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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在地上，四级警士长姬建锋轻轻拨

开一堆碎石，一枚未爆弹的尾翼露了出来。

排爆现场一片沉寂。隔着头盔，姬建

锋似乎可以清晰地听见自己呼吸声与心

跳声。在实弹射击靶场，这是他感受到最

安静的时刻——此前，战友们的口号声、

武器装备的射击声、对讲机里的指令声此

起彼伏，响彻四周。

这枚未爆弹不大，却足以致命。有人

说，排爆手指尖与爆炸物的距离，就是生

与死的界限。

搜排爆手，是部队中最危险的岗位之

一。作为生死考验面前的逆行者，姬建锋

一直奉行着“用生命拯救生命”的职业标

准。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平凡

的英雄主义——即使畏惧，也会一往无前。

姬建锋出生在农村。曾经，他是班长

眼中“干啥啥不行”的新兵。现在，他是战

友眼中的“搜排爆专家”“草根发明家”“装

备修理师”。过去的 15 年里，他处置未爆

弹药 14 枚，培养搜排爆手 100 余人，发明装

备器材 8 件，获得国家专利 2 项。

成长的背后，是个人的奋斗、战友的

帮助以及部队的培养。近些年，武警湖北

总队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切实在

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上投入更大精力，集

中 更 多 资 源 ，推 动 人 才 建 设 水 平 整 体 跃

升 ，涌 现 出 一 批 像 姬 建 锋 一 样 的 特 战 人

才。本期军营观察，就让我们走近老兵姬

建锋，一同感受属于他的拆弹人生。

距 离

拆除心中的“定时炸弹”

在低温的作用下，姬建锋的双手有

些发抖。这是身体唯一暴露在室外的部

分——为了保持最佳的手感，姬建锋排

爆时从不戴手套。

汗水已经浸湿全身。排爆服内外，

仿佛两个世界。

眼前的榴弹是实弹射击时产生的未

爆弹，姬建锋迅速判断出其威力：约 70

克黑梯炸药，杀伤半径 7 米左右。如果

出现意外，排爆服应该能保命。

确保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距离。

但为了彻底排除隐患，姬建锋不得不缩短

距离，在距未爆弹一臂远的位置作业。他

明白，如果出现更大威力的炸弹，排爆服的

作用只能是“心理安慰”和“留个全尸”。

姬建锋记得刚加入搜排爆班时看过

的 一 部 电 影 ——《拆 弹 部 队》。 那 是

2008 年，他通过选拔进入特战大队，电

影正好上映。姬建锋对电影开篇的场景

印象深刻：恐怖分子引爆炸弹，即使穿着

排爆服，数米外的排爆手依旧没能幸存。

不过，21 岁的姬建锋一腔热血，完

全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当时

感觉没多危险。”姬建锋回忆道。

类似的“错觉”持续了 3 年，直到姬

建锋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实战经历。

那天中午，中队接到电话——某重

点交通枢纽场所发现疑似爆炸物。

来到现场，姬建锋感受到与平时训

练不一样的氛围——四周全是公安特

警。一些人眉头紧皱，大多数人则沉默

不语。“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他说。

由于机器人无法抵达预定位置，指

挥员决定让姬建锋前去处置。

姬建锋不断地深呼吸，努力让自己

保持镇定。他紧张极了——“会是什么

类型的爆炸物？会不会突然爆炸？应该

怎样拆除？”拆弹前，姬建锋心里与炸弹

已经进行了第一波交锋。

悬疑电影中有个“桌下炸弹”理论：

如果观众不知道桌底下有一颗炸弹，当

炸弹爆炸时，他们只会受到惊吓；如果观

众知道桌底下有一颗炸弹，但不知道何

时会爆炸，他们的心就会始终悬着，跟着

风吹草动一起颤抖。

“不知道什么类型、何时爆炸的炸弹

更让人恐惧。”姬建锋说。他曾在排爆手

册中看到，每公斤炸弹爆炸能释放 3000

至 9000 千焦的能量。这是个什么概念，

姬建锋并不清楚。他只知道，被爆温灼烧

前，冲击波或者炸弹破片就会将他撕碎。

姬建锋回头看了眼战友，所有人都

默默地注视着他。这一刻，他感受到了

最高的敬意，也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从战友们的眼神中，姬建锋看到的不

是生死离别，更多的是一种“相信”。“加油，

肯定没问题。”中队长拍了拍他的肩膀。

姬 建 锋 回 应 了 一 个“OK”的 手 势 ，

随后向前走去。一步、两步、三步……姬

建锋离战友越来越远，离危险越来越近。

在特战大队，姬建锋还有另一个身

份——器材保管员。这个岗位，为他提

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他可以拆装并研

究各类武器装备。

姬建锋从小喜欢拆东西。他曾将家

里的收音机拆了，剪掉喇叭、砸碎磁铁、

拆卸电路。最后，免不了挨父亲的一顿

打。“黄色的皮带，我记得清清楚楚，不过

打得并不狠。”他回忆道。

别人眼中的危险，在姬建锋眼里，更

多的是一份刺激。

30 米，20 米，10 米……当姬建锋逐

渐靠近疑似爆炸物的藏匿地时，反而没

那么害怕了。此时，他只有一个想法：完

成任务，不要辜负战友们的期望。

姬建锋半蹲着钻进仓柜，找到了那

个疑似爆炸物：一个中国邮政的包裹，圆

柱形的盒子，像点火式炸弹。他用便携

式 X 光检查机扫描，发现包裹和硝酸铵

炸药的密度差不多。

“必须尽快转移。”姬建锋心想，此处

有大量燃油，如果出现意外，后果不可想

象。他捧着爆炸物，小心翼翼地离开那

里，将其转移到安全区域。

当姬建锋拆开盒子，发现原来是虚惊

一场——“爆炸物”竟是一盒月饼。

姬建锋显得很平静。对于他来说，

无论盒子里面是什么，他都一定会拆除。

往后的每一年，姬建锋都在与各种

炸弹进行博弈。一次拆弹训练，姬建锋

在切割木盒时出现失误。于是，他买了

25 个 相 同 的 木 盒 ，训 练 自 己 的 切 割 技

术。“无论恐惧害怕或是自我怀疑，都是

内心深处的一颗‘定时炸弹’。”他说，“战

胜它们的最好办法，就是直面它们。”

时 间

当争分夺秒成为一种习惯

布置完导爆索，姬建锋拉响火管，迅

速向身后的排爆车跑去。

“1001，1002……”姬建锋边跑边数

秒，“1028，1029，1030！”30 秒，一秒不差，

爆炸声响起，未爆弹被成功引爆。

多年的排爆经验让姬建锋对时间有

着更精确的感知。与排爆时的读秒不

同，姬建锋在拆弹时只会在开始前看一

眼时间，然后尽快寻找突破口，避免陷入

倒计时带来的恐慌中。“拆弹的第一要义

是稳，不能被时间束缚。”他说。

姬建锋今年 34 岁，有些微胖，喜欢

笑，属于忠厚老实的外表类型，很难从他

身上看到拆弹专家的痕迹。可一旦穿上

排爆服，他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散发

出截然不同的气场。“非常沉稳，像吃了

一颗定心丸。”中队长耿涛如是说。

尽管如此，每当姬建锋看到跨年的

倒计时，或者是计时器归零的那一刻，他

总会想象到炸弹爆炸的情节，心里情不

自禁地发出“嘭”的一声。

对于排爆手来说，拆弹必须要争分

夺秒，毫秒之间往往决定着生还是死。

姬建锋格外珍惜时间，不喜欢凑热闹，偶

尔的娱乐活动是下象棋。他一有空就看

专业书籍，研究排爆装备。

成为一名搜排爆手，除了姬建锋，最

激动的人也许是他的老班长付玉皖。这

个已经退伍的中年汉子是姬建锋的伯

乐。在姬建锋刚入伍的 3 年里，付玉皖

一手发掘并培养了他。

刚下连的姬建锋，身体不协调，走队

列老是八字脚；体型偏胖，军事训练也不

行；连简单的警棍盾牌操也打不好……

总之，新兵下连时的姬建锋绝不是个“抢

手的兵”。

“东方不亮西方亮，总会有一项行

吧？”付玉皖说。他开始带着姬建锋练体

能。

姬建锋没让他失望。早操器械训练

时，不管是单杠还是双杠，姬建锋就一直

吊在杠上，休息时也不下来。

可能就是从那时起，争分夺秒成为

他的一种习惯。也正是在这一习惯下，

“笨鸟先飞”的姬建锋体能实现了质的突

破。400 米冲刺，他从 1 分 20 秒跑到 51

秒。

这个成绩，意味着姬建锋达到了特

战队员的水准。后来，他通过了选拔，进

入了特战大队。

随着时间的推移，姬建锋发现时间

更紧张了。刚接触搜排爆时，他觉得炸

弹就是在纸箱子里装个爆炸物，顶多加

个闹钟，拆起来很简单。

现在，炸弹的模式五花八门，有装在

人质身上的，有放在陶瓷管里的，有用灭

火器做的。开关的模样也是层出不穷，

电子表开关、洗衣机开关、滴水开关……

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钻研。

一次野外战术对抗演练，姬建锋负

责拆除一枚“炸弹”。打开盒子后，他刚

剪掉蜂鸣器的线，“炸弹”就爆炸了。大

量的烟雾冒了出来，遮住了护目镜。他

只能尴尬地把头盔卸下来擦镜子。“被骗

了。”姬建锋解释，“其实是继电器的线，

在里面绕了几圈又出来了。”

姬建锋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他在

床头柜里放了一个自制稳定器，一有机

会就取出来训练。

更极端的时候，姬建锋会卡着时间

用排爆刀在纸盒上切字母，从“A”切到

“Z”。纸盒子有 3 层纸，他切 2 层，留下

最薄的一层，以此训练自己的控刀技术。

还有爆炸物解体器销毁训练。姬建

锋先穿着排爆服组装水枪，再用水枪切

割爆炸物。“主要训练手部力量和对装备

的熟悉程度。”姬建锋说，每次他都要求

自己在一分钟之内完成。

生 活 中 ，姬 建 锋 同 样 也 是 争 分 夺

秒。2019 年，姬建锋的爱人生产。为了

赶上孩子的出生，他没有参加集训的结

业典礼，提前坐上了返程火车。“孩子 6

斤 6 两重。”提及此事，姬建锋至今仍很

激动。

后来，他把家安在了武汉，每两周能

回家一趟。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每次轮

休都是骑车回家。“我做了比较，与其它

交通工具比，骑车回家最省时，还能锻炼

身体。”

重 量

用生命守护生命的人

去年疫情，姬建锋隔离在家，带娃成

了他的主业。生活节奏的突然转换，让

姬建锋不太适应。5 个月的隔离生活，

他胖了 30 多斤。

今年年初，姬建锋开始了“魔鬼”训

练。学理论知识、练体能技能，整个备战

训练期，他完成了运动软件上连续跑步

16 周的任务，成功减重 20 斤。在专业等

级测评时，34 岁的姬建锋以超过 27 岁年

龄段优秀的标准完成考核。

姬建锋认为，良好的体能基础是因

为他总比别人多负重 37 公斤——那是

一件排爆服的重量。

这个重量，让姬建锋付出更多的汗

水。每一次的拆弹训练，姬建锋都会穿

着排爆服。有时，他会先跑 1000 米，让

心跳加速至每分钟 150 次以上，再进行

拆弹训练。

刚穿上排爆服时，姬建锋还是个副

排爆手，总是给战友打下手。他不甘心，

就拼了命地训练，“一定要当主排爆手，

让别人给我打下手。”

在徒弟岑志猛眼里，姬建锋的形象

尤为高大。岑志猛记得，每次执行搜排

爆任务时，只要姬建锋在场，他总会说同

一句话——“我兵龄长，我一个人先上。”

对此，姬建锋给出解释：“这是拆弹

的原则，能一个人上绝不上两个人，要最

大程度减少伤亡。”

小时候，姬建锋喜欢和小伙伴们在

村里玩耍。天热的时候，他们就在树下

乘凉，听大人们讲故事。村里有个老人，

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大家最喜欢

搬着小板凳围住这位老人，听他讲当年

的战斗故事。

故事中，一名战士为了救这名老兵，

胸前中了 5 发弹，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我做的事战友也会做，没什么了不

起。”姬建锋觉得，自己只是一名平凡的

士兵。在他看来，生命的价值不仅是服

役了多长时间、拆了多少炸弹，更应该是

为战友和这支部队留下了什么。

2010 年，菲律宾马尼拉“8·23”劫持

人质案发生。警方因没有能查明车内情

况以及缺乏有效的破窗工具，最终导致

了大量人员伤亡。

也正是从那时起，姬建锋萌生了自

行研制装备的想法。当时，姬建锋正在

研究器材室里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有

些装备的说明书是外文。”姬建锋说。他

看不懂，就翻着词典一个一个地查，直到

把重要的参数全部记在心里。

所以，当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士兵能

发明装备时，姬建锋对自己没有丝毫怀

疑，“我的身后，有着上千本专业书籍”。

紧 接 着 ，在 大 队 组 织 的 一 场 反 恐

演练中，姬建锋制作的“鱼竿伸缩式潜

望 镜 ”发 挥 了 巨 大 的 作 用 —— 特 战 队

员 可 躲 在 安 全 处 操 作 该 潜 望 镜 ，用 其

探测狭小空间内的情况。该潜望镜拍

到 的 图 像 ，还 可 通 过 无 线 电 波 实 时 传

回指挥中心。

10多年过去，现在回头看看，姬建锋

最大的成就，或许并不是排了多少未爆

弹，处置了多少疑似爆炸物事件，反而是

他的这些发明。“即使我离开了这里，我

发明的装备，也能保护我的战友。”他说。

姬建锋的发明也被几家生产安保器

材的公司所知。多家公司开出高薪聘他

去搞研发，都被他一一拒绝。

姬建锋坦陈，自己也想过退伍去地

方发展，但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说：

“部队有着更大的平台、更好的舞台，也

有着更重要的责任。”

与大多数搜排爆手一样，姬建锋没

有告诉家人自己从事的专业。一次意

外，让这个保守多年的秘密暴露出来。

在获得 2个三等功后，中队专门为姬

建锋做了荣誉展板。他非常兴奋，和家

人分享了这一幸福时刻。不承想，母亲

从展板上的内容发现了姬建锋的秘密。

“太危险了，一定要小心。”打那时

开始，这句话成了母亲电话中永远的叮

嘱，但她从没说过让姬建锋离开部队之

类的话。

无论是那句“我一个人先上”，还是

姬建锋对专业的潜心钻研，都是他对战

友和这支部队的一往情深。

每年 8 月 1 日，常有不同兵龄的退

伍老兵相约回到中队看一看。这让姬

建锋备受感动。“虽然很多老兵都不认

识，但大家相见的那一刻，就像是一家

人。”他说。

每当提到对部队的看法时，姬建锋

总会压低声音，一改往常嬉笑的态度，用

拆弹时特有的专注，严肃地讲述接下来

的每一个字：

“我是一名党员、一名战士。部队有

我的使命、青春与热爱，我深爱着这里的

一切。如果可以，我想一直留在这里。”

特 战 老 兵 的 拆 弹 人 生
■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张鹏飞

一个榜样就是一座航标，虽无言

却胜过万千道理。老兵姬建锋，从一

名不被看好的新兵，通过选拔进入特

战大队，再成长为战友眼中的“搜排爆

专 家 ”“ 草 根 发 明 家 ”“ 装 备 修 理 师 ”。

他用自己的奋斗，成为战友身边的典

型与榜样。

在部队，其实有千千万万个“姬建

锋”。他们不像家喻户晓的英模人物，

但他们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

是每天和我们朝夕相处甚至是“睡在上

铺的兄弟”。因为离得近，他们更容易

被 感 知 、被 观 察 ，更 容 易 使 人 见 贤 思

齐。这种无形的力量，不是靠命令，也

不是靠强迫，而是人们内心深处产生的

一种向上的自觉。对官兵而言，他们更

可亲也更具有说服力。

没有不食人间烟火，干的也不是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都是些平

凡琐碎的小事，但他们大多有个共同

点，就是把工作当事业干、把事业当使

命干，自觉让工作与自己的人生目标、

人生价值融为一体。这，就是身边榜

样的魅力。

古来事业由人做。干事业就像烧

开水，需要持续加温才能烧开。怀着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的心态干工作，能应付则应付，这

样的人生势必潦草，也终将碌碌无为。

只有把工作当事业干的人，才能始终对

工作充满热情、充满激情、充满感情，才

能书写精彩人生。

征 途 漫 漫 ，前 方 的 道 路 必 定 崎

岖、曲折，把工作当事业干的可贵，不

仅 在 于 持 之 以 恒 、始 终 如 一 ，还 在 于

越是面对困难和矛盾，越能激发出非

凡的力量。

榜样力量暖人心。我们身边的榜

样更像是一盏灯、一束光，让我们面对

挫折时受鼓舞，软弱时受激励，迷失时

有指南，寂寞时不孤独。新时代赋予我

们新使命。向身边的榜样学习，用奋斗

书写人生，我们才能在强军路上成为像

姬建锋一样的擎旗手、追梦人。

身边的榜样最可亲
■黄家波

四级警士长姬建锋向安全地带转移爆炸物四级警士长姬建锋向安全地带转移爆炸物。。

张恒铭张恒铭摄摄

战友为姬建锋穿戴排爆装具。 张恒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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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员 先 锋·对 话 老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