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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风还在狂吹，气温还在猛降，戈
壁滩又响起了枭狼的嚎叫。
“打一仗、停一下”是“魔鬼周”训练

的一个思路。每天晚上，教练员会组织
所有参训队员利用半个小时进行个人总
结，并组织交流发言。

有名队员总结道：“如果不是‘魔鬼
周’，我不会相信自己能完成这些！经历
过之后，再回头看自己曾经遇到的困难，

就会觉得那都不是事儿，只要坚持一下
就能挺过去……”

队员们用定目标、写格言的方式来
激励自己，不断为实战化训练注入强大
精神动力。
“魔鬼周”这一周其实并不长，相比今

后队员们的特战之路，这只是短短一瞬。
这一周又很漫长，在这一过程中，队

员们突破了自己的极限：最长时间不睡

觉、最长时间高强度训练、最长时间不吃
东西、最少数量补充水分……他们用辛
苦的付出和顽强的毅力，换来了“魔鬼
周”象征最终胜利的“锦鲤”。

几乎是“魔鬼周”训练展开的同一时
间，在距离“猎人基地”2300公里外的巴
基斯坦拉合尔市某田径场上，我们旅的
9 名队员代表中国陆军参加了第二届
“体能与战斗技能”国际军事比赛，夺得
4个项目的团体第一和综合团体金牌。
期间，队员累计训练 1022 小时，跑完
1200余公里，做俯卧撑 15万余次……可
想而知，金牌的背后，他们付出了多少艰
辛的努力。

对于这些年轻的特战队员们来说，
成长，才刚刚开始。

曾经的困难，都不是事儿
■第76集团军某特战旅政委 魏银建

这里被称作“猎人基地”是有原因的。

大门口，红蓝黑相间的特种兵标识格外

抢眼。往里走，“步步高”、懒人梯、阻绝墙、

毒气室……每一组特种障碍设施都氤氲着

一股杀气。

一年年、一批批特战精英在这里经历过地

狱般的磨练，练出过人的本领。而这一次，第

76集团军某特战旅的“魔鬼周”训练却有很大

不同——

报名参训的官兵来自全旅各层级，他们基

础不一、素质参差不齐。78名队员中，有参加

过各种比武、屡获功勋的特战尖兵，他们为加

钢淬火而来；有刚毕业的排长和新晋的上等

兵，他们把“魔鬼周”作为对自己能力的一次检

验；还有6名来自保障岗位的女兵，这些卫生

员和话务员只想证明自己有能力和队友们并

肩作战。

此时，一名原本计划退伍后回大学校园

备战考研的上等兵，也站在了“猎人基地”门

口。

“只有成功挑战‘猎人基地’里的31组特种

障碍，完成45个实战课目，才算真正的特种

兵。”得知旅里制定“魔鬼周”极限训练的计划

后，这位上等兵毫不犹豫地在报名表上写下了

自己的名字。

动员大会现场，这名上等兵贴上了红底

黄字的标识，代号8号。在他面前，集训队队

长刘近面无表情地宣告：“‘魔鬼周’的第一个

准则就是：这里没有姓名，没有军衔，有的只

是手中的武器和眼前的敌人！”

“魔鬼周”就这样来了。

这是一场与“魔鬼”的殊死较量。“魔鬼”

可能是身边无情的教练员，可能是恶劣的训

练环境，可能是艰难的作战任务，甚至可能是

队员们自己。

这是一场没有主角的生存之战。胜利者

将赢得机会生存下去，失败者只能出局。

这是一段不忍回忆的痛苦之旅。集训

期间，队员们人均负重25公斤以上，连续作

战40多个小时，每日饮用水不足 900毫升，

休息时长不足3小时，有的队员体重减轻了6

公斤之多。

“‘魔鬼周’的痛苦是超乎想象的。”走出

“猎人基地”，8号告诉记者，他永远忘不掉体

力耗尽、断水断粮的那种绝望；忘不掉午夜时

分荒野地上映的恐怖片和在墓地里抄过的碑

文；忘不掉连续两昼夜被剥夺睡眠后，在恐惧

与困意边缘不断挣扎的那种感觉……

无论是对8号和他的战友，抑或是教练

员和军医来说，这都是最长的一周。

“ 魔 鬼 周 ”来 了
■王钰凯 陈 萌 杨 勃

我们会选择在敌人

最疲惫的时候发起进攻，

敌人也是如此

54号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30公里的定向越野剩下不到一半，

可他的双腿如灌了铅似的，每迈一步都
那么难熬。

此前，他已经连续进行了 20多个小
时高强度训练，没有进食，水壶里的水也
早已经见底。

一旁的集训队队长刘近拿出一小块
三角形的蛋糕，咬了一小口，嫌弃地说：
“有点腻！”

咽了口口水，54 号别过头去，正巧
看到路边有一颗枣核。如同看到了希
望，他一把捡起枣核就要往嘴里塞。

身后的教练员马新庆见状，立刻冲
上来，把枣核抢去，扔在地上，又使劲往
泥里踩了踩。

顿时，更大的绝望由 54 号心底泛
起，好像自己的感官一下变得特别敏锐，
前方 1米的距离似乎延长成 100米。他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剩下的路程……

为了模拟最真实的战场环境，在抗
饥饿训练中，禁止队员进行任何补给。

马新庆解释道，执行任务过程中携
带的补给非常有限，“我们不知道一场战
斗会持续多久。”

回到3天前那个静得可怕的夜晚。
早已抵达集训队门口的队长刘近，

又看了眼时间，还差 5分钟。一旁的教
练员关立恒再次检查了一下弹夹内的空
包弹，随时准备扣动扳机。

深 秋 的 贺 兰 山 腹 地 ，气 温 已 逼
近 0℃。“魔鬼周”将于夜间正式开始，具
体什么时间，他们并没有告诉参训队员。

20时 00分，95式自动步枪连续发出
“砰砰”的声响。

“魔鬼周”开始了！第一个内容就是
紧急集合。

从枪声响起到集合完毕，队员们必
须在 3分钟内领完武器装备、6分钟内到
达“猎人基地”的观礼台。
“魔鬼周”开始前，队长进行过专门

演练，即使是有所准备，想要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集合也并非易事。

果不其然，队员们比规定时间迟了
30秒。于是，接下来的惩罚训练就显得
“合情合理”了。

扛枪蛙跳 1500米、低姿匍匐 500米、
蠕动 100米、眩晕滚 500米……“套餐”项
目一个接一个。

关立恒举着枪向四周射击，不时地
用作战靴踹向落在后方的队员，嘴里不
停地吼着：“快点！再快点……”
“教练员们必须扮演好‘魔鬼’这个

角色，让队员们难以熬过这一周。”队长
说道。

彻夜未眠。
第 2天上午的泥潭行军又是新的考

验。这是一条 10公里长的灌溉渠，淤泥

深过膝盖。这段并不长的路，队员们花
了 6 个多小时才走出来——正常情况
下，相同距离的徒步行军只需不到 2小
时。

正当队伍通过一个半身高的桥洞
时，一旁“观战”的教练员将一枚催泪弹
扔了进去。在瞬间爆炸产生的烟雾中，
77号一不注意便摔在了发绿的淤泥里，
顿时满手满脸都是泥。

扑面而来的恶臭，熏得这个“泥人”
几乎晕厥。“泥人”挣扎着冲出桥洞，开始
往路基上爬。
“下去，回到泥潭里！”还没来得及捋一

下脸上满是污泥的刘海，“泥人”就被站在
路基上的队长狠狠地往回推了一把，“连这
点罪都受不了，怎么能坚持到最后？”

第 3天夜里，抗疲劳训练进入关键
阶段。
“我们往往会选择在敌人最疲惫的

时候发起进攻，敌人也是如此。”23时，
队员们正忙着搭设帐篷、构筑伪装，谁也
没有注意到，一旁已搬来电影设备并搭
设好大屏幕。

教练员赵世朋拿出准备好的电棒，
先用自己身体“感受”了一下，电量正好。

凌晨 3 时左右，大屏幕上放起了
一部恐怖片。20 个小时未合眼的队员
和教练员们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只要静
止5秒基本就会睡着。”

为了防止自己和队员们睡着，赵世
朋来回地走动，用碗口大小的勺舀着辣
椒水，向打瞌睡的队员脸上泼去，或者用
电棒好心地“提醒”他们……

那一夜，时间似乎不断地变慢，秒针

开始在所有人的骨头里挪动。
熬下去，熬到黎明到来的那一刻；熬下

去，熬到夕阳余晖洒在茫茫戈壁的那一刻。
为了那一刻，队员们在坚持着……

我们培养的不仅是身

体强健的运动员，更是意

志顽强的战斗员

黑暗中，38号听到一声巨响。他从
沉睡中惊醒过来，努力睁开双眼。

四周弥漫着白色烟雾。
“是催泪弹，快走！”身边的队友叫喊

着。38号转眼被拉回现实，猛吸了两口
白烟，“就像大口吃着芥末，眼里抹着辣
椒油，脑袋里嗡嗡作响，皮肤灼烧般疼。”

四周的队员也都迷迷糊糊地站起
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顾捂着口鼻
往烟雾外面跑。

痛苦，是考验一个人意志和耐力的
好办法。

每当大家快坚持不下去时，23号总会
跟队员们讲起老连长黄和平在委内瑞拉
“猎人学校”参加“地狱周”训练的故事——

在一周内，黄和平要同时接受抗
饥渴、抗疲劳、抗病痛等训练。连续 7
天 6夜，白天负重行军、扛原木爬山，晚
上则要擦枪、打绳结、泡水坑，每天只
能吃一个玉米饼，稍有瞌睡便会遭受
处罚。

那一年，来自多个国家的68名学员中
仅有22人通过考核，五星红旗成为仅存的

3面国旗之一。
“猎人学校”是锻造钢铁之躯的熔炉，

更是造就坚韧意志力的战场。就像“猎人
学校”校长总结的那样：“学校培养的不仅
是身体强健的运动员，更是意志顽强的战
斗员。训练只能提供常见境况和一般体
验，但参训者由此培育的精神会在更加复
杂的实战中发挥超越体能的作用。”
“我从没想过自己竟然能如此坚

强。”在“魔鬼周”训练的第一个夜晚，从
20时 10分到 23时 10分，整整 3个小时，
毫无停歇的训练让第七小队的女兵们苦
不堪言。

76号本以为会到此为止，直到她接
到下一个任务——和其余女队员一起将
猛士车推行2公里。

这对力量偏弱的女兵来说，尤其艰
难。25 公斤的负重已经快压得她们直
不起腰了。

刚开始，她们合力用手推，推到双手
无力，就用肩顶，再后来用背抵……

她们不愿放弃，不知谁起头唱起了
《虫儿飞》：“不管累不累，也不问东南西
北……”

疼到泪流满面，喊到嗓子嘶哑，猛士
车缓缓移动到了终点。

第二天夜晚，一场营救行动被安排在
“猎人基地”。行动刚开始 10分钟，65号
就发生了意外。他在追击“敌方”队员的
过程中不小心摔进一个 3米的深坑。军
医检查发现，65号小腿前侧蹭掉了一块皮
肉，胸前的4根肋骨受挫，伤情严重……
“从‘魔鬼周’开始的那一刻，痛苦就

一直伴随我们，时间被无限拉伸。”在 65

号的回忆里，痛苦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
是漫长的。不经历这些，你永远不知道
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只要有任何课目未坚持下来，都将
被视为淘汰，退出集训的队伍。这是“魔
鬼周”的死规定。

65号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极限。休
息了4个小时后，他又回到了“猎人基地”。

伤口不断结痂又撕裂，他强忍着疼
痛，硬生生完成了“魔鬼周”的全程。
“这是我 23 年来经历过最长的一

周。”65号挤出一丝笑容。
受伤休息也是痛苦的。脚踝处撕裂

般的疼痛让 67号无法继续坚持，他退出
了“魔鬼周”。
“躺在床上休息的那几个夜晚，训练

场的呐喊声一直回荡在我的耳畔，难以
入睡。”67号的脸上满是失落与懊悔，“周
围越是安静，内心越是慌乱。失去了继
续战斗的勇气，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只有经历过“地狱”，

才能捕获最终的“锦鲤”

“咔嚓”一口咬下去，苹果鲜嫩的汁
液夹杂着泥潭中的污水一同流入口腔，
不断刺激着味蕾。嘴角微微上扬，1号
露出一丝满足感。“泥人”浑身的棕色盖
住了原本的迷彩色，只剩下帽檐处红底
黄字的代号格外明显。
“这一周，我们成长了，进步了，但离实

战化还有不小的差距。”素有“魔鬼教头”之

称的教练员陈明回忆起自己参加“锋刃-
2018”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的场景。

那是一个解救人质课目。按照规
定，射手在 5分钟内有 2次射击机会，目
标躲在被挟持人质的身后。第一次，目
标只会露出半个头部；第二次，目标露出
整个头部，难度稍小。
“目标第二次出现时再射击，稳中求

胜。”这是陈明在赛前便制定好的策略。
然而，当比赛结束后，他发现多数外军

狙击手都选择了在目标第一次出现时射击。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狙击手解释道：

“我们不确定目标还会不会出现，所以要
果断。在实战中可能只有一次扣扳机的
机会。”
“用打仗的思维而非比赛的思维来

训练！”队长刘近强调。
这种理念在参加巴基斯坦“团队精

神”国际竞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
31个竞赛内容中有 25个都是以实战效
果来评判成绩。

那一次，刘近面前有两个选择——
穿过眼前平坦开阔的大路，能够节省时
间和体力，方便下一个课目考核；而穿越
密布荆棘的丛林，容易让队员受伤，还会
消耗不少体力，甚至导致迷失方向，赶不
到指定考核点。

刘近的选择是：整个小组丛林渗透，
保持无线电静默，隐蔽前进。

就是这个选择，为中国军队赢得了
高分——巴基斯坦裁判认为，如此才符
合实战要求。

与寒冷的对抗，同样也是实战中面
临的一大难题。

冰水的“洗礼”是“魔鬼周”的必修
课。这个被称作“浑水摸鱼”的课目，要
求队员们抓住教练员提前放置在浑水沟
中的20多条鲤鱼。

天空下起了小雨，仅有的工具是黄
脸盆。于是，队员们聚在一起，在那条
50多米长的水渠里，将水向外泼。

坡面很滑，泼出去的水又流了回来，
浸透了队员们的迷彩服。低温席卷全
身，寒气冻得他们瑟瑟发抖。

水位渐低，鲤鱼依旧活跃，队员们只
能把衣服脱下来捆在一起，组成一道网，
企图拦住鲤鱼。

寒冷逐渐刺穿了每一个人，27号似
乎可以听见大腿在水中颤抖的声音。
“抓住了，抓住最后一条了！”27 号

举着那条“该死”的鲤鱼，晶莹剔透的水
花飘洒在他四周。

人群前侧，教练员马新庆突然开口：
“我宣布，‘魔鬼周’到此结束！”

27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
就是那条最终的“锦鲤”？

是的，“魔鬼周”就这样结束了。
抓到“锦鲤”的 74名队员围在一起，

升起来篝火，烤着湿透了的迷彩服。
一瞬间，仿佛时间都慢了下来，无限

延伸至永恒。
经历过最长的一周，那些代号背后

的名字依然清晰地印在记者脑中，他们
是——

01号骆稀琛，08号常家兴，23号泽
让华军，27号章哲鑫，38号魏泽锟，50号
包永强，54号霍天明，65号陈得和，67号
胡波，76号尤红霞，77号何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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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 鬼 周 ”：最 长 的 一 周
■王钰凯 李灰懿 杨 勃 本报特约记者 杨 磊

记者调查

找到50号时，他脸上、手臂上好几处
都在冒血。那枚瓦斯弹就炸在他右手边。

我立即上前检查，发现他的伤口并
没有大的出血。简单消毒后，我将注射
器的针头弄弯，对准出血点轻轻往里
插，接着往回勾，以此来探测弹片的位
置。发现残留物后，我又用镊子顺着他
的伤口戳进去，将弹片取出来。
“医生，麻烦你快点，我还要跟队。”

他皱着眉不停地催促我。
作为军医，我这一周的压力是巨大

的。一般来说，人在 48小时不睡后，身
体会不受控制地进入梦乡，活动能力也
会严重下降。

果不其然，长时间的不睡觉加上高强
度的训练，有队员晕倒在路上。我将他抬
上救护车输液。

救护车刚走了一半，苏醒的队员就要

求下车。“兄弟，再多休息一会儿，在救护
车上没事。”我拒绝了他。
“如果队员们不能一同到达，就没

有水补给。”他坚持下了车。
饥饿、寒冷、疼痛和恐惧一次次企图支

配队员们的战斗意志。只有将这些全部克
服之后，他们才能成为最锋利的“军刀”。

攀登课目时，有个队员肩部出现了
一个脓肿。我将里面的东西挤出来后，
发现那是个变性的脂肪组织。这是免
疫力下降的一种表现。抗寒训练对他
来说变得更加艰难,当他从泥坑里爬出
来时，不停地颤抖。
“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在我一再劝

说下，他原地活动了会儿，热了热身，找
我要了2片感冒药，又重新跳进泥潭。

尖刀须淬火，刀刃才锋利
■军医 王焕宇

①① ②②

延伸阅读

E-mail:jfjbjygc@163.com责任编辑/高立英

第418期

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长镜头

同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猎人”们一样，全程参与“魔鬼周”拍摄任

务的报道员也经历了最长的一周。

一路相伴，快门不断，他用3793张照片记录下整个“魔鬼周”——有8号

吃馒头的幸福满足，有27号坚持到最后的欢呼雀跃，有50号被炸伤后的坚韧

顽强，有65号发现西瓜皮的意外之喜，有77号在催泪瓦斯下的号啕大哭……

他们满眼血丝、痛苦挣扎，他们浑身湿透、忍饥挨饿，他们披荆斩棘、翻山越

岭，他们一次次被逼上“绝境”，又一次次逆境“重生”。

队员们每天的给养仅一壶水，食物的补给还得看“狼头”（队长）的心

情。为了保持体力，他们捡食垃圾堆里吃剩下的玉米芯，抓灌溉渠中的泥

鳅，喝沉淀积污的脏水……其中的苦与乐、笑与泪都一次次被抓拍下来，

定格在镜头中。

（图文：李灰懿、陈 萌、吴春江）

图①：泥潭格斗
图②：“泥人”突击
图③：最后的“锦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