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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主席在 2022年开训动员令中强调，要“刻苦训练、科学训练、安全训练”。近日，军委机关多部门联合印
发《军事训练健康保护规定》《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体系建设规范（试行）》等法规性文件，更好地保障部队从难从严开展
实战化训练。全军部队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要求，加大军事训练难度强度，凝心聚力推进备战打仗，采取务实
举措确保训练安全，形成按纲施训、科学组训的良好局面。请看来自第71集团军演训场的一组报道。

强军论坛

“侦察常识，优秀；捕俘格斗，及格；

侦察观测装备操作使用，及格……”看

着更新后的《个人军事训练档案》，第 71

集团军“临汾旅”侦察营四级军士长王

丹松了一口气——在日前结束的侦察

兵基础课目考核中，他终于补齐了技能

短板。

“基础训练不扎实，是要吃大亏的。”

看着王丹的笑脸，该营营长张俊不禁回

想起此前发生的一件事。

年初，该营在野外陌生地域组织侦

察与反侦察对抗演练。行进途中，一条河

流挡住了官兵去路。为争取时间，侦察小

组决定用牵引横越的方式渡河。

“牵引横越是基础技能，我是个老

兵，肯定没问题！”王丹暗自给自己加油

鼓劲。在战友的协助下，他轻松地攀上

了绳索。然而，一脱离战友协助，王丹的

动作便开始失衡变形。由于动作要领不

规范，行至半程，王丹的脚踝以上部位就

被磨破了皮，还险些从绳索上掉落。

最终，王丹未能按时通过，影响了侦

察小组整体渡河进度，导致演练失利。

分析失利原因时，王丹既愧疚又懊

悔：“虽然身为连队多个专业课目的教

练 员 ，但 是 我 对 自 身 军 事 技 能 盲 目 自

信，忽视了基础课目的巩固强化。”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复盘会上，

张俊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础技能练得不

过硬，高难课目训练中就容易引起训练

伤，个人和集体成绩都会受到影响。

演练结束后，该营集中对中高级士

官进行重点基础课目摸底考核，并组织

考核不及格人员进行专项集训。因两

个课目考核成绩不及格，王丹成为集训

队成员之一。

侦察营组织老兵“回炉”练基础课

目 的 消 息 传 开 后 ，引 发 该 旅 官 兵 热

议 。 有 的 官 兵 觉 得 ，侦 察 营 主 动 查 找

短板、扎实解决问题，值得点赞 ；也有

官兵认为，老兵盯着基础课目练，是浪

费时间。

“扎实的基础训练，关乎训练安全

和质效，影响部队战斗力。”议战议训会

上，该旅领导旗帜鲜明地支持侦察营的

做法，并要求机关对此展开专题调研，

拿出可行方案，在全旅推广。

调研中，该旅机关发现，老兵忽视

基础课目训练的情况并不鲜见。不少

老兵认为，基础课目相对简单而且内容

繁多，既占用时间又不出彩，没有必要

投入过多精力。

对此，该旅机关以侦察营组织的这

场演练为典型案例，展开专题教育和群

众讨论，引导老兵校正思想偏差、重视

基础课目训练。同时，他们定期组织老

兵参加基础课目抽考，按大纲规定落实

“过关升级”机制，考核不合格者一律

“回炉”补训。

据该旅作训科统计，近期组织的基

础课目抽考中，中高级士官的成绩明显

提升，全旅军事训练水平水涨船高。

老兵常训基础技能，点赞！
■常 军 蒋彬垚

图②：2月23日，空军某旅组织

夜间操作协同演练。

谭志轩摄

图①：2月上旬，海军某驱逐舰

支队开展实战化训练。

马玉彬摄

图③：2月23日，武警广西总队

南宁支队组织特战队员训练。

刘承润摄

初春皖东，引擎轰鸣，第 71 集团军

某旅某装甲突击车连一场战斗射击课

目训练如火如荼展开。

几 轮 训 练 结 束 ，现 场 检 查 指 导 训

练 工 作 的 该 旅 作 训 科 参 谋 金 飞 发 现 ，

有几台车的模拟射击成绩明显低于平

均 水 平 。 深 入 了 解 后 得 知 ，射 击 成 绩

不 佳 的 几 名 战 士 ，都 是 下 连 不 久 的 新

兵 。 按 照 大 纲 规 定 ，列 兵 完 成 所 有 基

础 课 目 训 练 后 ，才 可 参 加 战 斗 射 击 等

升 级 训 练 课 目 ，而 根 据 该 旅 此 前 制 订

的 训 练 计 划 ，这 批 新 兵 还 有 一 些 基 础

课目没有完成。

金飞找到现场组织训练的该连连

长陈永恒，要求停止所有新兵的训练。

为什么让没有完成基础课目训练

的新兵参加难度较高的升级训练？陈

永恒解释：新年度开训以来，旅机关要

求各单位结合往年训练情况，在大纲规

定范围内适当提高训练难度。于是，连

队在制订训练计划时，安排几名训练成

绩不错的新兵跟训战斗射击等升级训

练课目。

“新兵训练的关键是打牢基础，难

度不能随意提升。”训练现场，金飞严肃

指出，战斗射击课目训练难度较大、连

贯性强、风险较高，需要具备扎实的能

力基础。

“制订训练计划时，我们也经过了

慎重考虑。”陈永恒说，参加这次训练的

新 兵 ，都 在 已 训 基 础 课 目 获 得 优 秀 评

定，是这批新兵里的训练尖子，况且这

只是模拟射击训练，提前体验一下“有

助于他们快速成长”。

见 陈 永 恒 还 有 些 不 服 气 ，金 飞 叫

来 刚 结 束 训 练 的 新 兵 小 李 ，让 他 现 场

操 作 火 炮 ，完 成 对 移 动 目 标 射 击 的 模

拟 操 作 。 只 见 小 李 一 阵 手 忙 脚 乱 ，不

仅 弹 种 选 择 错 误 ，还 弄 错 了 表 尺 装 定

顺序。

“没有掌握火炮的基础操作技能，

就盲目参加高难课目训练，不仅影响训

练效果，还容易埋下安全隐患。”陪同检

查的该旅装甲射击专业首席教练员蒋

斌指出，小李不具备参加该课目训练的

条件。

一番分析讨论，让陈永恒认识到问

题 的 严 重 性 。 他 表 示 ，连 队 将 立 即 整

改，安排新兵扎实完成基础课目训练。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此后召开的

议战议训会上，该旅党委围绕落实“科

学训练、安全训练”要求，就此事展开

讨论，最终达成共识：高标准严要求抓

训 练 的 精 神 值 得 肯 定 ，但 急 于 求 成 的

做 法 不 宜 提 倡 。 为 此 ，他 们 要 求 机 关

严 格 审 核 基 层 上 报 的 训 练 计 划 ，确 保

在 大 纲 规 定 范 围 内 ，科 学 合 理 提 高 训

练难度。

明 确 了 抓 训 导 向 ，陈 永 恒 带 着 连

队 骨 干 重 新 研 究 训 练 计 划 ，严 格 按 照

大 纲 要 求 规 范 训 练 内 容 、参 训 人 员 和

时 间 ，并 根 据 新 兵 训 练 考 核 成 绩 进 行

合理调整。

在该旅近期组织的专业摸底考核

中 ，该 连 成 绩 名 列 前 茅 。 陈 永 恒 感 慨

地说：“抓训练不能急于求成，基础打

得牢，专业练得精，训练成绩才能稳步

提升！”

新兵加码高难课目，叫停！
■刘仁浩 本报特约通讯员 高骏峰

预防和减少训练伤，既是把军事训

练工作抓出成效的重要保障，也是基层

官兵普遍关注的问题。近日，中央军委

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联合

印 发 新 修 订 的《军 事 训 练 健 康 保 护 规

定》，对军事训练安全保护、军事训练卫

生防护、军事训练伤医疗与康复等作出

规范，创新性提出一系列健康保护措施

手段，为保障部队从难从严开展实战化

训练提供了科学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部队聚力推

进备战打仗，大力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难度和强度不断加大，对部队

科学训练、防伤治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军事训练健康保护规定》的修

订，是深入贯彻中央军委决策部署，积极

适应形势与任务变化的务实举措和制度

成果，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实战化训练走

深走实。

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是生

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也是最直

接最有效的军事斗争准备。能否有效预

防和减少训练伤，直接关系到训练质量

和效果，关系到部队战斗力生成。随着

实战化训练在各部队扎实深入推进，抓

训高标准、施训严要求的理念深入人心，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战斗力的提

高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如果组训方法不

科学、防护措施不到位，不仅容易诱发训

练伤，导致官兵因伤病困扰而无法参加

训练，还会影响官兵身心健康，进而影响

训练进度和质量。

“跑步膝”“热射病”等训练伤病出现

的原因很复杂。从训练实践看，不少训

练伤原本是可以避免或有效治疗的，往

往却因组织训练不科学、官兵自我防护

意 识 不 强 、就 医 不 及 时 等 造 成 严 重 后

果。比如，有的单位过分倡导“轻伤不下

火线，小病不进医院”，造成官兵小伤拖

成大病；有的领导把“蛮练”当成刻苦，导

致官兵无谓受伤；还有的单位一味赶进

度，搞突击加练、层层加码，导致官兵没

有练强本领反而练伤身体。

要在实战化训练中减少训练伤的发

生，关键要做到科学训练、有效防护。各

级应首先从思想上澄清各种模糊认识，

既不能把“训练强度大，训练伤发生率就

高”视为理所当然，也不能为了防止训练

伤而有意降低训练强度和难度。要在遵

循医学科学规律和军事训练规律的前提

下，合理安排训练课目、科学把握训练强

度。同时，要强化军事训练全程健康防

护，科学规范军事训练伤诊断标准，推行军事训练伤停训复训制度，将军事训练

健康保护内容统筹纳入军事训练考核、评估和等级评定工作，努力实现刻苦训

练与科学训练、安全训练相统一。

（作者单位：9197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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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调研笔记、梳理拟提建议、细化训

练方案……最近，全国人大代表、联勤保障

部队某大队参谋长陈雪礼有点忙。

军校毕业 15 年来，陈雪礼一直从事

弹药销毁工作，经常与炸药、雷管、引信、

未爆弹“零距离”接触，被称为“坐在‘火

山口’的人”。

去年 8 月，某部组织实弹投掷，一枚

投掷出去的手榴弹没有爆炸。在现场负

责保障的陈雪礼拦住准备上前排障的战

士，迅速穿戴防护服、准备起爆器、检查

连接线，小心翼翼地向未爆弹走去。靠

近目标后，他缓缓蹲下，调整好呼吸节

奏，慢慢将起爆器贴向未爆弹，然后迅速

撤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

成功引爆。

“报废弹药虽然性能不稳定、危险系

数高，但只要掌握内在规律，就能驾驭它

们。”在陈雪礼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

许多有关弹药方面的书籍。

去年，单位承担安全风险较大的某

型榴弹和火箭弹销毁任务。陈雪礼牵头

成立技术小组，带领官兵经过数月努力，

圆满完成任务。

“ 我 们 不 仅 要 对 自 己 负 责 、对 官 兵

负责，还要对官兵的家庭负责，确保弹

药销毁工作安全顺利。”多年来，陈雪礼

坐在“火山口”，用行动诠释着对使命的

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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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礼近影。 刘 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