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张琳

新视线

E-mail:zgjxjfjb@163.com 中国军校

今天的赛场就是明

天的战场

秋日的金陵，暑气仍未褪去。然
而，“精武-2018”赛事的艰难程度却
令参赛的 35 支院校代表队的学员们，
在酷热的天气里心生寒意。

奔跑、攀爬、寻找目标点，陆军
步兵学院参赛 2班的队员在定向越野课
目中拼尽全力。“马上到点了，准备打
卡！”听到导航员提醒，打卡员张开手
掌，发现指卡不知所终。队员们苦寻
多时，找遍了周围的犄角旮旯，依然
一无所获。最终，他们的成绩被判定
末位。

赛后，比武竞赛专家委员会主
任、陆军工程大学副校长金丰年说：
“战场没有试错的机会！实战之难就难
在不确定性上。一切不确定因素都在
考验着每一名战斗员。这既是赛场规
则，更是战场法则。”

无独有偶，在要点夺控课目中，
参赛队员李运斌尽管匍匐前进用时较
短，但战术动作幅度过大，容易暴露
目标，被裁判宣布加时 15秒。裁判给
出的评判理由是：赛场上靠时间定成
绩，战场上以时间定胜负，赛场上的
加秒扣时就等于战场上的流血牺牲。

作为一项已经举办 11 届的品牌
赛事，“精武”军事项目对抗赛的演
变过程反映出近年来我军院校军事训
练思维的转变：10 年前，第一届赛
事只有 5项课目，场地全部在校内操
场，以单人单项的技能考核为主；如
今，这项比赛已经发展成囊括 10 余
个野外实战化课目连贯考核、重点考
察团队协作、技战术融合能力的全军
性赛事。

与学员们一起亲历 36小时连续作
业，赛事的激烈程度令记者印象深
刻。整个竞赛突出全程对抗，各参赛
队以 10人战斗班组遂行特定作战任务
为背景，携带战斗装具，单兵负重 25
公斤，在陌生地域行军 50公里，完成
涵盖“渗透、侦察、打击”等作战行
动，涉及单兵激光对抗系统的应用，
必须严格遵守灯火管制等战场纪律，
使参赛队员获得平时单一课目训练难
以感知的实战体验。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

快，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

天阴欲雨，山林静寂。
在 3米高墙障碍的课目比赛现场，

硝烟弥漫，来自聊城大学的 9名国防生
正在合力冲击。参赛班班长丁明宽在背

托队友上墙时，下巴被队友的水壶击
伤，一颗门牙断成两截，鲜血直流，但
他简单处理后立即返回赛场。

在距终点仅两公里处，陆军装甲
兵学院参赛队员叶招铭突然虚脱晕
倒，苏醒后，他稍作休整，成功完
赛。他说：“为了胜利，为了荣誉，倒
也要倒在冲锋的路上！”

真正的战场既考验军人的判断力，
也考验军人的意志力。

五枫岭，因漫山遍野的火红枫叶
而闻名。但对聊城大学国防生葛辉锋
来说，却有些“不堪回首”。在这个被
大家戏称为“绝望坡”的地方，葛辉
锋小腿突然抽筋，他咬紧牙关忍着疼
痛，与队友一同到达山顶。然而，更
艰难的选择等待着他：上午一名队友
因突发情况退出比赛，如果自己再倒
下，将不会有替补队员加入。按照竞
赛规则，当天的隐蔽行军成绩将被取
消，聊城大学国防生参赛班将退出比
赛。两难之间，葛辉锋选择留下，坚
持完成隐蔽行军课目，并在最后的战
场急救和阻击援敌课目中再添两个单
项第一。
“现在吃苦多流汗，战场上就会少

流血！”这是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参赛
学员王伟东的妈妈在微信里的留言。比
赛过程中，王伟东双眼严重充血，每通

过一个课目都是巨大挑战。但为了最后
的胜利，他凭借顽强的毅力咬牙完成了
比赛。王伟东的妈妈看到照片后写道：
“看到儿子的样子，我心里像刀割一样
疼，我为儿子自豪！”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
能走得更远。在比赛现场，记者不仅
被参赛队员的专业技战术水准折服，
更为众人一心、互相协作的团队精神
所感动。

连续作战 24小时，陆军装甲兵学
院学员肖森和队友受领临机任务：在
小队出现 3名伤员的情况下，全班合力
通过 15米长的“Z”形低姿网和高 1.5
米、长 6米的无板索桥……

在隐蔽行军课目中，已连续作战
24小时的空军工程大学参赛队员董争
辉一度出现昏迷。陆军步兵学院代表
队的队员主动将本队仅有的盐水补给
液送给董争辉，帮助他脱离了危险。

推开世界的视窗，与

国际接轨

“时间到，打卡出发！”伴随着裁

判员的口令，陆军工程大学参赛 1班
的 10名队员迅即出发，根据定向越野
任务卡展开行动。为了精准计时，这
次比赛引入了打卡计时系统，各参赛
队出发前都要用指卡完成打卡，在比
赛中发现情报信息点时同样需要打卡
记录。

穿丛林、过小道、爬沟坎……曾
获 得 “ 全 国 定 向 越 野 公 开 赛 成 年
组”冠军的班长陆大远，带领这支
小队对照地图，运用北斗手持机、
指北针成功找到 20 多个目标点。“定
向越野一共分 ABC 三类目标点以及
假目标点，C类目标点得分最高，一
些目标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找到。”
陆大远觉得这次比赛较以往更加具
有“国际范”。
“我们充分借鉴国际军事比赛

‘时间轴’裁评的经验做法，评分体
制以时间轴来计算，根据课目完成情
况给予一定的加分或罚时，依据用时
和罚时等时间要素，确定各参赛班课
目竞赛成绩。”总裁判长贾卫参加精
武杯的组织裁评工作已有数年。他
说，今年陆军工程大学派人参加了
“国际军事比赛-2018”安全路线项目
的裁评。

借他山之石提升“精武”赛事的
国际性、科学性、实战性，并非即兴

之举。2012 年初，美国西点军校邀请
中方组队参加该校举办的“桑赫斯特
竞赛”。在与美国、澳大利亚等 8个国
家、近 20 所军事院校的 50 余支代表
队同场角逐中，该校参赛的 126 名学
员，每人携带一张地图，从早上 8点
开始，连续奋战 10个小时，完成 6个
规定课目的对抗比拼。尽管比赛中学
员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在参
赛中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

2014 年办赛时，精武赛事的国际
化脚步更加坚实。除我军 7所军内学
历教育院校参加外，来自巴西、德
国、巴基斯坦等国的军事院校应邀
参赛或观摩。比赛进一步拓宽了领
域、提高了难度，增设观察报知、
水上机动和心理行为训练等临机项
目，实现了水、陆、空、电、心战
等全程多维对抗。

第三方裁评、院校和部队互评，
竞赛课目设置以提升学员能力需求
为前提……在走出去、引进来的过
程中，与国际比赛不断接轨的精武
赛事更加能够真实检验参赛队员的
能力、提升他们走向未来战场的素
质。参赛的准军官们推开精武这扇
通向世界的“视窗”，更直接地感知
世界军事变革的脉动，感受着未来
战场的气息。

本报记者带你走进首次由陆军组织的院校学员军事比武竞赛——

打开一扇对接战场的“精武门”
■本报记者 武元晋 通讯员 云利孝 陈 曦

一场连续 36小时的比武竞赛缘何引人注目？一柄象征最高荣誉的“精武之剑”
为何让 35支院校代表队魂牵梦绕？一项已历 10年的赛事由陆军首次组织，会呈现
怎样的精彩……

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搭乘高铁一路向南，走进金陵，观察“精武-2018”比武
赛场。

真正的战场既考验军人的本领，也考验军人的意志。图为参赛队员顽强拼搏，快速通过水平梯障碍。 倪金盾摄

秋雨带寒的桂北漓江，笼罩在一
层薄薄的水雾中。跳进江水的那一
刻，学员方嘉伟感觉一阵刺骨的寒冷
从全身毛孔渗入，直击心脏。包裹在
全副战斗装具里，每往前游一米，他
都要使出浑身力气。

在刚结束不久的“精武-2018”军
事比武竞赛中，方嘉伟所在的陆军特
种作战学院 2班以 3项单课目第一的较
大优势夺得推荐班总冠军。一时间鲜
花和掌声纷至沓来。

然而，当大赛落下帷幕，参赛队
员们从紧张的角逐赛场回归到正常的
学习训练中，还没来得及分享摘得桂
冠的喜悦，等待他们的是一大波“补
课”和考核。

返校后的首次武装泅渡考核，方
嘉伟所在班的成绩并不拔尖。为了
弥补比赛缺课带来的差距，方嘉伟

和队友们选取了最“笨”的办法来
“补课”：每次泅渡比其他学员负重
更多，游得更远。由于长时间浸泡
在江水里，他们嘴唇发紫、手脚掌
皱巴巴……在成百上千次反复苦练
中不断超越自己，是这次比武竞赛
留给他们最深刻的体会。

一场大赛留给他们的远不止这
些。在参赛队员何群看来，强强对
决，是向对手学习的难得机会。此次
比赛翻越云梯课目时，增加了携运背
囊的要求，难度更大。同来参赛的特

种部队队员通过灵活变换携运方式，
通过云梯障碍时间比何群的班组快了 1
分多钟。这让他感触很深，成员之间
高效分工和灵活协作正是特战小队行
动的关键因素，尽管他们拿下了通过
障碍课目的第一名，但何群深知能提
高的地方还有很多。

比赛归来，何群所在队转场至某综
合训练基地，开展山地丛林地带反恐特
种作战行动演练。他们邀请了实战经验
丰富的反恐专家交流指导。有过反恐演
练经历的何群倍加珍惜与专家交流的机

会。演练间隙，他常常就某个课目与专
家详细探讨，晚上回到宿舍再整理体
会，消化吸收。

作为军事院校一项传统赛事，“精
武-2018”军事比武竞赛比拼的是各学
校学员，也同样考验着教员。

深夜的桂北山林，夜露微寒。
透过夜视器材，狙击系教员赵前程
密切注视着队员们训练时的一举一
动。

作为备赛集训队射击课目主教教
员，他心里一直有个“梗”：原本计划

下午 5点开始的射击，由于前面的参赛
队耗时过长，他们被推迟到晚上，条
件差别注定了成绩差距。尽管考评组
最终取消了该课目成绩评比，但赵前
程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在逼问自己：
“战斗会挑时间开始吗？”

为此，返校后的赵前程及时提高
了夜间射击教学课时比例，带领学员
补齐短板。
“个别课程教学内容偏训漏训，交

叉性课程组训上结合不够……”备赛
集训队向学院党委提交的总结报告
中，教员们主动查摆短板、反思教
训，提出改进意见建议的篇幅远多于
成绩。在教员们看来，打一仗进一步
的不二法门是清晰认识到短板，并在
不断攻克难点中获得提高。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头来。一场
比武胜利的结束，对于军校学员而
言，不仅是一个阶段努力的终点，更
是一场新征程的起点，他们在推广经
验、反思教训、改进创新中向着新的
目标发起新的冲击。

夺 冠 之 后 ……
■胥春龙 唐 镇 王金朝

这是陆军特战学院学员郭晨光第

四次参加“精武杯”特战比武，赢得冠

军 的 那 一 刻 ，他 终 于 战 胜 了“ 对

手”——自己。

论特战技能，郭晨光不输旁人。可

一上赛场，他就紧张得手忙脚乱。“观察

报知”作为特战队员的必修课，本来是郭

晨光的优势项目。然而，在前三次比赛

中，他却屡屡失误，与领奖台失之交臂。

心理波动是特战大忌。此次比武

前，郭晨光告诉自己：即使不夺冠，也

一定要战胜这只“心魔”。备赛期间，

他一再提升训练强度，一遍遍深呼吸，

控制猛烈跳动的心脏，逼迫自己在最

紧张的状态下保持镇定和清醒。

这一次，他成功了。夺冠的瞬间，

郭晨光哭了。

大幕落下，赛场回归平静，输赢的

背后是每个参与者的思考。郭晨光由

此意识到，世上没有不能逾越的高山，

真正强大的对手永远是自己。战胜曾

经的自己，我们才是命运的强者。

对 手

军校吧

畅聊军校校园人和事

■本期观察 陈 帅 纪 庆

林绍景和队友们没能站上颁奖

台，但他们同样捍卫了军人的光荣。

“精武杯”特战比武前三周，上级

突然宣布，临时抽组一支队伍参赛。

当得知自己被任命为队长时，陆军特

战学院学员林绍景胸口一阵憋闷：其

他参赛队5个月前就开始备赛了，他

们却只有三周时间。三周，连熟悉赛

程赛制都很困难，这注定是一场不可

能胜利的比赛。

明知“必死”，林绍景与队友还是选

择了“决死一搏”。憋着一口气，他们咬

牙追赶训练进度，集训队门口的成绩公

布栏，见证了他们21天风雨无阻的苦战。

发令枪响的那一刻，比赛结果已经

注定。然而，当这支没有替补队员的小

分队，抬着受伤的队友艰难挺过终点线

时，林绍景耳中听到了观众席上雷鸣般

的欢呼声。

狭路相逢勇者胜，明知不敌却仍

坚持冲锋——这是属于军人的荣光。

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不是失败者。

（本组稿件由胥春龙、刘同庆提供

资料）

光 荣

看着战友们登上冠军颁奖台，台

下的王齐阳自豪极了。虽然自己没有

登上颁奖台，但他却以别样的方式圆

了冠军梦。

陆军特战学院学员王齐阳特战实

力强劲，是“精武杯”比武的种子选手。

然而，5个月前的一次摔伤，让他不得不

抱憾退赛。想到自己本来能在比武中

摘金夺银，现在却被“甩”到一旁，王齐

阳十分消沉。

为了让王齐阳振作起来，教练发

挥他的组训优势，让他以学员助教的

身份重回训练场。王齐阳感觉自己

“回家”了，又一次成为集体的一员。

让团队接纳，被集体融入，每个人

在集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这

是王齐阳在部队大家庭里体味到的幸

福、在部队大学校中学到的重要一课。

骄 傲

新体制 新实践 新风貌

来自院校改革一线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