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本届军运会，这个问题始终萦

绕在记者心中。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我国

成功举办这届国际军事体育盛会，向世

界展示了新时代的中国形象，宣示了中

国和平发展的主张。但作为军人，我们

在为军体健儿取得的丰硕成果欢呼的

同时，还应该思考能从中汲取些什么。

——需要汲取八一精神。八一军

事五项队战绩赫赫，空军五项队初露头

角，海军五项队一展身手，八一跳伞队

再创佳绩……军运会圣火熊熊燃烧的

10天，我军军体健儿们征战赛场、勇攀

高峰，不仅让人们对军事体育的独特价

值、对中国军人的拼搏风采有了深入了

解，也让世界对新时代的中国和中国军

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很多人对以“拼

倒争第一，站着升国旗”为代表的八一

精神印象尤为深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前，我军正处于

强军兴军的加速推进期、转型发展的攻

坚克难期、履行使命的严峻考验期。当

此船到中流、人到半山之时，更需要我

们每一名军人像军体健儿那样，以勇于

挑战极限、追求卓越、刻苦训练、超越自

我的精神，深入持久扎实地推进实战化

训练，推动强军兴军事业不断发展。

——需要汲取实战思维。从古至

今，不管在何种兵器主导的战争形态

下，军人的体能永远是克敌制胜的重要

因素。体育在我军发展史上一直都具

有重要地位。我军从建立之初，就十分

重视发展体育运动。军事体育作为部

队军事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伴随我

军走过90多年的辉煌历程。不论是在

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军事体育对

于鼓舞部队士气、增强官兵体质、全面

提高战斗力，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这一视角审视本届军运会，带给

我们的收获就远远不只激励官兵爱军

习武这么简单了。思维影响方向，思想

决定行动。是否有实战的思维，将影响

甚至决定打仗的能力。学习军体健儿

拼搏奋斗的精神，最应该汲取的就是他

们身上强烈的实战意识。

备战某一项目的比赛，谁是最强劲

的对手？对手有什么特点？自己该如何

应对？他们在日复一日的针对性苦练中

扬长补短，最终在比拼中赶超。可以说，

军体健儿在每一天的训练中，都怀揣着

时刻走上赛场的战斗意识。赛场夺冠与

战场制胜的最大共同点，就是瞄准实

战。从赛场如何夺金看战场如何制胜，

不仅是每一名军人应有的视角和眼光，

更应是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需要汲取使命责任。使命与

责任，是一个人奋发向上、拼搏努力的

动力之源。我军体育健儿之所以前赴

后继，用汗水鲜血拼搏，取得无数辉煌

成绩，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们胸怀为国

争光的使命、心装捍卫军旗的责任。有

了这样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他们自

然能越苦越练，越练越强。

军人属于祖国，祖国赋予军人神圣

的使命。军人的使命承载了党的重托、

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安全。向军体健

儿学习，我们更应该汲取的就是他们身

上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每一名军人

都应该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我们有没

有因为承平日久，就安于现状安于和

平？就放松了练兵备战的紧迫感？就

淡忘了肩负的使命责任？

牢记初心使命，方能献身使命。只

要用忠诚来支撑使命，用生命来践行使

命，就能激发爱国热情、鼓舞军心士气、

汇聚强大力量，就能在强军兴军征程上

铿锵前行、所向披靡。

我们该从军运会中汲取什么
■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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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记者感言

长镜头·军运观赛启示录②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总结大会。
前不久，习主席对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成功举办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
有关方面认真做好总结和表彰工作。军
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所属各
队利用多种形式组织运动员与基层部队
官兵座谈，回顾总结此次军运会的收获、
经验和不足。

赛场亦是战场。聆听一场场座谈
会，记者发现，军体健儿和基层官兵一
起，用军人的视角和打赢的眼光，聚焦竞
技比赛与实战化训练的诸多共同点，畅
谈赛场夺冠与战场制胜的奥秘，对全军
部队持续深入推进实战化训练不无启
示。

赛场有名次，战场无

亚军——

赛场夺不到第一会

痛失金牌，战场拿不了第

一将付出生命

回望军运会，北部战区某部二级军
士长姚振峰对首个比赛日的两场比赛印
象深刻——

10 月 19 日，在男子 25 米手枪军事
速射项目中，八一射击队遭遇意外情况，
但队员们靠着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战技水
平，在巨大压力下成功逆转，夺得了本届
军运会第一枚金牌。

而在击剑场地，男子花剑四分之一
决赛上，尽管中国选手敢打硬拼，最终仍
遗憾败北，泪别赛场。

比赛有输有赢，这原本很正常。可
当这一话题被放到军营之中，背景从“赛
场”换成“战场”时，几名军体运动员脸上
的表情都变得严肃起来：无论是赛场争
第一，还是战场谋打赢，都需要我们长年
累月、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不同的是，
体育比赛人人都想争第一，而真实战场
要求官兵必须要得第一！

某海防旅中士苗旺对此感触颇深。
去年盛夏，一次比武中，他在翻越 400米
障碍时，一名义务兵不慎将背包砸到他
身上，绑在背包后面的铁镐头，不偏不倚
地砸中了他的膝盖。
“啊”的一声，苗旺躺在地上，双手捂

住膝盖，鲜血顺着指缝往外流。看到这
一情景，大家都以为苗旺要放弃比武
了。可他缓缓站起后，又继续比赛。匍
匐、跃进……苗旺拖着伤腿跑完全程，身
后鲜血洒在赛场。
“又不是打仗，为啥非这么拼命？”赛

后，有人问他。
“真到了打仗，我不确定是否还会有

下场休息的机会。”苗旺回答说。
这名年轻的士兵，把比武场当成了

战场，在极限条件下逼迫自己成长。他
明白，赛场有名次，战场无亚军！赛场不
拿第一，是痛失金牌的遗憾；可在战场
上，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军体健儿与基层官兵越聊越感同身
受，越聊心与心越贴近。火箭军某部四级
军士长宁杰是全军首批军事体育组训骨
干，今年夏天，他曾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

参加集中培训。培训期间，他和不少教
练、运动员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短短
几个月后，他昔日的挚友、教练李春梅就
在军运会上带着队员夺金归来。再相聚，
两人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也对赛场夺金与
战场制胜的话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体能是战场入场券，强军必先强能；
训练是打赢金钥匙，兴军必先兴训。宁杰
对李春梅感慨，如何强能、怎么兴训，这里
面大有文章。过去，他所在的部队组织比
武，所有课目都跟竞技体育一样，设置一
二三名和团体奖、组织奖等奖项。结果时
间一长，不少单位为了“挣分”，都采取“田
忌赛马”的策略，不少营连想尽办法训练
“拿手”课目，忽视短板弱项的提升，最后
长处越来越长、短处始终很短。

针对这一问题，他们果断决定：按实
战标准设奖项，只取第一名。因为，战场
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本次比武无亚
军！”一时在官兵中间引发热议，在部队
形成了鲜明的实战化训练导向。

只有平时敢流血，战

时方能少流泪——

平时训练上挥洒更

多汗水，未来战场才能享

受更多荣光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以绝对优势夺
得冠军！”

虽然军运会已经结束了 20多天，可
聊起这条新闻，空军某后勤训练基地政
治处干事张正圆仍激动不已。在军事五
项障碍接力的赛场上，男子组最后一棒
王茂林因提前触碰障碍，导致犯规，男队
提前出局。此时，压力全部压到了女队
身上。决赛开始前，就连一向乐观健谈
的李春梅教练也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
注视着赛场。
“今天的比赛中，中国队究竟还能否

再收获一枚金牌？”全场观众的目光都投
向了女队。

比赛开始后，管超楠第一个冲了出
去。最开始几个障碍，管超楠小幅度落
后俄罗斯选手。但在 100 米的拐弯处，
她借助内道完成反超，在随后的赛程中，
中国队一直处于领先位置。最终，女队
姑娘们顶住了压力，以绝对优势战胜对
手夺冠。

激情赞扬、欢呼雀跃的人们，很难想象
我军军体健儿们在背后默默付出了多少。

有这样一组数据统计：在军事五项
队，一名金牌运动员到退役前，至少要越
野跑 8万多公里，相当于绕赤道 2圈；要
在两层楼高的 5 米绳梯爬上跳下将近
16000次，相当于 9个珠穆朗玛峰的海拔
高度；要在一尺高的低桩铁丝网下匍匐
钻爬 100 多公里，相当于在北京的三环
路上爬 3圈；要在障碍泳道里游 8000公
里，相当于横渡渤海海峡60多次……

军事五项是最精彩、最艰苦、最残
酷、最具挑战性的军事体育竞技项目，向
来被誉为“捍卫军旗之战”。军事五项比
赛是对军人意志品质的严酷挑战，也是

和平时期各国展示军队战斗力的舞台。
10月 23日，八一军事五项队收获女

子团体金牌。越野跑项目结束后，队员
管超楠动情落泪：“一路走来真的太不容
易了，但好在有大家的支持。”

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备战军运会，管
超楠的左膝韧带断裂，身上大大小小的
伤情共 20多处。医生告诉她，参赛很可
能会断送运动生涯，建议她放弃比赛、打
石膏固定伤处。但最终，管超楠仍选择
了继续备战，比赛全程都戴着护膝。

王堂林是这支队伍里年龄最大的队
员。此次重返赛场时，她的儿子才 6个
月。聊起平时的训练，王堂林伸出双手，
虎口处有一层厚厚的老茧。“我爱人就直
接说，媳妇儿你这个手太丑了。”王堂林
半开玩笑地说。

座谈中，看到很多运动员身上大大
小小的伤疤，不少基层官兵备感震撼。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士官李玲玲
说：“以前我们总说，只有平时多流汗，战
时才能少流血。从这些军体健儿身上我
感到，这句话应该改为——只有平时敢
流血，战时方能少流泪。平时训练场上
挥洒更多汗水血水，未来战场才能享受
更多胜利荣光！”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李玲
玲的话引发了运动员和基层官兵的强
烈共鸣：竞技体育比赛之所以充满魅
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否则，我们
为什么不让运动员们拉开架子比上几
十次，然后取一个平均值，看看谁的成
绩最高呢？

赛场如此，战场更是如此。战争绝

不是简单地把双方的武器装备、人员配
置相加，然后得出胜负。战场环境、战术
安排乃至官兵的战斗精神，都有可能决
定战局的走向。
“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军体健儿一

样，向挑战极限的意志品质学，向战胜
自我的精神力量学，把热血挥洒到训练
场上！”前不久，某部组织年度军事训练
考核，士官李双军一举包揽 3000 米武
装越野和 5000 米跑的双料冠军。下士
龚展鹏力压群雄，单杠卷身上项目夺
魁；下杠时，双手已磨出血泡……

素练之卒，不如久战

之兵——

金牌运动员在参赛

中积累经验，优秀战斗员

在对抗中变成尖兵

翻开女子自由式摔跤选手李绘的简
历，各种赛事的获奖经历映入眼帘——

2002年全国冠军赛冠军、2003年全
国锦标赛冠军、第十二届全运会女子自
由式摔跤 48 公斤级比赛冠军、第十三
届全运会国际式摔跤女子 53公斤级冠
军……当然，还要加上此次军运会上，
10月 22日夺得女子自由式摔跤 57公斤
级的冠军。

细细数来，从青年组到成年组，李绘
获得的个人世界冠军有 7个，全国冠军

更是多达13个。
“惊人的金牌数背后，到底经历了多

少场赛事？”听了李绘的故事后，很多基
层官兵都感到好奇。
“具体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本届

军运会女子自由式摔跤 50公斤级冠军
得主、李绘的妹妹李玉燕告诉大家，她记
得最清楚的，是为了增强实战能力，她们
姐妹俩经常找男队员当陪练。正是一次
又一次超出自身强度的对抗，一场接一
场的赛事，让她们姐妹俩最终闪耀摔跤
场。

在军运会赛前赛后的采访中，“大赛
经验”这个词被反复提及。各个项目的
教练都把它当成决定比赛成败的重要因
素之一。
“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姐妹俩

发自内心的感悟，引发了许多基层官兵
的思考：成长为一名金牌运动员，需要一
场场赛事的经验积累；那么成长为一名
优秀的指挥员、战斗员呢？
“其实，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早

已经给出了答案。”东部战区陆军副司令
员张学锋认为，和竞技体育比赛一样，实
战化训练必须在对抗中找准目标、找准
差距。不经过实战化对抗的磨练，没有
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痛苦教训，即使
战术原则背得再熟、指挥程序走得再溜、
网上模拟搞得再多，上了战场也可能是
纸上谈兵。

训练场到比武场的距离有多远？比
武场到战场的距离又有多远？

对于这两个问题，陆军第 79集团军
某旅二级军士长张新昌感触颇深。在修
理专业比武竞赛中，他以绝对优势夺得
第一名的好成绩。可即使是这样，也无
法令他完全满意。因为，这个成绩相比
他平时训练要慢不少。
“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这句话还

有后半句：“以练技而未练胆故也。”意在强
调胆气、血性对战斗力的重要性。

胆气和血性源于何处？一位曾经参
战的老兵说，没有人不害怕打仗，但新兵与
老兵的区别就在于，一旦战斗打响，新兵还
沉浸于恐惧之中，老兵会立刻把枪口对准
敌人。
“我们最应该从军体健儿身上学

到什么？”和运动员座谈结束后，某旅
政委汪占军顺势引导官兵：和平时期
推进实战化训练，我们无法跟军体健
儿一样去身经百战，但让官兵经历更
多的实战化对抗训练，把杀敌本领累
积得更过硬，却是各级党委下一步努
力的方向和目标！

近年来，梳理不少基层部队年度训
练任务，记者欣喜地看到，实战化对抗训
练内容，呈现出时间延长、形式变活、课
目增多的新态势。返程途中，记者和众
多军队运动员聊起这些可喜变化，他们
一致相信，在经历越来越多的实战化对
抗后，全军官兵的胜战能力一定会水涨
船高、节节攀升。

版式设计：梁 晨

●竞技比赛与实战化训练有什么共同点？ ●军体健儿与基层官兵的对话有哪些共鸣？

走向实战：比赛与打仗的共同奥秘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刘一伟 宋子洵 通讯员 张 宁

图①：空军五项女子团体
冠军王佳、空军五项男子个人

和团体冠军李睿与基层官兵座

谈交流。

图②：女子跆拳道冠军伍
嘉怡向基层官兵讲述金牌背后

的故事。

图③：空军五项女子团体
冠军程新、空军五项男子个人

和团体冠军李睿与基层官兵分

享比赛经历。

李京鹏、于懿摄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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