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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连走廊墙上，贴着一张表，上面罗

列着各国特种部队训练课目的世界纪录，

以及历年来的连队纪录。

最早的一条信息可以追溯到 1984 年。

当时，单位成立“特种营”，开设了 39门相关

训练课程，一个周期从 1年到 3年不等。对

于当时的官兵来说，那些今天看来比较容

易的课目，训练难度其实非常大。

37 年过去，我们的训练课目更多了，

训练强度和难度更大了，训练体系也一步

步从单兵走向团体。

墙上这张表，刻在了一代代八连官兵

心中，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

2008 年 12 月，我入伍来到八连。13

年过去，我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连长。

这些年，我亲历并见证了这支特种作战力

量的快速转型。

在我心中，也有一张表——与世界各国

特种部队相比，我们还很年轻。对标世界精

英特种部队，研究他们的战术、体能训练理

论，有助于我们创造更好的训练平台，一步

步接近世界纪录乃至刷新世界

纪录。

今年以来，我们连每周研

究一次战例、开一次训练形势

分析会，官兵专业训练成绩有了较

大提高。只有不断提升特种专业素

养，我们这支队伍才能更快地走向

世界，走向胜利。

对标世界纪录

■八连连长 罗存林

新时代，特种部队的转型，不仅是作

战方式的改变，更是训练理念的升级。在

八连待了 6 年，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

2018 年，我备战“体能与战斗技能”国

际军事比赛。集训之初，我们的训练量很

大，但收效甚微。即使我拼命练，仰卧起

坐也只能达到 700 多个。

在那之前，连队组训模式很简单：谁

体能好，谁组训；什么不行，就猛练什么。

这样缺乏系统性的训练体系，存在了

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连队转变了组训观

念，邀请相关专家教授，制定科学训练方

法，我的成绩由此突飞猛进。

最终，在国际赛场上，我以优异成绩

夺得金牌，为中国军队争得了荣誉。

回国后，我担任连队军体教员。组训

时，我将重心放在规范官兵训练动作上，科

学纠正大家训练时的错误动作，规避训练

伤带来的隐患。大家训练积极性得到大

幅提升。

升级训练理念

■八连中士 侯睿睿

在第 76 集团军某旅八连荣誉室，陈列着一

把特殊的 81 式自动步枪。

弹夹变形，枪托裂开，整个枪身被铁锈覆

盖，上下护盖及握把已不见踪影……这把曾在

战场上击毙敌人的步枪，如今已无法再射出一

颗子弹。

一把残破的枪，为何要珍藏至今？在一旁

标识牌上，记者找到了答案：这是连队老指导

员张新奎在一次战斗中使用过的自动步枪。

服役 20 多年，二级军士长陈明已经记不

清，自己进过多少次八连荣誉室。张新奎指导

员的事迹，他耳熟能详。

每 次 凝 视 这 把 残 破 的 枪 ，陈 明 都 仿 佛 看

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战场。这把枪，向他传递

着一个最简单、最直白的道理：向战而行。

这些年，八连的向战之路，也是一支特种作战

力量的改革之路。作为一名狙击教员，陈明在狙

击教学中经历的变化，是整个连队改革的缩影。

改革，意味着机遇与挑战。2000 年，陈明

入伍来到八连。“现在看来，那时连队对狙击手

的要求很简单，和狙击步枪操作手是一个水

平。简单来说，会用就行。”陈明说。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特种部队狙击训练方

式逐步改变：从非整百米射击到多种姿势射

击，从改变靶子形状到改变靶子运动状态，从

加上战术背景到融入体系作战……

狙 击 的 强 度 、难 度 、复 杂 程 度 逐 渐 提 升 。

2017 年，狙击手正式融入了新出现的特战小

队，开始向模块化组合训练转变。

“改革的过程，是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

很痛苦。”对陈明来说，这其中的每一次变化，

都是巨大的挑战。

机 遇 和 挑 战 ，如 同 硬 币 的 两 面 。 20 多 年

来，陈明一步步摸索、学习，成为陆军唯一的高

级狙击技师。

每当夜深人静，荣誉室展柜里那把残破

的枪，不时会浮现在陈明脑海中。

“有时候，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待太

久 ，容 易 失 去 对 战 场 的 敏 感 。”陈 明 说 ，

“每当懈怠时，我都会用这把枪激励自

己。”

当连队的转型脚步迈入新阶段，

八连官兵用勇气推开胜利这扇大门，

坚定地迈向下一个战场。

左图：5 月 25 日 ，第 76

集团军某旅“天狼突击队”

进行反渗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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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尽头，一群黑影从日出光亮里跑来。

脚步声与呼吸声，在安静的氛围中被放

大。连续奔袭十几个小时，汗水从“天狼突击

队”少尉林治世脸颊滴落。

疲惫，写在林治世和战友们的脸上。绝

大多数漫长战斗中，最考验人的往往不是体

能和战术素养，而是精神和意志。

此刻，林治世正经历着体能和精神的双

重考验。20 多年前，更艰巨的考验，发生在他

所在的八连——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

继续向现代化精兵之路砥砺前行。与此同

时，在中国地图西北角，八连走到转型的十字

路口，迈出了走向特战的第一步。

20 多年过去 ，时间来到一个特殊节点 ，

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世界的目光聚焦

中国，也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人民

军队。

作 为 军 队 改 革 的 一 个 样 本 ，“ 天 狼 突 击

队”再度引起人们关注。

从“雪枫模范投弹连”到“三等战功连”，

从“好作风八连”到“‘硬骨头’六连式连队”，

从“ 团 结 战 斗 模 范 连 ”到 现 在 的“ 天 狼 突 击

队”……

追踪第 76集团军某旅八连的“进化”轨迹，

一位军事专家感慨：“中国军队只用了很短的时

间，取得了很多国家特种部队一个世纪的发

展。”

很少有人看到，这些成绩背后有一群相

似的年轻人。他们忠诚、坚毅、勇敢，从日出

的光亮里跑来，永远奔跑在追赶时代的路上！

勇 气

在历史坐标上相遇

“累！”中尉张余川瘫坐在地上，接过战友

递来的运动冰肌喷雾，直接喷在自己脸上。

当一整瓶葡萄糖注射液灌进喉咙，笑容

再次绽放在这张青春洋溢的脸上。“好甜，像

蜂蜜一样。”张余川一边说，一边拍了拍沾满

泥土的裤脚。

在军校，张余川学的是炮兵及步兵相关

专业。下部队不满一年，“天狼突击队”的训

练对他来说，“实在有点吃不消”。

连队新任指导员李柏林的经历和张余川

差不多。“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李柏林不断给

自己打气。

“刚一来，他就给自己送了一份‘大礼’。”

连长罗存林告诉记者，“前段时间，连队需要派

一支分队前往高海拔地区执行任务，指导员就

把自己派过去了。”

高海拔地区严重缺氧，每当体力透支时，

李柏林脑海中总会闪现一组画面——

20 世纪 80 年代，连队领受了上级赋予的

“特种营”试验任务。其间，连队奔赴边境，经

历了一次惨烈的战斗。

那时，连队奉命对某高地敌人实施袭击

捕俘。在完成任务撤离途中，连队遭遇燃烧

弹袭击，回撤通道瞬间变成火海。

面对险情，时任指导员张新奎 5 次冲进火

海抢救伤员。第 6 次返回抢救战友时，他不幸

倒在了熊熊烈火中。

那 一 年 ，张 新 奎 年 仅 30 岁 ，党 龄 11 年 。

中央军委授予他“舍身救战友的模范指导员”

荣誉称号。命令中写道：“张新奎同志对党的

事业有强烈的责任感……全军同志要以实际

行动向他学习，把张新奎的崇高思想和宝贵

精神在全军发扬光大。”

在老指导员张新奎先进事迹的激励下，

李柏林圆满完成任务。这一刻，他第一次感

觉自己真正成为这支英雄连队的一员。

仿佛时空的置换，相似的精神在历史坐

标系上相遇。

那场大火，穿越时空，点燃了“天狼突击

队”官兵的精神烽火。追赶时代的道路上，他

们永远不缺浴火涅槃的勇气。

底 气

穿越900米的云层

高度 1500 米，云层厚度 900 米，能见度不

足 10 米。

在俄罗斯上空，“天狼突击队”特战队员

们遇到了转型以来最危险的一次跳伞——这

是他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气象条件。

这是一次中外联演中出现的一幕。由于

跳伞危险系数过高，大多数参演国家的特种

部队均表示放弃。

巨大的风险面前，是进还是退？抉择落

在指挥员张宝明身上。

“真正的特种兵，要做出合理、准确的判

断和应对。”张宝明说，“冷静分析后，我选择

相信这些年轻的特战队员。”

这 支 年 轻 的 队 伍 中 ，党 员 比 例 超 过

90％。他们始终冲锋在最前沿，在国际赛场

展示了中国特种兵的能力与勇气。

信任背后，是这支部队在转型路上的艰

苦跋涉。

“当年，八连没有任何伞降教材，也没有伞

库，只有几具最基础的伞具。”连长罗存林说，

“那时的我们，就像是被时代甩开的特种兵。”

转型是必然，跟不上时代注定被时代淘

汰。1998 年，伞降技师王国林和几名战友从

空降兵部队来到该连所在大队，带来伞降技

术，也为“天狼”插上一双“翅膀”。

那时，刚入党 2 年的王国林和特战队员们

一起迈入了新的成长阶段。

数据也许是枯燥的，但它简单又极具说

服力——20 多年，2000 多次跳伞，王国林创下

了陆军特种部队个人伞降次数之最，也成长

为一名一级军士长。

从单一伞型到多种伞型，从小组跳伞到

建制跳伞，从内陆平原到雪域高原……这些

脚步不仅见证了王国林的军旅生涯，更见证

着这支特种部队的蜕变。

如今，“天狼突击队”已经能够完成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伞降任务。除伞降外，狙击、

崖壁攀援、特种驾驶……训练课目的变化，成

为这支部队成长路上的一个个注脚。

当时代的舱门打开，望着 1500 米的高空，

这支年轻的特种部队拥有了一跃而下的勇

气。但在 900 米厚的云层中，这些年轻特战队

员拥有了一穿而过的底气。

志 气

永远向着胜利奔跑

在“天狼突击队”，每天的晚点名都像一

场特别的荣誉仪式：全连齐唱连歌，接着喊出

“雪枫模范投弹连”“三等战功连”“好作风八

连”“‘硬骨头’六连式连队”和“团结战斗模范

连”5 个荣誉称号，然后高呼连魂、连训……

文书胡浩每次都喊得嗓子“冒烟”。最让

他难忘的一次点名，发生在 3 年前——

那年，连队邀请退伍老兵回到连队参加

纪念活动。以往点名，如果被点到的人不在，

战友会代答“值班”或“哨兵”。而那次点名，

念到未到人员名字时，胡浩听到的却是“牺

牲”和“病故”。

在那些老兵面前，胡浩觉得自己像个“新

兵”。

将视线拉远，在世界特种部队发展史面

前，“天狼突击队”又何尝不是“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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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半个世纪

后，“天狼突击队”才诞生在中国。

不能面向世界，就可能被世界抛弃；不能

面向未来，就可能没有未来。

“天狼突击队”第一次与世界特种部队接

轨，还要追溯到 2002 年。

那年，时任副连长黄和平赴委内瑞拉“猎

人学校”参加集训，带回了国际化的特种兵训

练方法。数年后，该旅建成了中国西北首家

“猎人基地”，开始了“魔鬼周”训练。

如今，“猎人基地”早已对外开放，和外军

进行深入交流。随着作战体系的变化，特战

也从单兵作战慢慢走向小队协同。

“天狼突击队”队员的胸标和臂章上，印

着他们自己设计的狼头标志。

“狼群，是最有团队精神的动物群体。”李

柏林说，“团结，才能走向更大的舞台，走向更

远的战场。”

追赶时代，走上世界舞台。“特战”一词，

正被这群年轻人塑造，但特战的内核恒久不

变——适应不同的时代，取得永恒的胜利。

未来不容轻慢，胜利不容有失。这是这

支年轻特种部队面对世界、面对未来的雄心

壮志。

上图：5 月 30 日，第 76 集团军某旅“天狼

突击队”在高原上组织体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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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集团军某旅八连—

永远奔跑在追赶时代的路上
■本报记者 谭靓青 特约记者 王钰凯 特约通讯员 陈 萌 马 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