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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星光闪烁，映照雪野；寒风如刀，横

扫群山。暮春时节，喀喇昆仑高原之夜，

依旧滴水成冰。

当时针指向 22 时，记者在新疆军区

某团高原夜间驾驶训练现场，体验了一

番别样的“速度与激情”——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划破长空，参

训官兵全副武装，迅速奔向战位。几分

钟后，一列长长的车队，隐没在茫茫夜色

之中。

在复杂陌生路况下闭灯驾驶，驾驶

员个个紧握方向盘，紧紧盯着前方，耳畔

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

“高原、黑夜、缺氧等不利因素叠加，

使训练难度和风险系数陡增。”某运输连

连长关鹏告诉记者，高原夜间闭灯驾驶是

高风险课目，不仅需要驾驶员具备娴熟的

驾驶技能，还需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

“‘ 生 命 禁 区 ’决 不 能 成 为 打 赢 盲

区。只有平时训练从难从严，战时才能

增加胜算。”关鹏介绍，进行高原夜间闭

灯驾驶训练，能有效锤炼驾驶员极限条

件下应变能力。

刺骨的冷风不停地钻进驾驶室。记

者透过车窗向外望去，夜幕中，借助冰雪

反光，瞪大双眼才能勉强看清前车的车

辙印迹。

“在高原参加闭灯驾驶夜训，对我的

驾 驶 技 术 既 是 全 新 考 验 ，也 是 磨 砺 提

高。”坐在驾驶位置的下士陈志远告诉记

者，这是他第一次在海拔 5000 多米的高

原参加闭灯驾驶训练，既兴奋又紧张。

“对于将面临什么突发状况、遭遇怎

样 的 艰 难 路 段 ，心 里 都 没 底 。”陈 志 远

说。他紧盯前车反光贴条调整方向盘，

稳控车速，不敢有丝毫马虎。行驶过程

中，看不清仪表盘数值，驾驶员只能凭借

经验和感觉把握车速、控制车距。

突然，记者所乘坐的运输车发生倾

斜，被迫停了下来。

“04 号车右后侧车轮下陷，无法正

常跟进，请求停车检修。”路过松软的砂

质路段，陈志远由于缺乏高原夜间闭灯

驾驶经验，一不小心导致右后侧车轮下

陷约 30 厘米。

经过紧急处置，车辆再次出发。“同

一种情况，发生在平原与高原，有着天壤

之别。”陈志远告诉记者，这个“小插曲”

让他对自己的驾驶短板有了新的认识。

“高原上面对的情况，远比我们想

象 中 复 杂 困 难 得 多 。”关 鹏 不 禁 感 慨 ，

“上了高原，才深切体会到什么是‘本领

恐慌’。”

据该团领导介绍，为了向实战靠拢、

向打仗聚焦，此次高原驻训，他们结合实

践转换组训模式，战味越来越浓。

“打仗不分白天黑夜，训练不分高原

平原，汽车兵既是驾驶员更是战斗员。”

勤务保障营营长欧阳波说，只有打仗的

弦绷紧了，实战化训练才不会跑偏。

磨出新“锋刃”，铸就新“铁骑”。时

间已到后半夜，仰望星空一片璀璨；放眼

雪野，辙印向远方不断延伸……

上图：夜训中的行军车队。

中国军网记者 陈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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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某团高原夜间闭灯驾驶训练见闻

■本报记者 陈典宏 中国军网记者 陈 磊 通讯员 刘 盼

微 直 播

本报讯 何嘉樾、宋哲报道：“在

我的家乡河南省新安县，有一座‘烈士

魂’纪念碑。在这座碑后，长眠着 620

名烈士……”4 月下旬，在陆军某综合

训练基地的讲堂上，新兵贾盼以主讲

人身份，代表 7 名新安籍战友登台，为

官兵讲述家乡红色历史。

据介绍，该基地春季入伍新兵中，

大学生士兵占比较大。针对这一新情

况，他们决定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

鼓励新兵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收集

家乡红色历史资料，走上讲台为战友

们讲述家乡红色历史，在深化党史学

习中铸牢理想信念。

该基地利用网络平台推出党史学

习 教 育 系 列 课 程 ， 引 导 新 兵 学 习 党

史 ， 继 承 弘 扬 我 党 我 军 优 良 传 统 ；

组 织 各 新 兵 班 排 开 展 “ 讲 述 红 色 人

物故事”小评比活动，并遴选优秀主

讲人登台讲述党史，增强大家的使命

感 责 任 感 。 同 时 ， 他 们 注 重 因 材 施

教，结合不同新兵特点，有针对性地

组织党史学习教育，着力提升教育的

感染力。

为当好红色历史的主讲人，新兵

们还发动家人同学，到家乡的战斗遗

址 、烈 士 陵 园 、先 烈 故 居 和 主 题 纪 念

馆 搜 集 文 字 影 像 资 料 。 重 庆 籍 新 兵

陈小龙告诉笔者，大学时他曾多次参

观红岩纪念馆，入伍后自己登台讲述

那 段 历 史 ，才 更 加 深 刻 地 体 会 到“ 竹

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

铁 ”这 句 话 背 后 坚 如 磐 石 的 信 仰 力

量 。 课 后 ，不 少 新 兵 表 示 ，一 定 要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以 优 异 成 绩 建 功

军营。

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

新兵登台讲述家乡红色历史

本报讯 杜泽飞、特约通讯员卢沩

宗报道：“今天由我带领大家学习歌曲

《十送红军》背后的红色故事……”暮春

时节，在武警士官学校的“士官讲堂”上，

四大队学员赵凯讲授的党史课生动有趣

且富有教育意义，赢得官兵阵阵掌声。

在今年的党史学习教育中，该校

党委为活跃学习氛围、增强学习效果，

决定借鉴学员喜闻乐见的电视演讲节

目形式，打造“士官讲堂”这一党史学

习教育平台。他们遴选优秀学员登上

校内电视讲台担任演讲嘉宾，用兵言

兵语讲好党史课，营造“人人学党史、

时时讲党课”的浓厚氛围。在此基础

上，引导广大学员结合自身实际加强

学习训练，形成“争着上讲堂、比着干

工作”的鲜明导向。

受领担任“士官讲堂”党史故事演

讲嘉宾的任务后，学员赵凯一方面利

用课余时间查阅资料，深入了解家乡

党史故事，精心制作课件；另一方面观

摩学习战友们的演讲视频，吸取经验，

不断提高自身授课能力。听了赵凯的

党史课后，学员们深受鼓舞，纷纷利用

课余时间翻阅文献、拓展学习，加深对

党史知识的了解。

“这是士官学员自己的讲台。在

这个讲台上，‘兵教员’的授课有兵味、

接地气，教育效果十分明显。”该校领导

介绍，“士官讲堂”推出以来，学员们以

登台讲课为荣，讲者用心、听者认真，人

人学党史、讲党史在该校蔚然成风，进

一步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武警士官学校营造党史学习教育良好氛围

学员担任党史故事演讲嘉宾

本报讯 高爽、特 约 记 者李丁报

道：4 月 23 日，在强军网某军事职业教育

平台上，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联手大连

舰艇学院录制的第 6 期“舰艇指挥员论

坛”在线课程刚上线，就有 400 多人选修

学习。一名带兵人留言：“学习了《新时

代培育海军战斗精神的实践与探索》课

程后，我对战斗精神如何培育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

“战斗精神是战斗力的‘倍增器’，也

是战争制胜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该基地

领导介绍，他们依托军事职业教育平台，

会同院校和科研机构联手制作“舰艇指

挥员论坛”系列课程。论坛每期确定一

个主题，通过深入剖析部队实兵演训、战

备执勤等重大活动，分析解决当前战斗

精神培育中遇到的各种矛盾问题，打造

网上教育平台，激发官兵血性胆气。

向战而行，为战育人。据介绍，该基

地邀请大连舰艇学院教授和不同类型作

战部队领导授课，通过剖析古今中外真

实战例，多维度阐述战斗精神的内涵实

质。线上授课中，他们穿插讲述该基地

战斗英雄王瑞昌参加“八六”海战、荣获

一等战功的铁血故事，让听课官兵热血

沸腾。此外，他们还组织官兵线上观看

《跨过鸭绿江》等战争历史剧，围绕“革命

军人的血性胆气从哪里来”进行大讨论，

引导官兵在练兵备战中不断培育战斗精

神，敢于直面未来战场血与火的考验。

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着力打造网上教育平台

网络课程强化官兵战斗精神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4 月下旬，第 73 集团军某旅开展实

弹射击训练，锤炼防空作战能力。

杨明达摄

五
月
三
日
，武
警
广
西
总
队
机
动
支
队
组
织
实
战
化
综
合

演
练
，检
验
特
战
队
员
协
同
作
战
能
力
。

陈

鑫
摄

战车轰鸣，硝烟四起。阳春时节，

第 83 集团军某旅演习地域，一场红蓝

对抗演练激战正酣。

红方火力连接到上级指令：“迅速

对‘敌’开进通道实施拦阻射击！”

转瞬之间，火炮怒吼。望着目标地

域扬起的烟尘，火力连指挥员李留硕颇

感欣慰。没承想，电台传来的消息犹如

一盆冷水“浇”在他的头上：“射速低导

致火力覆盖不够，拦阻任务失败！”

据了解，该连曾创下全旅火炮射速

最高纪录。他们探索总结的“装弹、校

准、射击、复位、再装弹”这一“火炮射击

五步法”被全旅沿用至今。

“ 昔 日 成 功 经 验 为 何 在 今 日 演 训

场上不奏效了”“最高纪录创立者都达

不到考核要求 ，会不会是考题设置太

苛 刻 ”…… 火 力 连 的 失 利 让 该 旅 官 兵

议论纷纷。

导调组表示，此次考核确实提高了

难度，达到了装备性能上限。但这样的

考核能进一步摸清部队的战斗力底数，

也能充分激发官兵身处“绝境”时的战

斗潜能。

“若是射击后不复位炮管，立即再

次装填，能否提高射速？”复盘检讨会

上，该连中士任乙鑫大胆提出自己的设

想：传统“五步法”中的第四步“复位”

是在射击完毕后，将炮管调整至合适角

度再次进行装弹，虽然安全稳妥，但影

响装填速度，在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很容

易贻误战机。而官兵通过强化训练，完

全可以形成“肌肉记忆”，省去“复位”

这一步，进一步提高射速。

“试一试才能知道行不行。”火力连

决定组建攻关小组，尝试将“五步法”变

为“四步法”。

然而，训练刚开始，他们就遇到了

困难：由于车内空间限制，火炮身管处

于小角度时，炮手进行装填时动作舒展

不开，影响了速度。

该 连 没 有 气 馁 ，及 时 总 结 经 验 教

训，通过模拟辅助、肌肉强化、战位操作

等一系列训练，不断探索火炮身管处于

各种角度时的装填动作技巧。经过不

懈努力，在旅里组织的阶段性训练考核

中，他们一举创下新的射速纪录，新射

击方法在全旅推广。

打破惯性思维，突破自身极限。该

旅党委以此为契机，组织战法训法大讨

论，对标实战标准查不足，对现行的训

练方法解剖分析，先后梳理出 10 多个具体问题，拉单列表逐个解决。

目前，该旅官兵大胆尝试新战法训法，部队实战化水平稳步提升。在刚刚

结束的专业考核中，该旅各单位火炮射速均超以往。

﹃
火
炮
射
击
五
步
法
﹄
为
啥
不
灵
了

—

第
八
十
三
集
团
军
某
旅
跳
出
训
练
惯
性
思
维
的
一
段
经
历

■
胡
瑞
智

武
志
远

陈
文
龙

经验是可贵的，可以帮助人们认

识事物的属性特点，作为处理问题的

重要参照。同时，经验又是有局限性

的，一个经验做法形成后，往往会在不

断重复应用中自我强化，乃至形成惯

性，甚至是方法依赖和路径依赖。

“用兵之法，贵在不复。”任何经验

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在军事实

践中尤其如此。倘若把自己的成功经

验绝对化，难免要脱离实际。看不透这

一点，我们就会因循守旧而不知、画地

为牢而不觉，甚至成为经验的“囚徒”。

我军军事训练已进入全方位变革、

整体性提升的新阶段。加快实现军事

训练转型升级，必须突破经验的“藩

篱”，拓宽思维的“边界”。只有不断研

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才

能与时俱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莫做经验的“囚徒”
■魏 兵

破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