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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练兵备战新景观·特别关注

微 观 察

驾驶近 20 米长的平板拖车高速前

进，十几秒内绕过多个火堆，重型运输

车竟然开出赛车的感觉；驾驶 3.5 吨重

的 猛 士 车 在 平 衡 桥 上 旋 转 射 击 ，汽 车

兵 既 是 驾 驶 员 也 是 战 斗 员 ；超 低 空 飞

行，飞行学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要

面 对 不 稳 定 气 流 ，又 要 及 时 规 避 地 面

障碍物……

日前，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纪实》栏

目组走进军营练兵场，用镜头记录下了

练兵场上的超燃瞬间。节目一经播出，

引发广泛关注。

节目中，一个个挑战极限的镜头让

人连连喝彩；节目之外，练兵场上时刻都

在 上 演 着 挑 战 极 限 的 实 战 化 练 兵“ 活

剧”。一幕幕让人热血澎湃的超燃画面，

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年轻官兵的努力拼

搏，读懂了他们的使命担当。

他们，诠释了练兵的极致追求——

第 81 集团军某旅武装侦察连副连

长 张 明 哲 ，凭 借 成 功 狙 击 移 动 水 滴 这

一 课 目 ，被 战 友 们 称 为“ 神 射 手 ”。 然

而，“神射手”的成长之路，每一步都要

挑战自我。张明哲除了要精通狙击技

能外，还需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在

恶劣条件下准确计算出气压、风速、距

离对弹道的影响。

狙击手在实战中击杀的都是运动目

标，张明哲产生了训练狙击移动水滴的

想法。“这个课目难度很大，要想狙击能

力更上一层楼，必须突破极限。”经历无

数次的失败后，张明哲终于命中了运动

中滴落的水滴。

他们，诠释了精武的永不言弃——

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学员王永

哲，在今年低空战术导航训练中首战失

利。训练中，一向成绩优异的他驾驶战

斗机到达任务空域后，怎么也下不到指

定高度。

走下战机，王永哲马上向教练请教

问题出在哪里。一遍遍复盘，王永哲听

不懂就继续请教，想不通就一直琢磨。

经过调整，王永哲再一次登上战机。这

一次，他驾机到达任务空域后，下高度、

攻击一气呵成。“永不言弃，才能突破自

我。”他说。

他们，诠释了强能的刻苦勤勉——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下士

赵 闵 晨 ，是 团 里 有 名 的 驾 驶 能 手 。 在

平 衡 射 击 这 一 训 练 课 目 中 ，能 把 汽 车

当 赛 车 开 的 他 ，却 直 呼 太 难 。 这 一 课

目 要 求 驾 驶 员 驾 驶 猛 士 指 挥 车 ，通 过

10 米长的钢板平衡桥，在保持平衡后，

射 击 15 米 以 外 的 旋 转 目 标 。 3.5 吨 重

的 猛 士 车 开 上 平 衡 桥 后 ，赵 闵 晨 根 本

看 不 到 自 己 的 位 置 ，加 上 桥 宽 比 车 轮

还要窄 5 厘米，在上面保持平衡更是难

上加难。

从最初根本上不了桥，到准确找到

上桥位置；从不断调整前后方向，到 37

秒内找到了平衡……赵闵晨利用休息时

间加练，与战友探讨平衡技巧，不断优化

驾驶方案，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

也收获了超越自我的成绩。

战场上的较量，是官兵生理极限、

装备性能极限、人与装备结合战斗力极

限的综合较量。极限挑战，意味着官兵

们要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承受更

大的压力。

透过这些超燃画面，我们看到了近

年来全军部队深入推进实战化训练的火

热图景。广大官兵在训练中不断挑战极

限，只为在未来战场上“高敌一环、远敌

一米、快敌一秒、胜敌一招”。

这些超燃画面告诉我们什么
■本报记者 徐 娜 通讯员 张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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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正在用切割机切割生鸡蛋。

图②：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下士赵闵晨在平衡桥上训练。

图③：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尖刀四连官兵利用单兵伪装衣搭建简易雪窝子。
融媒体报道

这是一群在练兵场上挑战极限的军

人——

二级警士长陈兴军、二级上士刘进

元、飞行学员王永哲、连长史天虎、中队

长牛胜巍……他们，来自不同单位、不同

岗位，这一天却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纪

实》栏目中隔空相聚。

这 期 时 长 25 分 钟 、名 为“ 极 限 挑

战”的节目，浓缩了他们日复一日的极

限 训 练 。 此 刻 ，流 在 训 练 场 上 的 每 一

滴汗、每一滴血，仿佛都被赋予了特别

的意义。

“极限训练是一场不断突破自我的

马拉松，没有人知道未来战场的极限在

何处。”正如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尖刀四连

连长史天虎所言，当“极限”被成功挑战，

当“极限”不再是极限，提升的除了战斗

力，还有官兵们敢打必胜的信念。

“ 这 些 看 似 有 趣 的
课目，其实是我们有意
为之”

新 年 的 第 一 次 训 练 ，武 警 第 一 机

动总队某支队的训练课目体现出了前

所未有的难度——一排排几十吨重的

大型工程机械装备展现着从未有过的

“柔情”。

训练场上，二级警士长陈兴军目不

转睛地盯着 6 米外的高脚杯，小心翼翼

地握着操纵杆，将高脚杯依次叠放。

陈兴军正在进行的训练课目是“挖

掘机叠罗汉”。这个课目要求操作手驾

驶挖掘机，依靠固定在挖掘机铲斗上的

工具，将高脚杯按照规律层层叠起，随后

进行液体倾倒，整个过程中不能有液体

流出杯阵。

这是难度极高的训练课目。操作手

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还要有绝对的细

心和耐心。操作时，用力过大或者过小，

杯子都叠不好。下面的几层杯子歪了或

杯子间隔不均匀，都会导致叠放上层杯

子的时候发生摇晃。

除了杯子的摆放，水的流速和方向

也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把握好水从第一

个杯子溢出的方向，这样才能保证下面

的杯子均匀装满水。”陈兴军说。

训练场的另一边，在装载机的轰鸣

声中，二级上士刘进元盯着固定在铲斗

上的钢筋，小心翼翼地试图将其穿进螺

母环内。

驾 驶 室 距 螺 母 摆 放 的 位 置 将 近 5

米 ，刘 进 元 在 驾 驶 室 内 操 纵 手 柄 穿 螺

母 ，如 同 远 距 离 穿 针 引 线 。“5 个 螺 母

大 小 各 不 相 同 ，最 小 的 螺 母 只 比 钢 筋

略 大 一 些 。”刘 进 元 说 ，螺 母 往 上 垒 的

时 候 ，前 后 位 置 很 难 把 控 ，找 位 置 的

时 候 要 慢 ，放 的 时 候 要 轻 ，防 止 带 倒

螺母。

用挖掘机叠放高脚杯，操纵几十吨

重的铲车挑起几百克的螺母，操纵切割

机给生鸡蛋剥皮……在武警第一机动总

队某支队的训练场上，像这样匪夷所思

的训练课目还有很多。

“这些看似有趣的课目，其实是我

们有意为之。”该支队参谋长王红帅告

诉记者，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训练，都

是 官 兵 们 自 创 的 贴 近 实 战 的 课 目 ，有

些 训 练 课 目 设 置 的 灵 感 ，直 接 来 自 救

灾行动。

“任务行动中需要什么，我们就重

点专攻精练什么。”王红帅进一步解释

道 ，抢 险 救 援 中 ，官 兵 们 在 挖 易 燃 易

爆、清理化工原料等危险物品时，需要

非常精准的操作。这些精准的操作本

领 ，只 能 通 过 日 常 的 极 限 训 练 才 能 练

出来。

“下高度时，那种视
觉冲击带来的恐惧感很
强烈”

如果说武警部队官兵挑战的是“极

限精度”，那么空军飞行学员挑战的就是

“极限高度”。只不过，有时候他们比的

不是看谁飞得高，而是看谁飞得低。

“25 稳住杆，下高度。”

“障碍物有些多，不敢往下走。”

“你下不了高度，怎么隐蔽接敌？”

此刻，是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学员

王永哲学习飞行以来最苦闷难熬的时

刻——他驾驶的飞机始终不能下降到

指定高度。

攻击未达成，任务失败。

“低空飞行时，飞机离地面的高度较

低。下高度时，那种视觉冲击带来的恐

惧感很强烈。”一向发挥稳定的王永哲，

带着一种深深的挫败感走下战机。

“这是学员们第一次飞低空战术导

航训练课目。”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

副大队长卢靖林告诉记者，低空环境下，

学员们不仅要面对不稳定的气流，而且

要随时注意规避地面障碍物。在飞行

时，如果不能及时规避眼前的障碍发生

碰撞，后果不堪设想。

“战斗机低空战术导航训练，是训练

难度极高的课目，具有非常重要的实战意

义。”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大队长

徐松眼中，这样的训练虽然难度大，但对

于提升学员们的打仗本领非常有必要。

一番请教和复盘后，王永哲和战友

再次踏上跑道准备第二次试飞。这一

次，王永哲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我是战

斗机飞行员，必须继续往下飞。

“1 号，25 锁定目标，请示攻击。”

“25，可以攻击。”

听到可以攻击的口令时，一种突破

自我的感觉油然而生，王永哲感受到了

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

“首先得生存下来，
我们才能打得赢”

同样是挑战极限，飞行学员们在挑

战“极限高度”，高原官兵们却在挑战“极

限温度”和“极限氧含量”。

一场大雪，给喀喇昆仑高原披上了

雪白的外衣。驻守在这里的新疆军区某

红军团的官兵们，正在展开一场高原生

存演练。

山脉连绵，一眼望不到头。某红军

团尖刀四连的行进路线是阳面，积雪较

浅，有助于官兵们保持体力。随着海拔

不断升高，新兵金家敬的身体出现了一

些不适，他赶紧拿出便携式氧气瓶为自

己补充氧气。

雪山上，官兵们的身后留下了一串

串前行的脚印。一天的行军后，大家非

常疲倦，连长史天虎决定组织大家就地

宿营。

在高寒缺氧的喀喇昆仑高原宿营，

本身就是一次极限挑战。官兵们依托地

形，利用单兵伪装衣，搭设了一个个简易

雪窝子。“我们有睡袋和羊皮褥子，穿得

也比较厚，夜间休息时基本防寒保暖还

可以保证。”五班班长张凌宇说。

话 虽 说 得 轻 松 ，但 高 原 夜 晚 温 度

骤降，再加上缺氧和极大的体能消耗，

对 于 这 群 年 轻 官 兵 而 言 ，这 注 定 是 难

熬的一夜。

当官兵们进入梦乡时，突发的“敌

情”打破了山谷的寂静。史天虎向全连

官兵下达任务指示，要求全连迅速撤收

宿营地域，消除痕迹，机动到指定任务

区域。

难题一道接一道。官兵们迎着严

寒 继 续 出 发 ，拖 着 疲 惫 的 身 体 再 次 挑

战连夜奔袭。在长达 1 个小时奔袭后，

官兵们终于抵达了海拔 4700 米的目标

点位。

深夜雪地急行军的滋味如何？战士

李江文感触颇深：“野外生存训练非常艰

难，有的坡度将近七八十度，走一步退半

步，喘气非常困难。”

“高原作战，最考验就是生存能力；

首先得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打得赢。”史

天虎说。

“气都不敢喘，感觉
时间过得特别慢”

全时全域作战，不仅仅是高原官兵

的训练要求，也是武警特战队员的必备

技能。

深夜，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接

到任务，立即赶赴某小区参与处置劫持

人质事件演练，挑战黑暗中的极限营救。

“狙击组汇报，视线受阻，无法锁定

目标，完毕。”

到 达 任 务 地 点 后 ，特 战 中 队 狙 击

手 周 新 宇 迅 速 找 到 制 高 点 ，进 行 观 察

和瞄准。此时，光线较差，他根本看不

到目标。

夜间作战，光线不足是特战队员面

临的最大挑战。此时，特战小队临时将

方 案 从“ 击 杀 犯 罪 分 子 ”改 为“ 营 救 人

质”。

“根据现场情况，我决心采用隐蔽接

‘敌’、多点突击的战法，突击一组利用雨

露管隐蔽接近至房屋窗口位置，突击二

组由楼梯隐蔽接近至房屋门口。以突击

一组枪响为令，展开行动。”中队长牛胜

巍下达最新任务指令。

行动开始，突击二组小心翼翼地在

楼梯间向上移动。此时，稍有响动就会

导致任务失败。

“夜间周围环境较为安静，相对于白

天来说可视距离短，能见度差，我们必须

隐蔽接近目标。”班长舒汇说。

这是导调组专门设计的战场环境，

夜间视线受阻，狙击组击杀目标非常困

难，没有远程支援时，突击组的压力就会

变大。“在上楼梯时特别紧张，气都不敢

喘，感觉时间过得特别慢。”突击队员牛

海行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两个突击小

组成功到达指定位置。枪声一响，势如

破竹。短短几秒钟，两个突击小组相互

配合，圆满完成了营救任务。

“夜间反劫持行动，对于特战小队而

言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越难大家越要

精练，因为突发情况是不分白天和黑夜

的。”牛胜巍说。

（本版采写得到国防军事频道《军事

纪实》栏目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军 营 里 的 极 限 挑 战
■本报记者 徐 娜

实战化训练必须充分考虑战场的

复杂性、战争的残酷性，为一切可能发

生的情况做好准备。极限训练能够最

大程度反映战场的真实环境、发挥装备

的极限性能，同时更能锤炼官兵的体能

极限、意志极限和心理极限，是训练场

通往战场的“快车道”。

在数学上，极限是指“无限接近而

不能达到的状态”。在军事上，极限训

练就是无限接近实战的条件、标准和要

求，在构设训练环境、模拟强敌对手、突

破人体极限等方面向极致逼近，让官兵

在险情、危情、难情中体会战场的残酷

性，倒逼自身能力提升。

练兵若难，进军就易；练兵若易，进

军则难。2014 年春节期间，正在执行

任务的 372 潜艇突然遭遇恐怖的“水下

断崖”。在关键的 3 分钟内，指挥员下

达了数十道口令，艇员们完成了 500 多

个动作，均无一差错。正是凭着这种接

近极限的速度，该潜艇官兵创造了奇

迹。这一切，都离不开他们平时扎实的

训练和对极限的追求。

在一次飞行训练中，舰载机飞行员

袁伟驾驶战机与鸟群迎面相撞，导致左

侧发动机失火。得益于平日的严苛训

练，袁伟练就了过硬的素质，在 10 分 57

秒内接受指令 50 多条，完成操作上百

次，成功挽救了战机，创造了战机撞鸟

起火、载重超极限着陆、低高度单发迫

降成功的航空兵特情处置奇迹。

由此可见，无论是什么武器装备，

要想形成高水平的实战能力，都离不

开使用者的极限操作，而这些都源于

平日里的极限训练。战场上局势变幻

莫测，如果在平时训练中一味求稳、不

求突破，实战中一旦遇到意料之外，就

会陷于被动。只有打破自我设定，在

训练场地、时间、难度等要素上不断寻

求新的突破，才能适应不同的战场环

境，最大程度发挥自身潜能和武器装

备最大效能，练就关键一招，取得战场

上的主动权。

值得注意的是，极限训练更需要

科学合理安排。如果不结合受训者能

力 素 质 、不 考 虑 训 练 进 度 ，一 味 追 求

“高难险”的极限，不仅会扰乱部队正

常训练秩序，容易引发训练伤病，甚至

还会出现训练事故。因此，在极限训

练前，首先要把大纲规定的课目训够、

内容训全、标准训好，再根据官兵的个

人实际，合理安排极限训练课目、确定

训练目标，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

科学规律，在不断挑战与突破中逐步

提升战斗力。

对军人而言，及格不是标准，过硬

才是合格。只有在训练中敢于把自己

逼入绝境，不断挑战极限，才能在未来

战场上克敌制胜。

在极限训练中练就制胜一招
■第 81 集团军某旅政治教导员 何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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