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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战斗精神培育的“特战样本”（上）

这里充满传奇——和平时期有 28 人次
荣立个人一等功，是唯一被中央军委记集体
一等功的特种部队。

这里充满挑战——300多个训练课目中，

一半以上是险难高危课目，曾创造全军军事
训练12项纪录。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刀尖上的舞者”，只不过是一个浪漫的

比喻。透过辉煌，凝视沙场，风险岂是平常
事？哪一次胜利不是生死缝隙中摘下的果
实，哪一名战士没有鲜血流淌后凝结的伤疤。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勇往直前？这样的力

量又从何而来？
跨越胜利的刀锋，我们再一次走近北部

战区陆军某特种作战旅，探寻一支英雄部队
的战斗精神培育之路。

关键词之一：价值

懂得了军人存在的

意义，再多的血汗都不会

吝惜

真正的军人会面临什么样的考验？
亚马逊丛林，危机四伏。特战队

员刘晓东签下“生死状”，在 8昼夜没有
任何补给的魔鬼训练中，一次又一次
冲击着自己的极限。攀越岩壁，爬到 6
米高处，他再也抓不住绳子，重重摔了
下来。
“放弃吧，中国士兵！”外军教官认

为他的训练已不可能完成，安排下一个
学员接替的时候，他一声怒吼，猛地站
了起来，又一次用血肉模糊的双手握紧
攀登绳。手抓、牙咬，在所有人震惊的
目光中，他一寸一寸地向上挪动……靠
着这股狠劲，他最终获得总分第一的
成绩，头像被永久镌刻在委内瑞拉“猎
人学校”的荣誉墙上。

马尔马拉海峡，暗礁密布。特战队
员吴海燕签下“生死状”，挺过种种“不
人道”的训练方式之后，与各国特战精
英一起站在了岸边，进入最具风险的横
渡训练。出发不到 2小时，就有 2名外
军特种兵因体力不支溺水，其中 1人失
去生命……

风越来越大，无情的惊涛骇浪一次
又一次把他拍入海水之下，他一次又一
次倔强地钻了出来。咬紧牙关，坚持下
去，靠着这股韧劲，他仅用 7个多小时，
成功穿越海峡，打破了土耳其水下特种
作战训练营沉寂 45年的纪录，被授予北
约特种部队荣誉勋章。
“把命豁出去，不是为了钱、为了利，

甚至不是为了那块奖牌，而是要让别的
国家觉得中国军人行，再不敢小看我
们！”如今，旅里两位一等功臣的故事，成
为战斗精神培育的生动教材。他们凯旋
归来的肺腑之言，时时撞击着年轻官兵
的心灵。

军人，是国家的脊梁。在战斗精神
培育的实践中，这个旅党委有一条认识
格外清醒：一个单位有没有战斗精神，外
在表现的是战斗意志、战斗作风，但根子
还是铸魂的问题，是解决“为谁扛枪，为
谁打仗，为谁献身”的问题。抓不住这个
根本问题，战斗精神的培育就是舍本逐
末，无源之水。

懂得了军人存在的意义，再多的血
汗都不会吝惜——

攀上悬崖、越过深涧，站在高达几百
米的险峰之上，中国特种兵代表队距离
山腰处的终点已经不再遥远。然而此
时，领先的外军代表队正在利用绳索向
终点滑降，如何反败为胜？

特战队员吴志辉瞥见下方山体上有
一块凸起的岩盘，仅有乒乓球台大小，如
果能跳过去就能有一丝领先的机会。

“拼了！”吴志辉大喊一声，瞄准岩
盘纵身一跃。

这一跳真是惊人心魄，稍有不慎就
会踩空坠入谷底，目睹这一幕的外军裁
判也禁不住大喊：“危险！”

凭着这一跳，他们以优异成绩摘得
这一课目金牌，最终夺得“安德鲁·波依
德”国际特种兵竞赛 13个课目中的 8个
第一，打破 6项赛事纪录。
“当一只大雁从那片森林飞出，人

们会说那只大雁很神奇；当一群大雁
从那片森林飞出，人们会说那片森林
很神奇。如果说我们旅也存在一片神
奇的森林，那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我
们的信念和荣誉。”如今已是武装侦察
连连长的吴志辉，如此解读自己的壮
举：
“这里是一个为了祖国不惜身、除了

胜利无所求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别人努
力我拼搏、别人拼搏我拼命的地方。在
这里待久了，你会发现你不努力都不行，

你不勇敢都不行。”

关键词之二：能力

无畏并非“豁出去”

的无奈，而是来自艰苦训

练的底气

几支突击步枪在疯狂地对着天空扫
射，数十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特战
六连五小队副小队长郭浩飞的神经一下
子绷紧了。

这里是南苏丹，战火纷飞，硝烟弥
漫。作为中国维和步兵营的成员，他和
战友们在执行世界粮食组织车队护卫任
务的途中，与一群武装分子相遇。
“要说心里不紧张，那是假的。”坐在

装甲车内，他能看到机枪手的腿在发抖。
“但是机枪手探出车外的上半身却

岿然不动，手指稳稳地按压在车载重机
枪的扳机上。所有人都已经做好战斗准
备，眼神里并没有多少慌乱。”

稳健的手和发抖的腿，貌似奇怪的
组合，却是战场的真实写照。真正的军
人，不是面对危险时麻木无感，而是能在
险恶万分的紧要时刻，做出合理、准确的
判断和应对。

这是与“猛兽”的对视。僵持许久，
对方始终未敢怎样，似乎也在畏惧什么，
最终在一番交涉之后离去。

身处战地烽火，官兵们对战斗精神
的理解更为深刻：无畏并非“豁出去”的
无奈，而是来自艰苦训练的底气。
“如果他们敢开枪，就是自取灭亡！”

郭浩飞说到此仍念念不忘：出国之前，他
们进行了将近 3个月的临战训练，强度
大、课题多，该想的情况都想了。到了交
战区，空中子弹横飞，地面炮火四起，部
队训练抓得更严更细更实。

西方军队有句名言：“当听到枪声
时，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躲进战壕等待枪
声停止。只有通过纪律和训练才能使他
在这个时候爬出战壕并向前进。”

旅长徐文丰对此表示认同：“战斗精
神与战斗技能互促共生，所谓‘艺高人胆
大’就是这个道理！艰苦训练会让官兵
在面临强敌时敢于战斗，军事素质低下
难免怯战惧战！”

体能强化日、魔鬼训练周、野战生存
月，武装越野由 5公里增加到 10公里、20
公里，伞降实跳拓展为低、中、高空，潜水
训练增加水下格斗、射击等内容，一次次
打破训练常规，一次次突破训练极限。
正是这种近似实战的环境磨砺、从难从
严的训练摔打，让一茬茬特种兵锻成了

一种钢铁意志、打造了一身钢筋铁骨。
“金鹰-2016”国际狙击手竞赛，主办

方临时减少 6个课目、增加 4个课目，有
时甚至是到了比赛现场才突然“变局”。
其中一项课目要求穿过一个缺口再打到
对面的拟人靶上，原本30厘米宽的缺口，
现场竟改成了5厘米宽，可谓难上加难。

再多的刁难也难不住勇士，旅里选
派的狙击手组合朱千令和张双，在 21场
对决中场场获胜。最终中国参赛队取得
14个课目中的 7个第一，奖牌和金牌总
数均名列第一。
“宝剑锋从磨砺出，没有谁生来就是

特种兵。”旅长徐文丰讲起伞降教员赵军
格的例子：这是全旅首个实施 5000米高
空跳伞的战士，可谁能想到，入伍时，赵
军格有严重的“恐高症”，第一次登上几
米高的模拟机舱，竟然恶心眩晕一头栽
了下来。
“吃得了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得了常

人受不了的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任何
一块铁都能变成战场利刃。”

关键词之三：信任

在官兵心中有了一席

之地，他才会把命交给你

合成风速、地面风速、云底层高……
所有气象条件均超过了大纲规定的跳伞
要求，跳不跳？

空中，特种作战旅 7名常委已经背
上伞包。现场指导训练的战区陆军主要
首长了解风险因素后坦率地说：“跳不
跳，你们自己定，绝对不能盲目蛮干。”

其实没有太多犹豫，7道身影，矫健
地跃出舱门，在空中绽放开一朵朵伞花。
“伞降是高危训练课目，这种时候领

导干部必须冲在最前面。”率先跳出舱门
的旅原政委武仲良回忆说，那一次，有
128名新兵首次参加伞降训练。“我们跳
了，他们心里才多一分力量。”

看似不寻常的一跳，对于这个旅的
党委“一班人”来说，其实是寻常事。

翻开旅党委《关于规范党委成员组
训参训的若干规定》，“每月参训不少于
8天”“每年带头完成跳伞、潜水不少于 2
次”……20余项规定，条条都是硬杠杠。
“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

矣。”旅政治工作部主任罗孝平，在跳伞
上其实还算新手，“当时想，我是政治工
作干部，平时教育人说服人。如果自己
不跳，话说得再精彩也成了空喊口号，没
有说服力。”

“在官兵心中有了一席之地，他才会
把命交给你。”一次战斗精神讲座，一位
参过战的老战士说了这样一段话：“打起
仗来，战士们看的是班长，班长看的是连
排长，一级看一级，如果当官的怕死，就
没人瞧得起，指挥也不灵。”

带兵打仗、并肩战斗，信任二字千钧
重。没了这俩字，何谈战斗精神？

然而，谁会将信任二字轻许人？特
战一连指导员徐虎山，回忆自己刚分到
旅里时：一次打扫卫生，伸手接过老兵递
过的扫把，老兵的手掌无意间擦过，居然
在他的胳膊上划出一条白痕。仔细一
看，老兵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再观察
其他战士，几乎人人如此。
“那一晚都没睡好，我就在想，这里

的战士训练这么刻苦，干部骨干得啥样
才能让人信任？”

啥样才能让人信任？特战四连原一
班班长单体华记忆犹新：在他之前的 8
年间，一班班长换了 5任，全部都在班长
岗位上荣立一等功！接过班长的担子，
单体华感觉自己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
直到他在国际特种兵比武中夺下金牌，
“那时候，才感觉自己喘了口舒坦气。”

啥样才能让人信任？特战四连连长
张金涛，两次荣立一等功，可连里来了个
新兵李小龙却不服他。张金涛没有摆出
“功臣连长”的威风，压一压这个愣小子
的锐气，反倒是鼓励他努力超过自己。
“是不是千里马，先让他撒开腿跑

跑，这也是倒逼自己不遗余力。”李小龙
果然不负所望，以列兵身份创下两项原
军区训练纪录。而在那一次大比武中，
张金涛夺下了6个项目中的 4项第一。

关键词之四：融合

血性不等于“血的代

价”，战斗精神培育要下

一盘“更大的棋”

这里以“魔鬼训练”闻名，却建成了
全军首个训练健康保护中心——

体外冲击、肌肉松解、经络按摩……
从身体训练 6大类 30余种针对性器材，
到康复理疗 7大类 40余种专业器材，应
有尽有。来自八一军事五项队和某瑜伽
工作室、某健身运动拓展中心的体能专
家、健身教练时常登门授课。

更新鲜的是，这里的“四会”优秀教
练员不仅要“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
政 治 工 作 ”，还 明 确 要 求 有 个 第 五
“会”——“会预防训练伤”。如何组织训
前热身运动和训后整理放松，被作为示

教作业的“附加考题”。
这里以“挑战极限”为荣，却探索出

了基础训练的“新手模式”——
400 米障碍场，独木桥和云梯的支

撑柱被双双“腰斩”，仅与普通人的膝盖
等高；往往最“卡人”的矮板墙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高度相同、却一碰就倒的跨
栏横杆。

如今，新兵初学障碍时，先在这里练
习，熟练掌握动作要领后，再进入正常的
障碍场训练。由于“新手模式”障碍具备
正常障碍的一切考核要素，却基本没有
危险性，减少了因恐惧心理造成的动作
变形。新兵动作练得更加扎实，出现训
练伤的概率大大降低。

谈起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旅宣传
科科长沈军华直言不讳：血性不等于“血
的代价”。比如，带伤训练就是“有血性”
吗？现在我们有了更多反思。

过去认为战斗精神培育就是要搞教
育，就是在课堂上下功夫。现在反过来想
想，更多的战斗精神培育停留在了笔记
上、材料上、口号上，效果又有几成……

战斗精神究竟应该如何“孵化”？是
教出来的还是训出来的，是严出来的还
是爱出来的？辩证之思改写着战斗精神
的格局，也改写着战斗精神培育的格局。
“战斗精神培育不是哪一个具体机

关部门的工作，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旅政委章海军谈了自己的认识：“战
斗精神的培育，没有自己的阵地，但处处
都是自己的阵地；没有自己的课目，但个
个都是自己的课目；没有自己的时间，但
时时都是自己的时间。”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

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驻守在泰山脚
下，这个旅的带兵人慢慢品味出，战斗精
神培育要下一盘“更大的棋”。

战斗精神，属于刀尖，也属于刀
把——去年，特战三营在评功评奖时，
以看谁起得早、看谁睡得晚、看谁干得
多、看谁做得好为基准，营部炊事班的上
等兵刘铭阳全票当选，并荣立三等功。
大伙儿直言：炊事员的战斗精神就应该
体现在官兵的舌尖上。

战斗精神，属于站在山顶的强者，也
属于山路上的跋涉者——特战一营战士
李智烨，从兄弟部队转隶调整到旅里时，
是个体重 115公斤的大胖子。第一次 5
公里武装越野考核，成绩惨不忍睹。在
战友的鼓励和帮带下，他每天往前进一
步，成为当年营里第一个在野外驻训地
域完成环湖拉练的人。

旅里组织演讲比赛，他上台演讲的
题目就是“胖子也有强军梦、浴火重塑当
好兵”。演讲完毕，训练尖子们也为他热
烈鼓掌，“谁说排尾不能激励排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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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 身 锋 刃 端 ”的 思 考
——北部战区陆军某特种作战旅战斗精神培育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魏 兵 特约记者 李士昌 付晓辉

1．信念铸魂

把信念铸魂作为基础工程，组织

官兵系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

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化绝对忠诚、绝对

纯洁、绝对可靠的信念底色。

2．使命召唤

引导官兵认清新时代使命任务，

认清特种作战力量的特殊使命，不断

强化责任感、危机感，时刻准备为祖国

去战斗。

3．传统塑造

加大传统教育力度，做到天天学

传统、时时讲传统、处处用传统，真正

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汲取精神伟力。

4．荣誉激励

注重发挥荣誉激励在培育战斗精

神中的作用，引导官兵自觉把荣誉当

成财富来珍视、当成品牌来铸造。

5．敌情警示

切实抓好形势战备教育，引导官

兵以“夜里挑灯看剑”的忧患意识抓准

备，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6．任务摔打

坚持把执行任务作为平台和熔

炉。力求参加一次重大活动，战斗作

风得到一次锤炼；完成一次急难任务，

战斗精神得到一次检验。

7．心理锤炼

在培育战斗精神中，探索融入心

理行为训练元素，有意识地在艰苦、孤

独、危险等残酷环境下，锻造官兵临危

不惧、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

8．模拟锻造

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

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摔打锻炼部队，使

官兵真切感受到战场的震撼和冲击。

9．比武提振

在比武中强本领、在比武中长精

神，运用“考、比、拉”等手段，使“破纪

录、拿冠军、展风采”成为每一名官兵

的志向和追求。

10．示范引领

“只有特种兵，没有特殊官”。注

重发挥干部骨干示范引领作用，叫响

“看我的，跟我上”，感召和带动官兵。

11．军规律行

把强化纪律观念作为战斗精神培

育的重要内容，注重用铁律治军带兵，

用严明的军纪培塑强大战斗力。

12．正气凝聚

选人用人坚持打仗标准，部队建

设集纳群众智慧，解决矛盾敢于较真

碰硬，坚持用清风正气凝聚兵心、激扬

士气。

13．实时鞭策

广泛开展“小动员、小竞赛、小评

比、小鼓动、小讲评”活动，把培育工作

融入日常、贯穿经常。

14．政策助力

培育战斗精神，要坚持军地共为、

军民融合。让“光荣之家”真正光彩起

来，让“最可爱的人”真正自豪起来，解

除后顾之忧，激发持久热情。

15．情感融化

真正知兵，真情爱兵，真心帮兵，

密切官兵关系，营造团结氛围，催生无

坚不摧的凝聚力、向心力。

16．舆论引导

注重发挥媒体舆论作用加油助

力，统一官兵思想，凝聚意志力量，形

成激扬英雄气的舆论导向。

17．文化熏陶

谱写旅歌、凝练旅训、编撰旅史，

用具有自身特色的“雄鹰”特战文化塑

造官兵尚武秉性。

18．智能支撑

把培养革命英雄胆魄与坚持科

学求实精神有机统一起来，抓好“勇”

的培养，同时加强“智”的提升、“技”

的掌握、“谋”的训练。

记者调查

北部战区陆军某特种作战旅集
中官兵智慧、拓展方法途径，探索形
成“战斗精神培育 18招”，激扬起官
兵能打仗、打胜仗的精气神。

特战队员进行海上操舟渗透课目训练。 本报记者 李 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