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闯（居中者）重返训练场。 徐于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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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近年来，随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的深入推进，部队官兵严格落实实战实

训、按纲施训、从严治训的要求，不断深

化练兵实践。但是，诸多实战化训练过

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亟需正确看待，

摆上桌面去解决。

“像打仗一样去训练”，不应只是一

句口号。炮长余闯倒在了实战化训练

的演兵场上，又坚强地站起来回到自己

的战位。如果把这件事仅仅看作一个

孤立事件，或许只是偶然，但若把它放

在历史的维度去审视，可以发现偶然之

中蕴含着的必然。

2014年 10月，在古田召开的全军

政治工作会议上，牢固树立了战斗力标

准。练兵备战、谋战务战成为军队最强

音，部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

风上面貌一新。余闯这一代青年官兵，

大多数是呼吸着新风正气踏入军营的，

“战斗力标准”这一思想观念深深扎根

于他们的心底。“打赢”二字重若千钧，

“时刻准备打仗”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他们的观念和行动。

“安全工作”作为部队的保底工程，

历来深受各级领导重视。诚然，任何时

候都必须紧绷安全弦，这本无可厚非。

我们反对的是消极保安全、以牺牲战斗

力为代价保安全。当前，部分单位还不

同程度地存在抓安全工作“矫枉过正”，

出现“安全标准”左右甚至淡化“战斗力

标准”的现象。诸如“年初出事，白干一

年；年末出事，一年白干”等顺口溜，就

形象地道出了基层官兵的无奈。

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很多情况

下，我们看到的多是基层官兵谈“错”

色变、望“错”生畏的“怕洗碗摔碗”心

态，还有遇到困难绕道走、碰到风险捂

着头、出了问题躲后头的“鸵鸟心态”，

却很少去反思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

其实，基层部队有许多像余闯一样

的新时代好战士。他们扎根基层、不怕

牺牲、甘于奉献、忠于使命，在关键时刻

冲向前，在危险时刻敢担当。如何让

“余闯们”多起来？最需要解决的是为

实战化训练打开“安全枷锁”，解开官兵

思想上的一些担忧和束缚。

据报道，某外国海军和海军陆战

队，每年因事故损失飞机20～30架，而

在实战中战损率几乎为零。他们的“零

伤亡”就是以训练中有伤亡为代价的，他

们认为：平时的付出就是对战时的储蓄。

当前，在深入纠治和平积弊的时代

背景下，大环境倒逼着我们对与备战打

仗要求不符的现象问题进行整改，很多

令人欣慰的变化正在发生：危不施训、险

不练兵少了，严战严训、实战实训多了。

训练是“不流血的战斗”，战争从来

就是高风险的投入，训练与实战贴得越

紧，难度强度越大，其风险性就越大。

但归根结底只有打得赢，才是最根本的

安全。只有坚持用战斗力标准去衡量、

检验、评估部队的训练质效，查找不符

合实战标准的深层次矛盾，积极破除消

极保安全意识，才能推动部队训练从难

从严从实战出发，才能确保我军在战时

立于不败之地。

实战化训练，切莫消极保安全
■张二平

“意外”发生，所有人

不约而同地做好了最坏

打算

时间回溯到“意外”发生那一刻。
从电台里得知余闯受伤的消息后，

战友张德林从相邻炮车上一跃而下，直
奔余闯所在炮车。
“还愣着干啥？快救人！”张德林

急坏了，他钻进炮舱把余闯抱起来，
稳稳当当地交到其他战友手中。

平日里跟余闯“斗牛”比试，张德林
从没赢过这位河南省 70公斤级的散打
冠军。那天，他抱出昏迷中的余闯，感觉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那是他第一次感受
到“生命的重量”。
“赶紧组织后送！”救护车疾驰而去，

张德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眼神停留在
黄土地上余闯流下的血迹上。

随后的演练进行得很顺利，除“1102
号”火炮战斗班成员按战损退出战斗外，
收官之战打得很漂亮。

但大家都没有心情庆祝演练成功，
战友们翘首祈盼，都在默默祈祷余闯能
够平安归来。

7天后的上午，连队通信员张一攀
奔跑在泥泞的小路上，依次掀开每个帐
篷的门帘高喊：“余闯醒啦！”

其实，哪用得着掀开每个门帘呢？
他的音量足够让百米之外的人听清楚。
一时间，官兵们欢呼雀跃，冲散了连日的
阴云。

可是，一张张笑逐颜开的面容没多
久又再次恢复到愁云惨淡。为啥？大家
心里都明白，可谁也不想说破。

从该连成长起来的营长曹华，自然
明白其中原委。

目睹连队消沉的状态，曹华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他想发飙，可话到嘴边又
咽了下去。新装备配发一年，官兵们铆
足了劲干了一年——年终岁尾发生这种
意外，按以往，别说立功受奖，处分都在
所难免。一年的辛苦白白打了水漂，谁
都免不了心里憋闷。
“这件事不会影响咱们连队吧？”有

的官兵忍不住问。平日里自信的连长
罗淼也打起了磕绊：“以调查结果为准，
我……我不清楚。”
“这个连队，蔫了……”这声叹息，回

荡在空荡荡的演兵场，飘进了每个人的
心里。

旅领导的心情也好不到哪儿去。有
人问情况，他们也焦虑地说：“我们正准
备写检讨呢。”

总之，该旅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做好
了最坏的打算。

谁也不会想到，指导员玄永久在医
院电梯里录下的那段短短 15秒的视频，
经媒体播出后，各大网络平台竞相转载，
余闯的故事一时间感动了无数网友。

今天的选择，或许正

是明天战场上遇到的真

实考验

这次实弹打靶“意外”究竟该如何定
性，牵动着广大官兵的心！

随后，这个集团军组织火力、装备、
弹药 3个部门成立专项调查组。他们还
邀请厂商协助，从实兵实弹演习背景、人
员射击操作规程、装备射击前后技术状
态、弹药性能及管理情况等诸多方面进

行详细分析调查，尽可能还原了现场。
按照军事训练大纲要求，实战化

训练中自行火炮发射后必须尽快转移
阵地，否则就会有被“敌”军侦察消灭
的风险。

在演练前半阶段的对抗中，首次参
加跨区演练的余闯驾驶着新型火炮，面
对的一个难题就是“阵地暴露后来不及
转移”。

复盘演练的场景，余闯今天的抉择，
或许正是明天战场上遇到的真实考验！
“如果当时那枚炮弹没有打出去，

转移阵地时会发生什么？”老兵们都知
道，比起延时发射，带弹转移更加危
险。已经击发的炮弹没有发射，若不及
时排除随时可能发生危险，会直接威胁

全组官兵的生命安全。
所以，演兵场上，余闯第一时间想到

的是排除故障。
“发生卡弹等故障，在自行检查无

法排除的情况下，可以逐级报告请求后
方保障力量解决。”这是操作教材上的
明确规定。

那么，余闯错了吗？也没有。当火
炮发生卡弹故障的那一刻，在余闯的心
中，它不是一个可以申请演练暂停的意
外，而是战场上事关战斗进程的关键。

经过多个波次的调查，调查组最终
认定：这是在实战化训练氛围日益浓厚、
强度日益增大，新装备列装时间较短组
织实弹战术检验的情况下，发生的一起
训练伤。

该集团军研究认为，余闯作为新型
火炮的炮长，他临危不惧、处事果敢的做
法彰显了当代军人的血性担当和实战素
养，决定为他立个人二等功。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

相信有彩虹

“如果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
训练场一隅，笔者与余闯攀谈起演

兵场那一幕，余闯没有丝毫迟疑地说：
“演练就是打仗，打仗哪有不流血牺牲
的？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和当初一

样选择。”那一刻，笔者读懂了余闯的初
心。

近年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
深推进，实战化训练的鲜明导向推动演
兵场上训风、演风、考风日益向好，战斗
力标准已植根官兵心中，余闯做出舍身
忘我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演兵场“意外”的处理尘埃落定，
但由此带来的一场思想风暴却在官兵
们头脑中激荡。

该旅党委以余闯事例为契机，在官
兵中广泛开展大讨论。通过讨论，一些
以往训练中“危不施训、险不练兵、夜不
出行”等生怕触碰“安全底线”的问题逐
渐浮出水面。

在该旅议战议训会上，一些基层官

兵坦言，以往训练总担心出安全事故，导
致训练畏手畏脚，前怕狼后怕虎，出现一
些受到官兵诟病的与实战化格格不入的
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像打仗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打

仗！出了问题我们负责！”党委会上，旅领
导为全旅官兵撑起腰杆，吃下定心丸。

如何帮助官兵解除思想负担，让军
事训练真正向战斗力聚焦？他们引导官
兵划清责任事故与训练意外的界限，在
险难、高危条件下作业，要本着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原则，鼓励官兵放开手脚。
同时，他们积极推行训练容错机制，对军
事训练进步成效明显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正向激励。

余闯的经历让该旅官兵感受到
“训练向实战靠拢、向打赢聚焦”的新
气象。训练管理的导向逐渐清晰，大
家也慢慢走出了“安全枷锁”的思想禁
锢，训练场上个个虎虎生威，透着咄咄
逼人的锐气。

转变悄然发生。越来越多的官兵开
始自觉用战斗力标准去检验训练质效，
摒弃“消极保安全”的片面思维，在演训
场上练就打赢真本领。

前不久，该旅一营按照周工作计划
安排组织百公里徒步拉练。临行前，突
遭阴雨天气。考虑到行军计划路径多为
乡间小路，雨天湿滑，容易造成人员受
伤、车辆剐蹭等情况，有人向营党委建议
调整拉练时间。“下雨天就不打仗了？‘消
极保安全’思想要不得。”营党委坚持按
原计划实施拉练。

让大家感到惊喜的是，连续 3天的
阴雨行军，不仅没有发生意外，反而激发
了官兵们的训练热情，营造了团结协作
的战斗氛围。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

虹……”体能训练时间，夕阳西下的训
练场上，一名揣着便携小音箱的战士放
着歌曲，轻快地超过笔者和余闯。
“那首歌就是我在医院康复期间，循

环播放最多的一首歌。”望着战士远去的
背影，余闯加快脚步赶了上去，“先走一
步，终点等你！”

版式设计：梁 晨

让“余闯们”放开手脚更敢闯
■吴 超 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鹏搏 江雨春

“说实话，那段记忆刻骨铭心……”谈起

两年前发生的一场“意外”，第81集团军某旅

一连时任连长罗淼至今依然记忆犹新。那次

“意外”，险些让连队失去最优秀的炮长，也险

些让这支全旅的标杆连队陷入沉寂。

时至今日，当罗淼看着昔日战友站在领

奖台上，高高捧起“军事训练先进单位”“陆

军优秀士官标兵”的奖杯时，他真切地体会

到“荣誉是军人第二生命”这句话的分量。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一位军营铁汉生出如此

感悟？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意外”发生的

那一天——

2018年11月1日，是该旅换装新型自行

火炮后，进行实兵实弹对抗演练的最后一天。

那天清晨，一连中士余闯像往常一样早

早醒来。他简单擦了一把脸，就钻进“1102”

号火炮内舱仔细检查各项装备参数性能。

身为全营基准炮炮长，他任务完成的好

与坏将直接影响整场演练的战果，余闯容不

得自己有任何差错。

遗憾的是，“意外”还是不期而至。

“全营一发齐射，装填！”“3、2、1，放！”8时

许，指挥员一声令下。

“轰！”数枚炮弹怒吼着，齐刷刷飞向目标

区，但“1102”号火炮却纹丝未动。一轮火力

射击结束后必须马上转移阵地，可为什么

“1102”号火炮没有反应？紧急关头，余闯从

座位上一跃而起，侧身去检查供输弹系统。

此刻，谁也没想到，炮弹延时发射了。

“轰！”一声震耳欲聋的炮响，目标区再次

被命中，掀起滚滚烟尘。余闯猝不及防，被退

出的弹药筒砸中头部，当场昏迷。

硝烟顿时充斥了“1102”号火炮的内舱，

电台里传来请求支援的声音。紧接着，部队

以最快的速度将余闯送进了急诊室。

在医院医护人员全力救治下，整整一周后，

伤情严重的余闯奇迹般从昏迷中睁开了眼睛。

在从CT检查室送往重症监护室的电梯

里，余闯与日夜守护他的战友们相见了。

“余闯，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不知道。”

“你现在最关心啥，余闯？”短暂的相见时

间容不得嘘寒问暖，战友们只想知道他此刻

的心愿……他昏迷期间一次接一次的病危通

知书，让战友们的心都揪了起来。

余闯嘴唇翕动，指导员玄永久拿起手机，

按下了“录像”按钮。

“我……最关心……还……能不能……

报效国家。”余闯的声音虽然微弱，却穿透了

大家的耳膜直击内心，令在场所有人动容。

令人欣喜的是，在医护人员和亲朋好友

的悉心照料下，余闯成功战胜了严重的伤情，

5个月后重返训练场。他恢复的速度和程度，

让神经外科的医护人员大呼“奇迹”。

一年后，经过血与火洗礼的硬汉余闯和

他的战友们重新站上了领奖台。

然而，余闯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这起

“意外”带给官兵们的思考和讨论，还在演习

场上持续发酵着。

炮长余闯重返训练场
■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鹏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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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7个昼夜，炮长余闯醒来后说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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