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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高原，陆军某部摩步四营一

场战斗体能训练如期展开。官兵人人

负重 25 公斤，进行 20 公里雪地拉练。

面对高寒缺氧的严峻考验和沿途不断

的突发情况，官兵们愈战愈勇，始终斗

志昂扬。

“战争在任何地方都可能打响，越

是 环 境 恶 劣 越 要 培 塑 官 兵 的 战 斗 精

神。”某旅参谋长王晶介绍，高原驻训

以来，他们结合任务开展“我们距离打

赢还有多远”“假如明天上战场，你准

备好了吗”等群众性大讨论，组织战地

宣誓、战旗签名、立“军令状”等活动，

着力破除官兵“骄娇”二气，砥砺官兵

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

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既要

敢闯炮火硝烟的战阵，也要经得起复

杂恶劣环境的考验。为提高官兵抗缺

氧抗严寒能力，某侦察连常态化开展

高原负重爬山训练，从体能到心理，从

严磨砺和摔打官兵。

“就像背着一座‘小山’爬大山，脚

像踩在了棉花上，走路一步三喘！”上

等兵陈宁身体素质较弱，初上高原时，

训练强度稍大，就会眩晕。此次训练

中，他蹚着积雪，咬牙一天天坚持着，

从十分吃力到逐渐适应，有了更多战

胜艰难困苦的底气。

“不想打仗别穿军装，怕苦怕死别

上高原。”如今已完全适应高原环境的

陈宁，话语中充满自信和从容。从吃

不了苦到以苦为乐，官兵们在锤炼顽

强战斗作风的同时，也明白了军人的

责任和担当。

练兵之道，胆气为先；淬炼胆魄，

无畏高原。记者穿行各驻训场看到，

针对高原高寒缺氧等特点，驻训部队

积 极 开 展 极 限 训 练 ，把 官 兵 置 于 险

境 、困 境 、绝 境 中 练 心 理 、壮 气 魄 、强

作风。在一处雪山垭口，数十名预提

指挥士官齐声呐喊，顶风冒雪练格斗

拼技能，在砂石遍布的场地进行硬碰

硬 的 较 量 ，一 些 战 士 的 脸 、手 臂 等 部

位 在 对 抗 中 受 了 伤 、挂 了 彩 ，可 大 家

全然不顾。

“心中有使命，就能忘却苦累！”夺

得格斗对抗冠军的上等兵蔡子磊说起

话来掷地有声：“摔倒、掉皮、流血已成

为训练的常态，但我们骨子里永远流

淌着不服输的血液！”

“作为军人，就是要把技能练到极

致、把武器用到极致，决不能让生命禁

区成为打赢盲区！”某旅副参谋长王剑

告诉记者，高原驻训以来，他们将技能

训练、武器运用摆在突出位置，全旅官

兵真打实备、以战领训、抓训为战的思

想更加坚定，措施更加有力——

某 工 事 构 筑 阵 地 ，连 长 李 俭 带

领 骨 干 总 结 出 的“ 挖 、修 、垒 、封 、

掩 ”五 步 法 ，使 阵 地 构 筑 时 间 比 过 去

缩 短 了 近 三 分 之 一 ；某 迫 击 炮 训 练

阵 地 ，士 官 谭 琳 琳 计 算 上 千 组 数 据 ，

利 用 瞄 准 点 代 替 赋 予 射 向 ，迫 击 炮

射 击 准 备 时 间 比 以 往 缩 短 了 2 分 半

钟 ……

在某摩步营，他们借助高原复杂

的 环 境 ，用 快 速 阵 地 转 换 、限 时 机 动

行 军 、临 时 切 换 目 标 的 方 法 ，培 养 官

兵 随 时 能 战 的 战 备 观 念 ；用 定 量 供

给 、连 续 作 战 导 调 、超 负 荷 行 军 的 方

式 ，培 育 官 兵 坚 韧 不 屈 的 意 志 品 质 ；

用 特 殊 路 段 通 行 、无 依 托 宿 营 、微 光

条件作战等手段，培塑官兵不惧生死

的牺牲精神……越是艰险越向前、越

是 饥 饿 越 向 前 、越 是 疲 劳 越 向 前 ，在

这个营已成为官兵的自觉行动。

训练模式在变，考核方式也跟着

变。该部把考战术打法与考战斗精神

一体筹划设计，用“大路不走，走险路；

营房不住，住戈壁；白天不打，夜里打”

等严格条件，检验锤炼官兵“敢同任何

对手较量、敢把一切险阻踩在脚下”的

精气神。

血性是信仰与本色的熔铸，是灵

魂与本事的交响。战鼓催征，练气练

胆，铸剑砺锋，一幅幅恢宏的高原演兵

图景透射出官兵激昂的打赢豪气。

生命禁区激荡打赢豪气
—陆军某部利用驻训契机砥砺官兵战斗精神见闻③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王光耀

“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锤炼

血性胆气，锻造战斗精神，离不开急难

险重任务的摔打磨练。

军人的战斗血性既要靠红色基因

浸润，更要靠艰苦环境磨砺。我们欣

喜地看到，在陆军某部高原驻训场上，

野外生存训练、生疏地形战场机动、不

经预演全员全装拉动成为常态，官兵

们在近似实战环境中不断淬炼胆魄，

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面对担负的新职能新使命，广大

官兵需要自觉从难从严加强锻炼，在

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挑战自我，在

置身血与火的考验中锤炼意志，如此

方能锻造出坚不可摧的精神利刃，练

就一副能担重任的铁肩膀，成为制胜

未来战场的精兵强将。

当 然 ，从 辩 证 的 角 度 看 ，在 培 育

战 斗 精 神 的 过 程 中 ，我 们 既 要 从 难

从 严 从 苦 从 险 ，也 要 坚 持 实 事 求 是

的 科 学 精 神 ，不 蛮 干 、不 胡 来 ，只 有

将 两 者 有 机 统 一 起 来 ，才 是“ 艰 难 困

苦，玉汝于成”的正确之道。

一言以蔽之，战斗精神不是与生

俱来的，而是经过一点一滴的长期培

养和艰难困苦的反复锤炼形成的。无

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武器装备如何

迭代，每一名军人都应该注重战斗精

神的培育，因为精神才是永不卷刃的

制胜刀锋。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张磊峰

特别策划

短评

值班员：第 74 集团军某旅火箭炮营

教导员 罗 桂

讲评时间：7 月 8 日

近段时间，我发现不少新兵同志收

到家里寄来的特色菜，并带到饭堂与战

友一起分享。与战友分享家乡的特色

菜肴，初衷是增进战友感情，还可以了

解各地民俗，出发点是好的，但我认为

不值得提倡。

一方面，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不少

菜肴、特产经过长途运输，难免发生变

质，给我们带来食品安全隐患；另一方

面，倘若大部分人都分享家乡特产，无形

中也会助长攀比之风，给一些同志造成

压力和负担。

因此，我们不提倡同志们这样做。

如果家里确实已经寄出，大家收到后也

应交由炊事班进行检查和加热处理，确

保在没有变质的情况下，落实好菜品留

样制度，再上到餐桌。

下一步，营里将对伙食满意率展开

问卷调查，欢迎大家多提建设性的意见

建议；同时，我们更提倡大家把家乡的红

色故事、历史名人等在教育课堂分享，为

战友送上“精神食粮”。

（黎 斌、杨东龙整理）

增进感情，无须频频分享家乡菜

值班员：第82集团军某旅二营教导员

朱国斌

讲评时间：7 月 9 日

今天我们组织了一次营门口消防演

练，从结果来看，大家都能认真对待，基

本完成了任务。但是，当我临时增大“风

速”这个变量时，抢救组、后勤保障组组

长还是按照惯性思维，完成自己的任务

后就准备将队伍带开，没有及时协助灭

火组，迟滞了灭火时间。

消防演练是防止营区遭受火灾侵袭

的有效手段，缩短灭火时间能够极大减

少不必要的损失。一旦火灾发生，各小

组倘若只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

不注重协同补位，看似各司其职，实则没

有形成合力，降低了灭火效率，错过了最

佳时机。

同志们，火场如战场，唯一不变的就

是变化本身。下一步，营里将继续完善消

防预案。大家在今后的演练中，也要自觉

摒弃惯性思维，强化补位意识，密切协同配

合，切实增强消防观念，提升灭火效率。

（韩佳洋整理）

消防演练，不可只顾一亩三分地

值班员讲评

“大家要以我为戒，不要因为贪图

钱财，差点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也

请珍惜那个在你犯错而不自知时，愿意

帮你改正的人，谢谢我的好战友郭二！”

在台上作完检讨，张奔朝战友敬礼

时，感激地看向我。四目相对，我俩会

心一笑，几天前的不愉快彻底烟消云

散。

上周六刚发手机，张奔就把我拉到

俱乐部，悄悄地告诉我，他近来发现一

个可以赚钱的小程序，每天花 15 分钟

就可以赚到 60 块钱。看着他一脸兴奋

的样子，我听后顿觉有诈，提醒他不要

误入网络陷阱，而且如果被上级知道肯

定会受到批评。

“我好心分享给你，你却不识好人

心！你去告诉领导啊！”谁知，张奔突然

火冒三丈，与我闹了个不欢而散。打那

以后，只要看见我，他都会远远绕开。

张奔和我是同一个新兵班的战友，

当时我身材瘦小，体能样样不合格，而

体能突出、热情开朗的张奔主动和我结

对子。在他的帮助下，新训结业时我的

体能也达到了良好水平，还被评为“进

步之星”。

从那时开始，我就默默告诉自己：

这个朋友交定了，只要张奔需要，我都

会全力以赴。可如今，这件事真是难住

了我。第二天，我特意做了功课，了解

到网上存在大量类似的骗局和陷阱，看

着好战友越陷越深，我也陷入了纠结之

中——是做个袖手旁观的老好人，还是

及时拉他一把？

夜里，我辗转反侧，在新兵连时张

奔拽着我跑步、陪着我加练的场景一个

个浮现在脑海。我终于作出决定：不能

看着他继续犯错，我得告诉指导员，让

组织帮助他，哪怕他一时不理解，哪怕

他误会我。

把 情 况 一 五 一 十 告 诉 指 导 员 后 ，

我心里如释重负。没过多久，指导员

就 把 我 和 张 奔 同 时 叫 到 了 连 部 。 指

导员啥话也没说，直接把他的手机打

开递给我们，只见网页上显示着一篇

警 示 网 文 ——“ 天 上 不 会 掉 馅 饼 ，认

清 网 络 新 骗 局 ！”张 奔 取 出 手 机 一 一

对 照 ，发 现 自 己 沉 迷 其 中 的 小 程 序

和 这 上 面 介 绍 的 一 模 一 样 ，他 这 才

恍 然 大 悟 。

羞愧难当的张奔主动向我道歉，还

向指导员报告连队目前有多名战友加

装了这个程序，正准备跃跃欲试。闻

言，指导员耐心地劝慰了张奔一番，让

他回去反思，并安排他在晚点名时现身

说法，给战友们提供警示。

“幸好张奔有你这样的朋友，否则

等我们发现，他可能已经陷进去了！”

指导员的话一遍遍在耳畔回响，我更

加坚定了自己的认识：真正的战友情

深，绝不是一味迎合，甚至包庇犯错，

而是在对方迷失自我的时候，能够主

动扯扯袖子拉他一把，就像这次我帮

助张奔一样。

（邹珺宇、王 晶整理）

关键时刻，我拉了战友一把
■新疆军区某团三营一连战士 郭 二

“到了中队，要尽快跟战士们打成

一片。”前不久，因岗位调整，我成了一

名基层指导员，赴任前，支队领导对我

郑重叮嘱。

可是，上任之初，战士们对我这个

新面孔似乎并不买账。我尝试着找他

们谈心，却发现大家只是一问一答，敷

衍了事。工作中，有战士遇到矛盾问

题 ，也 基 本 都 是 找 中 队 长 汇 报 思 想 。

平时战士们围在一块聊天，只要我一

现 身 ，分 分 钟 就 冷 了 场 ，场 面 好 不 尴

尬。

“吃在一张桌、住在一栋楼、练在一

个场，战士为何却把我隔在了‘圈’外？”

带着疑问，我找到上任指导员，将心中

困惑和盘托出。

“坐在办公室里，拿着笔记本跟战

士严肃谈心，你觉得他们会掏心窝吗？”

老指导员的一席话点醒了我。

一次文体活动时间，下士吴道丙在

台球桌前“摆擂”。战友们都知道他实

力不俗，几乎没人敢来挑战。

“我来试试！”我拿起球杆摆开架势，

没几分钟，就被吴道丙秋风扫落叶般击

败。“不如你教教我吧？”本想在一旁看热

闹的战士们万万没想到，惨败的指导员

竟然主动拜师，这是闹的哪一出？

“好，指导员，我教您！”吴道丙先

是一愣，而后爽快答应。一次次切磋

中，吴道丙慢慢放下防备，逐渐对我敞

开心扉。

尝到甜头后，我开始在日常工作中

留心观察，积极发现官兵身上的闪光点，

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走进战士的内心。

中士梁超杰不善言辞，显得有几分

“高冷”，给人不易接近的感觉。经过打

听，我发现他有健身的爱好。一次体能

训练时，我有意在他旁边推举杠铃。当

我被沉重的杠铃压住动弹不得的时候，

一旁的梁超杰赶忙帮我抬了起来，提醒

道：“指导员，一开始就举这么重的，很

容易拉伤肌肉。”

“才 50 公斤的杠铃片，没道理举不

动啊！”“主要是手握的位置不对，应该

握在这里。”他一边说，一边帮我纠正。

久 而 久 之 ，梁 超 杰 成 了 我 的“ 贴 身 教

练”，我们俩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带兵就是带心，带心先要知心。就

这样，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和战士

们的距离越来越近。

“指导员，来杀一局象棋”“指导员，

我想考学，您帮我辅导辅导吧”“指导

员，给我推荐一本好书呗”……从最初

对我不理不睬，到如今与我无话不谈，

我发现，只要动情用心，跟战士们相处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强整理）

赴任履新，我这样走进战士内心
■武警江西总队景德镇支队执勤四中队指导员 史雪晨

7月 8日，空降兵某旅将部队拉到茫茫戈壁组织炮兵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火力打击能力。图为一名战士正在观测

瞄准。 何 勇摄

谢小祺谢小祺绘绘

我好心分享给你，你
却不识好人心！你
去告诉领导啊！

珍惜那个在你犯错而不
自知时，愿意帮你改正的
人，谢谢我的好战友郭二！不要误入

网络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