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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隆冬时
节，砺兵于大山之巅是一种什么体验？
现实远比古诗的描绘要形象、真切。

新年伊始，记者来到第 82集团军某
旅位于太行山腹地的野营驻训地采访。
零下 20摄氏度的严寒，让人感觉呼吸艰
难。此时，尘土飞扬的训练场，依旧战车
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练兵景象。
“过去的一年，我们把训练场当成

了家，从年初驻训到年底。今年元旦刚
过，我们又上来了。”冬季的野外很辛
苦，坦克四连连长邸智勇却很珍惜这样
的机会，“练兵备战不是看天过日子。
条件越艰苦，越能练出硬本领。”

装甲兵是怎样练成的？经上级批
准，记者决定跟训坦克四连的一场综合
演练。邸智勇介绍说，训练道虽然只有
7.5公里长，却要闯过 24道“关卡”，不仅
涵盖驾驶、通信、射击等专业，还包括雷
场通路、机枪射击、投掷手雷等 9个课
目，“真实反映了战场对一名装甲兵的

要求！”
严寒是第一个下马威。钻进坦克，

就像掉进了冰窟窿。车长刘智伟顺手
从挎包内拿出 2双备用袜子递给记者，
嘿嘿一笑说：“在这个铁疙瘩里，冬天至
少要穿3双袜子才能挨得住。”
“开始！”一声令下，驾驶员王帅发

动车辆，踏上征途。起伏不平的训练道
狭窄多弯，崖壁上的路有的地方还没有
坦克车身宽，稍不注意就可能翻车。战
车挟着滚滚烟尘，有惊无险一路狂飙。
“一发动坦克，我的脑袋里就闪现

出‘铁原阻击战’的画面。”王帅说，抗美
援朝战场上，该旅前身部队坚守在狭窄
的铁原地区，以血肉之躯阻击敌军。当
任务完成时，阵地一片焦土。
“我们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

硬。”跨土岭、越壕沟，战车的颠簸，加上
混浊的空气，令人头昏脑涨。王帅驾驶
技术高超，完全不像一名换装刚一年、
且是跨专业转来的新手。

对此，王帅坦言，刚接装时，白天练
操作，晚上学理论，手上的茧子磨了一
层又一层，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经过
半年多时间，他不但啃下了这个“硬骨
头”，一些故障也能轻松排除。

7.5 公里的跑道，远比看起来要
长。我们随战车翻越几个山坡后，走上
一段崎岖不平的积雪路。在这里，他们
要完成行进间侧向实弹射击。王帅悄
声说：“这个课目考验车长和炮手的默
契度，只有精准掌握好火炮的晃动幅
度，把握住转动时机，才能一击命中。”
“轰！”车身一阵剧烈摇晃，炮手张

军迅速进行瞄准和数据修正，远方目标
瞬间消失在炮火中。“轰！”还没等我们
缓过神，后续的车组也开火了，又一个
精确命中！
“你们相信吗？几个月前，我们几

个车组忙乎一上午，只能打一发弹！”张
军笑言。据了解，这个旅从机步旅转型
为合成旅，主战装备就换了近 90%。从

步兵连长变成坦克连长，邸智勇形容自
己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邸智勇
带着 3名技师一头钻进坦克搞研究，连
续一个多月加班加点，渐渐摸清了装备
性能，取得多个车组连续射击的突破。
训练强度加大，场地不够怎么办？他们
采取“人员休整，场地不闲置”的模式，
通过人员、车辆的科学调配，努力实现
训练设施的最高效使用——

从初春“战”到寒冬，全旅年弹药消
耗量超出大纲要求指标 20%以上，单车
全程训练用时大幅缩短。与此同时，战
斗力水平不断刷新，11个连队被评为军
事训练先进单位，3名训练尖子荣立二
等功。

太行山朔风凛冽，严寒正紧。奔流
的铁甲咆哮着向目标发起最后冲击。
钢铁在燃烧，热血在沸腾……

压题图片：实弹演练。

赵建壁摄

铁在烧，热血不惧彻骨寒
—目击第82集团军某旅装甲车训练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通讯员 姜 帅 何孝林

窗外，寒风呼啸，最低气温达零下 20摄
氏度；室内，暖意融融，一场座谈会热烈进
行——
“航天发射千人一杆枪，防护服能否按

岗位区分颜色，让岗位专业一目了然？”工
程师周俊快言快语。一位负责外场操作的
战士也提出，能否配发在极寒条件下既能
防寒又能让手指灵活工作的手套……
“就是来听大家意见的，提的问题越多

越好！”1月上旬的一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一间会议室里，基层官兵对新型静电防护
服的诸多意见，被军事科学院军需工程技
术研究所所长绳以健一行人详细记录。

元旦假期一结束，这个研究所的科研
人员就来到了中心，对新研制的静电防护
服进行第二轮发放试验。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拥有我国最早的航
天发射场和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这
里电子设备和精密仪器众多，电火工品、高能
燃料等频繁使用，对人员和装备的静电安全
要求极高。
“让官兵穿上安全、管用、适体的防护服

装是科研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绳以健告诉
记者，在军委机关相关部门支持下，某新型静
电防护服成功立项，由该所开展技术攻关。

项目组先后到 20 多个单位调研，找
准产品功能定位，制定细化了 20 余项战
技术指标。目前，样品设计完成，需要组
织批量产品到部队进行适应性试验，验证
产品的可靠性和适用性，收集基层官兵意
见建议。

在被装发放现场，官兵兴奋地试穿起防
静电工作服、大褂、工作鞋、帽子、手套等。此
次试验共发放被装产品1000余套（件），区分
季节、穿用场合等，从头到脚，静电防护类服
装一应俱全。

女干部吴婷穿上静电防护鞋，忍不住啧
啧赞叹：“过去配发的工作鞋鞋底薄容易坏，
新款鞋既结实耐用又美观大方。”
“前期试穿时，很多官兵认为鞋子样式

老旧，穿着舒适性有待提高。这一次，防静
电鞋在款式、结构等方面都有所改进，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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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汪学潮、通讯
员刘奕麟报道：深冬，渤海湾畔寒风呼
啸，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967医院冬季
卫勤演练正酣。记者跟随全副武装的
医护人员徒步行至沿海大道，指挥员
突然下达命令：“前方发生激战，数人
受伤，命令野战医疗队紧急赶赴现场
救治。”

接到命令，医护人员立即开始
奔袭。不到 15 分钟，先头队伍就赶
到一线。前方“战斗”仍在继续，透
过硝烟隐约可见 2 名“伤员”倒在雪
野。最先作好战地救护准备的两
个 小 组 迅 速 卸 下 背 囊 ，抱 起 急 救
箱，匍匐接近“伤员”。护士金艳娇
发现“伤员”右股骨沟中弹，立即利

用新式绷带止血包扎，协同战友将
“伤员”挪上担架，火速向安全地域
转移……

一个课目刚结束，另一个课目悄
然展开：“前方不远处发生毒气泄漏，
请作好快速通过染毒地带和急救准
备。”医护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具，迅速
消失在茫茫雪野之中。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967医院冬季卫勤演练正酣—

迎风奔袭，白衣天使动若风发

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刘会
宾报道：在某卫勤训练基地演练现场，
第一批次 60名“模拟伤病员”运送至野
战医疗所分类后，现场负责分类检伤的
医疗队员立即对其进行心理创伤处置
并组织后送。面对短时间批量伤员，指
挥组迅速调集重伤救治组等医护力量
支援分类检伤……

这是记者近日在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第980医院野战医疗所跨区基地化卫勤
演练上看到的一幕。为提升机动卫勤保
障能力，野战医疗所远程机动至千里之
外的陌生地域，开展全员全装全要素跨
区基地化演练，依托空军军医大学专业
化“卫勤蓝军”队伍，磨砺战场救治硬功。

此次演练模拟真实战场环境，设
置多种复杂伤情，借助专业化“卫勤蓝
军”，模拟战时大批量多类别伤员，涵

盖头颈伤飞行员等复杂类型，逼真呈
现战场环境和伤病员案例。

该院院长何子安说，通过这次演
练，野战医疗所战时组织指挥水平、批
量伤员快速分类和救治能力等都得到
提升，下一步他们将采取联训联保的
方式，与作战部队对接，系统进行现场
急救、前接伤员等流程训练，不断提升
战场救治效率。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第980医院组织跨区基地化卫勤演练—

千里机动，磨砺战场救治硬功

前不久，让新战士谷禹澎和他的 49
名新战友没想到的是，刚下连就被接到
军委联合参谋部某部，第一课就是参加
“强军路上携手同行”新老战士对话会。

从军报国、金戈铁马，是谷禹澎从小
的梦想。一些当过兵的亲属告诉他：当
兵可不像电影里那样精彩，更多的是站
岗值勤、打扫卫生这样的平凡事，要有思
想准备。

带着对军营的热爱，谷禹澎选择了
从军。新兵连生活果然和亲属说的一
样，天天走队列、不断练习叠被子、经常
打扫卫生。虽然他知道，这是为了培养
过硬作风，但他更渴望能够投身血与火
的战场。
“在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我们每周

至少要进 3次雷区，一点一点搜索清除
地雷，一步一步开辟安全蓝线，时刻面临
生死考验……”聆听全军士官优秀人才
奖二等奖获得者、四级军士长李大勇的
故事，谷禹澎热血沸腾，仿佛置身战火纷
飞的战场。“这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军旅
生活！”这一刻，谷禹澎更加庆幸当初自
己的选择，更加坚定矢志军营建功立业
的信念，也更加明白了在平凡小事中培
塑过硬作风的意义。

新战士越听越心潮澎湃，越听也越
感觉到自己的差距。全军士官优秀人才
奖三等奖获得者张银桥告诉大家，这些
年，他先后参加高原演习、战役集训和朱
日和阅兵等重大任务。“刚开始和大家一
样，我也觉得自己只是普通一兵。”张银

桥激动地说，“可一次次完成重大任务让
我认识到，我们的每一个岗位都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
“在新时代的强军路上，只要肯于吃

苦、愿意付出，普通一兵也能创造不平凡
的业绩。”听说这 50名新战友，是从上万
名预征对象中精挑细选、精准征集而来
的，与往年相比，专业更对口，大学生士
兵比例更高，一级军士长王远征激动地
说，“只要你们心无旁骛、笃定前行，就一
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小学到大学，这样的课还是头一

次经历。”大学生新兵薛晓军深有感触地
说，“这一课让我知道了当兵为什么、精
兵怎么练，今后我要像老班长那样苦练
本领，随时准备上战场！”

下连第一课：播下打仗的火种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张光明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通讯员孙小

龙报道：“能在旅史馆留下自己的身影，
这是我人生最幸福荣耀的时刻！”岁末
年初，西南边陲某伞降训练场，第 75集
团军某特战旅官兵训练热情一浪高过
一浪。个人事迹刚被旅史馆收录的特
战队员王渝深有感触地说：“这既是一
份信任，更是一份嘱托。我一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转型路上继续当刀尖、
站排头。”

强军路上展风采，旅史馆里留美

名。去年 9月下旬，该旅展开伞降训练，
为激发官兵备战打仗热情，他们决定开
展“训练尖兵入旅史”活动，遴选 30名素
质全面的伞训官兵参加首跳，并将其照
片和事迹收录进旅史馆。
“训练尖兵入旅史”活动极大激发

了官兵苦练打赢本领的热情。为了成
为首跳一员，大家纷纷写请战书、挑应
战书，白天苦练技能，晚上钻研理论，训
练场掀起阵阵练兵热潮。学习室里，小
队长余伟反复模拟空中操作，直到深

夜；吊环训练场内，下士温润鹏不顾膝
盖肿痛，不断挑战新高度……

经过一个多月的地面训练，该旅
160余名伞训官兵全部取得理论考试和
模拟操作全优成绩。最终，经过层层筛
选，30名训练尖兵脱颖而出，执行首跳
任务。首跳当天，尽管风速较大，云层较
低，但任务官兵大胆离机，凭借过硬素质
圆满完成首跳。凯旋不久，该旅隆重组
织“训练尖兵入旅史”仪式，30名首跳官
兵的照片和事迹，被旅史馆永久收录。

第75集团军某旅树立荣誉激励导向

30名首跳官兵事迹写进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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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美观性与舒适性。比如，鞋面采
用一体织工艺，没有缝线……”负责
该产品研制的秦蕾，一边发放试穿样
品，一边向受试官兵介绍样品的性能
特点。
“每一款军用被装都是反复试验、

逐步改进出来的。”戴着眼镜、身材娇
小的秦蕾已从事军用被服研究多年。
新疆阿勒泰、西藏墨脱、云南西双版
纳、大兴安岭深处都留下了她参加被
装试验的足迹。

据了解，该型服装试验试穿已进

行了 3年，项目组在各军兵种先后发
放试穿样品 3000余套（件），从官兵的
意见建议中归纳出需要改进的指标
40余项，设计方案不断优化。
“被装研发事关部队战斗力、事关

官兵切身利益，必须多听听官兵心里
话。”绳以健说，这批被装试穿进行 2
个月后，他们还要到中心来，收集官兵
意见，对设计方案进行新一轮优化调
整。春节前，他们还将奔赴华南和东
北，开展新一轮被装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