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初春的林海雪原，白雪皑皑，朔风

凛凛。不久前，陆军首次高寒专项特
训，让这片见证过“智取威虎山”传奇
的雪野烽烟再起。

战幕才落，遍地硝烟。记者穿林
踏雪，只为追寻一支代号为“血狼”的
部队之足迹——

两年多前，驻扎于此的第 78集团
军某特战旅，奉命组建了陆军唯一一
支担负高寒地区特种作战任务的“百
人突击队”。

今天，他们雪中亮剑，刀尖试锋，在
与前来特训的多支特战精锐对决中初
露峥嵘，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传奇。

精兵作战，就是要比

比谁的刀更尖锋更利

潜伏雪中，比狼还静默；子弹出
膛，比狼还无情。

记者匍匐在半米多深的雪中，周
身寒意彻骨。听战士们说，狙击手陈
珂欣曾在雪中潜伏两小时纹丝不动，
最终一举击毙“敌首”，记者眼前不由
闪现出一个眼冒寒光的冷酷形象。

但初见陈珂欣，记者却忍俊不禁：
小个儿，圆脸，轻松调皮的东北腔，说
话像唱“二人转”，只有雕刻这一爱好
让人看出了他作为狙击手的专注。

心态、专注加汗水，成就一个奇
迹。2017年 8月，作为唯一的一名列兵
选手，陈珂欣一路闯关，站上了“国际
军事竞赛-2017”狙击边界项目的赛
场。团体赛中，他最后出场，用一个精
准的3发连射，力挽狂澜，战胜对手。

载誉归来，陈珂欣被旅“百人突击
队”相中，成为全旅唯一入选的列兵。
“‘百人突击队’随时担负特殊作战

任务，到这里的必须是特种兵中的特种
兵，尖刀上的刀尖子。”该旅政委张宏介
绍，2017 年初，“百人突击队”一组建，
就抽调选拔了一批全旅优秀骨干。
“掐尖”会不会影响其他单位的战斗

力？对此，旅党委一班人清醒而坚定：
“习主席反复强调要把握战争制胜机理，
特种部队有独特的作战样式，精兵作战，
就是要比比谁的刀更尖锋更利。”
“为了打仗，旅党委不讲情面、不

讲代价、不讲理由。”突击队指导员袁
建强告诉记者，突击队成立第一天，旅
领导就带着人力资源和训练保障部门
现场办公，给予充分支持。

所有特战连队主官必须要有突击
队经历、所有提干士兵都从突击队中
产生……一系列举措，鲜明立起了打
仗导向，牵引全部力量向刀尖汇聚。

“在这里，没有真正上战场的决心
是待不下来的。”一营教导员秦朝野向
记者介绍，突击队随时都有实战任务，
不管什么人，不行就得淘汰。

在全程淘汰的压力下，两年多来，
突击队员紧绷神经，在各种极限条件
下练心理、练体能、练技能，训练时长、
弹药消耗等达到普通合成旅的近两
倍。秦朝野向记者介绍，突击队每人
每天的伙食费比其他连队要多 3元钱，
因为夜训量远远高于其他单位。

特种兵，特种魂。在突击队营区，记
者发现到处都是英模挂像、英雄事迹。
张宏说，为了激扬官兵英雄气，突击队以
全旅唯一的老红军连队一连为班底组
建，每名突击队员都要熟记部队的光辉
战史，牢记每名战斗英雄的事迹。
“进入突击队，铸牢红军魂。”这次

特训中，突击队员在极寒中开展三天
两夜连续演练，官兵夜宿雪野，不少人
脚面冻伤化脓，但没一人掉队。

面对伤痛，突击队员对记者淡然
一笑：长征过雪山，我们的老前辈冻掉
脚趾仍在行军，冻死也是向前倒，我们
还差得远呐！

我们的任务在雪域，

我们的视野在全域

冰雪极寒，让战场变得陌生而独
特。记者得知，特训中，外单位一些初
至寒区的特种兵很不适应。

一名曾多次比武折桂的狙击手，
因为运动时呵气导致瞄准镜结霜，被
“蒙住了眼”；有人裸手打完几轮射击，
手已经粘在枪托上，硬生生撕掉一层
皮；厚厚的积雪则让“飞毛腿”举步维
艰、令“火眼金睛”突然雪盲……
“高寒地区特种作战是上级赋予

我们的任务。”小队长侯海泉颇为自豪
地告诉记者，突击队组建以来，他们年
年开展高强度的高寒集训，这些困难
已成“家常便饭”。话虽如此，特训中，
记者发现面对冰雪极寒，突击队员一
点也没松懈。
“新年开训动员令中，习主席号令

全军紧贴作战环境，把制胜招法练过
硬。”队长张响告诉记者，为了练就高
寒地区过硬作战本领，突击队不断发
起新的突击——

为了熟悉新配发的狙击榴弹发射
器，中士任国磊在极寒条件下连续训
练超过 12 小时。为寻找最佳射击体
验，他多次冒着冻伤的危险进行裸手
操作。中士代川对滑雪板、冰爪等不
断进行改进，记者看到，已经过 10多次
改进的折叠式滑雪板，轻便易穿脱，大

大节省作战准备时间。融入环境进行
雪中潜伏、利用环境开展狙击等作战
经验也在不断积累和创新……
“虽然我们的任务在雪域，但上级

赋予我们的任务中，第一条就是‘全面
提高全域作战能力’。”突击队成立第
一天起，该旅党委就把视野拓展到更
宽广的战场。

作为一支年轻的特战部队，该旅
特战课目训练起步晚、起点低，而要提
升全域作战能力，必须将基础技能练
到极致。

跟空降兵学跳伞，到海军陆战队
比潜水……这些年，突击队员四处学
艺，苦练基本功。
“我们跳伞训练开始得晚，却有

‘后发优势’。”王小斌是突击队的跳伞
教练员，他介绍说，这两年，他们融合
各方面先进经验，总结出一整套训练
方法，并研制了高架跳伞模拟器，有效
解决了训练资源短缺难题。

去年 400米低空跳伞，下士李阳阳
跃出机舱 2秒后主伞未打开，而整个自
由落体过程只有 10秒左右，二次开伞
很难完成。就在大家几乎绝望的惊呼
声中，一朵备用伞花及时绽放，仅仅 2
秒后，李阳阳用一个标准的落地姿势
着陆，毫发无伤。
“简直是奇迹！”现场观摩的领导和

专家都连呼不可思议。而突击队员们知
道，这奇迹是用无数的汗水换来的。

跳伞训练期间，李阳阳每天都要
从 2 米多高的模拟器上跳下来 50 多
次，腿跳肿了，就停下来练习上肢动
作。为了让肌肉形成精确记忆，他们
还借来电音箱，模拟机舱噪音。“正是
无数次的重复，才有了那一瞬间的‘下
意识’。”李阳阳说道。

一边强内功，还要一边练拳脚。
去年盛夏，几名突击队员在旅领导带
领下，奔赴千里之外的南疆，全程参加
了热带丛林的特战演练。面对毒虫叮
咬、高烧腹泻、双脚溃烂等困难，所有
人都咬牙坚持到底，为部队在该地域
的作战训练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下转第三版）

上图：第78集团军某特战旅组织

官兵在林海雪原开展实战化训练，锤炼

高寒地区特种作战能力。 邢鸿剑摄

70多年前，牡丹江畔的林海雪原见证了“智取威虎山”的传奇；
今天，一支代号“血狼”的特战精锐从这里开启了面向未来战场的—

胜 战 突 击
■本报记者 陈广照 欧 灿 李建文 欧阳浩

绵延起伏的武陵峻岭，如诗似画的湘西风
光，在沈从文笔下“美得让人心痛”。

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发展滞后，历史上这
里也“穷得让人心痛”。

长期以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
绝对贫困的苦战一直没有停歇。湘西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太久太热切。

2013 年的深秋，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苗
寨，沿着狭窄山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
苗家黑瓦木楼前的一块平地上，习近平总书记
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作出了“实
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
要指示，要求当地闯出“不栽盆景，不搭风景”
“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之路。

一场围绕脱贫攻坚难点，按照精准扶贫
新思路，摆脱绝对贫困的新探索，在湘西铺展
开来……

一看湘西探索破解

“产业之问”

走进十八洞村梨子寨村民石拔三大姐家，
火塘上挂满了新熏的腊肉。穿着苗服的她对 6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她家的场景记忆犹新。
“总书记揭开我家粮仓，问我粮食够不够

吃？种不种果树？养不养猪？他还走到猪栏
边，看我养的猪肥不肥。”她说。

那时，石拔三家暗黑的房子里，唯一的电
器是一盏 5瓦的节能灯。如今，她家不仅新添
了液晶电视、电风扇和电饭煲，还在家门口摆
起了小摊。
“去年在家光靠卖腊肉和摆摊，收入都近

万元了。”村里的变化让大姐看在眼里，喜在心
里，“村里现在种植了猕猴桃，又发展了旅游，
大家生活变好啦。盼望总书记再回来看看！”

湘西一方山水虽美丽，但长期以来却难以
养活一方百姓。当地贫困农民的收入来源主
要靠种养业和劳务输出，由于缺乏支柱产业，
收入极不稳定。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

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
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
致富的好路子。”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湘西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湘西州扶贫办主任李卫国说，湘西历经多
轮扶贫，也曾尝试发展养殖山羊、种植蔬菜等
产业，但走过的弯路不计其数，究其原因，除了
受到地理条件、市场对接等因素制约外，也与
过去产业扶贫工作的“粗放”直接相关。
“必须‘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

明白’，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真正使
产业扶贫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李卫国说。

产业建设，是“造血”扶贫的关键。湘西在
脱贫攻坚实践中逐步领会到“精准”的要义，开
始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2014年以来，十八洞村依托独特的自然环
境，通过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等模式，
因人施策发展起乡村旅游、特色种植、养殖、苗
绣、劳务输出和山泉水等六项产业，并规划确定
以乡村旅游为长期产业，猕猴桃等经济林种植
为中期产业，其他种植养殖为短期产业。

推广十八洞村经验，湘西各地倡导以市场
为导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仲春时节，记者在位于湘西吕洞山贫困片
区的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看到，上到 90岁
的阿婆、下到 10 多岁的孩童都加入采茶“大
军”。这里曾是黄金茶的原产地和主产区，但
一度濒临消亡。近年来，吉首重点围绕基地建
设、产品加工、品牌打造、茶旅融合四大环节精
准施策。目前，黄金茶已成为全市扶贫支柱产
业，全市50%的贫困人口依托茶叶脱贫致富。

湘西的手工编织也是因地制宜的成功案
例。湘西龙山姑娘谭艳林在龙山县城创立了
“惹巴妹”手工织品有限公司，将土家族特色
编织手法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编织出的毛线
摆件、玩具和服装配饰等受到消费者喜爱。
在政府扶持下，“惹巴妹”已在湘西八县市设
立 18 个扶贫车间，带动就业 1475 人，其中建
档立卡户 902 人，易地搬迁户 337 人，人均年
增收上万元。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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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蔡瑞金、李永飞
报道：日前，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党委召
开专题议训会，坚持刀口向内，剖析梳
理出政治工作偏离中心等 10个方面 36
个具体问题，研究制订政治工作干部一
线跟训参训、开展政治工作业务比武、
完善作战数据建设等 42条具体举措，勾
画出政治工作服务保证备战打仗的明
晰“路线图”。

记者查阅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去年
的总结报告，字里行间充满浓浓“战
味”：部党委 3 次专题分析练兵备战政
治工作形势，出台提高政治工作对备战
打仗贡献率的 16 条措施，推动落实政
治工作“八个到现场”，全年组织 11 次

“砺剑大讲堂”“精武讲坛”授课辅导学
习，砺剑文艺“轻骑队”深入基层和任务
一线巡演 180 余场次，一项专题研究成
果被列入全军联合作战政治工作理论
创新成果。

校正“准星”，才能命中“靶心”。火
箭军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说，坚持问题
导向、服务保证备战打仗，需要久久为
功、持续发力，使战斗力标准在政治工作
领域真正硬起来、实起来，让“生命线”在
发射架下焕发出巨大生命力。
“走不进训练场、融不进中心工作，

服务保证备战打仗就是一句空话。”记者
看到，“问题清单”后面，是数十条实在管
用的对策措施。他们对年度政治工作筹

划进行“重新审视”，压减了 10余项与战
斗力提升关系不大的工作；深化“三学、
三知、三研”大学习活动，要求政治工作
干部全员参训、全程施训、全面考评，实
现整体过硬；以战役集训、实弹发射、驻
训演练为契机，突出实战性、系统性、对
抗性，在政治工作领域广泛开展实战化
大练兵活动，增强服务保证备战打仗质
量效益。

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政治工作
的威力在训练场和发射场日益显现。去
年以来，火箭军一批打仗型政治工作干
部在实战化练兵中迅速成长，形成一批
政治工作服务保证备战打仗的研究成
果，助推大国长剑一次次壮丽飞天。

火箭军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政治工作精准聚焦备战打仗

让“生命线”在发射架下彰显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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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三成报道：71岁的
平措大叔怎么也没有想到，曾经是农奴
的他，如今成了游客眼中的“网红”。3
月下旬，在西藏林芝市鲁朗镇扎西岗村
自家开办的家庭旅馆，平措大叔眉开眼
笑地说：“是共产党的好政策，和当年以
解放军为主力修筑的川藏公路，让这里
的旅游热了起来，让我们今天的日子好
了起来。”

平措大叔的话语，道出了西藏各族群
众的心声。西藏民主改革以来，从为西藏

经济发展创造的200多个第一，到如今全
面融入西藏跨越式发展进程，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官兵忠诚守护这片圣洁的土地，为
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和边防稳
固默默奉献，温暖了广大藏族同胞的心。

金珠玛米来了苦变甜。党的十八大
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
党中央和习主席指示要求，争做“神圣国
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以贫困村
（点）、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为扶贫主战场，
援建扶贫项目 600多个。西藏军区总医

院原院长李素芝进藏 39年，带领医护人
员先后为 33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4000 余名白内障患者、560 名肢体残疾
儿童免费实施手术；连续 19年在偏远地
区开办“流动医院”，义诊200多万人次。

近两年，军队医疗机构救治贫困藏族
群众10余万人次，部队官兵在抢险救灾中
救援藏族群众万余人；共建百所“爱民学
校”，资助贫困学生数千人；为群众开展技
术培训，培养脱贫致富带头人；积极参与自
治区“十项提升工程”建设，帮助贫困村整
修道路、修建灌溉渠、安装用电线路、建设
安全饮水工程；采取集中会战、定点承包等
方式，全力支援“绿色拉萨”“绿色拉贡公
路”和“两江四河”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金 珠 玛 米 来 了 苦 变 甜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积极投身西藏建设发展谱写历史新篇章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 6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