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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千万条，实

战第一条

东方刚泛起一丝鱼肚白。偌大的汽
车障碍赛场，所有的入口都被醒目的警
戒线围了起来。

还有3个小时开赛。
西藏军区汽车运输某旅副旅长陈家

勇双眉紧锁。他已经摸黑围着场区转了
很多圈，但心里还是不托底。和其他所
有参赛队员一样，从受领任务到现在，他
仍是一头雾水。
“明确的规则太少了！”受领任务之

初，他们只接到一份简短的电话通知。
上级机关并没有像往年那样，下发一套
详尽的课目设置规范和评分细则。

5月初，参赛队进驻赛区前的准备
阶段，30多名队员要用 1台车在 2个小
时内完成赛前适应。友邻参赛队的一名
队员告诉他们：“每人摸一下方向盘，半
小时就过去了！想熟悉几十个项目，门
都没有。来了就比，比完就走。”
“没有规则，就是最贴近实战的规

则。”话说回来，作为一名老汽车兵，43
岁的陈家勇心里非常清楚这次比赛的意
义所在——

去年，陆军组建汽车运输旅（团），为
其赋予了新的使命任务和行动样式。这
次比赛跳出传统的单课目评比套路，临
机设置“多课目连贯、多内容融合、多能
力综合”模式，就是为了引导官兵彻底改
变以往的惯性思维，树立“比为战”的思

想观念，全面检验参赛官兵的综合实战
能力。

比武第一天的军事理论考核环节，
不少队友掉到了“坑里”。教导员吕卓告
诉记者，与以往不同，这次比武的理论赛
题大多围绕汽车分队训练和汽车驾修常
识、指挥技能等。如果没有扎实的积累，
只靠死记硬背，想拿高分并不容易。
“要丢掉运动员包袱，带着战斗员姿

态上阵。”这是几天来参赛队们被“虐”之
后的共同感悟。

在通过组合障碍路段和复杂路段竞
赛项目里，有一段让所有参赛队员都头
疼的“伤心之地”。

这里，原本是两个障碍之间的过
渡砂土路。在场地适应训练中，参赛
车辆经过涉水路后，带出大量泥水，把
这段路硬生生浇成了淤陷半米多深的
泥泞路段。经过的车辆，但凡档位使
用不当或者车速掌控不好，就会被
“卡”在这里。

有的参赛队认为，这段泥泞弯道不
属于比赛内容，却大大影响了队员的成
绩。他们找到竞赛办公室，建议绕开行
驶。结果，建议被驳回，理由是：内容虽
在规则外，情况却在实战中。

这一点，走下赛场的副旅长陈家勇
深有同感：“平时多考虑一些意外情况，
战时就会增几分胜算的砝码。”

战场没有标准赛道

引擎嘶吼，扬起阵阵蓝色烟雾。长
距离直线倒车比赛进入倒计时。

紧盯着后视镜里那条狭窄赛道，中
士崔宝瑞猛吐一口气。之前的几项场地
驾驶成绩不是很理想，他不得不在这个

项目上搏一把。
结果，车还没倒出多远，他就因车速

过快，没来得及摆正方向，连续刮倒了 4
根杆。被裁判罚时 25秒的崔宝瑞跳下
车，脸憋得通红。直到晚上，他都一声没
吭。

大家非常体谅崔宝瑞的心情。这次
比赛的障碍设置的确非常严苛，以往都是
通用标准赛道，现在全不按套路出牌——

通过错位小巷项目，参赛车辆进入
小巷后，左右只余 5厘米间隙。队员要
在其间完成变向行驶。中士苏珉慷在这
个环节被罚时180秒。

掩体倒车项目，坑深足有 4米多，坡
度也很大。如果控制不好油门挡位，开
进去就爬不出来。好几个参赛队员都在
这关折戟……

起初，大家对竞赛办公室这些“奇
葩”的课目设置是持“保留意见”的。一
位队员谑称：“这不像是考汽车兵，倒像
是培养顶级拉力赛车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个
波次折腾下来，队员们开始逐渐琢磨出
点道理：战场没有标准赛道。平时练得
好不好，要看训练的“含战量”能有多少！
“另类”的标准，时刻警醒官兵摒弃

“唯比赛主义”，刷新他们对军事比赛真
正内涵的认知。

据陆军后勤部领导介绍，为了让汽
车运输部队的训考机制更贴近实战、融
入实战，他们充分借鉴近年来国际军事
比赛经验，在这次竞赛中设置了涵盖军
事理论、识图用图、战场救护、车辆维护
与保养、运输车和指挥车驾驶等 22项内
容。比赛内容基本囊括了汽车运输部队
官兵平时和战时的必需技能，力求通过
问题倒逼、以赛促训的方式，全面提升汽
车运输部队各级各类人员的战斗、指挥
和专业水平。

参赛队队员、该旅旅长刘大勇说：

“大纲要求，相应时间内完成按图行进 5
公里以上即可。而这次比武的综合技能
环节，要求同样时间内完成按图行进 15
公里和 6 个目标点的寻找。功夫不扎
实，就没法完成比赛。”

记者采访中发现，还有一些竞赛项
目也是“源于大纲却高于大纲”，难度系
数增加不少。

狭窄地幅快速对接重装备、铁路站
台侧面装载、战斗体能、野战抢修……几
十项紧扣实战化的比赛内容全方位检验
着参赛官兵的战场生存能力。

上车能驾驶，下

车能战斗

营长周喻佳彻夜未眠。
比赛结束那天晚上，他的脑海里不

停回放参赛画面，琢磨着自己并不如意
的表现。

特别是一想起那场指挥应用考核，
他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作为一名
指挥员，因为不熟悉作业流程，分析判断
“敌”情不准确，导致运力计算分工不合
理，他连连失分。

在考核现场，记者发现，像周喻佳一
样遭遇尴尬的营连指挥员，还有不少。

周喻佳是从汽车分队成长起来的，
从排长到营长，压根就没离开过汽车分
队。无论修理技术还是驾驶技能，周营
长并不比营里的技术骨干差。在这次比
赛的场地驾驶项目中，他也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

不过，这次比武中的指挥应用，周喻
佳平时积累并不多。虽然赛前集训“突
击”了一下，但短时间内学懂弄通难度很
大，更别提灵活运用了。

部队转隶之前，营里主要负责物资
运输任务。指挥应用日常也练，但到了
营连一级，落实的力度打了折扣。
“上车能驾驶，下车能战斗。”陆军成

立汽车运输旅（团）以后，这是汽车兵的
最低标准，也是基本要求。汽车运输部
队以往单纯“以运代训”的训练方式落伍
了，只有全面拓展融入作战部队行动一
体筹划，才能适应新型陆军的发展需求。
“战”字当头，谁也躲不过去。上士

张东驾驶车辆是一把好手。但身形瘦
小的他在战斗体能比武环节愁得直冒
汗——弹药箱 40多斤重，他用尽浑身力
气连拖带拽，也没能按时完成负重组
合赛，最后被判不合格。

除了体能和技能，参赛队员的心理
素质也受到挑战。“那时心里一直‘突突’
的，一时就忘了抢救伤员的先后顺序。”
一身战斗装具的中士张林凯，必须在烟
幕弹、爆炸声、枪炮声中，连贯完成 6种
情况下对仿真人的紧急处置才能过关。

几天的比武竞赛，队员们每时每刻
都在经受着意外情况的“洗礼”。这份
“意外”是来自实战和职责使命的深度拷
问。

摔个“跟头”，捡个“明白”。一场比
武下来，这支参赛队的队员们有一个同
样的感觉：所有竞赛内容串联在一起，就
是在完成一项战时运输保障任务。通过
比武，队员们淬炼了实战本领，也找到了
训练差距。

记者再次见到营长周喻佳是在高原
驻训场。比赛返营第二天，参赛队员就
和大部队一起奔赴野外驻训。帐篷里，
周喻佳正和几名连长一起研究比赛时的
那份作业想定……

赛场的那段日子注定让他们铭记，
因为他们更渴望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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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傲，0 分！”裁判员公示成绩的
声音像一颗钉子，直刺刘傲心里。

结 果 在 意 料 之 中 ，却 又 无 法 接
受。刚才赛场“迷图”的场景，还在刘
傲脑海中挥之不去——

正午时分，烈日当空，华北某野外地
域，参加陆军首次汽车运输旅（团）比武
竞赛的队员们一线排开。

人群中，来自西藏军区汽车运输某
旅的上士驾驶员刘傲黝黑的脸上带着一
圈红晕，他紧紧攥着的那张空白答题纸
已渗满汗迹。

刘傲反复调整地图上的指北针，眼
睛眯成一条缝，来回比对现地和军用地
图。远处，显示目标的 3面彩旗清晰可
见。刘傲望眼欲穿却始终无法判定自己
站立点的坐标位置。

确定不了站立点，就无法测量出目
标点坐标。刘傲心急如焚。以往训练，
他 2分钟内就能找准参照物，5分钟内就
能确定所有点位坐标。
“10分钟！”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无

奈之际，刘傲凭直觉蒙了几组坐标数据
填到答卷上。其实，自从站到场地的那
一刻，刘傲就已经蒙了——地图上，他

竟然连一条能判定方位的等高线都没
找到……

作为一名有着十多年兵龄的老司
机，刘傲参加过的大小比武竞赛少说也
有几十次。每年，经验丰富的他都作为
骨干力量，担负高原物资运输保障任
务。在刚刚结束的场地障碍驾驶课目
中，他取得全优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确定站立点和目标点考砸了，意味
着刘傲之前的全优成绩被无情抹平。这
次比武采取综合评分制，参赛队员每一
项都不能“瘸腿”，否则就要把其他课目
的分数拉过来“填坑”。

走下赛场，刘傲顾不上卸去身上的
战斗装具，又独自一人返回那片原野。
坐在滚烫的土坎上，刘傲眺望远方，反思

着自己“迷图”的原因——
平日，连队组织识图用图训练，刘傲

轻车熟路。在那片再熟悉不过的高原地
区，地图上是被密密麻麻等高线“包围”
的山脉丘陵。就算不看地图，他也能说
出几座山的高程和坐标。

利用已知山脉作为参照物，分析
等高线进而确定站立点和目标点是刘

傲最擅长的一招。然而，这日积月累
的优势，放到陌生的平原地区，竟完全
失灵了。

想想自己之前在场地驾驶环节的出
色表现，刘傲内心既遗憾又懊悔：战时，
运输保障任务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不
能死守“山头”，要练出一身全域作战的
硬功夫才行。
“不换思想就要吃大亏！”在当晚的

小组复盘会上，刘傲主动站起来，将这次
失败的来龙去脉，给大家来了个“现身说
法”，“驾驶技术过硬还远远不够，要时刻
保持战斗姿态……”

老司机“迷图”赛场
■本报记者 韩 成 通讯员 吴良泉 李荣胜

陆军汽车运输部队，是一支战功卓

著、历史厚重、作风优良的英雄部队。

战争年代，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筑起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

线；和平时期，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扎根

高原边疆，孕育了“条件差难不倒、艰险

多吓不倒、任务重压不倒”的“三不倒”

精神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

能战斗”的“三个特别”精神，成为全军

后勤部队的标杆和旗帜。

迈进新时代，汽车运输部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特别在陆军转型重塑的

关键时期，汽车运输更是部队全域作战

的坚强保障、立体投送的关键环节、通

线达点的基本手段。

为检验部队改革成效，发挥“以比

促训、以比促建”作用，陆军首次组织汽

车运输旅（团）比武竞赛，既比指挥员，

又比士官骨干；既比专业素养，又比指

挥技能；既比团队协作，又比单兵课目，

立起汽车运输部队训练的新标准。

通过同台竞技，参赛的汽车运输

旅（团）深切体会到实战化训练必须实

打实、高标准，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身

在训练投入、场地建设和组训方式上

的差距，为调整训练工作思路提供了

依据。

作为一支传统而又年轻的部队，比

武竞赛是陆军汽车运输旅（团）调整改

革后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既展示了陆军

汽车运输部队风采，也暴露了多年沉淀

的惯性思维和短板弱项。特别是对比

实战要求，汽车运输部队在训练实战化

标准、训练条件建设和驾驶员心理素质

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当务之急是

全面梳理总结反思，重新校对目标方

位，创新汽车运输部队建管模式，进一

步提升汽车运输部队综合运输保障能

力。

适应新形势，汽车运输部队的运输

任务将由单一的物资运输拓展为人、

装、物多种运输，训练方式由单纯的“以

运代训”拓展为融入作战部队行动一体

筹划。

瞄准实战化，优化汽车运输部队

训练课目体系。加强汽车运输部队

训练条件建设，在确保训练课目设置

贴近实战、接轨国际的同时，充分模

拟实际运输环境，增设高寒山地复杂

道路相关课目，融入实战背景，在近

似实战环境中强化官兵军事技能和

心理素质，提升部队综合运输保障能

力。

融入大体系，探索汽车运输部队与

作战部队联演联训模式。按照保障训

练、融入作战的思路，结合部队演训，组

织特种作战等部队联合投送演练，探索

建立运输投送力量常态融入作战训练

的方法路子，提升部队跨区、远程机动

投送能力。

车轮滚滚，时代向前。作为新型陆

军战斗力生成链条上的重要力量，汽车

运输部队唯有不断用实战标准加钢淬

火，磨砺出能打胜仗的通途劲旅，才能

推动新型陆军后勤战役运输投送能力

的整体跃升。

磨砺能打胜仗的通途劲旅
■钟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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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陆军首次汽车运输旅（团）
比武竞赛现场。

图②：参赛车辆通过涉水路面。
图③：战斗体能比武环节，参赛

驾驶员拖带弹药箱，完成负重组合

赛。

于正兴、郑强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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