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面矛盾

我们到高原干啥

来了？“猫冬”肯定不是

正确答案

“高原训练太难了！”
这是该师某合成团六连四级军士

长郑永强的切身体会。
那次，“武教头”郑永强组织连队进

行装甲通信专业训练。为了适应高原环
境，训练伊始，他适度放宽了训练标准、
降低了训练强度。一整天下来，还是有
两名战士因高原反应提前退出了训练。

训练刚展开就出现减员，郑永强被
责令在连队行政例会上作检查。这件
事传到官兵耳朵里。有人认为，这是不
顾客观实际的盲目组训；有的甚至说，
在高原上组织军事训练不科学。

又是一个平常的训练日，雪大风
急。

因受恶劣天气影响，训练场上悄无
一人。帐篷里，官兵们正在听连长马冬
园讲军事理论课。这段时间，马连长连
着一堂课一堂课地讲，大家耐着性子听。

眼瞅着帐篷外雪花飞舞，马冬园此
刻最想做的事，是带着官兵冲进风雪，
好好舒展一下筋骨，做一做战术动作，
真刀真枪练一番。可一想起郑永强的
“前车之鉴”，他那种冲动又不得不平复
下来，咬着牙把视线挪到书本上。马冬
园给自己打气：坚持就是胜利。

想训摸不到门道，训时又放不开手
脚。这让官兵心里装着几分无奈、几分
憋屈。

难道整个冬天就这样“猫”下去？也
有连队大胆组织训练，呈现的场面却是：
官兵不敢放开跑放开跳，以往干净利落
的“三步登车”变成了“慢动作”……

一位团长坦言，极寒缺氧条件下，
官兵其实也一度存在错误的补偿心理，
觉得在如此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都
是问题，还那么拼干什么？单论艰苦程
度，在这里“躺着就算奉献”。

但问题是，躺着能打胜仗吗？
躺着的确不能打胜仗。可一旦出

了安全问题，造成一定的后果，责任谁
来负、谁敢负？
“练还是不练？”这个原本不是问题

的问题，现在却成了“艰难抉择”。
其实，问题也没有那么复杂。一次

连队组织讨论，某火力团战士陈明问了
连长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到高原
究竟是干啥来了？

答案有很多种，可“猫冬”肯定不是
正确答案。
“必须做出改变！”该师一名主要领

导说，官兵的冷暖疾苦各级都放在心
上，那么战斗力的涨落起伏更应被每个
人放在心上。

走出误区

高原驻训不是仅

仅为了生存下去，而是

为了能打仗、打胜仗

“我们当前对军事训练的认识确实
存在偏差，问题主要出在师党委这里。”
议战议训会上，师领导带头反思。

该师组成考核组对各团军事训练
水平进行考评，结果显示，基层经常性、
基础性战备工作落实不够扎实。

师党委班子深刻自省：“过去的一
段时间，驻训高原我们将工作重心放在
了加强过冬保障上，想着法子把官兵
吃、住、乐搞上去，而在一定程度上没有
保持练兵备战的高标准、严要求，只求
过得去，没求过得硬。”

有几个现象被摆了出来——
过去，某团机关为保障部队顺利过

冬想了不少办法，板房、煤炭、保温篷布
一趟趟运往驻训地，还有文化娱乐的投

篮机、唱吧……
各营都建起了野战文化俱乐部，连

里也有图书室、娱乐室，唯独没有室内
训练场所。

机关下基层检查，对占用正常训练
时间干杂活、出公差大多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如果哪个单位在过冬准备上出
了纰漏，一定会被郑重其事地记录在
案，当天晚上就会被讲评通报，搞不好
还要写“情况说明”。
“这一现象，正是和平积弊的体

现。”在某合成团三营营长王晓磊看来，
抓好过冬保障，目的在于更好地练兵备
战，让官兵不因衣食住行而烦恼，并非
一味追求生活质量。

其实，基层官兵心里也着急。某团
侦察连技师彭尚说：“我原本做好了上
高原吃大苦的思想准备。惊喜的是，在
组织关怀之下，有了给力保障，很暖
心。可训练上不去，心里发慌呀！”

在某种程度上，该师探索部队大规
模高原过冬方法路子难以达到“鱼与熊
掌兼得”，走一些弯路在所难免。但关
键问题在于：如果战争明天爆发，能不
能拉得出、打得赢？这才是所有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围绕“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高原
寒冬”这一议题，一场大讨论在该师官
兵中展开，逐渐形成共识：高原驻训，高
寒和缺氧虽然可怕，但并非不可战胜，
敢于挑战才是军中男儿本色。

某合成团下士冯玉哲引用一句歌
词，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请战书”：不
能打仗，国家要咱干什么；不打胜仗，人
民养咱干什么……这个道理当兵的记
心窝！

冲进风雪

高原冬季练兵，既

要“烧卡路里”，更要

“烧脑”

喘着粗气，某合成团上士刘远祥爬

上了临近宿营地的一座山包。不顾两
腿发软、心跳加速，他赶紧摊开地图找
点定位。

放眼望去，白雪茫茫，地图上标示
的点位早已被积雪覆盖。刘远祥睁大
眼睛仔细对照，仍一无所获，只好通过
电台汇报：“任务失败，请求返营。”
“不练不知道，一练吓一跳。”刘远

祥感慨，“当了 10年指挥班班长，第一次
出现连按图行进都搞不定的情况。如
果是在战场上，我可能已经带着全班战
友‘光荣’了！”

这是该师开展高原冬训的一段小
插曲。面对陌生环境，他们从基础课目
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官兵高原高
寒环境下训练适应性，循序渐进地增加
难度、强度。

为了使组训更科学，该师与邻近的
野战医院联系，邀请高原病专家为官兵
开办知识讲堂，并对训练进程科学筹
划。

像郑永强这样的“武教头”，终于有
了用武之地。他们严格按计划落实训
练，班里战士再也没有出现过高原病的
症状。
“抓住难得的机遇和挑战，讲求科

学练兵，部队战斗力就会实现质的跃
升。”该师领导认为，高原冬季练兵，要
把握客观规律、科学统筹规划，处理好
“烧卡路里”和“烧脑”之间的内在关系，
既要锤炼“铁脚板”，也要锻造“金钥
匙”。

某合成团二营营长韩伟对此深有
感触。一次实弹射击，由于没有掌握严
寒条件下的射击要领，营里的“金牌射
手”杨峰兵首轮7个目标只打中了2个。
“战车是我的老伙计，但上了高原，

它的‘脾气秉性’和平时大不一样。”射
击结束后，杨峰兵组织全营射手探索极
端条件下的射击要领，教材翻了好几
遍，笔记记了一大本，就连靶纸边上都
写着心得。
“武器装备内部机件受冷收缩，战

技性能异于平常。对于这种特殊情况，
教材上是没有具体数据参考的，要靠我
们一枪一弹摸索出来。”半个月后的又
一次实弹射击中，杨峰兵和他的战友们
按照实践总结的“极限射击法”，炮响靶

落。他兴奋地说：“这半个月的努力没
有白费！”

极限射击、极限越障、极限出动……
这些被冠以“极限”的名称，都是该师官
兵在风雪中琢磨出来的，蕴含着宝贵经
验。还有那一组组新鲜出炉的数据，填
补着特高寒条件下遂行作战任务的一个
个空白。
“ 打 仗 不 看 季 节 ，训 练 不 分 冷

暖。”面对燃爆高原的练兵热情，该师
领导头脑清醒：“尽管已经取得了一
定成绩，但面对实战，我们要走的路
还很远。”

瞄准未来

“意料之外”是战

场常态，高原过冬驻训

其实是在倒逼官兵真

正树起实战意识

尽管在高海拔高寒地域练兵备战，
但操场与战场间的差距仍旧一目了然。

该师按照实战标准，对基层营连
“临战课目”进行阶段性检验考核，某合
成团三营五连被抽中“高原山地连进攻
战斗”课目。

考核开始，全连官兵依令而动，开
辟通路、重点破袭、追剿残敌……一系
列动作紧张有序，一举拿下“敌”指挥
所。战斗结束，令官兵惊讶的是，考核
成绩被评定为“不合格”。

考核组现场揭晓了答案——
穿插分队选择的进攻路线在山的

背阴面，这样虽然达到了隐蔽效果，但
一旦天候恶劣，积雪可达 1米以上，会严
重影响通行，阻碍作战协同。

下车战斗时，连长统一下达停车口
令，没有注意有 3 辆装甲车停在了水
中。载员一下车，就踏入小腿深的冰
水，靴子和裤腿全湿，这在高原极易造
成非战斗减员。

装备抢修时，故障车辆停在白茫
茫雪地上，构筑伪装时暴露在“敌”反

装 甲 火 器 射 程 范 围 内 ，成 了“ 固 定
靶”。

对此，连长余能源口服心服。“考核
前，我们曾预想了多种可能发生的意外
状况，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意料之
外’。”
“‘意料之外’是战场常态。”在该师

领导看来，一支部队的未来取决于它的
实战能力，高原过冬驻训其实是在探寻
怎样走向未来，如果始终抱守“意料之
中”的思维，在高原上吃再大苦受再多
累也于战斗力建设无益。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该师各级指挥
员尽可能设置实战场景，倒逼官兵真正
树起实战意识。
“如果在战场上，敌人会放任我们

摧枯拉朽吗？”“敌战车会一动不动等我
们瞄准吗？”“敌机会像我们设想的那样
只从正面出现吗？”……各式各样刁钻
问题提出来，让官兵不得不研究应对方
法。

如今，战场思维在倒逼中逐渐印入
官兵脑海，并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
动——

高原装备启动困难，各分队依据
作战需求，常态化设置“游动炮”“机动
车”，全时处于待发状态，以应对随时
可能出现的“敌情”；高原地下水位受
气候影响较大，他们一改以往宿营地
选择地势平坦、靠近水源的惯例，结合
天候、水文、地形、任务需求等因素综
合考量，避免出现“半夜抗洪”的尴尬；
高原冻土施工困难，以往为了省时省
力，疏散掩体多以班为单位构筑，如今
都是距离、深度、维度均符合战备标准
的单兵掩体……
“上一次高原要有一次进步。”在全

师干部大会上，一位师领导讲道：我们
必须让身体适应高原环境、思维对接高
原战场，赶在“敌人”前面解决好制约战
斗力建设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拥抱
未来、赢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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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风雪高原最为“冷酷无情”的时令。

官兵们可从很多细节上，真切感受到这里的冬

天：狂风暴雪总是说来就来，有时一夜过去，积

雪便把帐篷堵得严严实实；极寒的低温仿佛要

冻结一切，在室外活动不足5分钟，眉毛上都是

冰碴儿……

在如此地域和环境中开展实战化训练，新疆

军区某合成师其实并没有太多经验可借鉴，也没什

么“前路”可循。翻阅往年的冬训数据，虽然不少部

队有过“征战”记录，但系统性的经验少之又少。

人员、装备置于恶劣环境，练什么、怎么练、

练到什么程度？能不能经得起考验，闯出一条驻

训新路？这成了上至该师党委一班人、下至普通

一兵需要认真面对和着力解决的现实而紧迫的

问题。

新疆军区某合成师官兵在海拔5000余米的雪域高原开展冬季大练兵活动。图为官兵进行匕首操训练。

胡碧渝摄

锐视点记者调查

从科学角度来看，海拔5000米以上

的确不适合生命生存，尤其面对零下数

十摄氏度的极寒，在这里开展练兵备战，

对官兵生理心理带来的挑战非比寻常。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求贴近战场的

实战化训练。然而，我们应该去何处寻觅

这样的练兵场？某合成师的这次高原冬

季驻训就可谓一次接近战场的良机。

高原过冬备战毕竟不是儿戏。随着

时间推移，不少官兵会习以为常地将其

等同于寻常驻训，觉得苦是苦了点，总会

有结束的时候，没有从内心真正重视起

来，难免影响训练效果。

其实，高寒也好、高原也罢，并不那

么可怕。1950年长津湖的冬天，志愿军

官兵顶着极端严寒坚守阻敌，给予“武装

到牙齿”的敌人以迎头痛击；1962年红山

头的冬天，我军将士在海拔5300余米首

战首捷，捍卫了领土主权完整……类似

的战例还有不少。可以说，先辈能做到

的，我们一样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

要有战胜艰险的勇气。我军的发展

史，就是一部敢于挑战不可能、不断战胜

艰难险阻的奋斗史。未战先怯只会被动

挨打，一往无前才能夺得胜利。面对高

原的极寒缺氧也是如此，我们要一手抓

好过冬保障，让官兵心中无忧；另一手更

要抓好战斗精神培育，让官兵直面高原

风雪，即便在最艰苦的环境，也能燃起最

昂扬的斗志，无惧艰险、无畏练兵。

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无数战争实

践启示我们，如果只是循规蹈矩、按部就

班开展训练，我们永远都会慢战争一步、

输敌人一筹。要敢于颠覆习以为常，善

于打破经验教条，借助诸如高原驻训时

机，转变平原练兵的惯性思维，摒弃守摊

求稳的传统习惯，大胆创新训法战法，向

和平积弊开刀，向高原要战斗力。只有

在平常训练中把自己逼到绝境，到复杂

战场上才会得心应手。

要有刀口向内的勇气。练兵备战时

不我待，我们不能抱希望于“我的弱项敌

人并不知晓”，或是“我所面对的困难敌

人也同样会有”，而是要以“战争下一秒

就爆发”的紧迫感，抓紧补齐练兵短板。

切实认识到，早解决一个问题，战斗力就

会多一个生长点，面对未来也会多一分

胜算。

大雪飘落，寒冬漫漫。温室之中长

不出参天大树，严寒之下可以淬炼出高

原劲旅。何以仗剑保家国？答案就在漫

天风雪中。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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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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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合成部队的高原突击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雪振 冯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