾整齐
铺放在膝盖上，每个人都在享受丰盛的
西餐，还不时举杯畅饮……

这浪漫的场景，不是发生在西餐厅，
而是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西餐礼仪课
堂上。每一名学员都要在这里学习一项
特殊技能——吃西餐。
“吃西餐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通过

西餐礼仪课的学习，学员李青峰已对餐具
使用十分熟练，但他还是很感慨。原来，第
一次上课，他就出了洋相。那天，他暂离座
位，随手将刀叉放到盘中，并将餐巾丢在了

桌上。几分钟后，当他回到座位，发现桌上
空空。正当他左问右看时，教员韩佳佳走
过来，笑着道出原因：“西餐进餐时，暂时离
开应将餐具摆成‘八’字形，餐巾离开应放
在座位上，像你那样摆放，表示用餐完毕，
服务员理所当然‘没收’了餐具。”

韩教员告诉笔者，海军作为国际性
军种，官兵参与外事活动的机会越来越
多，每一名海军官兵都应该是穿军装的
“外交官”。为此，该院一直在尝试通过
开设特色课程提升学员国际化素养。

2010年，第一堂西餐礼仪课在普通
教室开课，尽管只能用一整套西餐餐具
“干比划”，学员们依然兴趣高涨。后
来，有学员提出“要是能边吃边学就更
好了”。2016年，学院新食堂建成，专门
扩建了能容纳百余人就餐的西餐厅，西

餐礼仪课终于从教室搬到了餐厅。
课堂上，教员常常以军舰出访和外

事接访的真实案例为牵引，带领学员分
析不足与优长，使空洞的礼仪要求，变得
形象具体。此外，他们以西餐教学为突
破口，激发学员学习兴趣，将宴请、会谈
会见、参观军用设施等外事活动相关知
识贯穿其中。课程结束时，他们还会以
模拟现实情景的形式开展礼仪知识竞
赛，让学员边演边学边体验。

沙拉、面包、奶油汤……一道道美食
按照西餐餐序依次上桌，笔者发现，上菜
的服务保障也同样由学员完成。
“可千万别小看上菜，里面包含了很

多礼仪规范和要求。”有过服务员经历的
学员程晓茜说。去年，她随训练舰出访
欧亚四国，有幸作为代表参加在意大利

举行的甲板招待会。期间，她端庄大方
的举止，给外宾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西
餐礼仪课上学到的知识，让我们能够自
信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海军军人的风采！”
程晓茜说。

“不仅可以品尝美食，更能学到实用
的技能，这门可以吃的课程先后有
12000 余人次体验。”从事课程教学 8年
多的韩教员自豪地说。

雷兆强绘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开设海军特色课程——

西餐桌上培养外事礼仪
■李延涛 徐木子 马英智

新体制 新实践 新风貌

来自院校改革一线的报道

仰望蓝天的那一刻，新飞行学员

康文鑫的心头燃起一团火。

8月30日，空军航空大学第60期飞

行学员开学典礼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上，一架架战机从地平线飞来，各飞行表

演队表演依次展开，划过天幕，直插云

霄。包括康文鑫在内的1400余名新飞行

学员没有想到，空军会以这种方式欢迎

他们。更不会想到，现场的一张张照片

会在网上刷屏，引来那么多惊叹、喝彩。

在合影留念的现场，康文鑫的母亲

对儿子说：“妈等着你起飞的那一天。”

网友们在点赞的同时纷纷打call：“飞行

员是军之骄子、国之栋梁，有了新鲜血

液的加入，蔚蓝天空必将更加精彩！”

“入列”的脚步不仅在蓝天之下：

“九一八”纪念日，国防科技大学的新

学员举行入伍宣誓暨授衔仪式，用举

起的右拳宣告“入列”；丛山之中，火箭

军工程大学的新学员穿荆棘、蹚急湍，

用脚底的水泡宣告“入列”；军乐声中，

海军舰艇学院的新学员参加授枪仪

式，用手中的钢枪宣告“入列”……

不同的方式，同样的使命，仿佛在

宣告：“入列！强军新一代。”

入 列

看到微信聊天记录的那一刻，所

有人的眼眶湿润了，不禁想举起右手，

向司南敬一个军礼。

司南教员走了。作为陆军边海防

学院乌鲁木齐校区理论教研室讲师的

他，因为连续组织学生论文答辩，过度劳

累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1岁。去世前

一天晚上，他在教研室微信群里还发出

一条询问学员论文成绩的微信。没承

想，这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条微信。

在司南眼里，课比天大。他执教

18年，桃李满边关，不怕问、问不倒，

听过他讲课的人都说他是“活教材”。

患心肌肥大症7年，他从未耽误学生

一节课；离世前两天，他还执拗地担当

论文答辩评委；离世前一天，他还在关

心学员的论文答辩成绩。

这个世界，总有人在默默无闻地

燃烧自己照亮我们前行；这个世界，总

会有人让我们泪流满面。向您敬礼，

司南！向您敬礼，军校教员！

敬 礼

一张同框照片，折射出一代青年

人的选择。

今年8月，来自海南海口市农垦

中学高三10班的许翔昊、王子琛、李

奇龙3名年轻学子，彼此相约报考国

防科技大学。开学季，他们一起跨入

了梦想中的军校校门。

从高中同窗到军校战友，他们为

何有同样的选择？许翔昊受老兵爷爷

的影响，心里悄然结下参军报国的种

子。入伍后，他第一次体能测试就名

列前茅。来自解放海南渡海登陆战旧

址的王子琛，早已对部队情根深种。

对于新训，他说：“我是痛并快乐着。”

从未有过报考军校念头的李奇龙，看

到国旗护卫队纪录片中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的场景，突然泪流满面。走进军

校后，他说：“穿上这身军装才能感同

身受，很骄傲成为一名军人。”

无论是受爷爷的影响，还是浓厚

的拥军情节，抑或心底的触动，都没有

影响他们三人再次的相聚——成为国

防科技大学的一名学员。

青春集结在军旗下。一代人的青

春有一代人的表达，“00”后的他们刷朋

友圈、追二次元，聊起热门网络话题兴

致盎然；一代人的青春也有一代人的担

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生活方式如何

变革，家国情怀始终是一代代年轻人刻

入骨髓的精神印记。他们有梦想、爱自

由，也同样爱家国、懂责任。他们的内

心深处始终在等待着一个口令：集合！

集 合

鲜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