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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罗 斯 莫 斯 科 ，阿 拉 比 诺 靶 场 深

处，硝烟四起；中国新疆，库尔勒某训练

基地，战车轰鸣……

9 月 4 日，为期 14 天的“国际军事比

赛-2021”落下帷幕。今年 ，来自俄罗

斯、中国、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 40 余个

国家和地区的 277 支代表队，围绕 34 个

比 赛 项 目 展 开 角 逐 ，参 赛 人 数 逾 5000

人。在疫情防控形势仍较为严峻的情

况下，今年我军不仅恢复在国内承办赛

事，而且进一步开放办赛，并扩大参赛

规模，使参赛军兵种首次实现全覆盖。

除国内承办 3 项比赛外，我军共派出 17

支参赛队共 700 余名官兵出国参赛，圆

满完成了赛事任务。

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国际军事比

赛已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

开放型国际军事交流合作平台。纵观

赛事的成长之路，有什么已经改变，有

什么没有改变？这些变与不变之间，留

给了我们一连串的收获与思考。

变的是比赛项目
不变的是实战追求

变化，是战场永恒的规律。

“砰砰……”在“晴空”项目第二阶

段赛场，远处山谷里不时传来一阵阵高

射机枪射击的回声。这是今年“ 晴 空 ”

项目比赛规则中新增的内容——高射

机枪射击。

“引起‘晴空’项目内容变化最主要

的因素，是为了不断适应实战的需要，

符合陆军防空兵训练的实际需求和不

断提高训练水平。同时，国际军事比赛

本身也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项目设置

要根据实际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晴空”项目设计者、俄罗斯队裁判谢尔

久克上校表示。

水无常形，战无定法。自国际军事

比赛创办以来，不仅不少项目对比赛规

则、流程等进行了调整，同时还新增了

“子午线”“萨彦岭行军”“战术射手”等

实战性极强的比赛项目。

“国际军事比赛的准备工作和战斗

训练是不可分割的。”“国际军事比赛-

2021”总裁判长亚历山大·佩里亚杰夫

称，所有比赛都有军事考核的特点，而

不是简单的脱离实战的训练。

在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

区西萨彦岭山区，平均积雪深约 3 米、温

度在-15℃至 5℃之间，来自 7 个国家的

参赛队在这里度过了两天一夜。在“萨

彦岭行军”项目中，恶劣的自然环境模

拟的是真实残酷的战场环境。越野滑

雪、雪崩搜索、结伴滑雪、班组射击、伤

员后送……约 50 公里的行军中，需要完

成的 11 项任务紧贴实战，是开展雪山作

战搜救的必选课目。

一 年 又 一 年 的 比 赛 场 上 ，环 境 在

变、时间在变、规则在变，但始终不变的

是对实战化的追求。“比赛的目的不在

于一时的胜负与得失，更重要的是在军

事交流中进一步增强打赢能力，这也是

中国陆军办赛小组的共识。”中方办赛

小组副组长、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朱

晓辉说。

变的是新鲜面孔
不变的是胜利渴望

军人生来为战胜。

三步登车、启动点火、踩油门、松离

合……站在“苏沃洛夫突击”项目接力

赛的赛场上，作为单车赛备份车组，首

次走上国际赛场的车长李全杰、炮长戴

虎和驾驶员刘鹏，全都铆着一股劲，希

望一举夺得冠军。

登车、快速越障、侦测辐射源……在

库尔勒赛区“安全环境”项目比赛场地，

来自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的侦察员王兴，

是一名不到 20 岁的上等兵。同时，他也

是该中国参赛队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

位。

一张张新面孔、一个个新队员，无

疑给今年的国际军事比赛注入了新活

力。今年库尔勒赛区，参赛力量更加多

元，中方海军、空军、火箭军首次选派部

队 参 加 比 赛 ，为 赛 事 注 入 新 的 元 素 。

对胜利的渴望，是所有参赛队员共同的

追求。

从 2014 年开始，我军连续派队参加

和组织国际军事比赛，涌现出一大批扬

威国际赛场的训练尖子。“安全环境”项

目教练员宋伟坦言，此次赛前训练，这

些曾经的参赛者，把宝贵的经验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了今年的参赛队员，助推官

兵由赛场夺魁走向战场打赢。

在 激 烈 的 比 拼 中 ，每 个 参 赛 队 都

有自己的“诀窍”。在“苏沃洛夫突击”

项 目 赛 场 上 ，委 内 瑞 拉 参 赛 队 顽 强 拼

搏 的 精 神 赢 得 了 在 场 官 兵 的 阵 阵 掌

声 。 他 们 为 了 取 得 更 好 的 成 绩 ，在 通

过涉水场时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办法——

减 速 通 过 ，以 防 止 战 车 倒 退 而 被 罚

时。这样的策略最终让他们打破了自

己的纪录。

记者注意到，不同肤色、不同国家

的参赛队员在赛场迸发出来的力量，有

着极大的相似性。“无论是来自哪个国

家的军人，内心深处都充满了对胜利的

渴望，这种胜利不仅仅是最后获得的奖

牌，更是不断对自我的超越。每年来中

国参赛的各国参赛队，都在不断地追逐

这样的胜利。”“苏沃洛夫突击”项目赛

事组织者、陆军第 82 集团军某旅政委胡

建忠说。

变的是安全环境
不变的是和平希冀

和平，是对军人的褒奖。

军人因战争而生，漫长的人类历史

从来没有远离过战争的硝烟，但战争的阴

霾永远挡不住人们对和平与友谊的渴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古老的丝绸

之路，留下了一串串印证友善与和平的

足迹。在库尔勒赛区的文化交流中心，

各参赛国根据自己的风土人情和历史

文化等内容进行布展：俄罗斯馆内，从

摆件到民族服饰，从展板图片到装饰物

品，无不彰显着中俄两国睦邻友好的关

系和浓厚的民族特色；乌兹别克斯坦馆

内，传统刺绣和陶瓷盘子给参观者留下

了深刻印象……

“我们并没有把比赛简单地看作一

次竞争，而是真正把比赛办成‘朋友圈’

越来越大、信任感越来越深、受益面越

来越广的军事领域交流平台。”库尔勒

赛区翻译队队长刘万义说。

为和平护航，是中国军队永不缺席

的使命与担当。在俄罗斯沃罗涅日州，

伴随着悠扬的歌声，中方翻译详细介绍

着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一旁身着传统服

饰 的 中 方 官 兵 引 得 不 少 外 军 驻 足 拍

照。而另一旁播放介绍中国的视频短

片，也引得不少外军官兵现场学起了中

文。“文化交流活动架起了与外军沟通

交流的友谊桥梁。”中国参赛队领队黄

晓军说。

安享和平是世界人民之福，保卫和

平是军队应尽之责。赛事期间，一个个

善意的微笑、一次次温暖的示意，无不

传递各国军人爱好和平、追求和平、捍

卫和平的坚定决心和意志。我们相信，

把尊重和欣赏贯穿赛事始终，让沟通和

合作相伴相随，必定能让和平的种子播

撒得更远更广。

（参与采写：张旭、程小冬、胡捷、马

巾普；翻译：段波、李橄衢、史永华）

下图：中国参赛队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王 俊摄

砺 刃 赛 场 卫 和 平
—“国际军事比赛-2021”回眸

■周 强 陶 然 本报记者 钱晓虎 李姝睿

俗 话 说 ，温 室 里 长 不 出 参 天 大

树。无论是对普通战士还是对大国军

队而言，走出舒适区都是成长的必经

之路。通过国际军事比赛开门练兵主

动告别安逸、坚定迎难向强，是推进军

事训练转型、提高训练实战化水平和

打赢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环境变化大，锤炼官兵真本领。地

理条件是影响人员和装备最直接的环

境因素。气温气压、地形地貌、风速风

向等因素，都会对官兵状态、武器性能

造成一定影响。为锤炼部队在不同环

境快速搜索、精准打击目标的本领，今

年国际军事比赛在 11 个国家举办，分

布于中欧、中亚、北非、东南亚、中东地

区和相关海空域，中方在国内承办比赛

的同时，派出 17支参赛队 700余名官兵

赴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

朗等国参赛。在多样化的地理条件中

备赛参赛，有助于部队积累不同地理环

境下的实战化训练经验。

规则变化多，适应战场新形势。国

际军事比赛在一些具体比赛细节上，经

常根据训练作战实际进行微调，可以说

是常比常新。

“厄尔布鲁士之环”项目，一方面在

团队比赛中更加强调相互合作和集体

行动，另一方面新增个人竞速赛，鼓励

单兵攻坚；“汽车能手”项目，提高装备

维修内容比重，还增加了指挥员手枪射

击课目；“安全环境”项目，模拟核生化

环境下实战作业流程，调整沾染检查点

布设和取样洗消方式，这些都使赛场成

绩与战场表现的关联性更强。适应规

则之变，才能应对未来战场之变。同

时，也可以透过赛场规则深入探究外军

新的作战理念。

保障有难度，考验部队战斗力。置

身国际赛场，在脱离国内充分保障的情

况下进行全方位历练，部队才能更多地

提升实战能力，锤炼血性“虎气”。今

年，我“侦察尖兵”项目参赛队在俄境内

长距离转场过程中遇到恶劣天气，飞机

临时迫降到备用机场，3天只睡了一个

整觉，口粮也非常有限。官兵们自己给

自己打气说，这是先比“特别能吃苦”，

再赛“特别能战斗”。人是这样，装备亦

是如此。今年参加“航空飞镖”项目的

我歼-10B、歼-16、运-20 首次亮相国

际赛场，大小飞机混合编队跨国转场、

依托外军塔台引领飞行，有效提升了装

备保障的通用性国际化水平。

努力补短板，竞争合作亦从容。

出国参赛是“客场作战”，我军参赛队

在语言等方面不占优势。随着开门练

兵机会越来越多，我军指战员也在一

次次竞争和合作中弥补短板。官兵们

在国际赛场越来越自信从容，遇到对

手“挑战”“施压”，常常互相鼓励“没

事”“稳住”，全身心投入训练、享受比

赛。指挥员也更放得开，以赛练谋，在

规则框架下积极寻求合作，感受外军

战斗风格，有利于养成跨文化沟通的

思维，拓展国际化的视野，助力我军在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征途上走得更快

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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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年首次承办国际军事比赛

至今，中国陆军已成功举办 4 届赛事。

作为亲历者，我们亲眼目睹中国库尔勒

赛区 4 年的变化，深刻体会到 4 次办赛

参赛给我们带来的收获。

进一步扩大训练范围，让“普训”

“精训”相结合。自国际军事比赛创办

以来，各比赛项目越来越贴近实战。严

苛的比赛规则、复杂的比赛流程，让地

处库尔勒荒漠深处的赛场不仅成为考

验各国参赛队战斗力的“炼金场”，还成

为 了 检 验 各 专 业 兵 种 能 力 的“ 试 验

场”。采用“普训+精训”相结合的模式，

旨在不断提升项目相关专业的整体训

练水平。在办赛前期开展普训，按照比

赛标准与要求，尽可能大范围训练相关

专业人员，扩大受益面，更好地发现人

才、选拔人才；在比赛准备阶段，组织适

当的专攻精练，提升竞赛水平。

进一步融合训练任务，让“办赛”

“训练”同步走。军事训练是生成和提

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对于提高部队全

面建设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

于承担办赛任务的部队而言，无论是研

究比赛的规则与条件，还是组织实施的

标准与要求，都是一场宝贵的实战历

练。未来可将国际军事比赛当作“一场

国际赛事、多项训练课目”的训练任务，

纳入办赛参赛部队的年度训练任务中，

全面锤炼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推动部队

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加速提升。

进一步推广训练经验，让“参赛”“战

斗”互促进。今年我军不仅恢复在国内承

办赛事，而且进一步开放办赛，并扩大参

赛规模，使参赛军兵种首次实现全覆盖。

竞技促发展，在一场场国际赛事中，不仅

各项目选手的专业技能都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同时也在与各国参赛队队员的交流

中，收获了更多的经验。总结、梳理与推

广这些训练经验，通过不同方式推广到全

军院校及各个训练基地，传递到全军各部

队，可使办赛参赛的效益实现最大化。

让赛场效益最大化
■吴学平 魏太平

随着国际军事比赛逐步走上机制

化轨道，参赛国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

越大，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综

合军事比赛，极大地促进了各参赛国

的军事交流与合作。

促进军事交流，增强军事互信。作

为一项多国参与的国际军事赛事，国际

军事比赛天然承载了军事外交的职能

与意义。今年是中国第 4次在境内承

办国际军事比赛的部分项目。来华参

赛的外国官兵不仅会参观中国的现役

主战装备，而且会深入地学习、操作和

使用这些装备。此外中方还专门开设

了“友谊之家·文化展示中心”，让各国

参赛队员亲身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

发展成就，进而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推进军事训练，提升战斗能力。

对各国武装力量而言，国际军事比赛

是推动军人职业技能发展的新平台。

几年来，这项赛事无论是比赛流程、条

件设置，还是赛场环境和评判标准，都

更加贴近实战，意在通过塑造陌生多

变的战场环境，检验参赛队伍的多域

作战能力。俄军将国际军事比赛作为

年度训练的重点工作加以推进，设置

了严苛的选拔机制。我军为了让更多

的部队得到学习锻炼，进一步拓宽参

赛部队选择面，同时将赛事当作提高

部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的有力抓手。

强化国防教育，培塑家国情怀。

国防教育不能浮在表面，更不能流于

形式。相比简单的标语口号，亲历赛

场的切身体会，更能使民众产生情感

上的同频共振。国际军事比赛自举办

以来，吸引着大量俄罗斯民众前往观

赛。除了去赛场上一睹官兵的风采，

赛场外各类军事展台也是人们最喜欢

的地方。民众可以近距离接触战机、

坦克等武器装备，还可以在射击体验

区感受武器装备的威力，从而深刻感

悟巩固国防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点

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让军事交流更深入
■安子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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