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 月 3 日，中央军
委在中部战区陆军某师举行
开训动员大会，习主席在这里
向全军发布了训令。一个月
后，解放军报“新春走军营”采
访组来到这里，用笔端和镜头
聚焦部队实战化训练的生动
场景，除了有滋有味的图文稿
件，“八一电视”还拍摄制作了
“馅料十足”的系列微视频。
扫描右侧二维码，即可观看相
关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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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军营，夜宿卧龙山。此时

此地，寒冷天气和练兵热潮形成巨大

反差，引人深思。

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中的许三

多有个口头禅：做有意义的事。

基层官兵最烦瞎折腾、做没有意

义的事情，每天累得要死，却是“认认

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搞形式”。打仗

要打赢，必须先打假！

品咂实战味，训练中的形式主义

是块臭豆腐，而假训空练不仅味道不

正，而且还有毒，伤人、伤战斗力。

真正把训练场当作战场，会尝到

哪些味道呢？

先说苦味：数九严寒，条件艰苦，

按照新修订的军事训练大纲从严从难

施训，苦练杀敌本领，能不苦吗？

再说辣味：军事训练及考核有把

铁尺子，内容安排日益精细，压茬推

进，官兵每天都有压力，能不辣吗？

还有酸味：新春佳节临近，春运已

经启动，“说句心里话，谁不想家？”身

在训练场，即便家属探亲来队，也不能

团聚……能不酸吗？

但是，卧龙山训练场官兵品咂到

的最浓厚味道是甜味！

二级军士长丁辉说得好：“练兵备

战是我们的主业。在‘主业’上多琢

磨、多用劲，我们再苦再累都快乐。”

从严从难、贴近实战、科学施训，也

是官兵的期盼。战士赵番番和战友们

都说，带兵骨干批评他们时，脸上火辣

辣的，但是心里没有抱怨，最终为自己

训练成绩的提高而开心。

统帅一声令，官兵赴沙场。对此，

军属们也很骄傲、理解。在卧龙山，很

多官兵告诉记者，家人看了习主席发

布新年开训动员令和视察中部战区陆

军某师的报道，部队军事训练来真的、

来实的，他们也由衷点赞、倾情支持。

练兵备战，一“实”就甜。

甜在“有意义”！

面对国家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

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贴近实战

练兵备战方能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正如官兵们所说：“军事训练来不

得一点虚假，今天的不实训练，需要

明天战士们用血肉填平。”按照习主席

的指示要求，全力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

工作，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方能

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

精兵劲旅，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品尝到胜利的喜悦。

练
兵
备
战

一
﹃
实
﹄
就
甜

■
洪
文
军

我们喜欢这些“不好看”

走进野训场，记者第一眼就发现连
队野营帐篷并没有“列队”搭建。“我们当
天抵达后，勘察完地形各班分头搭帐篷，
20多分钟就搞定。”下士车长崔鸿舰告
诉记者，以前野外驻训搭帐篷时，有的单
位还标线，让全连所有帐篷整齐排列。
这次搭建帐篷，除了考虑山坡搭建的安
全性，主要考虑的是便于全连能以最快
时间收起帐篷、便于伪装、打起背囊就能
上战场。

走进帐篷，记者发现摆放比较整齐
的是帐篷墙面挂着的几个黄脸盆。防潮
垫、褥子、被子叠放在一边，有型，但并非
是好看的“豆腐块”。“我们注重内务，这
是军人作风养成，但是野外驻训期间，内
务标准更贴近实战。”崔鸿舰告诉记者。

正在犯愁帐篷内外都拍不出“好看”
的照片时，记者又被崔鸿舰给问倒了：“不
知道你来时路上，有没有看到我们伪装的
步战车？”当时猛一打眼，记者还真没注意

到战车就在身旁，像是在随意堆放的东西
上铺了一个防雨帆布，全无威武之姿。但
在崔鸿舰眼中，这更贴近实战，伪装要求
是要和山的地形地貌融为一体。

同住一个帐篷的二年兵赵番番是第
一次到卧龙山驻训，很喜欢“这个山上光
秃秃、山路弯弯绕的地方”，理由是：在这
样的山路上跑步，对小腿肌肉锻炼特别
大。“与团部营区相比，我们觉得这里更
能提高我们的体能素质。”

记者和两位战士说起师长的一个观
点“打仗都是不好看的”，引起他俩的强
烈共鸣。“这两年演练比武，哪里还是红
旗招展、锣鼓喧天啊。”他们不约而同地
回忆起习主席在该师靶场发布开训训令
时的一个细节，现场仅有一条横幅：中央
军委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

一切从实战出发，让那些“中看不中
用”的东西远离了练兵场，越来越多的
“不好看”受到基层官兵的点赞。“我们喜
欢这些‘不好看’，来真的、来实的，这是
对能打胜仗负责！”赵番番说得很有力。

当代“何万祥”应该

怎样炼成

寒夜兵营，秩序井然。晚上 8 点
半，连队准时进行晚点名，答“到”最

响亮的声音出现在指导员李红委喊出的
第一个姓名——何万祥！

何万祥是连队的老连长，生前曾 3
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1944 年 3 月 25
日夜晚在攻打山东沂源县大泉庄虎山山
顶的伪军炮楼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年仅29岁。

时间穿越 74 年，又是一个夜晚，
当何万祥的英名呼出后，全连官兵齐声
答“到”，声震夜空，夺人心魄。
“我们师的历史很厚重，红色传统

代代传。习主席在参观我们师史馆时，
特别提到抗美援朝中的松骨峰战斗，他
说，‘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
更硬’。很多战士都能背下习主席说的
这句话。”晚点名结束后，指导员一走
进记者夜宿的帐篷就说，不仅为自己所
在的师骄傲，也为自己所在的“平江起
义团”及红二连自豪。师里、团里、连
里的一位位英雄都是从战场走来的，英
勇机智。我们今天争当有灵魂、有本
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
人，要学习这些前辈，传承红色基因。

当代“何万祥”应该怎样炼成？寒
冬的小帐篷里，大家的心声逐渐聚焦成
一句话——

走向战场！
“习主席发布开训动员令后，我

们没有回宿舍，直接开赴野外，连续
两昼夜进行大强度训练。战士们都特
别兴奋，贴近实战，找到了打仗的感

觉！”连长李志伟喜欢一句话：闻令
而动，走出营门就是战场，出门就能
战斗。

崔鸿舰接过话茬：“往年都是天气回
暖后才组织野外驻训，而今年野外驻训
提前了两三个月，并在降雪天气出动。
天寒地冻，条件艰苦，但是大家‘气多’
‘骨头硬’，训练成绩提高明显。”

实战化要靠一线官兵来落实，对
个人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毕业于西北
工业大学的赵番番说起眼下的训练课
目，神情并不轻松：“既要学会掌
握，更要做到极致。习主席视察我们
师时强调‘加强科技运用，增强官兵
科技素养’。现在我们的武器装备先
进了，但是如何熟悉装备性能，包括
完成好对多目标快速精准射击，我还
得拼命练呢。”

忙“主业”，再苦都开心

低矮的帐篷里，虽然灯光并不亮，
但崔鸿舰有些皴裂的双手和掌心残破的
老茧仍看得很分明，让人心疼。
“我们刚进驻训场那两天，正逢三

九严寒。第一时间挖厕所，那土是一小
块一小块凿出来的，一镐下去只能刨出
瓶盖大小的土块，我和几个战友的手掌
都磨出了血泡。这还不是最疼的。刨土
时经常有土块崩到脸上，那才叫一个
疼。”崔鸿舰说到这里，憨厚一笑。

两位战士告诉记者，刚进驻卧龙山
时，供水比较紧张，大家都节省着用。
连里一位战友打来洗脸水后走进帐篷处
理事情，等出来时发现已经结冰了。
“敲开冰，冰下面的水还能用！”

现在，连队不仅热水供应有保障，
而且热饭热菜供应也让大家满意。崔鸿
舰和赵番番齐声说到炊事班的辛苦：早
晨 5点钟就起床了。“现在天气冷，炊
事班的饭菜送过来还有一段路，而炒菜
凉得快，炊事班就尽量多做一些炖菜。
对于炖菜，战士们也会打趣：要想跑得
快，天天吃炖菜。连队不少北方人更爱
吃馒头，炊事班就得付出更多气力，因
为大冬天的，揉面特别费劲。”熄灯哨
吹响后，记者问两位战士：多少时间能
入睡？他们回答：很快！

连里已经开始按照新的军事训练大
纲施训，要求更严，难度加大，在两位
战士看来，“抓得更紧了”。

虽然每天训练任务很重，但两位战
士没有丝毫抱怨：打仗是我们军人的
“主业”，主要精力要用在主要事情上，
忙“主业”，再苦再累我们都开心。“我
们现在训练，就是要向打仗用劲！吃苦
才够味，退伍才不后悔……”

第一次睡帐篷、打地铺，记者担心
会不会“今夜无眠”。打开手机，记者
看到气温显示是-5℃，而且总觉得有
冷风在吹自己的脸……熄灯后 30分钟
左右，记者听到了赵番番均匀的鼾声。
崔鸿舰有点咳嗽，过了一会儿他也进入
了梦乡。

“十五的月亮”在这

里被冷落了……

夜宿卧龙山，适逢当晚有 152年难
得一见的月全食——“红月亮”。当天
是农历腊月十五，很多人在微信朋友圈
晒“十五的月亮”。而记者发现，当晚
的月亮在卧龙山有些被冷落了，没有发
现哪位战士特意走出帐篷来赏月。
“我们是数字化部队，‘抗干扰’

能力强。”赵番番笑着说，自己不能
像在地方工作的同学那样坐在窗边拍
摄月亮，也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个闲情
逸致吧。“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
练兵备战。自己一到卧龙山，就觉得
练兵备战的气场特别足。家人对我也
很支持，特别是听说我们现场聆听
了习主席的开训动员令，很骄傲，让
我们在部队安心训练好好干，不要牵
挂家里。”

这位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当
兵两年，有的在地方发展的同学已买车
买房。聊到这里，他说无悔军旅选择，
“我们开的车比他们的牛多了，虽然住
在帐篷里，但是这种磨砺是拿钱买不来
的财富……”

两位战士告诉记者，现在来自机关
的干扰越来越少。“我们战士最烦机关
瞎折腾。练为战，任务很明确，我们也
能全神贯注投入实战化训练。”他们还
告诉记者，当天中午，全连官兵照了一
张合影，因为连队再次被师里评为“军
事训练一级连”，荣登“龙虎榜”！

凌晨起身，走出帐篷，凝望星
空，天上的“红月亮”已复圆。记者
不禁遥想 60多年前，和现在红二连官
兵差不多年岁的志愿军战士，打败了
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以至于敌
人哀叹“月亮是中国军人的”。听着从
一顶顶帐篷中传来的鼾声，记者脑海中
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全连官兵第二天
一早爬起来，满血复活地投入到实战化
训练中，只为实现一个目标——未来战
场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上图：该师官兵夜训即景。

下图：卧龙山驻训期间，官兵进行实

装通过染毒地带演练。 叶 红摄

版式设计：梁 晨

夜宿卧龙山 品咂实战化
■本报记者 洪文军

对于今年的实战化训练，我感触

最深的就是训练向战场瞄得更准了，

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打仗需要什么

就苦练什么”。比如，我们当前正在训

练的多发炮弹同时着地战术，就是通

过控制多发炮弹以不同射角和初速打

出去，利用飞行时间差让炮弹最终同

时着地爆炸。这样，一门火炮就能打

出多门火炮的效果，成倍增加压制威

力，把装备的性能发挥到极致。第一

次在演练中运用，两门火炮就打出了

连齐射的效果，蓝军稀里糊涂挨了打，

还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门火炮。以

前像这种非必考课目常遭遇“冷板

凳”，现在却成了“香饽饽”，我想这就

是当前部队实战化训练的一个缩影，

也是一种转变。实战化训练对我们基

层官兵而言，就是要把每一项打仗本

领练过硬，这样上战场才能做到有底

气、打得赢。

——中部战区陆军某团机步二营
炮兵连排长 任峒霏

这段时间以来，明显能感到连队

的训练更加科学、合理。原来的训练

按照老大纲的要求，以时间为划分来

完成不同阶段的训练，开训以后首先

要进行基础课目训练，再展开专业训

练、战术训练等内容，这就造成在相对

固定的环境中训练相对固定的内容，

既不利于部队在各类极端环境中摔打

磨练，也容易让官兵们形成“思维定

势”和“条件依赖”。今年开训以来，我

们在训练好基础课目、考核达标的同

时，先期在部分营连展开了专业训练

和战术训练，并提早两三个月展开了

野外驻训。在“三九四九”严寒条件下

展开战术训练，以往是很少见的。但

是，贴近实战抓训练，不能因循守旧，

更不能怕暴露问题。今后，相信我们

训练的实战化力度还会加大，尤其是

新大纲的逐步落实，肯定会让我们的

训练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中部战区陆军“平江起义团”
机步六连战士 蔡亚东

实战化训练关键在于一个“实”

字。去年实弹射击期间，我所在的某新

型导弹发射车，按照预案进行计划内目

标间瞄射击。在实弹射击即将开始时，

导演组却临时改变预案，命令我自主搜

索威胁度最高的近距离目标并进行半

直瞄射击。由于该型导弹发射车配置

阵地多在后方，平时训练中我们多以远

距离瞄射击训练为主，忽略了近距离半

直瞄射击训练。后来，我们虽然有惊无

险地完成了射击任务，但火力反应时间

和火力毁伤效果远不如以往。在真正

的战场上，可能导致的将是整个火力单

元的覆灭。这警示我们，未来战争不是

一成不变的，实战化训练也不能按部就

班。只有敢于突破惯性思维，针对未来

战争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全方位无死

角”的高标准、“鸡蛋里挑骨头”的严要

求，脚踏实地对照自身查找不足，我们

才能以更加充分的准备打赢未来战争。

——中部战区陆军某炮兵团导弹
技师 顾忠懿

帐 篷 夜 话
——基层官兵热议实战化

■张雅东 王锡圣 姚钧翊整理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在习主席向全军发布新年开训动员令“满月”之际，本报启动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后的第一年“新春走军营”采访活动。
●这是一个特别的部队单位：1个月前，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的大会主会场设在该师某团靶场，全师官兵备受激励，迅速掀起大抓实战化训练热潮。

●新春走军营，战地鼓角声震耳；夜宿野营村，金戈铁马入梦来。本报记者深入该部野外驻训地，与某团红二连官兵同吃同住，零距离感受实战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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