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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战位

战位观

“超越自己，就没有

完成不了的任务”

清风吹过，悬崖峭壁上一丛灌木露
出黄绿色的小刺。在绿叶的掩护下，这
些刺穿过马新庆的迷彩裤，扎进他的腿
里。

马新庆并不在意，而是向断崖顶端
又迈进了一步。

体重75公斤，负重35公斤，断崖高差
60米……马新庆手抓 12毫米粗的攀登
绳，双脚踩在崖壁上，身体几乎绷成90°。

这是去年陆军首届特战小队长集训
中的攀登课目比武。

爬了不到一半，马新庆就感觉汗水
浸湿了全身，体力开始飞快地流失。

一不留神，攀登绳开始在他手中打
滑。在身体下坠的瞬间，马新庆再次握
住了攀登绳。但摩擦产生的高温，还是
把他的手烫伤了。
“我是一名特战小队长，无论如何都

不能放弃。”马新庆咬紧牙关。
继续向上爬，在靠近顶部的位置，马

新庆瞅准一个枯树枝，一把抓住，顺势翻
上山顶。他感觉嗓子在喷火，但根本没
时间喝水，山下还有多名战友等待跟进。

迅速观察周围，马新庆确认没有敌
情，一个转身甩掉身上的背囊，把自动保
护器挂好后扔了下去，辅助后续的队友
攀登。

后续的课目还有滑降、投弹……比
武接近尾声，所有人都精疲力竭。

最后的课目是搬运伤员。面对 75
公斤重的伤员，其他参训的特战小队长
大多选择 4 个人一组，抬着伤员前进。
但马新庆选择和队员袁磊一起，扛着伤
员跑。
“4个人抬是轻松很多，但速度提不

起来。”马新庆和袁磊架着伤员，一路冲
到终点，才停下来拔掉腿上的那些刺。

那次集训是对特战小队长单兵能力
的一次全面检验和锤炼。而马新庆的表
现，充分证明了他作为特战小队长的实力。

特战小队长必须是团队中的全能选
手。按照大纲规定，特战小队所有战斗岗
位的课目，特战小队长都得掌握。

然而，成为一名全能特战队员绝非
易事。马新庆形容自己军旅这一路，是
充满血汗的“自我超越之旅”。

18 岁那年，马新庆参军入伍，成为
一名炮兵。但他不甘心，一心想当“超级
战士”。

当兵第 3年，他参加了特种兵选拔，
如愿来到了某特种大队。

报到那天，他注意到特种大队营区
内的宣传灯箱上，张贴着“特战兵王”的
照片。
“他们都是我学习和赶超的对象。”

马新庆立下雄心壮志，将来也要让自己
的照片登上宣传灯箱。

在新岗位，他不计代价地流血流汗，
全身心地投入特战训练。

转岗仅一年多，马新庆就报名参加
了全军特种兵大比武，并在伞降渗透课
目比武中赢得了3块奖牌，荣立二等功。

当时，马新庆熟练掌握了 20多种特

战课目，以及 12种主战装备，已经算得
上单位顶尖的特战队员之一。

然而，在 2013 年的一次“跨越天
堑”课目训练中，当他右手拿枪射击、
左手抓滑轮从 8米高台滑下时，滑轮上
的一颗螺钉突然脱落，马新庆直接摔
了下去。
“大概从 7米的高度落地，右脚脚踝

粉碎性骨折。”马新庆回忆说，当时医生
在伤处开了3刀，缝了 23针。

受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连最基本
的体能训练都难以完成。

一时备受打击，马新庆的心里也经
历了一场艰难的“战斗”。

他甚至一度想要退伍。
然而，想当“特战兵王”的梦想是那

样强烈，只要有一点火苗就会熊熊燃烧。
那年服役期满，马新庆继续留队，并

开始努力做康复训练。一年后，他的训
练成绩甚至超过受伤前的水平。

这一次，马新庆得以顺利提干，进入
军校深造。这些都为他成长为一名特战
小队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带领着一支特战小队，马新庆
的单兵能力更加精进。

凭着一身硬功夫，2019 年 10 月，他
从全军特种部队推荐的近百名特战队员
中脱颖而出，执行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和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安全警卫任
务。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与自己在战

斗。”马新庆说，“超越自己，就没有完成
不了的任务。”

“特战小队长手下没

有带不好的兵”

催泪弹散发出的白色烟雾里，冲出
一只土蜂，落在马新庆举着喊话器的左

手上。
这只手，距眼睛不足 30厘米。蜂刺

缓慢扎进皮肤的感觉类似打针，但要更
刺激一些。伴着刺痛感而来的，是更多
土蜂。

马新庆没有逃跑，因为他是这项训
练任务唯一的教官。

这是第 76 集团军某旅首次以特战
小队为单位，进行的“魔鬼周”训练。

就在刚才，一枚催泪弹在屋内爆炸，
震落了屋檐处的土蜂窝。马新庆抄起喊
话器命令道：“所有人！继续执行任务！”

一群土蜂飞向马新庆，落在他没有
防护的头部和双手。

此刻，马新庆依然没有终止训练。
他深知，特战队员绝不能后退，因为“战
场上的很多突发情况远比眼前的景象危
急得多”。

将特战小队与“魔鬼周”训练相融
合，是该旅对特战小队训练模式的一种
新探索，也是马新庆作为“魔鬼教官”的
新考验。

在日常训练中，特战小队长是天然
的组训者。

部队调整改革后，马新庆注意到的
第一个变化，就是体能训练不再由连队
统一组织，而是由特战小队长各自带队
组训。
“组训权”在手，马新庆想出了不少

新招。
他为每名队员量身制定了专属体能

训练计划。为了检验体能训练效果、形
成激励机制，马新庆每月组织一次“健美
比赛”。

晚点名结束后，队员们进行完体能
“小练兵”，就亮出自己的肌肉块，由马新
庆拍照记录。他们评选出肌肉块最大的
“肌肉男”，每个人还与自己前一个月的
照片对比，观察肌肉增长情况，修订训练
计划。
“上级制订的训练计划没法具体到

个人，但小队长一定可以。”马新庆说，

“训练要因人而异，避免‘一锅煮’的现
象。”

在小练兵、小比武的过程中，特战
小队内部也更加融洽和默契。在实战
中，这种默契就是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猎人训练基地，半人高的野草丛中，
马新庆探出脑袋，观察敌情。他伸出左
手打出一个手势，特战小队迅即分成 4
组，呈前三角队形前出。

运动过程中，队员们相互配合，保持
着自己的观察范围，避免盲区的出现。
“在特战小队中，战术队形指挥是个

很重要的内容。”马新庆说，小队成立之
初，很多队员都不太懂“队形与运动”，他
只能一点一点去教。

为了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马新
庆将树枝和石子摆在地上进行讲解。树
枝代表地形，石子代表队员。

一开始，马新庆通过边下口令边
纠正的方式，让队员们做出基本动
作。之后，他将口令换为各种声音，如
敲棍子声、吹口哨声。最后阶段的无
声训练，队员们会根据旗语、手语等内
容，完成战术队形切换，精准执行战术
动作。

要打造过硬的特战小队，特战小队
长必须能带兵。按马新庆的理解，就是
“特战小队长手下没有带不好的兵”。

在团队里，邵明晨因自幼习武，性格
粗犷，素有“倔牛”之称。他曾因思想一
时转不过弯，当众顶撞新兵班长。很多
人都把他当“刺头兵”。

刚来到特战营时，各单位都不愿意
接纳邵明晨。但马新庆请求留下他。
“我能带好他。”马新庆向连队保

证。他看重邵明晨身上那股不服输的
劲：“只要带得好，这会是个难得的好
兵。”

事实证明了马新庆的判断。
按照马新庆制订的专项训练计划，

经过一段时间的“魔鬼训练”，邵明晨很
快在同年兵中脱颖而出。在上级组织的

75公斤级综合格斗比赛中，他仅用 25秒
就击败了对手。

那一年，马新庆所带的特战小队荣
获集体三等功，包括邵明晨在内的 2人
荣立二等功。

这些荣誉，无不证明了马新庆的带
兵能力。
“魔鬼周”训练胜利结束，队员们将

马新庆涂成“泥人”，欢呼着将他抛向空
中。

那一刻，马新庆笑得比谁都开心。

“我永远不会放弃受

伤战友”

下士程宝平看到了许多面红旗。他
伸手去抓，却没抓到。随即，他两眼一
黑，跌进一个水坑里。

几分钟前，特战小队长马新庆听到
程宝平说“不行了”。但马新庆不知道是
何种程度的“不行”，只是将通信兵的电
台和程宝平的背囊交换了一下。

当看到程宝平去抓红旗时，马新庆
非常肯定：他真的“不行了”。因为，水坑
的四周，根本没有红旗。

2018 年 7月，陆军首次组织特战小
队考核比武。马新庆带着这支特战小
队，代表第 76集团军某特战旅，从干燥
的西北驻地，征战西南湿热的考核比武
场。

考核场仅有的标识物是导调组插的
红旗。作为特战小队的导航员，程宝平
的任务是找到每一面红旗，确保路线正
确。

由于背囊太重、天气太热，队员们的
出汗量几乎是平时的两倍。

程宝平突然晕倒，马新庆丢下背囊，
冲过去检查他的情况。
“是体力透支。”马新庆稍微松了一

口气。
救护车随即开过来，医生想将伤员

抬上车。
然而，程宝平一旦上车，就意味着他

退出了比赛。按照考核细则，如果特战
小队减员，总成绩扣 100分，后续课目分
扣 20%。那就意味着，马新庆和他的队
友们必输无疑。
“怎么办？”马新庆感觉到一阵心

悸。裁判员、军医、队员……每个人似乎
都在向他看过来。

出发时，单位领导说的话最先闪过
马新庆的脑海：“这次考核就是实战！”

实战时怎么办？马新庆想起在军校
学习时教员的一次提问：“敌后作战，队
员负伤，是救伤员还是完成任务？”

不少人都回答“完成任务”。
这个答案，马新庆并不认同。他有

自己的信念：任务要完成，伤员也要救。
在所有人焦灼的目光下，马新庆做

出决定：原地警戒，进行战场救护。
队员们将程宝平抬到阴凉处，卸掉

装具，解开上衣，用头盔舀着水坑里的
水，不停地往他的头上浇。

与此同时，马新庆指挥两名队员将
背囊加装防水袋，用铁锁和背包绳连接，
制成简易漂浮器材，准备带伤员横渡前
方水域障碍。

待程宝平意识稍微恢复，队员们
将他抬上漂浮器材，边游泳边推着他
渡河。上岸后，两名队员顾不上穿作
战靴，架起昏迷的程宝平就往前跑。
其余队员带着全队湿透的物资，紧跟
在后。

看 到 这 一 幕 ，周 围 的 人 一 片 沉
默。裁判一时不知道是否该叫停比
赛，两名抬着担架的救护人员心急如
焚，1名负责保障的院校学员甚至掉了
眼泪。

马新庆顾不了那么多。他只有一个
信念：一定要把所有人带到终点。

在最后一个登机撤离课目中，马新
庆在关闭机舱门时用力过猛，不小心夹
破了右手3根手指，鲜血直流。

直到考核结束，马新庆都没来得及
包扎伤口。他忙着和救护人员一起将程
宝平抬上救护车。

此时，程宝平已经能睁开眼睛……
考核组的评委递来成绩单，马新庆

看了一眼：因为拖带着一名伤员，他们考
核用时比平时训练慢了不少，最后 3个
课目的战术分也基本被扣完。

在 10多支参赛队中，马新庆和队友
们只夺得了第 4名。但他觉得值：“作为
特战小队长，我永远不会放弃受伤战
友。”

特战小队长群体在这场考核比武中
的表现，引发了各级的深度思考。
“敌后行动，通常不方便大事小事请

示汇报，小队长拥有相当的自主决断权
和临机处置权。”某集训队教官指出，作
为全队的战斗核心，特战小队长精通指
挥，率兵可“以一当十”。

两年多来，马新庆带队参加了陆军
“特战奇兵-2018”考核比武中的特战小
队比武课目，组织了旅里两届“魔鬼周”
集训，参加了 2019年的陆军特战小队长
集训……随着自身经验、能力不断提升，
他正带领队友们，向顶级特战小队加速
迈进。

这个时代，像马新庆这样不断奋力
前行的特战队员还有很多。在他们共同
的努力下，中国陆军特战小队的战斗力
会越来越强。

特战小队长是怎样练成的
■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孙利波

特别策划·新战位新跨越

2017年，马新庆刚毕业，成为第 76集团军某旅特战
小队长。他并不知道特战小队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他只是觉得，在战斗力体系之中，任何岗位都必然有它
存在的价值。
“‘小分队打大仗’‘以小制大’是特战小队的作战理

念。”如今的马新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种小型化、
专家化的编制，使特战小队更加精干、灵敏、快速、高效。

按照构想，未来战场上，特战小队长将带领队员，
完成侦察、引导、破袭等任务。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
有的特战小队长在指挥判断、特战技能、教学管理等

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短板。
成为一名特战小队长，或许并不全由个人选择。但

如何当好一名特战小队长，一定是个关于选择的故事：
如何去训练、如何去带兵、如何去指挥……这是特战小
队长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特战小队是特种部队的基本战斗

单元。

战时，特战小队执行信息化条件下

体系支撑的特种作战任务，通过“小分

队打大仗”，实现“以小制大”的作战效

果。

未来战场，一个特战小队的作战行

动可能直接影响战略战役全局，甚至决

定战争成败。特战小队长作为特战小

队的核心，是决定特种作战走向的关键

因素。

因此，未来的特种作战，一定意义

上说也是“特战小队长的战争”。

世界上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特种

部队，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

由英国组建的“戈德曼部队”。1942

年，美军成立的“侦察与突击部队”，是

“海豹”突击队的前身，也是最早的特战

小队。

与世界特种部队近80年的历史相

比，我军的特种部队则年轻得多。1988

年，我军开始组建特种部队。后来出现

的特战小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战

步兵化”的问题，使特战部队真正“特”

起来。

特战小队长的作用尤为关键。

从岗位任职上看，外军的特战小队

长通常由少校、上尉担任，在特殊任务

时甚至会选择有经验的上校担任。而

在我军，特战小队长则是最初级的军

官，普遍偏年轻。

从战斗经历上看，世界军事强国的

特战小队在历史上屡建奇功。

“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三角

洲”特战小队秘密引导“飞毛腿”导弹，

精准打击伊拉克境内目标；英阿马岛

之战前夕，英军“戈德曼”特战小队在

登岛作战中大显身手，夺占通往马岛

的咽喉要点——佩布尔岛；“海神之

矛”行动中，美军“海豹”特战小队秘密

行动，成功击毙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

登……

相比之下，我军的特战小队在武器

装备、人员配置、作战体系、指挥体系等

方面，均未经历过实战淬火和检验。

当今，世界新军事变革浪潮风起云

涌。展现在我军新一代特战小队长眼

前的，无疑是我军新型特战力量建设体

系中一片广阔的未知“蓝海”。在军队

调整改革的澎湃浪潮中，特战小队长登

上新时代的舞台。我们只有打赢“特战

小队长的战争”，才能打赢未来的特种

作战。

打赢“特战小队长的战争”
■魏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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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演练中，特战小队长马新庆（右一）向队员们布置作战任务。图②：“魔鬼周”训练中，特战小队长马新庆担任教练员。图③：“魔鬼周”训练胜利结束，特战队
员们将特战小队长马新庆抛向空中。 张海虎摄

③③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