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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台·舞台

“最广泛的参与，激发最
饱满的热情”

“科长，我想回去参加打擂！”

冒出这个想法，发射二营下士白玉

风一刻也不愿等，当天就打背包回到连

队。

白玉风此前在旅宣传科兼职报道

员，因经常编辑强军网新闻，擂主们一

个个立功受奖戴红花的镜头，让他越来

越坐不住了：别人能当擂主，我也能当。

观擂容易，打擂难。第一次走向擂

台，白玉风就因导弹专业基础不够扎实

而名落孙山。但他没有灰心。一次，旅

里组织专业组长等级晋升考核，白玉风

很想去旁听，一打听发现自己连资格都

没有。他灵机一动，主动申请当服务保

障人员。

“老班长们对专业的精通让我大开

眼界。”站着听了一整天，白玉风两腿肿

胀，但他觉得自己“还没听够，还差得很

远”。激情被点燃的他，从此进入了“恶

补”状态。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第 20 届擂

台赛上，白玉风终于梦想成真，摘得一

顶擂主桂冠。

一个士兵对打擂的渴望，是这个旅

群 众 性 练 兵 比 武 活 动 火 热 开 展 的 缩

影。这些年，官兵人人争当擂主，已成

为该旅练兵备战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那年，发射二营阵管连战士董小通

做了一件“大胆”的事：给旅党委写了封

申请参赛的信。

作为导弹发射旅，当初旅擂台赛为

突出主战专业，参赛对象仅限于发射专

业官兵，阵管、通信、修理等专业官兵无

缘擂台。

“练兵备战没有局外人，比武打擂

岂能当看客。”董小通说，看着战友们登

上擂台上演巅峰对决，像他一样“心痒

痒”的人越来越多。

从那年开始，该旅将技术、阵管等

保障专业纳入打擂范围，明确义务兵、

士官、干部分专业比武、分层次打擂 。

是年，董小通捧得了阵管配电专业的第

一个擂主奖杯。

近 几 年 ，随 着 上 级 组 织 的 比 武 频

次、难度越来越贴近实战，该旅适时调

整打擂项目内容，形成与各级比武衔接

配套、涵盖所有兵龄层次、覆盖所有战

位的群众性练兵比武体系。

“能亲手按下点火按钮的官兵毕竟

是少数，而擂台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展

示自我的舞台。”在旅政委彭柯看来，这

正是擂台赛“走红”的重要原因。

“夺擂的都是老面孔，新人都在当

陪练。”曾有两届擂台赛，一度出现“上

届擂主几乎包揽下届冠军”的局面。官

兵有所呼，党委有所应。白玉风说，旅

及时叫停个别营连“选苗子、凑尖子”等

现象，并作出“连续 2 次蝉联擂主不得参

赛”的规定。

“最广泛的参与，激发最饱满的热

情。”据统计，该旅主战专业 90%以上的

战士，所有营连排长，都曾接受过擂台

洗礼。

大满贯·滑铁卢

“擂场如战场，战场上最
了解你的人，其实是你的敌人”

“所有风险题，答对 80%以上才能

得分，否则还要减分。”对这一规则，李

杰一度十分不解，直至前不久，他作为

专业组长独立指挥全流程作战检验任

务，才明白如此设规的深意。

这 是 一 次 没 有 完 整 技 术 资 料 、现

成 经 验 可 供 借 鉴 的 全 新 挑 战 。 任 务

中 ，一 条 高 压 管 路 突 然 发 出 刺 耳 的 啸

叫 。 李 杰 发 现 当 值 号 手 虽 在 前 期 考

核 中 成 绩 优 秀 ，真 实 特 情 一 来 却 慌 了

手 脚 。 他 当 机 立 断 ，打 开 阀 门 排 除 了

险情。

李杰说，导弹武器系统复杂、协同

要 求 高 ，理 论 学 习 和 实 操 训 练 不 能 搞

“一头沉”，更要严防“背记滚瓜烂熟、操

作手忙脚乱”的情况，装备实操需要从

操场走向战场，在硝烟味和各种突发的

特情下反复加以锤炼。为战而生，是设

立擂台赛的初衷；向战而行，则是不断

改进擂台赛的方向。

擂 台 赛 上 的“ 内 容 之 变 ”“ 规 则 之

变”，让某基地作训处副处长郑振华曾

有过一次“切肤之痛”。

2008 年，郑振华从军校导弹控制专

业毕业入伍，成为当时旅里唯一一名硕

士排长。理论功底深厚的他以“夺冠之

心”参赛，却因实践操作失分过多排名

倒数第一。

打 擂 如 此“ 高 开 低 走 ”的 ，不 止 郑

振华一人。二级军士长柴善友先后 5

次夺得擂主 ，拿过初、中、高级士官组

“大满贯 ”。在去年擂台赛上 ，却因对

新装备、新战法、新特情钻研不够 ，遭

遇了“滑铁卢”。

“ 战 场 瞬 息 万 变 ，吃‘ 老 本 ’肯 定

不 行 。”连 续 多 年 担 任 总 考 官 的 火 箭

军 导 弹 专 家 、旅 技 术 室 主 任 崔 德 荣 介

绍 ，他 们 成 立 了 一 支 专 门 队 伍 ，常 态

跟 踪 实 弹 发 射 、驻 训 演 习 等 任 务 中 暴

露 出 的 问 题 ，动 态 收 集 整 理 各 类 特 情

库 ，以 此 作 为 训 练 场 上 的 重 点 和 擂 场

上的“赛点”。

“擂场如战场，战场上最了解你的

人，其实是你的敌人！”后来成功问鼎擂

主的郑振华说，随着编制体制调整、岗

位要素优化、内容贴近实战，今天的擂

越来越难打了。

四级军士长陈行炳几年前就夺得

过擂主，改革中他被调整到控制专业。

换岗后首次参赛，陈行炳被挡在了决赛

圈外。“雄心的一半是耐心！”对此，他毫

不气馁，经过两年潜心砺剑，成功上演

“王者归来”，成为旅里改革调整后首位

“跨界双料擂主”。

“ 擂 难 打 的 背 后 ，是 擂 主 的‘ 含 金

量’越来越高了！”陈行炳发现一个很有

意思的现象：70%以上的擂主从重大任

务一线产生，多名蝉联擂主是经历过实

弹发射的号手。

蛰伏·执念

“不逼一逼自己，哪知道
自己有多优秀”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只

有夺得擂主才品味到其真正含义。”当

擂主是发射三营上士张建奎心中的执

念。为此他连续 6 年向擂台发起冲击，

结果就像高原烧开水——总到不了高

沸点。直到去年第 7 次登台，才以绝对

优势锁定控制专业擂主。

“不逼一逼自己，哪知道自己有多

优秀。”对张建奎而言，这次取胜远不止

夺得擂主这么简单。狭路相逢勇者胜，

打擂经历，让他收获了面对困难的那份

自信从容。

张建奎说，每一届擂台赛都是一次

惊心动魄的“华山论剑”，其独特魅力，

成为导弹旅特有的“打擂文化”并传承

至今。

“ 如 果 入 伍 前 有 现 在 学 专 业 的 劲

头，我就考上大学了。”发射二营上士王

忠胜自己都不敢相信，10 多年前初中毕

业 参 军 ，学 导 弹 专 业 原 理 如 同 读“ 天

书”，如今居然夺得擂主“宝座”。

“参赛如参战，打擂如打仗。”王忠

胜从背记教材开始，燕子衔泥般累积专

业知识，艰辛付出只有他自己知道。如

今成为专业组长的王忠胜，经常拿自己

的经历激励徒弟。

大学生士兵余修亮性格内敛，打擂

时却像变了个人，思路清晰、行动果断，

入伍第 3 年就成为擂主，首开大学生士

兵夺擂先河。

这一纪录很快被打破，毕业于济南

大学的唐梓华，入伍当年就崭露头角，

成为首个义务兵擂主。

旅领导感慨，他们的优秀，是被实

战化训练氛围“逼”出来的。

“ 比 武 看 似 强 强 对 决 ，定 输 赢 的

往 往 是 短 板 ，个 人 如 此 ，单 位 也 一

样 。”前 年 ，擂 台 赛 一 结 束 ，时 任 发 射

四 营 营 长 王 强 强 在 全 营 发 了 火 ：四 营

“ 全 军 覆 没 ”，擂 主 争 夺 战 被“ 剃 了 光

头”。

性 格 要 强 的 王 强 强 人 如 其 名 ，曾

多 次 立 功 ，在 火 箭 军 组 织 的 发 射 营 长

综 合 比 武 中 名 列 前 茅 。 王 强 强 说 ，单

位 擂 主 数 量 ，并 非 衡 量 训 练 成 绩 的 唯

一 参 考 ，但 肯 定 是 证 明 整 体 实 力 的 重

要指标。

“ 知 耻 后 勇 ，正 是 练 兵 的 绝 好 契

机。”“蛰伏”一年，王强强带队出征并

斩 获 营 连 主 官 组 擂 主 ，宋 鑫 拿 下 下 士

组 擂 主 ，四 营 成 为 去 年 擂 台 赛 最 大 赢

家。

方阵·共赢

“擂主只有一个，但不止
一个赢家”

初夏，一场全流程战斗发射演练在

大山深处打响。随着战斗警报响起，发

射一营官兵迅速占领阵地，展开导弹升

级测试。

这是一个人才“顶配”的战斗集体，

先后有 57 人次夺得擂主，涵盖营连主官

及每个专业。“带着这样的团队打仗，困

难再大心里也不慌。”面对阵地遭袭、装

备故障等特情，同样也是擂主的营长陈

世海信心满满。

“一营人才济济，受益于旅群众性

练兵比武活动。”旅长殷进保介绍，215

名擂主覆盖旅所有专业、全部战位，常

年活跃在实弹发射、作战值班等重大任

务 一 线 ，是 旅 加 快 实 战 化 能 力 建 设 的

“顶梁柱”。

去年，为提升导弹戒备状态和反应

速度，该旅组织全流程作战检验。这一

全新探索稍有不慎，风险难以预料。

重任当前，数十名擂主临危受命，

优化测试操作流程，探索出双工位交叉

测试、人员装备模块编组等办法，将反

应时间缩短近三分之一，对提升戒备状

态具有“里程碑”意义。

“ 擂 主 只 有 一 个 ，但 不 止 一 个 赢

家 。”发射一营士官张山山感慨 ，他与

苏 兆 杰 既 是 同 年 兵 ，也 是 一 对 业 务 搭

档 。 但 几 次 打 擂 ，张 山 山 都 惜 败 对

方。

在苏兆杰“刺激”下，张山山发挥管

理优长，连续多年担任班长，带领全班

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荣立集体三

等 功 ，在 另 一 条 战 线 证 明 了 自 己 的 实

力。

在发射五营荣誉室，整齐摆放着 24

个鲜红的“擂主手印”。其中 3 个并排放

在一起的手印格外引人注目：唐克波、

王贵增、张顺义 3 位士官两代师徒，先后

夺得发动机专业擂主，在全旅成就一段

佳话。

“擂台赛赛出一大批业务尖子，营

造出比学赶帮超的良好训风。”唐克波

担任专业教员 16 年，为旅队培养专业骨

干近百名。去年晋升一级军士长的吴

昌满说，他从列兵开始一路绿灯的晋升

之路，是一次次打擂铺就的，“我们都是

擂台赛的受益者。”

翻开该旅高级士官名册，他们的履

历上都有当擂主的经历，擂主方阵中还

走 出 一 大 批 旅 团 党 委 常 委 、发 射 营 主

官、专业组长，30 多人次获评全军优秀

士官人才奖。

该 旅 旅 史 长 廊 里 ，有 一 座“ 擂 主

榜”，榜单上一个个闪光的名字，绽放出

夺目光华，像那熊熊燃烧的尾焰，托举

长剑飞向苍穹。

谁 是 下 一 个 擂 主
■本报记者 王卫东 特约记者 高明俊 通讯员 汪 聪

“耶！”

答完最后一道风险题，发射三营

上士李杰给观战的“亲友团”打出胜利

手势。

夜幕降临，火箭军某旅第 20 届导

弹专业技术擂台赛现场热闹非凡。

本场比赛，他以领先第二名 4.8 分

的成绩锁定胜局，在“发动机专业·中

上士组”比武中夺魁，成为该旅连续

20 年比武打擂产生的第 208 名擂主。

导弹专业技术擂台赛，是该旅每

年组织的一项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赛事按照士兵能力区分初、中、高 3 个

层次以及营连主官，分成 4 个组别，涵

盖专业原理、实装操作、故障排除、特

情处置等科目内容，全面检验号手专

业训练质效。

这个擂台，对李杰来说如同一座

高山。入伍 10 年，他 6 次攀爬也未能

登顶。今年初的预赛中，他终以第一

名的好成绩拿到决赛入场券，而挑战

才真正开始。

“决赛共分 4 轮，首轮实装操作我

就遇到了‘拦路虎’。”他抽到的考题需

操作平时接触不多的相邻专业设备，

最后得分不高。第二轮是默画“电、

液、气”路图，在绘制一处电路原理图

时，李杰因一个电子元器件标注不当，

得了低分。

“输了不要紧，坚持才是真正的成

功。”接连失利，李杰在心里不断安慰

自己。幸运的是，在分数占比最大的

必答题环节，李杰凭借多次在装备整

修、实弹发射和全流程作战检验等重

大任务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拿下这一

环节最高分。

此 后 风 险 题 考 核 中 ，虽 历 经 波

折，但一路有惊无险，李杰最终问鼎

发 动 机 专 业 擂 主 ，迎 来 属 于 自 己 的

“高光时刻”。

据统计，连续摆擂 20 年，该旅先

后产生 215 名擂主，擂主方阵中走出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潘海亮、共青团十

八大代表章根生、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夏建陆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这个让“李杰们”激情向往的擂

台，到底承载了他们什么样的光荣梦

想？长盛不衰的擂台赛，又对战斗力

建设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记者走进

该旅展开调查。

一座高耸“擂主榜”，215个闪光名字
■本报记者 王卫东 特约记者 高明俊 通讯员 汪 聪

微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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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第 20 届 专 业 技 术 擂 台

赛，入围决赛选手进行考核；

图②③：专业擂主在实弹发射、

作战值班等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李发坤、左云龙摄

群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

为，则无不成。

火箭军部队技术密集、专业协同复

杂、科技含量高，组织练兵比武只有紧贴

实战化、群众性，扭住专业技术这个看家

本领，方能以比促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

的热情。

比武场不是少数人的比拼，每个战

位都是胜战的“节点”。实践证明，活动

设计问计官兵、科目设置集智官兵、组织

实施依靠官兵，官兵参与的积极性、主动

性就会不断增强。练兵先练将，群众性

练兵比武突出指挥员这个关键，官兵同

场竞技、同台打擂，练兵氛围就能真正浓

厚起来。

平静的水面，练不出勇敢的水手。

随着武器装备迭代升级，必须紧跟使命

任务拓展、战争形态演变、作战环境变

化，使群众性练兵比武与未来战场精准

对接；把环境设真、情况设险、困难设足、

标准设严，让比武难度强度险度最大限

度向实战靠拢；聚焦打仗必需、胜战基

础、制敌绝活，探索新手段、走开新路径，

以比武的多样化、实战化，提升官兵复杂

困难条件下遂行任务能力。

胜战者胜出，实干者实惠。信息化

战争时代的军事对抗，其本质是人才的

对抗。激发军人血性荣誉、形成训练共

生效应，离不开建好人才保留机制、搭建

发挥才干舞台。让比武中涌现的优秀者

吃香、有为者有位，多一些“比武出尖子、

尖子留下当种子”“徒弟拿第一、师傅同

台受表彰”的激励，形成比武示范带训的

良好局面。

群众性练兵比武，“比”是手段，“练”

是目的，“打胜仗”是终极目标。比武中

深化创破纪录活动、用好检讨反思“放大

镜”等，都是牵引官兵加快素质升级、能

力转型，实现打赢目标的好方法。同时，

练兵比武活动也是研究新体制下训练新

情况、攻克练兵备战新难题的重要途径，

我们务必抓紧抓实抓出多重成效。

平
静
的
水
面
，

练
不
出
勇
敢
的
水
手

■
彭

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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