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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时节，天山北麓，呵气成霜。
寒风呼啸间，全副武装的新疆军区

某步兵团“猛虎三连”中士朱立琪翻上
一座雪山，发现被冰雪覆盖的山体早已
“隐藏”了它原始的面貌。

“找不到有特征的参照系，完成雪
地行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朱立琪仔
细对照地图，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

接下来的跨昼夜训练，“猛虎三连”
的百余名官兵，将在茫茫雪原上，快节
奏、大强度地完成行军、观察、伪装和射
击等13个课目的连贯作业……

“牛人”云集，缘何战

场“折戟”

“多课目跨昼夜训练不简单，不只
要求每一个课目都过硬，最重要的是检
验综合战斗素养。”朱立琪出言谨慎。

其实，他是个“牛人”——曾在国际
军事比赛中斩获金牌，还是团里射击、
体能等多个训练课目的“武教头”。

无独有偶。采访中，现场负责导调
的团参谋长尚阳，说得最多的也是“综
合战斗素养”。巧的是，他同样是个“牛
人”——曾参加原兰州军区组织的参谋
业务竞赛，夺得单项第一名。

尚阳说，综合战斗素养被这个团的
官兵看得如此之重，源于一段耐人寻味
的经历：

这个团的基础训练扎实，远近闻
名。前些年，该团战士孟龙夺得全军 10
公里长跑冠军、战士李晓辉夺得全军400
米障碍冠军……组队参加“国际军事比
赛”，包揽“安全环境”项目比赛第一。“牛
人”辈出，先后有8名官兵荣立一等功。

可谁能想到，就这样一个很多单课
目都冒尖的“金牌团”，连续两次在上级
组织的综合大比武中失利。谈及原因，
尚阳毫不掩饰地揭开团队的“伤疤”。

原三连连长张皓是全团最能跑的干
部，连年夺得 5公里武装越野第一名。
团里让他带队参加陆军“精武-2018”比
武竞赛。在复杂背景下、规定时间内需
要完成多个课目连贯作业，他们虽然跑
得快，却在形态相似的丘陵地形上一时
“找不到北”，结果跑错了方向，贻误了
“战机”。

同年，师里组织七天六夜连贯作业
的“坚韧奇兵”比武竞赛，团里挑选了多
名“金牌选手”组队参赛。虽然一直在
行军、综合体能等项目上遥遥领先对

手，然而展开夜间侦察、夜间射击、野战
通信等课目比拼，却得分垫底，最终综
合成绩排名靠后。

战场非赛场，并不是单课目的对
决。“不能沉醉于‘第一’的光环里沾沾
自喜，必须客观认识不足、深入查找问
题。”该团党委“一班人”先后多次召开
检讨反思会，共查找出 42个问题 184种
表象，逐条抓整改。
“把单课目连贯起来进行跨昼夜训

练，是新年度训练转变的具体措施。”跟
连队一起训练的一营营长田志强说。

找到自己最薄弱的

那块“短板”

完成滑雪行军后，朱立琪第 4个到
达指定地点。脸上的汗水未干，连长潘
青锋又立即让他们对附近地域的 10多
个目标进行射击，并对 3个目标进行观
察和报知。
“砰！砰！砰……”一阵清脆的枪

声过后，朱立琪带领班组成员打开地
图、掏出望远镜和指北针，从确定站立
点开始，逐一观察目标。

一边观察、一边量算，就在朱立琪
识别完 3个目标准备上报时，连长潘青
锋却当场宣布：“射击满分，但观察报知
超时，不合格。”

出现这样的成绩，一旁观战的营长
田志强并不感到意外。他告诉记者，过
去的比武竞赛中，射击的分数比例通常
很高，也造成官兵们在这个课目上花的
力气最大。由于训练时间被挤占，观察
报知、通信器材操作等课目往往存在漏
训现象。

时间的天平，按下这一端，另一端
就会翘上去。为了比武竞赛摘金夺银，
一些部队单项苦练、尖子突击的现象并
不鲜见。然而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发
展，对官兵信息化装备运用和战术战法
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仅凭“一招鲜”已
经远远不够。

一个拳击手，勾拳练得再好，若不补
强其他技能，要击倒对手也并非易事。
朱立琪和其他几名官兵参加国际比赛归
来，对照本职专业，分门别类列出弱项课
目，在补差训练阶段进行固强补弱。

天色渐暗，朱立琪在雪地里缓慢匍
匐了数十米后，将夜视仪掏了出来，在
黑暗中搜寻目标。

片刻之后，朱立琪发回了抵近侦察

后的数条“敌情”信息。尽管有的信息还
不准确，但潘连长对朱立琪的训练还是
充满了信心，“比上一次又有了进步”。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

快，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

“砰！砰……”雪地行军途中，突然
一阵枪响，多名战士“中弹”。
“听枪声，对方兵力不多。”排长张旭

阳带领一个排的战友交替掩护围了上去。
曾在团步枪精度射击比赛中取得

佳绩的班长徐定付，率先占领有利地
形，发现对方一名射手。正待一枪“毙
敌”，隐藏于雪中的另一个“敌人”却向
他扣动了扳机。
“红蓝对抗不同于平时打靶时一人一

个固定目标，靶子前还插有编号牌……战
场上敌人可能从任何方向出现，这就要求
全班战士不仅要快速瞄准、精准射击，还
要相互配合、协同射击。”摘下冒烟的头
盔，徐定付一脸无奈。
“优秀射手首战失利，并不是他本

人射术不精，而是因为班组的分工和协
同不明确。”连长潘青锋告诉记者，如果
不是因为多课目在战术背景下连贯展
开，很难发现这些隐藏在背后的问题。

独行快，众行远。官兵们用“命”换
来了一针清醒剂。再一次组织实弹射
击，他们借助自动靶标系统，在不同距
离、不同方位设置了大小不一的靶标，
为班组的每名战斗员明确左右射界。
“在左前侧出现的靶子，由谁来打？

正前方出现的目标，又由谁来打？让大
家烂熟于心，通过反复练习形成条件反
射，就不会‘打乱仗’。”连长潘青锋说，多
课目连贯实施，不仅仅是训练课目数量
的叠加，更多的是强度和烈度的提升，让
官兵的综合战斗素养在极限条件下接受
实战检验，逼着大家进入临战状态。

如今组织大强度训练，他们不再局
限于传统的体能和射击，不设单个人员
比赛项目，而是将体能、技能和智能融
合起来练，锤炼团队协同配合能力。

区域搜索、掩体构筑、战场救护……
另一片训练场上，三营正按照团里的筹
划，围绕班组连贯战斗展开课题攻关。

越过障碍，完成武器装备分解结合；
快速通过，立即进行手榴弹投掷……当
他们奋力冲出突击区域时，身上的热气
直往上蹿。

据悉，他们将设计、论证出检验综
合战斗素养的新模板、新考卷，推动全
团训练向实战再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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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眼前长长的雪坡，高康康下意
识地握紧了手中的滑雪杖。

1月 9日，天山北麓一片白茫茫的
雪野中，新疆军区某步兵团三连班长高
康康，很快要进行滑雪行军训练了。
“还是有些紧张的！”向记者说完他

滑雪前的心情后，高康康出发了。
滑雪最重要的是掌握重心，重心向

前才不会摔倒。高康康踉跄了一下，随
即保持住平衡，眼睛直视前方，上半身
前倾确保重心前移……默念着一连串
动作要领，他再次撑杆向终点滑去。

作为每年冬训的课目之一，滑雪行
军是严寒条件下提高机动速度的有效
方式。

悄然间，下滑的速度在重力和惯性
作用下明显加快，穿着白色伪装衣的高
康康很快与茫茫白雪融为一体，让人无
法再去发现他。

风过荒原，夜幕低垂，高康康迎来
了一日冬训的最后一项考验：夜宿雪
野。

眼前是一个单兵帐篷，打开帐篷，
记者看到一个狭小的世界——一点一
点腾挪身子进入帐篷，里面是刚刚可以
容纳高康康的空间。

-22℃的雪野之夜，入睡是一件困
难的事。高康康笑着告诉记者：“能在
这样的条件下睡着，我相信以后干什么
都没有阻力了。”

从睡梦中醒来，高康康发现褥子边
上已经布满了冰碴。这是帐篷内外的
温差造成的，蒸发的水滴沿着帐篷壁流
下，滴滴答答一夜未断。

脸、腿、脚都是僵硬的。由于空间
狭小，很难翻身，高康康这一夜要一直
保持着一个姿势入睡。“现在已经好很
多了，过去没有防潮垫，早上起来褥子
底下还会沾上一层霜。”他说。

战场形态千变万化，对军人进行严
寒条件下的训练，考验的是他们面对艰
苦环境的耐力与应变能力。所有为胜
利吃遍的苦头，都是值得的。所有的磨
砺，指向都是实战的考量——

指导员明生永告诉记者：“过去
宿营使用班用帐篷，仅仅支撑杆就有
几十根，搭设和撤收都不方便，影响
部队快速反应。而单兵帐篷，一拉、
一折、一叠，短短几分钟后就可以收
拾利索。”

这样的白，什么都看不见。“高康康
们”的第二日滑雪行军训练又开始了，
冰天雪地，继续向前。官兵们的衣服和
雪地的颜色相同，如果不瞪大眼睛仔细
寻找，你真的很难发现他们的踪迹。

这样的白，什么又都看得见。返程
途中，当记者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地
上咯吱咯吱作响，回想着跟随高康康的
一日冬训体验，脑海里浮现的，是雪地
行军中他坚定走完最后一公里；是他拿
起已经覆盖上积雪的筷子，笑呵呵地同
记者分享在冰天雪地中自制的美食；是
他向记者认真讲述冬季训练对一支部
队的重要意义……

茫茫雪野有所见有所不见。看得
见的，是官兵身上“一切为实战，一切为
打赢”的胜战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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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训开始，踏入茫茫雪野，战士们

每次面对的情况都是不同的。某种程

度上，一切都将归零，重新开始。

当一支部队来到他们从未接触过

的新环境，面对从未应对过的新问题，

应该具备什么能力？

如果将未来战争比作围棋手之间

的博弈，那么，每一名指战员都是一枚

棋子，都是决定最终成败的重要组成。

指战员之间的协同共生本领有多大，胜

战的能力就有多强。

北风呼啸，雪地行军。一名战士

体力不支，在掉队的边缘徘徊，其他

战士拿过他手中的枪，架着他一步步

向目标坚定前行。远远望去，我们意

识到，这支冰雪中默默向前行进、无

一人掉队的队伍，是一个缺少谁都很

难继续战斗的共生整体。这样的凝

聚力，能让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实现

“1+1>2”。

克劳塞维茨说，每个时代的战争，

都有其特定的限制条件。但是无论时

代如何变迁，战斗力的整体性生成特

征都不会改变，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

更是尤为明显。一支部队的协同共生

能力，是决定战争胜负和军队存亡的

关键。

今天的训练，连接着明天的战

场。唯有常常心怀归零意识，注意提

高士兵间相互配合、协同共生的能力，

我们才能在无限贴近实战的训练中，

破解未来战争的制胜之道。

冰天雪地里，一支军队行军的启示

亲 历 说

人 物 志

高寒山地作战，快速机动，趁敌不

备出奇兵，是制胜要点。

雪原绵延，望之生怯。

渊壑纵横，临之心寒。

天山北麓，复杂地形横亘于前。

征程催人，战机稍纵即逝。既是

“拦路虎”，那就征服它。新疆军区某步

兵团官兵翻越山脊，再滑雪而下，奇兵

突降，直捣“敌”穴。

新年伊始，记者跟随冬训队伍走

进茫茫雪域，拍摄了官兵冒着-20℃严

寒进行越野滑雪课目训练的场景，制作

出一组裸眼3D动图，带你进入训练场上

的精彩瞬间，感受热血与冷雪的碰撞。

雪 原 之 上 奇 兵 滑 降

新媒体视线·裸眼3D动图

蜜冬季夜间野炊，
战士们自己动手，饭菜

飘香。

蜜冬季野外宿营，
战士们在雪窝里睡得香

甜 。

1月14日，新疆军区某步兵团在进行高寒山地徒步机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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