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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仲夏时节，骄阳似火。武警广西总

队野外演训场上，一场无人机协同盲狙

课目演示正在进行。一名全身伪装的

狙击手纹丝不动地趴在某制高点草丛

中，通过无人机拍摄画面，观察着目标

运动轨迹。

“在无法直接目测判定目标方位的

情况下，狙击手仅借助无人机侦测回传

的图像，对目标实施精确狙击。这是对

狙击手心理素质和狙击技能的双重考

验！”机动支队特战大队大队长陈远宏

向笔者介绍。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方位 3-6、风速

1.2m/s、湿度 43%……”随着观察手提供

的数据不断完善，狙击手冷静扣动扳机，

只听“砰”的一声，子弹精准命中目标。

这位沉着冷静的特战狙击手，就是

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特战大队四级

警士长符立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

位曾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3 次的“王

牌狙击手”，却并非狙击专业出身。

2016 年，武警部队举办首届“巅峰”

特勤分队尖子比武竞赛，符立辉第一时

间报了名。可他拿到赛制规则时却有些

措手不及：擅长突击的他，还需要参加自

己未曾接触过的狙击课目比武。在短短

几个月内从一名狙击“小白”，成长为一

名优秀的狙击手，谈何容易！面对困难，

倔强的符立辉决意挑战“不可能”。

为练好狙击，符立辉不顾白天烈日

的灼烤，训练时一趴就是一天，身上的

皮肤被严重晒伤，晚上也常常琢磨到深

夜。经过几个月的攻坚克难，他的狙击

技 术 突 飞 猛 进 ：能 在 瞬 间 判 定 并 击 中

800 米以内的目标。

沙场“亮剑”，一战成名。“巅峰”特

勤分队尖子比武竞赛当天，符立辉克服

水土不服带来的不适，迎难而上，一举

拿下突击组第三名、狙击组第二名的好

成绩，跨入武警部队“特战尖兵”行列。

载誉凯旋的符立辉，没有沉浸在喜

悦中。征尘未洗，他再次迎接新的挑战。

2017 年，武警部队组织特战部（分）

队集训。作为武警广西总队的特战尖

子，符立辉刚到集训队不久，就遭遇了

“滑铁卢”。

那天和教员进行现场比武，教员右

手拔枪送出的同时，双手协力送弹上膛

击 发 ，枪 响 靶 落 ，而 符 立 辉 才 拔 枪 上

膛。教员严肃地对符立辉说：“战场无

亚军，生死一瞬间。只有首先保证绝对

快，才能掌握主动！”

教员的一席话，让符立辉感到醍醐

灌顶。此后的强化训练中，“快”成为符

立辉追求的新目标。为了提高速度，他

不断克服自己的出枪习惯，反复训练射

击动作。出枪、上膛、据枪、击发，日均

练 习 上 千 次 ，手 掌 虎 口 部 位 反 复 磨 出

血。“就为快一秒钟，这样做值得吗？”每

当集训战友这样问起时，符立辉总是微

微一笑，转身又专注投入到训练中。

结业考核当天，符立辉从容走上考

场，取得了首发弹 0.8 秒响枪命中、2 发

弹 1.5 秒命中、5 发弹 2.5 秒至少 3 发命中

的优异成绩。最终，他从 300 多名集训

尖 子 中 脱 颖 而 出 ，被 表 彰 为 武 警 部 队

“百名优秀士官”。

2018 年，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着

手研究地铁反恐作战课题。符立辉作

为经验丰富的突击手，主动请缨参与研

究地铁反劫持突袭。刚开始研究，符立

辉就遇到了难题：他尝试利用铁锤敲、

聚 能 切 割 器 破 窗 等 方 法 ，效 果 都 不 理

想，要么玻璃窗只破裂不脱落，要么玻

璃碴飞溅容易伤到人质。

面对难题，符立辉白天进行现地研

练，晚上反复查阅资料，经过一个月的

连轴转，他终于琢磨出新方法，既能让

破碎的玻璃快速脱落，还能让歹徒暂时

失去抵抗力。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有效

突入、靠边封控、交替搜索、快速识别、

果断打击的战法。为提升果断打击作

战效能，他探索总结出“快瞄快扣、两快

一稳”等训练方法，有效提高地铁反恐

作战效能，在全支队得到推广。

“一个人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

钉？只有将自己的能量辐射给众人，才

能发挥出最大的人生价值。”符立辉是这

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2019年初，符立

辉主动提出担任总队巡回教学组教员，

怀着满腔热忱投入军事教学工作。他沉

入一线收集各单位训练重难点问题，查

阅大量资料并结合实践经验挑灯备课，

先后撰写出《射击训练排除检查法》《某

式手枪快速识别射击》《步手枪多种姿势

转换射击》等多份教案，用于教学实践后

广受官兵好评，被总队表彰为“优秀教

员”，并入选“反恐特殊人才库”。

前不久，经组织考核推荐，符立辉

光荣地成为“武警部队十大标兵士官”

候选人。

左上图：符立辉近影。 陈 鑫摄

挑战永不停歇，勇者迎难而上。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四级警士长符立辉——

“特战尖兵”的淬火突击
■宋柳生 毛建峰 陈 鑫

本报讯 杨圆超、赵国帆报 道 ：

“小小红船开启跨世纪航程”“从党史

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走好新时代强军

路”……前不久，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

某场站官兵，利用业余时间线上观看

党史学习教育微视频，不时发表评论

感言。

“这是我们开设线上党史学习课堂

带来的新景观。”该场站领导告诉笔者，

针对官兵演训任务繁重、教育难以集中

开展的问题，他们以“奋进新时代、感悟

新思想”为主题，推出包括微授课、微直

播、微视频、微时评、微时事、微故事、微

讨论等内容的“七微”课堂，确保党史学

习教育全员覆盖。

他们每日在微信公众号推送“党史

百年天天读”内容，组织官兵分享学习

感悟；每周邀请一名基层党史宣讲员，

直播讲述党史故事；每月梳理推送一次

微时评，引导官兵掌握最新政策精神。

“讴歌英雄事迹、继承先辈遗志、

弘扬革命精神，党史学习教育凝聚强

军正能量，激励我们磨砺刀锋、向战而

行。”执行某保障任务结束后，官兵纷

纷在“微讨论”中分享自己的感想。笔

者了解到，该场站官兵坚持“微课”学

习打卡、定期讨论交流，一些官兵还在

休 假 途 中 自 发 拍 摄 红 色 场 馆“ 微 视

频”，为场站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鲜

活素材。

“战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临高角解

放公园烈士纪念碑前，前面不远处就是

当 年 解 放 军 渡 海 登 陆 作 战 的 主 要 登

陆点……”在汽车连党史学习教育课堂

上，一名休假回乡的海南籍战士，通过

视频连线带领大家重温革命先烈的英

雄壮举。该连指导员于克波告诉笔者，

“微直播”授课方式深受官兵欢迎，通过

革命旧址现场连线、红色故事现地直播

讲述，将官兵思绪拉回烽火岁月，不断

激发大家的强军豪情。

学史明理强军魂，学史力行践初

心。该场站官兵将党史学习热情转化

为练兵备战实际行动，近日圆满完成

多项飞行保障任务。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打造多维党史课堂

线上党史学习催生新景观

本报讯 谢成宇、蒲杰鸿报道：近

日，在新疆军区某旅党史学习教育课

堂上，女排长于璐与远在山东烟台的

父亲于树良视频连线，父女俩共同讲

述电影《地雷战》主人公赵虎的原型之

一——于璐的曾祖父、抗战英雄于化

虎的战斗故事，为全连官兵上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党课。

“当年，300多名日本鬼子向解放区

反扑，浑身是胆的于化虎身背 4颗石雷，

趁夜色潜入敌人必经之路埋雷，炸死鬼

子多名……”课堂上，于璐讲述曾祖父于

化虎的战斗故事。抗战时期，于化虎带

领民兵制造出 20多种地雷，数百次参加

战斗，给敌人很大杀伤。新中国成立之

初，于化虎被评为“全国民兵英雄”；2009

年，他被表彰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视频另一端，于树良在海阳市地

雷战党性教育基地讲述了其他细节：

“当年，爷爷冒着风险，多次秘密传送

情报；他把受伤的战友藏在家中牛棚

里，将仅存的食物全部让给伤员，宁愿

自己饿肚子……”

先辈故事震撼人心，授课现场气氛

热烈。“战争胜利后，曾祖父回到农村务

农。上级曾派人前来慰问，提出要将他

接到大城市居住，但曾祖父怕给组织添

麻烦，婉言谢绝了。”于璐的讲述让大学

生士兵王亚飞的思想深受触动。前不

久，王亚飞申请入党未能如愿，一度有

些泄气。听完于化虎的故事，他语气坚

定地说：“我要学习老前辈一心为党、淡

泊名利的精神。在今后的工作和训练

中，我要时刻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自觉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党课结束后，该旅官兵听党指挥、

卫国戍边的信念愈发坚定，练兵备战

热情更加高涨。

新疆军区某旅引导官兵将先辈故事搬上党史课堂

父女视频连线共话英雄史

盛夏时节，南国某军港。海军陆战

队某旅下士陈龙相继完成水下搜寻、水

面自救互救等课目。走下训练场，陈龙

告诉笔者，在“全科医生”的悉心指导帮

助下，自己的训练伤近期没有复发。

陈龙所说的“全科医生”，就是该旅

卫生队上士王刚。据了解，王刚参加解

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组织的训练伤

防治及康复技能培训后，利用学到的诊

疗技术，及时为陆战官兵进行健康普查，

对一些训练伤作一线初步处理。

“医疗保障连着官兵健康，我们积极

探索常态化组织训练伤防治及康复技能

培训，为基层部队培养一批‘全时在线’

的卫生骨干。”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

心主任白国刚介绍，半年前，该医学中心

的中医医学部骨伤科、康复医学科的专

家，奔赴海军陆战队某旅开展卫勤调研

和巡诊活动。专家们发现，陆战官兵在

组织高强度训练时，由于防护器材不配

套、科学训练意识有待加强，导致部分官

兵出现训练伤甚至反复发作，影响训练

成效。

针对这一现象，该医学中心与海军

陆战队某旅共同组建军事训练伤防治

与运动医学研究基地，定期在该旅组织

轮训班，让一线卫生骨干接受系统医疗

培训。他们系统传授防治理念和救治

方法，并结合陆战官兵实际训练课目及

时总结经验，将科学训练理念深植基层

官兵脑海。

“跳水时捂住口鼻并护住下体，保

持 身 体 重 心 。”在 水 面 训 练 场 ，来 自 该

医 学 中 心 海 战 伤 研 究 领 域 的 专 家 ，携

带 教 学 装 备 入 水 ，为 官 兵 示 范 水 面 自

救互救方法。“在海战伤专家的科学指

导 下 ，我 旅 基 层 卫 生 骨 干 业 务 技 能 提

升很快、伴随保障更有力，官兵自救技

能 进 一 步 加 强 ，训 练 伤 病 发 生 率 明 显

减少。”该旅领导欣喜地说。

据悉，该医学中心还针对海战伤展

开科研攻关，制作出适用于海上训练的

相关器具，助力陆战官兵训练。同时，

他们与海军陆战队建立定期巡诊机制，

推进“互联网+”建设，充分发挥远程医

学优势，及时为患病官兵进行诊治。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定期
组织海军基层卫生骨干培训——

“全科医生”服务陆战官兵
■毛 宇 杨季鑫 袁 帅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的一个重要

区别是，“大吃小”“多吃少”越来越让位于

“快吃慢”“精吃粗”。精兵作战是否需要集

中兵力？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和探讨。

“兵之贵合也。合则势张，合则力强，

合则气旺，合则心坚。”从《孙子兵法》中的

“我专而敌分”，到《战争论》中的“战略上最

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从马

克 思 所 说 的“ 战 略 的 奥 妙 就 在 于 集 中 兵

力”，到毛泽东同志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

歼灭敌人”作为指导我军作战的重要原则，

在历次战役中加以实践运用。足见，集中

优势兵力是古今中外军事家都十分重视的

一条作战原则。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现代战争

的战争形态、作战样式等已发生重大而深

刻 的 变 化 。 这 些 变 化 看 上 去 令 人 眼 花 缭

乱，背后仍有规律可循，根本的是战争的制

胜机理发生了变化。信息时代，战争诸要

素在战争制胜中的地位作用加速演变，突

出表现在能量主导向信息主导转变、平台

支撑向体系支撑转变、规模优势向精兵优

势转变、协同制胜向联合制胜转变。从作

战方式上看，过去那种集群式攻击正在让

位于精确打击；从安全防护上看，战场变得

越来越透明，兵力集中得越多，配置越密，

越容易遭敌攻击。

知战研战，方能胜战。冷兵器战争、热

兵器战争甚至机械化战争中，兵力几乎就代

表了战斗力，集中兵力的内涵就是规模集

中。而在信息化战场，信息网络技术可以将

陆、海、空、天、电、网等多维作战力量联结起

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中兵力的内涵

则深化为对各种形态的优势作战力量的聚

集和运用，并达成力量对比的有利态势。衡量集中兵力的主要尺度，不再单单

是兵力规模和兵员集中的密度，而是诸如信息力、控制力、火力、保障力乃至战

争动员力等要素的综合集中。

现代战争的时空特征发生重大变化，作战力量的数量规模优势并不完全等

同于制胜优势，这也给集中兵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正确认识集中兵力的

新内涵，探索集中兵力的新方式，既要注重兵力、火力等有形力量的集中，更要

注重信息、网络、电磁、认知域等无形力量的集中；既要注重物理能、化学能等能

量的叠加集中，更应注重信息网络广域聚能、精确释能的高效集中；既要把力量

集中作用于打击敌有生力量上，更应注重把力量集中作用于破击体系、整体控

敌制敌上，力争以快速、精准的动态集中，将分散配置的诸军兵种作战力量有机

融合起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作者单位：南部战区陆军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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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祉
璇

8月 8日，东部战区陆军某陆航

旅组织海上编队飞行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欢朋摄

8 月 4 日，第 78 集团军某旅组

织夜间实弹射击考核。

罗兴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