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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见到新疆军区某特战旅特种技术

队队长阿依邓·吐尔逊别克时，四级军士长武

峰就知道，他“是个天生当特种兵的料”。

来自哈萨克族的阿依邓有着 1 米 88 的

大高个儿，皮肤被晒成典型的高原红，走起

路来脚下生风。一身迷彩服下，23 处伤疤

见证着这位特战精兵的勇气与血性。他最

近一次受伤是在右手手腕，那是去年的一

场演练，阿依邓带头冲锋，直到任务结束后

才发现右手手腕骨折，身上多处肌肉损伤。

入 伍 13 年 ，阿 依 邓 9 次参加各级比武

夺冠，先后 13次圆满完成“狙击边界”国际军

事比赛、中巴“勇士”系列驻训联演等大项任

务，荣立二等功 2次、三等功 2次。然而在这位

“天山雄鹰”眼中，诸多荣誉只是起点。

“特种兵的最高荣誉只有一个，就是在

战场上取得胜利。”阿依邓说，“为了这个目

标，我只有不断冲锋、再冲锋。”

从标兵连长到特战精兵

与身边的战友相比，阿依邓的特战生

涯 并 不 算 长 。他 30 岁 才 开 始 踏 入 特 战 领

域，用武峰的话来说，“阿依邓在这一专业

是个大龄‘新兵’”。

2014 年年底，已经在步兵连当了 3 年

连长的阿依邓得到消息，某特战旅在新疆

军区范围内抽调骨干，组织特战集训。从小

向往战场的他感觉热血一下被“点燃”了，

立刻递交报名申请。

“这种集训任务可不简单，很苦很累还

可能有危险，你行不行？”上级领导问他。阿

依邓没有犹豫，拍着胸脯保证，“这有啥不

行，我就喜欢挑战！”

于是，这位年近 30 岁的“标兵连长”从

这一天起，变成了一名普通的特战队员。伞

降、攀登、轻武器射击⋯⋯特战课目从头学

起，一切重新开始。

比阿依邓小 6 岁的武峰在那时候与他

相识。在武峰看来，这个“大有前途”的连长

作了个“傻瓜 ”决定 。“放着好好的连长不

做，这个年纪又跑来当特战队员，真是不可

思议。”他曾感叹。

但很快，阿依邓的刻苦就让武峰忘记了

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学习轻武器射击，动作不

明白的地方，阿依邓便缠着教员一遍遍询问，

有时还来请教武峰。别人休息的时候装备空

出，阿依邓会抓紧“抢占”，自我加练。

攀登课目是阿依邓感觉最难啃的“硬骨

头”，背着超过 15公斤的背囊爬上 10米高的

绳索，对于一名“老兵”而言是不小的挑战。为

了尽快跟上战友们的进度，阿依邓每天午休

时加练。夏天的新疆室外温度高达 40 摄氏

度，阿依邓的作训服不一会儿就被汗水浸

透，双手则磨出血泡，“长了烂，烂了再长”。

“没有与生俱来的强者。大家都是练出

来的，我为什么不行？”阿依邓坦言，他也曾

因为成绩落后感到失落，但心里“就是有股

不服输的劲儿，想要证明自己”。

半年时间里，阿依邓的手上总是缠着

绷带，血痂最终变成了老茧。他坚持每天加

练，还制订了一套“5+”训练目标，即“多一

次攀登、多练一次据枪、多学一个战例、多

跑一公里、多训一小时”。

很快，阿依邓的成绩从及格提升到优

秀。后来，他成了集训队的“小教员”，队友

们有什么问题，他会主动帮忙讲解演示。

“他的拼劲儿常常让人忘记了他的年

龄。看到他，就会明白一个敢打敢冲的特种

兵该是什么样子。”武峰说。

武峰忘不了，一次军区组织七昼夜地

狱魔鬼周极限训练，不少特战老兵都望而

却步，阿依邓却第一个报名参加。气温降至

冰点的深夜，作为保障人员的武峰穿着厚

厚的军大衣，阿依邓却光着膀子，直接趴在

刺骨的冰水里，嘴唇冻得发紫。

那一刻武峰感到眼眶一阵酸涩。“眼前

看到的就是一位真正的特战队员，为了完

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武峰从心底认定，

“他就是我值得生死相托的战友。”

从训练场走向战场

成为特战队员后，阿依邓是出了名的

“能折腾”“胆子大”。去年，阿依邓带红方特

战队员赴雪域高原进行实兵对抗演练。演

练途中，阿依邓突然收到导调信息，“蓝军

夜间偷袭，红方指挥员意外‘受伤’，必须立

刻送去抢救，否则将有生命危险。”

阿依邓立刻带队出发，陌生地域里地

形复杂，阿依邓走在最前面探路。护送转移

途中，他们遇到一条近 20 米宽的季节性河

流，水深情况不了解。时间紧迫，阿依邓第

一个跳进水中，冰冷刺骨的河水瞬间没过

他的腰部。

确认水深后，阿依邓带领队员迅速渡

河。那一晚，指挥员被顺利后送，“抢救”成

功，阿依邓自己却因为在探路时不慎滑倒，

造成右臂受伤。

“打仗难免要受伤，这没有什么。要想

将来在战场上取胜，训练中就必须要对自

己狠一点！”阿依邓说，如今，他的身上有大

大小小 23 处伤疤，大多是成为特战队员后

留下的。

在阿依邓看来，“战场离训练场并不遥

远”。“时刻有作战的意识，把每一次训练当

打仗，才能练出真本事，确保需要的时候冲

得上、打得赢。”

成为特战旅特种技术队队长后，每次

队里组织拉练，出发前，阿依邓都要一一检

查装备，包括水壶里的水有没有装满、能不

能喝，他都要亲自确认。

随 行 的 野 战 帐 篷 则 要 检 查 到 组 装 零

件。每个帐篷的门能不能打开，支撑杆会不

会被风吹歪，他都要一一看过。“地处边疆，

我们随时可能去沙漠、高原执行任务，战士

们的水壶里有没有水、住的帐篷漏不漏风，

这些小事都可能决定任务的成败。”

为了让队员们适应各类恶劣环境，阿

依邓想了不少办法。他在队里定期组织高

原 拉 练 ，最 远 的 一 次 ，他 们 在 海 拔 超 过

4500 米的雪域高原徒步行军近 70 公里，其

间穿插多课目考核，以此模拟高原地区长

途作战任务。

那是武峰经历的“最艰难”的一次拉练。

他记得阿依邓让小队每人除了原有装备，又

多背了 5公斤炸药，为的是“万一需要单兵作

战，每个人都可以单独进行爆破”。

队员们在高原上走了一天一夜。到了

晚上，寒冷、缺氧让所有人都筋疲力尽，阿

依邓却不见疲态。他一直走在最前面开路，

大声为战友加油鼓劲儿。有谁累了困了，阿

依邓会主动帮忙分担重量，他一次次架起

战友，终于带领大家完成了挑战。

“ 任 务 途 中 会 抱 怨 他 ，这 么 狠 ，‘ 没 人

性’。但任务结束，大家都由衷地感谢他。”

武峰说，“训练中经历过了，今后心里就有

底了。有时候不逼自己一把，不知道自己的

极限在哪里。”

为了适应各种野外条件下作战，阿依

邓还带头研究起新战法。随着信息化技术

的提高，他开始“玩儿”起无人机，创造性地

提出用无人机吊起炸药，远程遥控进行爆

破。既能提高在陌生地域快速准备爆破的

效率，还能避免人员受伤。

阿依邓找来摩托车的遥控钥匙，通过自

学将它改装，与无人机操纵系统进行连接。此

外，他还尝试用暖壶、电话等30多种日常用品

制作简易爆破装置，通过手机遥控爆炸。

“在野外环境下，有时候就需要就地取

材。一个水壶、一截雷管，只要掌握方法，都可

以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阿依邓说。

今年夏天的一次集训中，阿依邓首次

试验无人机遥控爆破。通过自己改装连接

的遥控器，阿依邓操纵无人机降落在指定

位置，对任务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一次便取

得了成功。巨大的爆炸声过后，完好无损的

无人机再次升空折返，阿依邓激动地和战

友们拥抱在一起。

“训练场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有可能在

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阿依邓认真地说，“我

们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战场上的胜利！”

从指挥员到“领路人”

在阿依邓看来，实操的进步离不开理

论的积累与经验的总结，战场胜利的背后，

是战术战法的深入研究。为此，阿依邓多年

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搜集外军战例和新出

版的各类战术战法教材，及时整理分析，归

纳成自己的训练经验。

“现代战争不仅要技术过硬，还需要头

脑 制 胜 。要 主 动 去 研 究 战 争 ，适 应 现 代 战

场。”阿依邓解释，“技能上的进步离不开思

维的转变。不但要能冲，更要知道怎么冲。”

一些外文图书买不到，阿依邓就想办

法联系部队院校去借，“找了不少关系”。为

了看懂外文书籍，他利用空闲时间自学外

语，如今已能熟练掌握 5 种语言。

自 2015 年起，阿依邓连续 4 年参加中

巴“勇士”系列驻训联演任务，在巴基斯坦

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真实战例，也成了阿

依邓“取经的富矿”。

阿依邓记得，一次与外军的交流中，听

到一支特战小队任务失败的战例。那次任

务中，外军特战队员计划爆破后突入房屋，

但爆破手忽视了对墙体承重的预判，导致

炸药爆炸后整个房屋坍塌，外军特战小队

全部被压在废墟下。回来后，阿依邓总结经

验，在特种技术队组织训练时提出爆破手

不但要学会计算炸药数量，还要研究各类

墙体、建筑材料的特性，以此规避风险。

为了更准确地记录真实战例，每次出

国时，阿依邓都要随身携带一部相机。看到

外军作战的场景或视频，阿依邓便随时记

录下来。

回国后，阿依邓会根据联演联训的经

历总结经验，形成书面材料，与战友们分享

讨论。除了分析外军战例，他还找来队里各

专业骨干，结合自身实际，抽丝剥茧地探寻

适用于国内训练的有效战法。4 年下来，阿

依邓的笔记攒了十几本。

今年，阿依邓的总结材料派上了“大用

场”。他与特种作战学院专家合作，联合编

写了一本名为《联合特种作战基本技能》的

专著，已被列为全军特种部队训练大纲指

导教材。结合荒漠地形条件下野战生存组

织难度大的问题，阿依邓又根据参加各级

比武竞赛经验和日常训练心得，钻研部队

野外生存训练技巧，梳理总结出一套现实

可行的训练方法，如今已在全旅推广。

在阿依邓心中，一名合格指挥员不能

满足于个人技能的提升，“你要带领一支队

伍共同提高，就要把好的经验做法传达给

大家，带领大家共同取得胜利。”

作为旅里的“先锋部队”，阿依邓所在

的特种技术队时常担负全旅的教学任务与

组织集训任务。为此，阿依邓要求队中每个

专 业 都 要 制 作 一 套 精 品 教 案 ，幻 灯 片、照

片、小视频等多种教学手段都要用到。

三级军士长黎定波是侦察专业，过去

他只会用电脑进行专业操作，对制作幻灯

片和修图一窍不通。阿依邓知道后，主动找

上门去帮忙教学。教案做出来后，阿依邓第

一个观看，又根据自身学习体会提出意见，

与黎定波共同修改。

黎定波看到自己的教案被阿依邓密密

麻麻做满了批注，“那一刻深受触动，你能

深切感受到，他不只是为了让别人学会，更

是真正想要教好别人，把好的经验方法传

递给更多人。”

阿依邓还鼓励黎定波在侦察专业上进

行 创 新 。作 为 从 事 这 一 专 业 10 余 年 的 老

兵，起初黎定波觉得“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没什么发挥余地”，但阿依邓不同意。

“每一次任务的背后，都应该有经验方法

的总结。你的一点进步，将来就可能帮助别人

在这个专业上前进一大步。”阿依邓对他说。

在阿依邓的鼓励、帮助下，黎定波结合

多年训练任务经验，于 2018 年起开始研究

边境侦察的信息传播问题。他发现，在边境

地区常常发生因地形复杂导致信号无法传

输，出现“情况侦察到了，信息却发不出去”

的问题。为此，他研究了好几种天线架设的

方法，并向厂家提出生产意见。如今，和阿

依邓商量后，他也打算“进军”无人机领域，

尝试操纵无人机搭设天线。

“他就像一个领路人，不但带着我们打

仗，而且告诉我们该怎么打仗。”黎定波说，

一看到阿依邓，执行任务心里就有底气。

但阿依邓并不满足于此，时至今日，他仍

然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训练中的本领还能

再升级，战术战法还能再创新。要永不知足，才

能一直保持拼劲儿。”

哈萨克族人崇尚雄

鹰，在阿依邓心中，他希

望自己能像天山上的雄

鹰一样，“永远瞄向更高

更 远 的 天 空 ，永 远 振 翅

高飞。”

天 山 雄 鹰
——记新疆军区某特战旅特种技术队队长阿依邓·吐尔逊别克

第八届陆军国际学员周活动现场。 陆军工程大学学员张诗雨正在主持专题研讨。

□ 肖力铭 路文昊 柴 玮文并摄

“Do you want to ask them how to
train in cold condition or train in coop⁃
eration?”第八届陆军国际学员周中的专题

研 讨 单 元 ，因 为“cold condition”与“coop⁃
eration”发音相近，新加坡军校学员在与一

名中方学员交流时出现脱节，导致答非所

问，担任主持人的中方学员张诗雨迅速救

场。随后，引导、总结一气呵成。

高考时，张诗雨的英语考出了 140 分

的好成绩，此次国际学员周活动中，她凭借

流利的口语、机敏的反应、稳健的台风，充

分展示了中国陆军院校学员的风采。

11 月 11 日，第八届陆军国际学员周

在 南 京 落 下 帷 幕 。 受 疫 情 影 响 ， 来 自 巴

西、柬埔寨、埃及等 12 个国家外军院校

的 24 名 学 员 和 中 国 陆 军 11 所 军 校 的 22
名 学 员 在 线 上 进 行 了 为 期 3 天 的 学 习 交

流活动。

本 届 国 际 学 员 周 由 陆 军 工 程 大 学 承

办，活动期间，中外学员依托视频会议系

统一起参加主旨报告、嘉宾论坛、专题研

讨、模拟联合国维和行动桌面推演和中国

传统文化介绍等活动。

“同学们，给自己鼓鼓掌吧，你们齐

心 协 力 圆 满 完 成 了 本 届 陆 军 国 际 学 员

周。”当天活动结束后，大学的指导教员

胡明霞激动地说。顿时，会场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

该校土木工程专业大四学员楼创是这

次陆军国际学员周活动的学员负责人，从

活动前期的筹划通联，到活动开始后的上

下协调，大小问题他都要操心。

楼创多次参与陆军国际学员周活动。

2018 年 11 月初的一个清晨，一群外国人

踏 着 上 课 铃 声 进 入 教 室 。“Hi， morn⁃
ing！ I'm from Brazil。”巴西学员 Remy
被 安 排 在 楼 创 身 边 坐 了 下 来 。 第 一 次 跟

“ 老 外 ” 近 距 离 接 触 ， 让 楼 创 兴 奋 不 已 。

整节军事英语课，虽然沟通没那么顺畅，

但这次难得的经历让楼创终生难忘。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国际学员周活

动啊！”楼创感叹道，“怎样才能参加呢？”

“那肯定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同学在

一旁说。

不服输的楼创随后苦练英语的听说读

写能力，大一下学期，他顺利通过面试，

加入了陆军工程大学“陆之魂”英语俱乐

部。随后两年里，他多次参加“模联”活

动，分别斩获海军航空大学和空军工程大

学 模 拟 联 合 国 大 会 “OD”（Outstanding

Delegate， 杰 出 代 表）、 2019 泛 长 江 三 角

地 区 模 拟 联 合 国 大 会 “BP”（Best Posi⁃
tion Holder，最佳立场奖） 等多个奖项。

确定举办第八届陆军国际学员周的消

息让“陆之魂”英语俱乐部的成员们非常

振 奋 ， 但 楼 创 却 决 定 从 台 前 转 到 幕 后 ，

“让学弟学妹们上吧，他们缺少外事活动

的 历 练 。 跟 他 们 相 比 ， 我 参 赛 多 、 经 验

足，可以负责活动的组织筹划工作。”

“在当前的疫情形势下，能举办这场

活 动 本 就 机 会 难 得 ， 能 办 成 就 更 难 了 。”

在第八届陆军国际学员周工作筹备会上，

楼创说，“这次任务非常艰巨，咱们大四

的学员要顶起来，全力做好保障工作，让

学弟学妹们免去后顾之忧，专心准备学员

周的交流展示环节。”

活动筹备期 间 ， 楼 创 带 领 大 家 克 服

国家间的时差困难，深夜两点与墨西哥英

雄军事学院沟通交流；为了将中国传统文

化 完 美 呈 现 ，他 带 领 团 队 自 行 设 计、剪 辑

展 示 视 频 ； 活 动 进 行 期 间 ，团队还要负

责会场试线调音、监控现场设备⋯⋯“我

们 是 东 道 主 ， 工 作 上 绝 不 能 有 半 点 马

虎。”他说。

国际学员周开始前一天，代表陆军工

程大学参加活动的大数据工程专业大三学

员 刘 依 怡 收 到 了 楼 创 发 来 的 几 份 文 件 。

“这是国际学员周模拟联合国维和行动桌

面推演的相关资料，里面有你需要完成的

任务，请抓紧熟悉准备。”楼创说。

刘依怡快速浏览发现，文件一共有 6
份，累计超过 400 页，是关于某一个假想

任务区域的基本情况，包括基础建设、地

理环境、兵力部署等，要求学员以维和步

兵营营长身份根据现有情报，分析潜在危

险隐患，拟制应急文件。

晦涩难懂的语句、密集出现的专业术

语⋯⋯400 多页文件就像一座大山压在肩

头。刘依怡跟同学合作分头阅读，然后把自

己负责的那一部分重点内容告诉对方，在

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啃完了这些英文资料。

负责此次陆军国际学员周专题研讨单

元主持的张诗雨是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

专业大三学员，她出生于四川成都，从小

就喜欢英语。考入陆军工程大学后，她加

入了“陆之魂”英语俱乐部，她的英语发

音标准、表达流利，优异的表现给指导教

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诗雨，活动的专题研讨单元，你来

当主持人。”筹备国际学员周期间，楼创

给她布置任务。

“啊？好的！”张诗雨一开始心里有点

打鼓，但很快下定决心，“那我索性提前

把主持稿写好，到现场读，准没错⋯⋯要

努力打一场漂亮仗！”

张诗雨把要说的串词写在手机备忘录

里，但在上场前文件却不小心误删了。本

就紧张的张诗雨一下子慌了神，赶紧向指

导教员胡明霞求助，“教员，活动马上开

始了，我的主持词找不到了，现在脑子里

一片空白，怎么办？”

“别急，诗雨。仔细想想，之前写的

串词其实你已经很熟悉了。”胡明霞握住

张诗雨的手说，“现场情况本来就有很多

不 确 定 因 素 ， 用 短 句 和 熟 悉 的 词 语 来 串

场，相信自己，你可以的！”

距专题研讨活动开始还有两分钟，张

诗 雨 长 舒 一 口 气 走 进 会 场 ， 坐 到 主 持 席

前。随着各国参会学员代表的屏幕亮起，

张诗雨在聚光灯下开始了自己的首秀。

“ 大 家 打 了 一 场 漂 亮 仗 ！” 11 月 12
日，第八届陆军国际学员周圆满结束，胡

明霞教员感叹说，“面前是世界，身旁是

国旗，中国军校学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

人自信、大方、从容、成熟的形象。”

亲历陆军国际学员周

阿依邓身披伪装衣，正在进行反器材狙击步枪隐蔽射击。 张永进/摄

□ 任 剑 李志强

初冬时节，海拔 5200 米的雪域高原

已是银装素裹。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驻训

场，下士曹赛一手捂着腰一手推开营房

门，哈气在眼前腾起一片白雾。“高海拔

驻训，偏赶上腰椎老毛病又犯了。”曹

赛 心 里 嘀 咕 着 ， 就 在 快 走 到 食 堂 的 时

候，一双有力的大手从身后搀住了他。

回头一看，原来是军医宫志群。吃完饭

后 ， 曹 赛 应 邀 到 宫 志 群 的 “ 临 时 门 诊

部”做起了理疗。

“每天两次针灸、推拿、按摩，不到三

天，我腰椎的毛病就彻底好了，再也没犯

过。”曹赛兴奋地说，“得亏宫医生，我才

能回归到训练执勤的任务中来。”

来到卫生所，曹赛才知道“宫志群特

别厉害”在团里“不是秘密”，卫生所门前

总是挤满了前来“问诊”的战友们——指

导员张彪的腰肌劳损、上士唐文举的颈

椎病、四级军士长邢健的腰椎间盘突出，

甚至上等兵尼加提的风湿等大小病痛，

都在宫志群正骨按摩、针灸拔罐治疗下

得以缓解、康复。

因为做事认真，又严格遵循传统古

方，宫志群在团里得了个雅号——“老中

医”。

“‘老中医’推拿理疗厉害，治疗高原

疑难杂症有‘秘方’。”营长苏鹏说，宫志

群没有来到工兵团的时候，困扰官兵们

最严重的是咳嗽，“我们尝试各种方式，

咳嗽总是反反复复。有时甚至咳到夜不

能寐，严重影响了训练生活。”

“高原咳嗽大多为上呼吸道高反应

咳嗽，从中医上讲属于风寒咳嗽的范畴，

西医角度则属于轻度肺水肿症状。官兵

们长期在户外作业易染风寒，风寒袭肺，

所以我选用了《伤寒论》小青龙汤进行治

疗。”宫志群说，自己先将小青龙汤在咳

嗽严重的官兵中进行小规模试验，效果

很好，于是他向团部申请批准卫生所购

入此药，小小几服汤剂便为该团官兵解

除了困扰已久的高原咳嗽。

外单位一名战友初上高原不适应环

境，咳嗽得厉害，了解到宫志群有治疗咳

嗽的好办法，于是前来求助。宫志群对症

下药，不到 5 天那名咳嗽的战友就打来

了感谢电话。

“传说我有用于治疗高原风湿和高

原毛囊炎的‘秘方’，其实这些方子并不

神 秘 ，它 们 分 别 出 自 古 籍《备 急 千 金 要

方》和《外科正宗》的‘独活寄生汤’和‘消

风散’。”宫志群说，由于出身中医世家，

自己从小酷爱各种中医药典籍，“我国传

统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越老、

越偏僻的处方，越能引起我的兴趣。”

宫 志 群 2015 年 从 山 东 中 医 药 大 学

毕业后应征入伍，他和媳妇一起提交了

支援西部的报告。“我们山东自古便有崇

军尚武的传统，能以我之所学服务军队、

报效祖国是我的荣幸。”他说。

入伍后，宫志群经常到各点位巡诊。

“老中医”来了！听说宫志群来巡诊，官兵

脸上都乐开了花。烈日下、雪地里，大家

席地而坐，围成一圈，宫志群带领大家在

户外进行心理减压活动。他还广泛推广

“治未病”理论，在高原部队的食谱里加

入了“冰糖炖雪梨”等营养美味的药膳。

与西医的治疗理念不同，中医讲究

的是因地制宜、阴阳调和。宫志群说，“不

到一线，不深入官兵们的生活，就找不到

疾病的症结在哪儿。就算是古书上明确

记载的方剂，到不同的地域我们也会根

据当地环境和病患个人情况，酌情进行

调整，以确保药到病除。”

截至目前，宫志群应用中医疗法已

经治愈 80 多名战友的病痛，他所带的徒

弟也是技艺高超，宫志群“老中医”的名

号 在 西 部 边 关 越 叫 越 响 。“ 我 的 梦 想 就

是，能系统地将中医药高原病防治方法

送到边防各个哨所点位，让官兵们缓解

病情、减轻疼痛，用中医药守护高原驻训

战友的身体健康。”宫志群说。

高原上的90后“老中医”

阿依邓（左二）和队员一起进行现地核查，展开战术分析作业。 常宇宇/摄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