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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第78集团军某旅一场轻

武器实弹射击比武在林海雪原深处打

响。特战一连下士滕家俊一路过关斩

将，一举夺得总评第一名的好成绩。

看到“爱徒”拿到好成绩，上士郭九

江迎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打趣地说：

“别绷着了，练出好成绩还怕没机会上擂

台么？”滕家俊与师傅相视一笑，憋在心

里20多天的阴霾终于烟消云散。

原来，该旅在去年底受领了参加某

国际军事竞赛比武的任务。得知这一消

息后，滕家俊兴冲冲地找到师傅郭九江

一起报了名。经过4个月的封闭集训、

层层选拔、逐轮淘汰，最终二人都拿到了

走出国门参加比武的资格。

在比武场上摘金夺银，对于每个战

士来说，如同“鲤跃龙门”一般令人向

往。然而，眼看比武竞赛日期临近，滕家

俊首次代表全旅官兵走出国门参赛的愿

望却未能实现。3月24日，该旅副参谋

长崔迎彬将集训队员集合起来说：“根据

上级通知，此次国际军事竞赛取消，集训

队解散，所有人员即日归建！”

听到这个消息，滕家俊心里像被浇

上了一盆冷水。

一手拿着越野滑雪板，一手拿着雪

鞋，滕家俊耷拉着脑袋朝宿舍走去。平

日在训练场上健步如飞的他，面对短短

几十米的路程，竟然有点抬不动腿了。

“回去有啥打算？”看着滕家俊成了

“蔫茄子”，郭九江故意跟他搭话。“还能

干啥？连里让干啥就干啥呗！”滕家俊头

也不抬地应付道。“听说旅里最近在组织

实弹射击训练，我打算回去露两手，敢不

敢比一比？”郭九江故意将了滕家俊一

军。“比就比，有啥不敢的！”就这样，两人

归建后，立刻投入到日常训练之中。

上了训练场，滕家俊才知道，师傅郭

九江如今是射击训练的教员。射击训练

中，郭九江把自己历次参加轻武器射击

比武的心得向全体参训官兵倾囊相授，

使大家的训练成绩直线上升。

“要想上擂台拿名次，就得把每个训

练课目练到极致！”训练间隙，郭九江的一

席话令参训官兵深受启发。他坦言，每名

官兵渴望在擂台上实现自我价值没有错，

但为了比武而训练的心态要不得。能打

仗打胜仗是军人的主责主业，比武竞赛只

是用来检验训练水平的一种手段。

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官兵们

渐渐明白，身处火热的军营，每个人其实

已经站在了军旅生涯的擂台之上，在日

常训练中精益求精，今后不论擂台搬到

哪儿，总会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比武临时取消之后……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牛 辉 通讯员 杨贵良

晋 级 比 武 集 训 队 ，

“一招鲜”行不通了

“听说了吗？特战一连被上级通报
批评了，原因是应急反恐能力建设考评
出了问题……”去年年底，该旅官兵热议
的一个话题，给特战一连官兵心里蒙上
了一层阴影。
“那段时间，每当路上遇到其他连队

的战友，我都下意识地低下头。”戳到痛
点，上士李钦仓坦言。

李钦仓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奉命参
加上级组织的朱日和反恐集训比武考核，夺
得多个“第一”，可谓出尽风头——反恐特战
尖兵综合第一、反恐特战小队综合第一、总
评第一。可短短半年过后，他们却在上级应
急反恐能力建设考评中“掉了链子”。
“同一课目，半年前比武摘金夺银，

半年后验收漏洞百出，是不是很讽刺？”
连长张响直言不讳：比武只是检验训练
的“擂台”，不能偏离备战打仗的“阵地”，
否则就会重蹈这一覆辙。

去年年底的军事训练形势分析会上，
该连痛定思痛，深刻剖析问题的根源。
“我们之所以能在反恐集训比武中拿

到好名次，是因为我们在一些单项课目上
有过人之处，并不代表我们所有课目、所
有环节全面过硬。”指导员赵岩认为，比武
取得好成绩后，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
中，而比武暴露出的问题却无人问津，致
使该补的短板没能及时发现补齐。

士官支委、上士王小斌直言：“有的
同志进了比武集训队就像打了鸡血一
样，可到了与比武关系不大的日常训练
时，就应付了事，这也是连队整体训练水
平存在短板的重要原因！”

士官支委、中士刘潇宇也给出了自己
的看法：有的同志把比武当作个人成长进
步的跳板，致使连里“一招鲜吃遍天”的大
有人在，而全面过硬的人才却不多。

一连“自曝家丑”的举动，为全旅上下
揭开了比武训练“两张皮”的伤疤。特战
一营营长林立强回忆，去年陆军组织特战
小队长考核比武，所有队员均是来自各个
特种部队的训练尖子，集训的强度、难度、
险度很高。即使竞争激烈，他们还是斩获
了总评第二的好成绩。然而，年底营里组
织教练员考核时，曾在赛场上摘金夺银的
5名特战小队长竟然“败走麦城”。
“为什么要参加比武？比武的真正

目的是什么？比武在备战打仗中应当发
挥什么作用？”年终总结时，旅长赵正兵
的话引发了全体官兵深刻反思。
“‘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的优

良传统不能丢，但也要做好赛场夺魁扛
旗之后的下篇文章！”赵正兵认为，比武
的真正目的在于激发训练热情、学习借
鉴经验、指导部队训练，说到底还是要为
备战打仗服务，为战斗力长远建设服务。

今年以来，该旅备战各类比武的脚
步依旧没有停下。与以往不同的是，所
有参加备战比武的选手都要完成比武课
目以外的既定训练内容。对此，该旅党
委给出的意见很明确：比武和训练两手
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正在狙击手集训队参加集训的特战
八连小队长矫凯告诉记者，如今想进比
武集训队，必须在基础训练课目普考中
达到优秀水平，以往凭借一技之长“特招
入队”的办法再也行不通了。

在高手云集的比武

场上，为自己寻找“更强

的对手”

林海深处，该旅特种技术队四级
军士长卢雪礼紧盯前方，快速测算风
向风速，判定目标距离。忽然，目标出

现，只见他排虚光、修误差，扣动扳机，
动作一气呵成，子弹正中靶心，全程仅
用 5秒钟。

射击完毕，起身持枪。卢雪礼掸了
掸身上的积雪，走到参训官兵跟前，现地
分阶段讲解射击动作要领和在不同环境
条件下的射击原理及注意事项。
“卢班长是我们旅的标杆，他带出来

的高徒比武夺取的奖牌不比他少……”
说起卢雪礼，特战八连中尉罗威振赞不
绝口。
“虽然我以前拿过许多奖牌，收获很

多荣誉，但也经历过难以超越自己的痛
苦。”卢雪礼回忆，入伍 15年来，他参加
过集团军以上各类集训比武 20余场，先
后获得“全军爱军精武标兵”“优秀猎人”
“特等狙击手”“侦察特战精兵”“优秀四
会教练员”等荣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身披荣誉光环的老兵，也曾陷入过一段
低谷期。

2015年，卢雪礼奉命备战一场国际
狙击手比武。此前，他已经在此类国际
比武中拿过金牌。面对首长和战友们的
期望，卢雪礼感到责任重大，心理压力也
越来越大。
“什么？卢雪礼差点被淘汰？”第一轮

淘汰赛，卢雪礼的成绩令全旅官兵大跌眼
镜。面对糟糕成绩，卢雪礼心急如焚，可
无论怎么练他都找不到状态。
“是时候放下荣誉的包袱了！”卢雪

礼决定静下心来，从头开始，以一名普通
狙击手的身份参加训练，就算自己被淘
汰，能帮助其他队友提升成绩也是好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卢雪礼不但虚心向
队友请教，还将心得体会与大家一起分
享。渐渐地，集训队整体射击水平上来
了，卢雪礼也终于找回状态，以总评第一
名的成绩成功入围参加比武的名单。
“备战比武最忌讳私欲过重、心存杂

念，只有放下包袱、稳住心神才有可能获
得成功。”特战一连副小队长陈珂欣是卢
雪礼的爱徒，谈起自己在去年狙击手比武
中一举夺魁的经历，他深有感触地说。

如今，陈珂欣也当上了教练员，每逢
备战比武，他和卢雪礼一样，既是教员也
是队员，既是师徒也是对手，他们和其他
战友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整体训练水平

突飞猛进。
“教会徒弟会不会饿死师傅？”面对

记者的担心，某型无人机侦察连上士许
彬坦言：“跟高手过招，自己再差也不会
差到哪里去；跟低手过招，自己再强又能
强到哪里？”

特种技术队上士刘建军对此感同身
受：能代表单位参加国际国内比武的队
员，都是尖子中的尖子，虽然在本单位
“一枝独秀”，但走出单位却可能“泯然众
人”，只有大家共同进步、共同提高，不断
给自己树立更加强大的对手，才能倒逼
自己在训练中精益求精、不断超越。

刘建军曾参加过全军海上特种作战
骨干集训，并在潜水、机降、水下射击、操
舟训练等课目中取得优异成绩，先后 3
次被集团军评为“特战精兵”。然而，集
诸多荣誉于一身的他也有短板，那就是

“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自从他
担任旅里格斗和潜水的“双料教员”以
来，他的总结归纳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都得到很大提升，不仅集训队被他带得
有模有样，个人训练水平也日益精湛。

事实证明，只有卸下比武场上的荣誉
包袱，才能点燃练兵场上的燎原之火。据
了解，去年该旅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类比武
中，仅狙击手比武这一项，他们就有 4人
被评为狙击枪王、7人被评为狙击精英。

一茬茬退出比武擂

台的老兵，从“大侠”变成

“铸剑师”

对于该旅官兵来说，比武这个话题

可谓“几多欢喜几多愁”。
某型无人机侦察连中士赵家乐对此

深有感触：“近年来，全旅选派队员参加
国际国内比武的机会越来越多，有的人
抓住机会一战成名，有的人却总是与机
会擦肩而过。”

原来，赵家乐的训练成绩在该旅一
直不错，备战各种比武的集训也没少参
加，可一到上擂台，他的发挥总是不太稳
定，和他关系不错的战友都戏称他是“预
备队队长”。

对于这个称呼，赵家乐最初内心比
较抵触，时间一长，他渐渐释然：既然不
能代表单位走上赛场，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贡献也是好的。

就这样，赵家乐不再把心思放在
争取比武的名额上，而是当起了旅里
的攀登训练教员。论综合训练水平，

赵家乐可能不如一些战友，但在攀登
训练这个领域，旅里却很少有人能够
超越他。
“老赵当教员，起初一些队员确实

不大服气，可真刀真枪比过之后，许多
人都被老赵挑落马下。”特战一连小
队长杨红超回忆，近年来，曾在比武场
上摘金夺银的队员没少向赵家乐挑战
攀登课目，可都是胜少败多。在他的
帮带下，许多战友攀登训练成绩显著
提升。

说起赵家乐的境遇，特种技术队高
级技师、二级军士长赵玉伟感同身受：
“年轻的时候身体素质好、训练成绩好，
可参加比武的机会少；年纪大了、身体素
质下滑了，现在参加比武的机会多了，反
倒力不从心了……”

虽说上不了比武场，但赵玉伟却
是旅里最受尊敬的老兵之一。这是
因为，他是该旅伞降训练场上的“定
海神针”。

作为旅里伞降训练的“总教头”，
不论是年逾不惑的旅领导，还是初生
牛犊的新战士，只要按照他所教的方
法扎实训练，准能练就过硬的伞降技
术。不仅如此，赵玉伟还编写了《空降
训练教材》，完成了 41 份配套教案，针
对寒区伞降特点改进了 10 余种贴近
实战的组训器材，让训练与实跳精准
对接。

在赵玉伟带教的众多弟子当中，已
有 20余人在各类国际国内比武场上摘
金夺银。每当说起这个话题，赵玉伟的
脸上总是绽放出自豪的笑容：“不能当一
名仗剑天涯的侠客，做一名默默无闻的
铸剑师也知足了。”
“功劳簿上可以没有我的名字，但

强军路上必定有我的足迹！”特战八连
四级军士长刘洪平感慨地说：今天，我
军和外军在赛场上交流的机会越来越
多，上级组织的各类比武也越来越
多。但从参加比武人员的名额来看，
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的还是少数。对
于绝大多数官兵来说，刻苦训练的意
义并不在功劳簿上有没有自己的名
字，而在于强军路上有没有自己的汗
水和足迹。

特战八连中尉罗威振掰着手指头对
记者说：“卢雪礼、刘洪平、张宗来……越
来越多的老班长从台前走向幕后，他们
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却依然在训练场上
挥汗如雨，贡献力量。”

一茬茬退出比武擂台的老兵，用实
际行动感染和鼓舞着该旅的“新生代”力
量。大家渐渐明白一个道理：一支部队
的战斗力建设，离不开每名官兵的接力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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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跃龙门”背后的“沉潜思辨”
—第78集团军某旅缩短比武与实战距离的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牛 辉 通讯员 杨贵良

近年来，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步伐

的加快，部队官兵参加国际国内比武竞

赛的机会越来越多。参加国际比武，官

兵们在与外军的高强度比拼中接受锻

炼、拓展视野、展示形象；登上国内擂

台，官兵们在与兄弟单位的硬碰硬过招

中全力应战、斗智斗勇、取长补短。然

而，赛场夺金固然可喜，战场制胜才是

最终目的。各级部队在备战比武竞赛

时，应当紧紧抓住为战斗力建设服务这

一根本，真正发挥好比武竞赛的“催化

剂”“试金石”“参照系”作用，不断推进

部队实战化训练往深处走、往实里落。

用比武竞赛氛围激发练兵动力。

上世纪60年代，我军曾开展了一次大规

模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大力探索和改

革军事训练，产生了“郭兴福教学法”，推

动我军军事训练更加正规化，部队训练

成绩也大幅提高。一时间，神枪手、神炮

手和技术能手的数量成倍增长。由此可

见，组织和参加各类比武竞赛是激发官

兵练兵动力的“催化剂”，对于整体抓训、

全员促训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在备战

比武竞赛过程中，应坚持抓尖子带整体，

既要注重挖掘尖子、培养典型、树立标

杆，也要注重将“尖子”培养成为“种子”，

发挥示范作用，带动整体提升。比武竞

赛应持续掀起人人参与、个个争先的练

兵热潮，防止重尖子考核比武成绩、轻单

位整体训练水平的错误思想，不断增加

成建制、全员额比武竞赛比重，锤炼部队

整体训练水平。

以比武竞赛标准检验训练成效。

比武不仅是官兵争创训练纪录、争夺

训练桂冠、追逐梦想荣光的舞台，更是

部队展示作风形象、检验训练水平、比

拼打赢本领的阵地。对于比武组织者

而言，应聚焦部队使命任务和训练重

点难点设置比武课目，既比米数、秒

数、环数等单项课目，又比突发情况处

置、协同任务能力、装备故障排除等整

体课目，使比武场和未来战场“无缝接

轨”“精准对焦”。对于比武仲裁者来

说，在鼓励参赛部队和官兵争金夺银、

创破纪录的同时，应注重用比武的标

准检验部队训练的真实水平，排除有

悖于实战化训练的各种“虚光”，切实

把和平积弊清出练兵场、比武台。对

于比武参与者来讲，应正确面对比武

场上的得与失，不论胜败都要及时总

结经验教训，找准自身存在的短板弱

项，合理借鉴其他参赛单位先进的训

练理念和科学的训练方法。

让比武竞赛成果推进训练转变。

当前，国际国内重要的比武竞赛更加贴

近实战，很多课目都是极限条件下进

行，高难度课目、高标准设施、高水平对

决，为我们提高平时训练的实战化水平

提供了参照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

进步和武器装备的迭代升级，各类比武

竞赛的难度、强度和信息化含量越来越

高，这也为各级部队推进军事训练转

变、提高备战打仗能力指明了前进的方

向。应努力提升比武竞赛的信息化含

量，不断强化信息主导、信息制胜理念，

突破基础型、力量型、技能型等传统训

练模式，加强前沿技术运用、高新武器

操作、电磁环境构设等专业训练，不断

提高信息化训练水平。应注重抓好常

态化群众性练兵比武，紧跟使命任务拓

展、战争形态演变、作战环境变化，不断

丰富和拓展群众性练兵比武的形式、内

容和方法，确保比武和训练时刻跟着时

代变、贴着实战走，不断推进部队军事

训练成果深化转化，练就能打仗、打胜

仗的过硬本领。

让比武竞赛引领精武之风
■张 宏

新闻样本

记者调查

锐 视 点

图①：机降作战
图②：夏练三伏
图③：冬练三九
图④：狙击集训

杨再新、刘 林摄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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