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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夕阳给云层镀上一缕金光的时候，小
队长张家春带领特战队员包围了“暴恐分
子”藏匿点。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回合演
练，然而就在大家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战
斗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张家春心里格外苦涩。
初夏时节，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特战大

队组织的一场反恐演练拉开战幕。为了能
在演练中取得好成绩，张家春带领红方队员
在几天前就摸清了演练程序，对每个环节了
然于胸。

然而演练开始后，“暴恐分子”却不按套
路出牌。在首个回合的对抗中，他们制造情
况致使红方指挥系统短暂“失灵”，借机逃脱

红方的围追堵截。
第二回合，张家春和红方队员汲取教训，

拟定了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对措施。然而抓捕环
节中，一名队员踩中“暴恐分子”设下的“隐雷”。

面对接连两次的失利，张家春带领队员
复盘检讨：“现场事态变化往往出人意料，照
着既定程序处置，容易被经验主义所累。”

复盘检讨之后，第三回合展开。张家春
和红方队员重整旗鼓，灵活处置“暴恐分子”
制造的各种难题，从空中突击破窗击毙“暴
恐分子”。
“迅速保护人质撤离，排查房间。”战斗

进入扫尾阶段，意外情况再次出现——
途经楼梯转角时，一名伪装成人质的“暴

恐分子”掏枪向红方队员射击，两名队员随即
“中弹”。枪声未消，变化再生，又一名伪装成人
质的“暴恐分子”趁乱引爆身上的“炸弹”……

走下演习场，红方队员十分沮丧：这一
仗他们败得憋屈！
“看不到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扮演

“暴恐分子”的蓝方指挥员刘铜刚一语中的。
“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如果跳不出‘套

路’，等待我们的注定是失败！”有着多次反
恐实战经验的大队长贾鑫引导大家正确看
待这 3次失利。他认为，通过亲身经历得来
的教训比学来的理论管用，尝过失败的苦
头，才能跨越思维障碍，找准练兵备战的短
板，推动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特战大队反恐演练一波三折——

三次败北引发“套路”反思
■胡 程 彭泽壮

战
场
上
，我
们
要
比
敌
人
多
想
几
招

“数十名‘敌人’从三面携枪袭来，我方 1
组、2组各伤亡 1名人员。”接到第三份“敌情”
通报，新疆军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连长肖博
文的额头沁出了一层汗珠。

暮春的高原依旧寒风刺骨，从凌晨“开
打”的这场营区反偷袭战备演练，意外迭出，
让全连官兵惊出一身冷汗——

此次演练以营区遭受“假想敌”偷袭为
背景，以加强哨位警戒、各编组力量协同为
重点。遇袭警报传来，连队启动 1号预案，应
急战备人员迅速占领营区制高点，依托有利
地形实施反击。

从警报响起到人员就位，用时仅几分
钟，这在平时是不多见的好成绩。然而，第
二份“敌情”通报接踵而至——“2名‘敌人’
从××方向袭击我哨兵，我方 2人身亡”。这
一突发情况让肖博文颇感意外。稍作思考，
肖博文下达命令：“执行2号预案！”

为何演练一开始不实施 2号预案？肖博
文告诉笔者，1号预案的情况设想是单方向来
“敌”，一般用于日常战备训练，“本以为今天是
走走程序，没想到侧面也有‘敌人’来袭”。

笔者翻看2号预案发现，其敌情设想、兵力
部署、火力配置等更加完善，针对性也更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三份“敌情”通
报超出了肖博文对“敌”实力的判断，更超出
了预案的战术设想。
“对‘敌’实力和进攻企图预判不足，导

致 4名人员‘伤亡’，是惯性思维让我们在演
练中吃了亏。”演练结束，连队从侦察预警、
快反支援、卫生救护、人员机动等方面进行
复盘总结。

肖博文坦言，此次演练改变了以往战备
拉动程序化等问题，把演练条件设真、设险、
设实，倒逼训练实打实、硬碰硬，有效提升了
连队官兵敌情意识和实战观念。

新疆军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战备演练步步惊心—

两套预案难抵“意外”攻击
■胡 铮 张银伶

这是两则关于失败的新闻，场面或许有

些难堪。

胜负本是兵家常事。如果对自己的失败

不愿或不敢正视，不善于分析总结失败的教

训，或者对别人的失败引不起警觉，甚至犯同

样的错误，失败往往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战胜不复，知变为大。”纵观一些单位

的训练，一个场地年年练、一份想定练几年、

一套方案“包打天下”的现象并不鲜见。然

而，敌人不会允许你选择自己熟悉的战场，

更不会老老实实当你“剧本”里的配角。

军事实践就是这样奇妙，给人以教益的

不是教条之死板，而是思维之灵活。我们

应该警惕让自己落败的套路、惯性、教条，

更应该警惕萌生在自己最熟悉、最擅长之

处的败因。

管理学认为，最危险的事就是只根据以

前的逻辑采取行动。人们都有“固恋”情结，

对自己多年“手熟”形成的东西，不愿轻易改

变。由熟知带来因循守旧，由熟悉产生固守

陈规，往往是一种“无意识之意识”。对于军

人来说，一旦在作战习惯、作战手法、作战程

式上陷入“套路”，也就潜伏着失败的危机。

尼采说：“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

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一名真正的军

人，必须懂得在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地方

“敲响警钟”。

在最熟悉的地方“敲响警钟”

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排雷兵是

离死亡最近的军人，他们用的是“绣花

针”，拔的是“虎口牙”，跳的是“刀尖

舞”，过的是“鬼门关”。杜富国的英雄

壮举并非与生俱来、遇险则有，而是靠

血汗浇铸、实践砥砺，靠平时把专业练

精通、把本领练强硬。

华山论剑，比的是功夫；捍卫和

平，凭的是本事。“跟死神打交道，没有

两把刷子不行。”在杜富国心中，当兵

就当国家的守护者，出征就做能打仗

的兵。为熟练掌握排雷技能，他严格

按照程序反复练习，别人练1个小时，

他练2个小时；为了训练探雷针手感，

他每天坚持练习上万针，将营房前的

草皮探个遍；为精准操作探雷器，他将

铁针、石块、弹片等混合埋设，想方设

法增加训练难度。正是凭着过硬的专

业技能，杜富国先后进入雷场1000余

次，累计排除爆炸物2400余枚，处置

各类险情20多起。

战士天生为打赢，能战才能有和

平。争当“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不

仅要政治过硬，还要本领高强。未来

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其复杂程度、专业

程度远远超过排雷。只有懂联合、精

专业、善操作，才能成为体系作战的强

固节点，有效应对未来战争。倘若不

愿百炼成钢，没有过硬的能力素质，不

懂现代战争制胜机理，不知明天战争

怎么打，就会在未来战场上栽跟头。

除了胜战一无所求，为了打赢一

无所惜。提高新时代练兵备战能力，

始终是强军兴军的最强音、主基调。

每名官兵都应像杜富国那样，时刻牢

记军人职责，恪守练兵备战本分，向强

军迈进、向打赢进击，把岗位当战位、

把使命当生命，积极投身练兵备战热

潮，切实练精手中武器、练强专业技

能、练就制胜本领，努力成为各行各业

的行家里手，成为打赢未来战争的能

手强手。

心系强军使命 沙场百炼成钢
——学习新时代英雄战士杜富国先进事迹系列谈②

■南正轩

（上接第一版）

“那时，身上的棉衣又是血又是汗，太
阳一晒，很臭。饿了，找到啥吃啥，不管上
面有没有血。”张富清说。对他来说，死都
不怕，这些算什么。

最大的考验，是永丰镇之战。
1948 年 11 月 23 日，敌第 76 军南撤

至永丰镇以西的石羊地区。25日下午，
在我军追击下，该部主力逃回永丰镇，困
兽犹斗。

永丰镇，“围寨高而坚固”。第 76军
军长李日基，将主力布置在永丰镇和附
近几个据点，并重兵控制两边高地，形成
支撑点。

西北野战军迅速决定，集中第2、第3
纵队主力，围攻永丰镇。战至26日晚，我
军肃清外围据点，迫使第 76军万余人麇
集于土城内。

这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敌人
凭借高厚坚固的寨墙，顽固抵抗。27日
晨，我军发起的“第1次总攻未能奏效”。

27 日黄昏，我军重新调整攻击部
署，第 2纵队、第 3纵队独立第 2旅担负
攻歼永丰镇第76军的任务。

张富清所在 6 连担任突击连。之
前，部队伤亡很大，东北角寨墙侧面的两
个碉堡，是两处主要火力点。

是夜，连队决定成立突击组，炸掉那
两个碉堡，确保攻击部队上去。张富清
任突击组长，带两名战士，子夜出击。

依旧清瘦的他，浑身是胆，携带 1支
步枪、1支冲锋枪、2个炸药包和 16枚手
榴弹，几乎是他的负重极限。

3名突击组员跃出坑道，快速抵近，
趁着夜色，爬上三四米高的寨墙。他第
一个跳了下去。

听到动静，敌人围了上来，他端起冲
锋枪，一排子弹飞过去，令敌猝不及防，
一下撂倒七八个。就在这时，他感觉头
被砸了一下，“不觉得疼，只觉得闷”。

打退敌人后，他伸手一摸，发现满头
满脸是血。原来，头皮被子弹犁开。如

果子弹飞低一寸，自己肯定“光荣”了。
迅即，敌人又涌上来，他再次将敌打

退，并接近碉堡。他用刺刀挖开泥土，先
放置几颗手榴弹，把引线连在一起，上面
压炸药包，再盖上一层土。

接着，他用手一拉，侧身一滚，“轰”
的一声，碉堡被炸毁。瞬间，尘土、石
头、弹片四处飞溅，空气滚烫。趁着烟
雾，他迅速逼近第 2座碉堡，如法炮制，
又成功了。

从跳下寨墙那一刻起，他就没准备回
去，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心中腾起。无限的
勇气，让他打出了自己都惊讶的战绩：炸
毁2座碉堡，缴获2挺机枪、数箱弹药。
“痛快！”
一放松，他才感到伤口剧痛，吐出一

口鲜血。他满口牙被穿云破石般的爆破
震松，3颗大牙当场脱落，其余的后来陆
续掉光。

此刻，总攻尚未开始，他用满是鲜血
的双手紧握钢枪，“打退敌人数次反扑，
坚持到天明”。凌晨 3点，冲锋号响。拂
晓，我军主力部队攻入永丰镇。

那一仗，我军全歼敌第 76军军部，
俘获军长李日基。

战役结束，张富清荣立一等功、被授
予“战斗英雄”称号，晋升为副排长。表彰
大会上，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也喜欢
上这位小个子英雄，此后，见面就鼓励他。

彭德怀也因此认识了张富清，行军
途中遇见，总是亲切地说：你在永丰立了
大功，我把你认准了，你是个好同志！

“长征”，何惧山高路远

1949——中国时间进入崭新纪元。

对中华民族而言，这是获得新生的一年；
对张富清而言，这是奔袭战斗的一年。
正如《保卫延安》所写：走！打！是生活
中的一切。

1949 年 2 月 1 日，西北野战军整编
为第一野战军。张富清所在团整编为第
2军第 5师第 14团。

番号的改变，折射着时局的发展。
新中国的桅杆，已刺破海平面。与西柏
坡嘀嘀的电报声同样急切的，是解放军
指战员奔袭作战的脚步。

在 1949年 5月至 7月“陕中战役、扶
眉战役经过图”上，一段段红粗箭头，标
注着第 2军的战斗路线，东起蒲城，途经
泾阳、咸阳、兴平、扶风，西至宝鸡。

8月 5日那天，“一野”发出动员令，
号召全体指战员：为“解放整个大西北而
战斗”，“敌人逃到哪里必须追到哪里，不
给片刻喘息机会”。

各部队冒风雨，忍饥饿，连续奔袭。
“那段日子，除了打仗，没记起在哪个地
方停过。”张富清回忆说。

并不是神兵天降。路，是一步一步
丈量；仗，是一场一场拼杀。张富清和战
友们，日以继夜，攻城拔寨，风卷残云。

7月底，“一野”三路大军陈兵陕甘
边境，直指平凉——宁甘两省的咽喉。
队伍中的张富清，第一次走出陕西。至
此，八百里秦川，换了人间。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第
一野战军必须在 1949 年冬结束西北解
放战争，以便明年进入和平建设，新疆不
能例外。”

新中国成立那天，张富清跋涉在进
军酒泉的路上。喜讯，是两天后听到
的。“新中国成立啦！”他和战友们格外高

兴，举枪高喊！
新中国成立第 4天，第 1兵团在酒泉

召开进疆誓师大会，号召部队“把五星红
旗插上帕米尔高原”。

酒泉至喀什，2500 多公里，要穿越
戈壁瀚海，翻越雪山峻岭。当时，新疆尚
无铁路，公路极差——有人说，这支红军
部队，开始了“第三次长征”。

挺进途中，张富清和战友们时常高
唱由王震的诗谱成的战歌：“白雪罩祁
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
疆。”他的内心也如这战歌，激昂、欢快。

当时，他已作为战斗骨干调入第 2
军教导团。在吐鲁番过冬后，教导团徒
步 1600多公里，于 1950年三四月间到达
喀什。

新中国成立后的“长征”，比此前的
“幸福”多了。张富清说：“到哈密后，再
没打过光脚板。以前，没鞋穿是常事。”
他的脚底老茧又厚又硬，“赤脚不影响行
军打仗”。

不光有了新军鞋，还有了新军装。
“部分官兵换上黄色的新军装，还有了新
棉衣。”而全体换装，是到了南疆以后。

吃饭，终于都用上碗了。此前，尤其
是奔袭途中，开饭时，炊事员都是把食物
或往军帽里、或往衣襟上、或往几片树叶
上一扣，大家边吃边走。

即使是用汽油桶烧开水，也成了
他的“幸福点”。“到喀什后，能经常洗
衣服了，用开水一烫，烫死的虱子漂一
层……”半年后，军衣上才没了“小动
物”。

新疆，揭开新的历史一页。教导团
到疏勒后，也迎来一边开荒、一边建营房
的激情岁月。在“大草湖”，张富清和战

友们搭起帐篷，拉开“军垦第一犁”。
然而，1953 年初，部队领导找到张

富清说，上级准备抽调连以上战斗骨干
入朝作战，问他是否报名。
“新中国不容侵犯，我去！”张富清毫

不犹豫地报了名。随后，不到半个月，他
就和几十名战斗骨干，迈开双腿，再次出
发。

从新疆到北京，是张富清的又一次
“长征”。一行人，背着面粉做的坨坨馍，
星夜兼程。沿途，公路仍很欠缺，有车时
就坐一段，大多时候是徒步。

那一趟，走了一个来月，万千山
岗、风雨冰雪都经历了。途经鄯善，遭
遇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一行人蒙着
纱布才能睁开眼睛、辨识路线，行进极
其艰难。
“路上缺水，在补给站装一壶水，渴

得受不了才舍得喝一口，干得口鼻出血，
有人还晕倒过。”张富清回忆。
“到北京后，我感到很疲劳，吃饭不

大吃得进去，接连好几天只想喝水。”彼
时，朝鲜战事已经缓和，这批待命出征的
战斗骨干在京休整。

从“山连山川连川”的陕北，到“平沙
莽莽黄入天”的南疆，再到首都北京，张
富清走了多少路！新中国，是打出来的，
也是走出来的。

缅怀，眼里常含泪水

张富清第一次到北京，组织上安排
这批战斗骨干游览名胜古迹，观看文艺
演出。而他印象最深的，是天安门。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不禁想，如果新
中国成立那天，能现场接受毛主席检阅、

聆听毛主席讲话，该有多好！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感到无比欣慰：

打那么多仗、走那么多路、吃那么多苦，
还几次受伤，新中国成立了，值啊！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想到了新疆守
防的战友。1950 年，他所在的第 2军教
导团组建边卡营，接管边防一线哨卡。
此时此刻，战友们正在爬冰卧雪。保卫
新中国，使命同样艰巨！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不由得想起牺
牲的战友。“太多了”——他总是用这 3
个字，来感叹牺牲的数量，表达心中的哀
伤和缅怀。

他的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牺牲
了一个又一个。一次突击，突击组成员
大多都回不来。一次战斗，连队就少很
多战友。每次看到熟悉的面孔不在了，
他的心便特别沉重。

他的老部队——5师 14团，1949 年
9月 14日翻越祁连山。途中，“整日雨雪
交加，狂风不止，战士全身湿透，受冻牺
牲130人，冻坏脚不能走路者100余人”。

场场血战，永生萦怀。永丰战役，
他所在的 2 营 6 连，一夜就换了 8 个连
长，全连几乎打光了。战斗结束后，他
被战友搀回，卫生员赶紧给他处理伤
口。他发现，自己带的两名突击组员没
回来，也找不到遗体。他深感自责：没
把两个战友照顾好，自己还活着，可他
们牺牲了，连掩埋一下、立个坟头的责
任，都没尽到啊！

枪声歇息，夜幕沉沉。他抱着冲锋
枪，一宿未眠，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
来。不是因为伤口痛，而是心痛！一想
起两个瘦高的兄弟，他就痛哭失声……

越是铁骨，越是柔肠。每当清明，他
都避开亲人，遥望远方，一个人静悄悄地
待一会儿，默默祭奠牺牲的战友，任凭泪
水顺着脸颊肆意流淌……
“和牺牲的战友比，我是幸福的！”擦

干眼泪，张富清内心充满知足和感恩，更
充满继续奋斗的豪情。

英 雄 底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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