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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屏幕中，一栋房屋被不断放大。
画面先是聚焦在一扇窗户，接着延伸进

屋内，一间间掠过，像是对房屋进行一次扫
描成像。3间屋子扫过之后，“目标人物”出
现。伴随着画面一阵抖动，目标瞬间倒下。

屏幕的另一端，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
支队无人机班班长、下士佟佳楠和战友们
击掌庆祝演练任务顺利完成。此次行动，
他们通过无人机完成房屋内部侦察，对目

标实现精准打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加新域新

质作战力量比重’，并指出‘加快无人智能
作战力量发展’。”该支队领导告诉记者，
他们深入研究信息化智能化战场特点规
律，把以无人机为空中节点的指挥链、情
报链、打击链和保障链融入作战体系，制
胜未来反恐战场的能力有效提升。

前不久，该支队挑选精兵强将，参加

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佟佳楠刚刚拿到
赛 程 计 划 书 ，便 发 觉 此 次 比 武“ 不 一
般”——“无人机专业”被作为单独作战板
块列入竞赛中。

参加了大大小小十余场比武竞赛，这
样的设置，佟佳楠还是头一次遇到。

立体侦察，察打一体，夜间侦察……
赛场上，伴随着无人机课目数量、难度的
显著提升，佟佳楠闻到了浓浓的“硝烟

味”，也感受到了“战场”对自身能力带来
的冲击。

变化，不仅仅在无人机专业比武板块。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场比武竞赛带

给参赛队员们一个强烈的体验：对“未来
战场”想得更多了。

今天，让我们回到这场比武竞赛的举
办地李墕山，沿着队员们的目光眺望未来
反恐战场。

成长路上，经受挫折是
每名特战队员的“必修课”

接连完成 3 个课目后，汗水已经浸

湿了下士陈何昊的迷彩服。下一个课

目，是陈何昊擅长的“识别射击”，一直紧

绷着的弦似乎可以松一松了。

在突入房间准备开枪射击目标的一

刹那，陈何昊惊讶地发现：现场情况和识

别记忆的内容不同。

“砰、砰、砰！”靠着本能，陈何昊调整

位置的同时识别目标，果断开枪射击……

作为第一次参加比武的新人，陈何

昊见识到了课目设置的难度：“就像是坐

过山车一样，一刻也不能松懈。”

接下来的“侦战转换射击”课目，更

让陈何昊记忆犹新：150 秒，130 米山路，

参赛队员需要按规定路线机动至侦察位

置，完成情报搜集后，转移至突入准备位

置，随后对屋内目标进行“歼灭”。

“敌人不会像靶子一样等着我们去

打，接下来将要面临什么挑战，我们不得

而知，能做的只有拼尽全力。”随着比武

的进行，陈何昊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很多参赛老队员，也有与陈何昊类

似的感受。

上尉潘亚洲参加过多次比武竞赛。

出征前，潘亚洲拍着胸膛向战友们保证

没问题，可比赛开始后，他很快发现现场

情况远远超出自己想象。

渗透潜入时，一名队员未按“隐蔽”

路线机动，被判定行动暴露；阻“敌”增援

时，指挥员获取的情报有误，未能完成任

务；突击准备前，目标位置突然变化，意

外再次出现……

枪声响彻山林，潘亚洲带领的小队一

时间陷入被动状态。在身边战友的提醒

下，潘亚洲才意识到协同行动出现了问题。

“以往打得准、跑得快，是取胜的秘

诀。在这场比武中，能否将单兵实力有

机 整 合 ，才 是 整 个 团 队 遂 行 任 务 的 关

键。”复盘总结时，潘亚洲坦言，“这些教

训，让我们打一仗进一步。”

对搜排爆手、中士张凌而言，这种教

训带来的冲击令他难忘。

在搜爆识爆课目中，张凌穿着近 18

公斤的搜爆服，小心翼翼地登上公交车。

让张凌意外的是，第一眼，他没有看到预

想中明晃晃的“爆炸物”。放眼望去，座位

上、地面上都是背包、灭火器、饮料瓶、毛

巾等日常杂物。乍一看，再正常不过。

经过仔细搜排，张凌标记好了“爆炸

物”的位置，自信满满地下了车并按下计

时器。

“未搜索识别出所有‘爆炸物’！”当

成绩宣布的那一刻，张凌似乎听见“轰”

的一声，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以前训练中，“爆炸物”有几个、有几

种，张凌心里都很有底。这一次，时间

紧、干扰物多，简直就是“故意刁难”。越

想越不甘心，张凌找到裁判组，急迫的语

气中带着请求：“刚才太紧张了，能不能

让我再找一遍？”

“我很想多给这些年轻队员一次机

会，但搜排爆战场上没有第二次！”现场

的裁判组组长、中校郭巍表示，这既是一

次残酷的实战训练，更是一次让特战队

员成长的机会。

离开赛场，张凌暗下决心：下一次，

一定拿第一！

成长路上，经受挫折是每名特战队

员的“必修课”。“哪怕跌得头破血流，也

要爬起来努力奔跑，继续冲锋。”张凌说。

缺乏战场思维，就无
法跟上战场变化的节奏

参赛前，作为多次征战比武竞赛的

老兵，一级上士赵占省觉得“一切尽在掌

握中”。但很快，“狭小空间识别狙击”课

目便让他倍感压力。

在汽车副驾驶位置上，赵占省侧身依

托方向盘调整射击姿势，透过车窗接连狙

杀了2名“歹徒”，在整组选手中用时最短。

走下比武场，裁判组对赵占省的行

动判定却是“失败”——未能搜寻出全部

“歹徒”。

细看比武规则，赵占省的失利似乎

情有可原。任务中，队员并未被告知“歹

徒”数量及位置，仅仅凭借记忆 9 名人质

特点，来反向搜寻、识别藏匿其中的“歹

徒”并将其击毙。

但这次“滑铁卢”，让赵占省开始重

新审视自己：“真正的战场，不就是这样

吗？缺乏战场思维，就无法跟上战场变

化的节奏。”

在狙击小组的“场景研判隔障狙击”

课目中——狙击手需要通过观察手提供

的信息，命中藏匿于墙后劫持人质的歹徒。

“这个课目不仅检验射击技巧，更考

验狙击手之间的协同能力。”竞赛筹备组

成员于珍鹏告诉记者，这个看似“刁钻”的

考题，实际上源于真实的反恐实战经历。

在这场比武中，这种实案化的考题处

处可见。特战队员时刻面临着处置复杂

突发情况，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应对。

公交车搜爆识爆，限定时间、不限定

爆炸物种类；搜剿捕歼，显靶位置不再固

定、射击角度随地形变化；机动侦察，需

要队员隔障遥控侦察车通过路障，在规

定区域内完成侦察……

“从‘米秒环’论英雄，到现在实案化

的考核模式，改变的不只是形式，更摆脱

了理念的束缚。”武警第一机动总队参谋

王小刚说，“比武规则、课目内容越发贴

近实战已经成为常态，比起赛场变化，我

更关注这些调整能不能倒逼能力生成，

牵引部队补齐训练的短板弱项。”

在王小刚看来，本次比武竞赛，最大

的变化莫过于将无人机专业作为单独作

战板块列入竞赛中。

“无人机作为新兴的空中作战力量，

以其零人员伤亡、非接触、可远程作战等

特点，成为武警部队无人化智能化作战

发展趋势。”王小刚说，在实际任务中，因

为组织实施难度大、维护保养成本高，无

人机训练成了官兵眼中的“重难点”课

目，部分单位宁可放着装备不用，也不愿

拿出来飞个千百次提升“战力”。

如今，空地协同、追踪捕歼、寻爆排

险等课目出现在比武场上，正在倒逼着

官兵强化无人机训练。王小刚说，唯有

将“重难点”课目纳入比武竞赛，解决大

多数人“不敢练”“不会练”的问题，才能

带动更多部队投入实战化训练，促进战

斗力整体跃升。

在王小刚看来，本次比武竞赛也有

令人惊喜的地方。射击课目中，某队使

用临时调配武器参赛，打出了令人惊讶

的成绩：10 秒内快速识别 5 个目标并全

部命中，20 发子弹打出 189 环……

这支参赛队伍之所以能在比武中迅

速掌握武器性能，取得冠军，秘诀就是在

平时训练中，注重练习多种类型武器，发

挥人装结合的最大效能。

“想要淬炼参赛者的战术素养和战

场思维，就得让竞技场充满硝烟味。”王

小刚说，“为了适应新型作战任务需求，

我们不能只关注课目的变化，更要注重

由此带来的实效。”

胜利，终将属于时刻
准备着的人

“通往胜利的路上，没有捷径。”比武

竞赛结束后，女子特战队一队队长、上尉

王璐这样总结自己的收获与体悟。

比武备战期间，女子特战队一直坚

持着每周 3 次负重越野强化训练。那段

日子，汗水总是止不住地流，“训练讲究

科学，但更需要血性。”

“这种吃苦精神是一茬茬官兵传承下

来的。”王璐介绍，2019年她所在的女子特

战队与外军展开联演。一些体格强壮的外

国军人过来切磋枪法，一轮较量后，他们不

由地发出感慨：体格并不强壮的东方女性，

竟能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完全陌生的枪械。

“当时没有什么秘诀，就是苦练。”王

璐告诉记者，一个据枪定型，她们常常一

练就是一整天；为提升射击水平，队员们

把每一次实弹射击建档，总结分析具体

到每一发子弹……

此次比武，王璐和战友们用 2 个小

组第一名的不俗表现，再次刷新了大家

对她们的认知。“皮肤变黑了，手上留疤

了，人也瘦了。用这样的方式赢得荣誉，

很酷！”王璐说。

经历这次比武竞赛，每个人都完成

了一次蜕变。比武后的一场事迹报告会

上，下士肖星讲述了自己作为替补队员

征战比武场的故事——

比武开始前一周，由于主力队员受

伤，肖星获得上场机会。白天肖星跟着

队 伍 练 课 目 ，晚 上 在 帐 篷 里 加 班 练 技

能。那段时间，肖星不慎皮肤感染，“疼

痛伴随着瘙痒难耐，即使一个简单的转

身动作，痛感就能扩散至全身”。

肖星没有因疼痛停止强化训练，而是

硬生生扛了下来。上场那天，肖星在8分钟

内成功判断8组“恐怖分子”并击中目标，入

围前十强，实现了替补队员的“逆袭”。

对赛场失利的侦察排长、少尉潘银

墅来说，能力之变，“没有完成时，只有进

行时”。

站在陌生地域，利用手中地图判读

站立点、目标点；跃进至射击区域，使用

不同武器对不同距离、不同类型目标快

速射击……比武开始，潘银墅在个人基

础课目和技能课目上发挥出色，一路过

关斩将。第一次参赛，这种感觉让他“有

点飘”。

然而，挫折比想象中来得要快。潘

银墅作为指挥员参加侦察小组搜剿行

动，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涌现：小组通联不

畅、任务迟迟无法下达；情报搜集不完

整，指挥员迟迟无法完成破译……

面对“意外”，潘银墅再也没有了比

赛开始时的那股冲劲。

从赛场回到训练场，中队长王志丹

知道单纯的安慰没有意义。他让潘银墅

带着原班人马，继续结成训练对子，并立

下约定：每个队员都结合参赛体会，梳理

出自己的短板弱项，总结学习别人的成

功做法，日后再上赛场拿回荣誉。

前不久，潘银墅带领小队报名参加

上级组织的“建制中队比武”和“立标杆、

夺奖牌、创纪录、当尖子”2 项群众性比

武竞赛。“这将是我们证明自己的机会。”

潘银墅说。

报名结束那天，训练场下起了小雨，

潘银墅和队员们的迷彩身影穿梭在模拟

反恐城市街区。20 多米的楼房，武装侦

察员一跃而下，顺着绳索破窗而入……

“胜利，终将属于时刻准备着的人！”

潘银墅这样鼓励自己和战友们。

（秦 丽、李宏刚参与采访）

图①：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

织官兵开展强化训练。

图②：特战队员快速通过障碍。

图③：特战队员投掷烟雾弹。

谢 强、秦 丽、刘晨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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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随 参 赛 官 兵 的 脚 步 来 到

李墕山，我们不难发现这场比武

竞 赛 的 不 同 之 处 —— 更 像 是 一

场持续了 5 天 5 夜的战斗。不仅

比米数、秒数、环数等单项课目，

参赛队员还需要全程自行感知、

判 断 、处 置 赛 事 构 设 的 游 动 警

戒、武装劫持、逃窜隐匿等 80 余

种复杂“敌情”。

这种连续作业的比武模式，

不仅考验着参赛队员的战术素养

和血性胆气，还考验着整个小队

指挥的精确度、协同的默契度、技

能的娴熟度。

站 在 李 墕 山 上 眺 望 未 来 反

恐战场，我们发现，唯有不断提

高 官 兵 的 军 事 素 质 和 团 队 作 战

能 力 ，才 能 应 对 战 场 上 的 瞬 息

万变。

回 望 赛 场 ，眺 望 战 场 。 在

复 盘 与 反 思 中 ，大 家 形 成 这 样

的 共 识 ：赛 场 夺 冠 不 等 于 战 场

打 赢 ，从 赛 场 到 战 场 的 距 离 还

很 远 。 只 有 认 真 总 结 比 赛 的 经

验、做好比赛的“下篇文章”，才

能 不 断 缩 短 赛 场 到 战 场 的 距

离。

如果说“赛场之变”是练兵平

台的重塑，那“理念之变”则是引

领官兵战场思维跃升的动力。练

兵场上，我们只有把对手想得强

大些、把“敌情”设得复杂些、把战

法练得娴熟些，才能适应未来的

“战场之变”。

从“ 赛 场 之 变 ”到“ 战 场 之

变”，我们不妨多想一想，今天的

训练能满足任务需求吗？这样练

在战场上有没有用？有多大用？

还能不能改进？

平时头脑中多想一些这样的

问题，我们才能在未来战场作出

更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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