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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构工训练——

让冻僵的手去“绣花”

冬日朱日和，天寒地冻，记者走进挖

掘机基础课目训练场。

驾驶室里，上士周庆满手握操纵杆，

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挖掘机的机械臂。

驾驶室外，冻土像一块块坚硬的钢

板。按下操作键，机械臂锋利的挖斗齿

重重砸到地上，齿尖剜进冻土，齿尖与冻

土摩擦的地方火星四射。

此 刻 ，周 庆 满 的 额 头 上 沁 满 了 汗

珠。很快，一个接近要求大小标准的平

底坑呈现在大家眼前。

不容易！对于冬天精准操纵机械

臂，一名工兵连士兵做了这样一个比喻：

冬天操纵机械臂执行挖平底坑作业，就

好像让冻僵的手去绣花，眼前的这片土

地，就是他们绣花的布。只有技术精湛，

才能在未来的战场上用最短时间完成

“绣花”任务。

今年已经入伍 10 年的老兵周庆满，

对于冻土地面作业仍然感到头疼。

“不能换个时间作业吗？为什么偏

偏选择冬天？”记者问。

“ 每 种 能 想 到 的 环 境 都 要 模 拟 演

练，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战场的环境是怎

样的。”周庆满用 70 多年前抗美援朝战

场上的战斗举例，强调挖好掩体的重要

性——

志愿军战斗英雄李延年每到战斗间

隙，对战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抓紧修筑

工事”。他知道，好的工事不仅能保护自

己，更是反击作战的关键。

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用小

土炉融化炮弹皮做成挖掘工具，一锹一

锹地在主要阵地上沿途挖单兵掩体。靠

着坑道和掩体，他们创造了“世界战争史

上的奇迹”……

为了提高全域作战能力，该旅官兵

在草原戈壁上主动营造山地、沟渠等不

同地形，模拟朱日和之外可能遇到的战

场环境，进行挖土构工训练。

去年冬天，该旅工兵连第一次对冻

土实施爆破。以前，他们都是靠工兵锹

一锹一锹挖冻土，根据时间计算要 2 个

小时；实施爆破后挖掘冻土，时间缩短

一半。

不仅要掌握利用挖掘机挖掩体的技

术，挖好单兵掩体，也是每名士兵必须掌

握的基本功。

这天早上，工兵连李润坤看着班长周

庆满一丝不苟地做着示范动作，心中暗自

嘀咕：“不就是挖个坑嘛，有啥难的？”

到了自己抡起锹，他亲自上手去挖，

才体会到困难：“我怎么没有班长挖得平

整？我用的时间怎么比班长多那么多？”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紧握工兵锹挖

掩体的手上全是血泡，双手的虎口处还

隐隐作痛。

“挖得好不好，战场说了算。防护能

力要达标，掩体大小要合适，挖土不能有

一丝一毫的马虎，在战场上构筑掩体偷

懒耍滑，就会付出血的代价。”周庆满对

他说。

朱日和观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一

双双战士们的手。无论是冻僵了仍在

“绣花”的手，还是磨出血泡仍在挥舞锹

镐的手，都是在默默积蓄着力量。

积 蓄 力 量 ，是 为 了 到 达 更 远 的 地

方 ——“把一切难题消除在平时，才能

胜利在沙场。”

架桥训练——

满眼都是沙和土的
地方，凭空架起一座桥

大风裹挟着雪刮得人脸生疼，眼前，

一座桥在草原上“立”起来。

“轰！轰！轰！”从驾驶员中士程岩

接到指令，将桥车开到预定位置，到最后

15 米左右的钢架桥梁架设完毕，操作手

之间密切配合，各司其职，10 分钟不到，

这座桥就呈现在记者眼前。

记者对这个“奇观”感到惊讶——没

有水，放眼望去都是沙和土的地方，有什

么架桥的必要？

奇怪，也不奇怪。显然，这是为了在

另外一种地形、环境作战做准备。工兵

连连长韩旭，向记者提起 5 年前“跨越-

2017·朱日和”那场实兵对抗演习。

冲出朱日和！当时，红方部队不会

想到，导演部竟然导调蓝方模拟“地域转

移”，蓝方前出到千里之外的黄河岸边，

对他们展开突袭。

“大桥被毁！”

开设浮桥渡场、空中火力掩护、地面

抢占地形……一场强渡与反强渡的“战

斗”打响。

那次演习，“视域”远远超越了朱日

和，也让蓝军旅的指挥员念念不忘：我们

已经有了当“矛”的经验，现在还要想着

如何当好“盾”。

数九寒冬，朱日和某训练场，一次模

拟陌生地域架设桥梁训练展开。

“出发！”指挥员一声令下，架桥组迅

速驾驶重型机械化桥车飞驰前往目的地。

“前方发现河道！”指挥员下令，架桥

组迅速下车，按计划架桥。

对架桥点进行加固，指挥重型机械

化桥进入架桥点，对岸边坡度、障碍跨

度、架桥跨度进行测量，检测桥的可使用

性，指挥车辆通行……

与以往架桥训练不同的是，官兵们

不仅要克服在陌生地域架桥的困难，还

要 不 停 地 处 置 考 核 组 出 的 一 道 道“ 考

题”：“敌”卫星过顶侦察、空中火力打击、

强电磁干扰……“局中局”“连环局”不断

考验着他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架桥，不是单纯的技术活，而是带着

战术背景搞训练。“矛”与“盾”的置换，背后

隐藏着全域作战的理念——无论是哪个

区域、哪个时段、哪个空间，作为战争准备

的实战化训练，都要训熟、训精、训到位。

“我们要冲出的，不仅仅是朱日和，

更是常年作为专业蓝军所形成的固定视

野。”参谋长张鑫说。

只 有“ 练 得 更 强 ”，才 能“ 扮 得 更

像”！2020 年，为了全方位锤炼部队的

远程投送和作战筹划能力，该旅主动申

请参加整建制远程投送专项演练。

“那边不像草原地广人稀，山多林

密，需要锯木作业才能架桥。”程岩深有

感触，他们在跨越崇山峻岭地理距离的

同时，更跨越了从只看一域到谋求全局

的心理距离。

此刻，起初让记者惊讶的“奇观”，已

成为一道让人思考的风景。视线飘远，

这个冬天，他们不只在大漠戈壁上训练，

也把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更多

陌生的地方。

铁路装卸载平台训练——

走出“舒适区”，走向
新战场

“就像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粽子！”

28 根 10 米长的铁丝，紧紧缠绕在一

辆重装运输车上。

去年 11 月，确山某训练基地。演训

结束，参加演训的重装运输车第一次以

铁路运载的方式，千里机动回朱日和。

1 月，走进该旅铁路装载平台训练

场，回忆当时，第一次负责这批运输车投

送的运输连指导员张磊，仍面露担忧：

“铁路工作人员根本没见过这么大的车

上过铁路平板，全靠我们自己摸索着装

载。”

张磊没想到，确山训练基地的火车

装卸站，火车运输板宽度竟比朱日和略

窄一些，运输车的位置更加不好把握。

“注意车辆重心的投影，位于车地板

纵、横中心线的交点上，轮胎左右边距要

保持一致……”引导员四级军士长陈辉

大声吼道。

“吼”声中，一辆辆车缓缓驶向板车，

精准停在装载平台上。

“迅速集结！”“一、二、三，拉！”“车辆

已驶入预定位置，现在开始加固……”一

个个被五花大绑的“粽子”最终被稳稳安

置在了火车平板上。

“下大力开展铁路运输训练，能够使

指战员熟练掌握铁路运输流程和相关专

业技能，有效提升运输投送能力和快速

反应能力，从而为遂行跨区域任务打下

坚实基础。”该旅一位指挥员说。

抢时间就是抢战机，未来战场更加强

调“快吃慢”，快速机动、远程投送能力，是

未来战场上取胜的关键所在。

曾经，拿破仑带领军队在冬季迎来

“转折性失败”。有军事专家说，与其说

寒冷是他们最大的敌人，莫若说远程投

送、远程保障能力是他们最大的短板。

试想，如果当时他们远程投送、远程保

障能力足够强大，可能就不会陷入大量

非 战 斗 减 员 、装 备 不 能 发 挥 效 用 的 困

境。

战争实践表明，机动是贯穿所有作战

行动的链条，是通往胜利和成功的大门。

自从 2020 年到现在，这支有着“草原狼”

之称的蓝军部队，已经 2 次千里机动、离

开草原，赴陌生地域参加实战化演习。

去 年 10 月 ，这 支 部 队 赴 外 地 参 加

演 习 之 前 ，朱 日 和 已 经 开 始 下 雪 。 走

一路，打一路，思考也伴随了一路。张

磊 的 工 作 笔 记 上 单 列 出 一 张“ 问 题 清

单”，记录着一个个亟需解决的冬季训

练问题——

车内外温差大，车窗上容易凝成霜，

铁路装卸载平台训练时，引导员和驾驶

员视线配合、沟通不畅，减慢了装卸载的

时间；

中原地区与朱日和温差较大，铁丝

变脆、刚柔度变低，特别是在固定大型装

备时需要预先考虑承压冗余；

运输车冬天电量流失变快，油管容

易冻裂……

这本工作笔记的扉页上，还写着这

样一句警语：“最严重的问题,是看不到

问题；最有效的行动，是马上行动。”

全 面 锻 炼 全 域 作 战 能 力 ，永 无 止

境。在实现全域作战能力、全面提高新

时代打赢能力的征途上，还有更多“舒适

区”需要他们迈出、跨越……

凝 望 战 场 ：视 线 超 越 这 片 雪 原

1 月 4 日，北疆大漠，朱日和。

寒风中，铁塔上“从这里走向战场”的巨幅标语格外醒目。来到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的官兵，很难不被这几个字吸引。铁

塔在呼啸的大风中傲然矗立，见证着常年驻守在这里的第 81 集团军某合成旅新年度冬季实战化练兵。

习主席向全军发布的 2022 年开训动员令强调，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大力推进战训耦合，大力推进体系

练兵，全面推进军事训练升级，练就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

开训伊始，第 81 集团军某合成旅紧盯当前部队战斗力建设存在的短板弱项，结合旅驻地气候环境特点，围绕“冬季严寒

条件下部队作战问题研究”课题开展训练。

雪冷，血热。这个冬天，该旅官兵们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练兵备战实践中，“为了把严寒条件下的作战问题解

决在战斗打响之前”，为了将来有一天从这里走向战场。

去年 10 月，第 81 集团军某合成旅从

草原出发，千里机动到确山某训练场，第

一次在大漠戈壁之外模拟蓝军，与其他

部队开展对抗性训练。

崎岖不平的山地代替了一望无垠的

大漠戈壁。一营营长王金和战友们面对的

第一个难题，便是地形因素导致的通联不

便。

与地形一起影响他们的，还有陌生地

域的人文环境。在朱日和，占尽“地利”优

势的他们，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兄

弟部队舟车劳顿来到朱日和，不熟悉这里

的地形地貌、战场数据。作为蓝军的你

们，一直独享地利优势，如果换个地方对

抗，还能取胜吗？”

“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现在，我们

也尝到了兄弟部队当时在朱日和的那种

困扰。”王金说，“以前在大漠戈壁上过分

熟悉而习以为常的问题，在陌生地域暴

露、发现，最后被解决。”

的确，一支优秀的队伍，不该有局限。

当今世界，各军事强国为提升部队

实战能力，竞相建立假想敌部队。我军

也对此进行了不懈探索，这支追求“红蓝

兼备、红主蓝精”的专业化蓝军就是在这

一时代大背景下诞生的。2015 年至今，

先后有 30 多个旅奔赴朱日和，与他们过

招，却鲜尝胜果……外界评论：这块异军

突起的“磨刀石”，在中国军队实战化训

练中掀起了一次高潮。

如今，从沙漠中走出的这只“草原

狼”，不想只做草原上的“王者”。

瞄准全域作战目标，近年来他们走出

朱日和，并在返回后有针对性地开展补差训

练、专项训练、升级训练。

现 代 战 争 ，陆 海 空 天 电 网 都 是 战

场 。 随 着 联 合 训 练 的 深 入 ，需 要 不 同

军兵种开展多领域训练。就拿陆军来

说，不再是单纯的陆地攻防，既可能乘

海 军 舰 船 登 岛 作 战 ，也 可 能 乘 空 军 飞

机 实 施 远 程 救 援 ，还 可 能 担 负 防 卫 火

箭军导弹阵地的作战任务。平时不在

多 领 域 训 练 ，战 时 就 难 以 在 联 合 作 战

中担当大任。

战 在 全 域 全 时 ，训 也 应 在 全 域 全

时。此次冬季训练，他们围绕严寒条件

下部队作战问题研究，以打造“寒区作战

数据库”为重点，围绕提升复杂环境下

走、打、吃、住、藏能力，展开多项新内容、

新课目训练。查阅他们的“寒区作战数

据库”，一组组刚刚被刷新的数据令人耳

目一新：

-10℃，食用油会冻成坨，可采用塑

料袋定量分装等 3 种方法解决；

雪地宿营，窝棚、雪洞、帐篷等 6 种

手段的适用范围以及标准要求；

某型装备爬坡坡度与机动速度、车

外气温、积雪厚度之间的关系模型……

“数据采集是展开研究的基础和前

提，是摸清严寒条件下人员、装备能力底

数的先决条件。”担负冬训数据采集工作

的该旅某营副营长刘晓龙说，数据的保

鲜精准至关重要，这是事关未来战场胜

负的宝贵财富。

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既要敢

闯炮火硝烟的战场，也要经得起复杂恶

劣天候的考验。

1 月 5 日，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晚

9 点，草原的气温已降至-28℃，一场基

础课目连贯演练又将在夜幕下的朱日和

展开……

冲 出 朱 日 和

1月 4日，第 81集团军某合成旅火热开训。

白雪皑皑，铁甲轰鸣。从冰雪达坂到林海雪原，

处处涌动着练兵的豪情、沸腾的热血。请您扫描二维

码，跟随军报融媒体记者，用镜头透视雪幕下的军营，

感受三军演训场上铁马冰河、龙腾虎跃的火热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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