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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锐 视 点

雪还在下，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此刻，杜洋感觉，

落在自己身上的每一片雪，都变得有些重。

在雪地潜伏了1个多小时，这名女狙击手终于接到

新的指令。

她使劲睁了睁被风雪迷住的双眼。本想快速进入

新的狙击位置，但双脚有些麻木，她咬紧牙关赶忙爬起。

此时，狂风大作，雪雾升腾，1000米外的靶标变得越来

越模糊。杜洋微微调整了下姿势，屏息、瞄准、击发……

“一号靶2发全中！”对讲机里传来射击成绩。杜洋

是武警新疆总队的金牌狙击手，这是她第一次在1000米

的距离上打出“满堂红”。

“杜洋，好样的！”看着这名全身都有些僵硬的年轻

女弟子，射击教员陈用桥欣慰地笑了。

素有“魔鬼教头”之称的陈用桥很少表扬人，但从他

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次表扬是发自内心的。

这位培养了许多特等射手的二级警士长深有感触：

“以前，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现在有了高水平的训练

场地设施，神枪手有了新的生成路径。”

陈用桥列举了一组狙击手成长的数据：以往培养一

个合格的狙击手，历经近百个课目，大约需要10000发子

弹的消耗量；现在不一样了，贴近实战的场地设置让训

练事半功倍，平均只需要3000发子弹的练习就可以单独

执行任务，时间也减少了一半多。

内行看门道。这名在训练场默默耕耘22年的老兵，

亲身经历了训练场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功能、从基本

保障到逼真变化的过程，也在这片练兵之地见证着部队

从课目设置到成绩评定、从组织模式到思想观念的实战

化训练之变。

不能让练兵之地的窘

迫成为备战的“绊脚石”

训练场，带给王刚无上荣光，也带给
他特别的“痛”——

这位“八一勋章”获得者，在训练场
上摸爬滚打，练出一身过硬本领，数十次
打赢反恐硬仗。2018年初，随着部队改
革调整，他迎来了新的考验和挑战。

那一年，根据上级命令，在两支反恐
劲旅基础上组建某特战支队，王刚成为
这个支队第一任军事主官。

强强联手,理应不凡。然而，组建当
年年底，在上级组织的特战能力建设检
验评估中，该支队表现让人大跌眼镜：所
考 31个课目中，仅 6个优秀，却有 10个
不及格。

一年挥汗如雨的努力换来如此结
果，这让王刚和支队领导如坐针毡。官
兵们火热的心也一下子跌到冰点。

剖析原因，大家一致认为：使命任务
的拓展变化给部队训练带来许多新要
求，但客观上没场地、缺装备，一些特战
课目的训练只能“纸上谈兵”……

提起练兵之地的窘迫，“痛”的不只
是王刚和他的战友。

刚刚被武警部队表彰为“中国武警
十大忠诚卫士”的某支队反劫机中队中
队长刘卫东，对演训场上曾经的一次失
利记忆犹新。

那年，武警部队举办综合大比武。新
疆总队参赛队员在前几个课目中持续领
先其他总队。冠军触手可及，谁料在最后
一个课目“水底潜伏”中，参赛队员水下战
术选择失误……

与金牌失之交臂，刘卫东和战友们
个个垂头丧气。他们有苦难言：总队没
有水中训练的场地……
“听说过射击预约排队吗？”射击教

员陈用桥一直在总队训练基地，在他的
记忆中，过去的靶场只有 20个靶位，承
训的几千名新兵完成射击练习，需要半
个月。往往是一个中队打，好几个中队
的官兵在预约排队。

调整改革后，受场地限制，许多新课
目训练无法落实，车载速射炮等兵种专
业只能拉方案、练流程……

特战特建、特战特训、特战特保，不能
让练兵之地的窘迫成为实战化训练的“绊
脚石”。

该总队首长带领机关人员、部队骨
干把特战队员需要落实的百余个险难
课目梳理了一遍，把总队所有的训练场
地和设施摸排了一遍。问题被逐一找
到：有的单位有空间、没场地，有场地、
没设施，有设施、没功能；有的单位现有
训练设施承训规模小、保障功能少、作
用发挥弱；还有的单位思想上没重视起
来，不愿把更多经费投入到训练场地建
设上……
“不解决训练场地问题，实战化训练

的深入推进就难以保证。”2018年 1月 3
日，该总队年度开训动员大会在训练基
地召开，总队首长的话掷地有声。

1个星期后，数十名军地专家来调
研论证；1个月后，改建、扩建、新建的方
案敲定；2个月后，总队将所属工兵中队
集中到训练基地……白天破山填湖，晚
上凿沟平壑，经过 4个多月奋战，硬是在
戈壁深处开拓建起了一系列训练设施。

训练场建设不能“头

疼医头”，必须科学设计，

打造体系化保障链条

“难！太难了！”
走出基地综合训练场，吴野用冻得

通红的手拍拍身上的积雪，嘴里嘟囔着。
吴野是某支队特战一中队中队长。

这名常年在训练场摸爬滚打、多次在比

武中摘金夺银的特战精英，可是响当当
的“铁汉”。没想到，这场训练连他都开
始叫难。

吴野带领特战队员连续完成高层楼
房攀登索降、交通工具反劫持、运动俯仰
角射击、重火器定点打击等险难课目后，
立即投入到山地追捕战斗。整个过程环
环相扣，险情不断。

仰角射击暴露面太多，1名队员“受
伤”；捕歼战斗时侦察不到位，险遭“不法
分子”埋伏……对于这次训练，吴野和特
战队员做了充分准备，但还是在 3个课
目上吃了“败仗”。

尽管吃了苦头、丢了脸面，但特战队
员们直呼“过瘾”。

吴野说：“落实险难课目训练，对场
地设施要求很高。可以说，没有现在这
个功能齐全、设施配套的练武之地，部队
就不敢训、不能训、训不实。”

射击教员陈用桥对此也深有感触：
新建的 2号靶场射击距离比过去增加了

数百米，有效满足了狙击步枪训练的实
战要求；山腰上由 3个地环靶构成的重
火器训练场，可以进行各种重火器的实
弹射击。

顺着陈用桥指的方向，记者看到：
空中、陆地、水面等不同空间，多个兵
种、多个专业训练同步展开，大小装备
一起亮相，火热的训练景象让人热血沸
腾。“一场演练检验多个课目，一个场地
训练多个兵种，这在以前都只是一种设
想。”

训练场建设不能“头疼医头”，必须
科学设计，打造体系化保障链条。议训
会上，总队党委意见一致。为此，总队依
托所属 3个训练基地和各级教导队构建
兵种专业全覆盖的训练场地保障体系，
区分功能类型，分别制定建设标准、技术
标准和保障标准。
——新建的一次到位、规范达标。

针对新建营区场地规划，他们组织网上
观摩 10余个单位 400余处训练场地，汇

编下发场地建设图册、录像片。
——改建的体现战力、实战好用。

坚持接轨大纲、服务中心、满足任务，近
年来，他们升级改建多处训练场地，目前
所有基层分队建成重难点课目训练场
地。
——扩建的因地制宜、适度拓展。

通过拆亭台、填鱼塘、租闲地，扩增训练
用地，按功能定位将射击、投弹、攀登、战
术、装甲、工化等聚场成区、融合共用。

置身火热练兵场，该基地政委郭明
俊有一种改天换地的“沉浸感”——
“你已进入战场，随时准备战斗！”

用石头砌成的标语格外醒目。环顾四
周，实物模拟的飞机、火车等交通工具
以及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居民小区、
公共设施一应俱全。细数各个练兵场，
山地、深谷、戈壁、湖泊……基本上涵盖
了任务区域地理环境类型。狙击、侦
察、工兵、舟艇等 10余个专业的课目可
以同步展开。

郭明俊自豪地说：“近年来，这些场
地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特战精英。总队
75%的二等功荣立者均在基地参加过反
恐专业训练。‘反恐尖兵’从这里走向战
场。”

在这里学会打仗，战

斗中才可能胜利归来

落日西斜，被抛出枪膛的弹壳冒着
缕缕青烟。完成一轮狙击的某支队下士
张意凡，视线变得有些模糊。
“弹着点偏高，首发未命中！”这个结

果让张意凡有些尴尬：作为一名狙击手，
他在 500 米距离上指哪打哪，从未失误
过。但在 1070米的距离上，他几乎没有
上过靶。
“难度确实不小！”走下射击场的张意

凡喃喃自语，随即与其他战友研究起射击

条件变化带来的参数改变和训练方法。
训练间隙，射手们围坐在射击教员

陈用桥身边，不解地问：“我们以前都是
打 500 米距离的目标，现在为什么打
1000米以上距离的目标？”
“‘敌人’会在 500 米的距离等你

吗？以前想打 1000多米距离的目标，有
条件吗？”陈用桥反问。

曾经的 500 米，是官兵为确保命中
率而标定的界限，也在无形中给实战思
维标上了“界限”。那么，战场是否就在
这样的“界限”里？

子弹射出 500米的界限外只需要一
瞬间，思维跳出战训不一的“界限”却并
非易事。陈用桥说，新的训练场建成后，
射击距离从 500 米到 800 米再到 1000
米，从整百米距离到任意距离，从一般条
件到极限条件，数字的变化丈量着训练
场与战场的距离。

理念的转变，是提升能力的开始。
“毋庸讳言，这样的训练更难，但我们的
目的是让大家在这里学会打仗。”说到这
里，陈用桥顿了顿：“在这里学会打仗，战
斗中才可能胜利归来。”

提及训练场地变化带来的成效，某
支队作战支援大队大队长丁昱天，指着
正在进行的7人侦察小组综合演练课目，
满脸自豪地说：“这就是最大的效果。”

只见特战队员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
奔袭 3000 米，相继通过双绳水池、轮胎
墙、软梯斜绳、高墙、低桩网等 8个障碍
物，而后在攀登楼一侧完成高层建筑物
现场侦察，最终穿过 80米模拟街区，完
成突入识别、搜索射击。
“这个课目是侦察专业的‘硬骨头’，

综合检验特战队员体能、技能、智能、战
术及指挥能力。”丁昱天说，随着训练场
地设施不断完善，队员们掌握这一课目
比以往用时少了三分之一。支队参加武
警部队军事训练考核，该课目成绩总评
优秀，受到考官称赞。

回想一次山地反恐战斗，狙击手黄
远远记忆犹新：狡猾的敌人躲到山洞里，
狙击手找不到狙击点……

新建成的训练场，地形应有尽有，极
大提高了狙击手狙杀不同距离、不同地
形、不同位置“敌人”的能力。
“完备的训练场地为部队战斗力建

设释放出极大‘红利’。”2019年年底，武
警部队作战能力评估组如约而至，对王
刚率领的部队再次考核。

时隔一年，课目还是这些课目、装备
还是这些装备……不同的是，在训练基
地反复摔打磨炼的特战队员们已完成能
力升级。

这一次，经过 3天 32 个课目的“激
战”，他们名列武警部队同类队伍第二名。

训练设施的体系化建设，也使训练
管理格局焕然一新。在该总队作战指挥
中心，训练处参谋陈海洪正通过视频监
控系统检查督导各部队手榴弹实投作业
情况。

他坦言，以前想要摸清部队训练
底数，除了让基层上报就是下部队检
查，但拿到的往往是“修正”后的数
据。如今，不仅能全方位、无死角观察
训练场，还能随时随地“视频督导”险
难课目训练。

说话间，一阵爆炸声响起。放眼训
练场，搜索狙击、快反射击、小队战术等
紧贴实战的课目又在风雪之中相继展
开……

破解场地之困 加速练兵之变
■刘周华 本报特约记者 王国银

话题③：以有力保障推动转型升级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

强调，要强化训练保障，优化布局、完善

要素、创新方式，构设逼真练兵环境，加

快构建高水平训练保障体系。训练场地

建设是训练保障体系的基础工程，是保

障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举措。能打仗打

胜仗离不开训练场地的重要支撑，建设

一流军队迫切需要建设一流训练场。

大事难事看担当，主动被动见境

界。部队建设中，很多难事都事关官兵

切身利益、事关战斗力建设、事关部队

全面发展。难题解决得越快越彻底，部

队建设的基础就越牢固，党员干部的威

信就越高，官兵干事创业的信心就越

足。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

难题破解变得越来越急迫，训练场地建

设就是其中一块难啃但又必须啃下的

“硬骨头”。

之所以难“啃”，是因为建设周期长、

投入大、见效慢，有些领导干部望而却

步，将其视为“烫手山芋”绕着走，使个别

单位训练场难以保障实战化课目的展

开，致使战斗力建设在低层次徘徊。

训练场是练兵场，也是“准战场”，

是进行实战化训练的物质基础。训练

场地建设难题，既是制约战斗力建设的

瓶颈，又是军事训练领域革弊鼎新的着

力点、自我革命的突破口。众所周知，

构设近似实战的训练条件，紧贴实战开

展军事训练，是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普

遍做法。实践一再证明，只有为部队提

供近似实战的练兵环境和条件，部队才

能按照打仗要求去训练，使训练与实战

达到一体化。

场地之需，部队多年翘首以盼。随

着部队职能任务、作战样式、武器装备的

不断调整变化，实战化训练对场地设施

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指挥员和带

兵人，身后有千军万马，肩上有千钧重

担，必须要甘当“愚公”、不当“叶公”，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

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把练武之地建好。

训练环境近似实战的程度，是衡

量军事训练实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必须坚持仗怎么打、兵怎么练、场地就

怎么建，使训练场地环境构设与作战

环境相一致、设施布局与战场条件相

一致、容量规模与承训对象相一致、各

项功能与训练任务相一致。要按作战

功能最大化、作战方式实战化、作战要

素齐全化的要求，用超前思维、长远眼

光、实战标准，整体筹划、通盘设计，努

力构建“适应任务、符合实战、布局合

理、层次衔接、功能完整、设施齐全”的

体系化、实战化、信息化、标准化训练

场地体系。

以担当姿态打造强军“准战场”
■周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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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特战队员进行反恐战术训练。 张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