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周刊2023 年 2 月 9 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 / 赵飞鹏 郑天然

Tel：010-64098332 7

中国青年报军事部投稿邮箱：
junshibu@vip.126.com

□ 刘 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博

不久前的一天，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外场，

各 岗 位 人 员 坚 守 战 位 。“×××准 备 好 ， 请 求 起 飞 ！”

“可以起飞，×××！”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在震耳

欲聋的轰鸣声中，数架深灰色“鲲鹏”依次滑出飞向

天际。

“在对去年的工作进行了充分的总结后，我们将

更好地对标未来战场开展针对性训练！”一名飞行员

介绍，该团聚焦使命任务，常态化开展专攻精练，将

总结的经验作为提升战训质效有力助推剂，通过“学

习研究——实践验证——复盘总结”的路子，持续提

高战备质效。

“任务经常是说来就来。”外场指挥员、该团团长

应海龙表示，作为西部战线上的重要运输力量，他们

曾多次在节日战备值班期间接到紧急任务。2019 年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该团官兵主动放弃休假投入

战备任务中，圆满完成了紧急空运医务人员和医疗物

资驰援武汉的任务。今年春节，他们紧前制定针对性

训练计划，组织专题式学习演练，滚动修订多套应对

方案，确保任务一到就能起飞。

作为首装某国产大型运输机的部队，在一次次的

历练中，他们的备战打仗能力不断提升。翻看该部近

期的飞行训练任务表，他们着眼保持执行多种任务的

能力开展训练，时间跨越了多个时段，航迹遍及沙漠

戈壁、雪山高原等地域，每次训练都是多个战术课目

共同开展。

前不久的一次飞行中，运输机飞抵某特殊空域

后，遭遇大侧风、大降温的情况，机组成员凭借过硬

的技术、密切的配合，最终顺利化解风险，成功完成

任务。

飞行外场，机务官兵们正在认真地对战鹰进行维

护。空中机械师靳奕在检查完线路后，小心翼翼地用

工具对锈蚀的部位进行除锈操作，再为部分零部件轻

轻刷上一层机油。随后，他和战友拿起手电等工具，

仔细检查飞机的每一个缝隙，清除死角中的污垢。

“提前细致做好准备工作，才能保证战备期间一

有任务，战鹰随时就能起飞！”靳奕说，针对春节期

间战备的实际情况，他们对所负责的每一架飞机都进

行了细致的检查，“装备保障工作做得越细，战鹰执

行任务就越有底气，大家也会睡得更加踏实！”

据介绍，一开年，该团就紧盯前期训练中暴露出

的短板展开强化训练，飞机、机务等多个复杂课目共

同推进，打响了实战化训练的催征战鼓。该团政委陈

进表示，新春佳节的年味儿让大家守土有责、备战打

仗的意识更强了，官兵们训练热情更加高涨。

说话间，战备铃声突然拉响，各机组、各专业人

员迅速奔向战位——指挥组成员第一时间登车进场，

战备机组飞行员张航和李伟伟抓紧对即将面对的情况

进行梳理，机务官兵再次对飞机状态进行了检查。很

快，战鹰轰鸣声响起，随时准备听令起飞⋯⋯

“一旦有任务，战鹰随时可以起飞”

□ 邹珺宇 尤 涵

火锅冒着腾腾热气，翠绿的生菜、小黄瓜、青椒

摆成一圈，牛油锅底滚滚翻腾。不久前，走进新疆军

区某火力团一营驻训场，笔者看到了这样令人垂涎欲

滴的一幕。

该 营 在 海 拔 4600 多 米 的 喀 喇 昆 仑 高 原 腹 地 驻

训，驻地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 30 摄氏度，一年中有

一半时间被冰雪覆盖，新鲜蔬菜一度非常匮乏。看着

餐桌上丰富的菜肴，下士王超看出了笔者的惊讶，于

是热情又骄傲地说：“多吃一点，管够！”

一根黄瓜咬入口中，鲜脆多汁，口齿生香。“高

原上哪来这么多的新鲜蔬菜？”笔者不禁问道。王超

神秘地笑着说：“跟我来！”

顶着风雪，我们来到炊事班附近的白色板房前。

门一打开，一股温暖的“春风”扑面而来，墙壁四周

的铁架上摆满了层层绿植，屋顶钢架上攀着藤蔓绿

叶，一眼就能看到豆角、苦瓜等蔬菜的雏形；放在屋子

中央的小火炉里，发出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在寒冷的

高原上，这俨然是一个充满生机的“蔬菜王国”。

笔者得知，该驻训营区地处偏远，常年被冰雪覆

盖，各类食材物资运输困难，很多时令蔬菜在运输过

程中存在冻坏、腐烂的风险，官兵们曾有一段时间很

难吃到新鲜蔬菜。在严冬大雪封山时期，这一问题更

加突出。官兵“吃不好”“营养跟不上”成了营党委

的“心头病”。

为此，营长邵天帅组织营连骨干和炊事班成员召

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大家集思广益，决定学习借鉴地

方温室蔬菜培育的先进经验，利用新型阳光板房建设

一个温室蔬菜培育基地，立足现有条件种植西红柿、油

麦菜、蒜苗等蔬菜，最大程度丰富官兵的餐桌。

高原上种蔬菜，最重要的是温度和湿度问题。为

此，他们专门在板房外围铺设一层厚厚的保温棉垫，

并在房间内架设火炉、雾化加湿器等，保证室内温度

湿度。炊事员将蔬菜种子温水浸泡后，再将种子隔距

均匀地播撒在由弹药箱改装的培养舱里。为提高土壤

肥力，他们还在培养舱表面均匀撒上“营养土”。

炊事班班长、中士张永强向笔者介绍，种植蔬菜

的过程中，意想不到的问题接踵而至。尽管培养基地

采取恒温恒湿控制方式，但有些菜长得葱翠欲滴，有

些却蔫黄枯萎了。经过分析发现，不同蔬菜对温湿度

有不同要求，若采取室内恒温控制，不符合一些蔬菜

种植环境条件。为此，他们利用隔热玻璃板将蔬菜培

养基地单元化，采取“一类蔬菜一单元”模式，因地

制宜营造不同的种植环境，让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随着培养基地单元化，营里决定将培养任务分

割给连队各班，一个班管理一个单元，官兵利用业余

时间亲手种植蔬菜。”邵天帅介绍，两个月以来，官

兵种植热情高涨，相互讨论分享种植技术经验，还展

示评比，看谁的蔬菜种得又大又绿。

一营自主建设温室蔬菜培育基地的成功经验得到

了团党委的高度肯定并在全团推广。他们还在原有的

基础上进行优化：与地方单位签订协议，请他们定期

提供种类丰富的蔬菜种子及肥料；建设一批温室蔬菜

培育基地，利用电脑系统精密控制温度及灌溉量⋯⋯

技术上的改进让蔬菜种类更加丰富，产量也不断

提高。如今，高原官兵吃上了新鲜的自产蔬菜，让这

严寒的高原冬日显得春意盎然。

海拔4600米，驻训官兵吃上了自产蔬菜

□ 海 洋 岳洪跃 周长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雷锋，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用

22 载 青 春 年 华 ，立 起 永 恒 的 精 神 丰

碑。雷锋以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

对人民的深情，谱写了光彩夺目的人生

篇章，树立起历久弥新的精神标杆。

60 年 过 去 ， 他 的 名 字 有 人 继

承，他的精神有人传承，在他离开后

的半个多世纪里，无数人追随着他的

足迹，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忠诚、

无私、担当、敬业等高尚品德，用一

段段生动感人的学雷锋故事，谱写着

新时代赞歌。

奋进新征程，如何让雷锋之歌越

唱越响，忠诚底色越擦越亮？近日，

我们走进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陆军

第 79 集团军某旅，从官兵们工作生

活的点点滴滴中，探寻他们践行雷锋

精神走过的闪光足迹。

忠 诚

当第一缕霞光穿破长夜，军营还

未从睡梦中醒来。“雷锋连”战士鲁冠

泽 看 了 眼 枕 边 的 手 表 ，当 时 是 凌 晨 5
点。前一天晚上的班务会上，他被班长

表 扬 是 一 周 来 全 班 表 现 最 出 色 的 战

士，可以整理一次“雷锋铺”，所以他特

地早起为雷锋老班长整理床铺。

“工作想进步，先睡雷锋铺。”“雷

锋班”有个传统，新入班的战士，睡的

第一张床就是“雷锋铺”的上铺；每周

表现最好的战士，可以整理一次“雷锋

铺 ”。这 里 是 离 雷 锋 老 班 长 最 近 的 地

方，大家认为，睡在这儿能够更好地感

悟雷锋精神，自觉肩负起融入英雄集

体、当好雷锋传人的重任。

鲁冠泽先把自己的被子叠成方正

的“豆腐块”，再将床单上的每一个

褶皱展平，轻轻地下床，来到“雷锋

铺”前，展开雷锋老班长当年用过的

被子，仔细地折叠、压实、捏线⋯⋯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像在整理心爱的珍

宝。能够亲手整理“雷锋铺”，他感

到十分光荣。

鲁冠泽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初

入“雷锋班”，鲁冠泽在理论学习方

面与其他战友有一定差距，学习热情

也不高。对学习这件事，他总带着抵

触 情 绪 ， 认 为 “ 军 人 抓 好 训 练 就 够

了，学习全凭个人兴趣”。每天晚上

熄灯前的空隙，战友们处理完个人事

情后，基本都会走进学习室，或学习

党的创新理论，或研究专业技能，只

有鲁冠泽雷打不动，常常留在班里。

他的心思全被时任班长张阳看在

眼里。一天晚上，鲁冠泽和往常一样

留在宿舍。张阳拿着手电筒，来到鲁

冠泽床前。“冠泽，你猜半个多世纪

前的这个时候，雷锋老班长在做什么

呢？”鲁冠泽一脸茫然。“我猜是蒙在

被子里，用手电筒在学习吧。”张阳

晃了晃手电筒，给出了答案。

“雷锋老班长说过，干革命不学

毛主席著作不行，我们身处改革强军

新时代，更要通过勤奋学习来不断强

化能力素质。”那天晚上，他躺在床

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不断闪

过雷锋老班长打着手电学习的场景，

辗转反侧，倍感羞愧。第二天一早，

鲁冠泽早早地下了床。这一天，他不

只提前收拾好床铺，还拿起 《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坐在床前研读⋯⋯

“每当工作生活中遇到困惑，我都会

想一想雷锋老班长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

做。”回想睡在“雷锋铺”上铺的日子，鲁

冠泽感慨万千，“那段时光是我军旅生涯

中最难忘的回忆，在离雷锋老班长最近

的地方，让我明白怎样当一个好兵。”

向 战

2022 年 1 月 7 日，是“雷锋班”授

称 59 周年纪念日，“雷锋班”第 16 任班

长朱华、第 23 任班长薛步瑞、第 24 任

班长黄帮维、第 25 任班长毕万昌等齐

聚“雷锋班”，以“对照开训动员令找

差 距 ， 聚 焦 强 军 当 先 锋 学 雷 锋 ” 为 主

题，和战士们一起开班务会。

“在授称纪念日邀请老班长们回来

看看，是‘雷锋班’的老传统。我们一

同追忆雷锋、交流体会、鼓舞斗志。今

年 这 次 班 务 会 ， 主 要 是 学 习 开 训 动 员

令，议一议练兵备战的事。”现任班长

牟振华做了个简要的开场白。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不仅让我们

看到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到底怎么

打，更让我们认识到了自身的差距。”第

16 任班长朱华首先讲起 20 世纪末全班

人员瞄准强敌对手，苦练本领、加速赶超

的故事。面对军事科技革命带来的战争

形态变化，“雷锋班”一边加大训练强度，

一边大力弘扬创新精神，依托现有装备

研究新战法，实现战斗力提质升级。

“进入新时代，在练兵备战主责主

业中践行雷锋精神成为‘雷锋班’的目

标追求。”第 25 任班长毕万昌回忆，他

们对照“一专多能，用修双能，上车能

驾驶，下车能战斗”的标准苦练本领，

顺利拿到战场驾驶证。因素质过硬，他

被评为“全军红旗车驾驶员”。

听着老班长们讲述的光荣传统和丰

硕成果，“雷锋班”的同志们个个热血

沸腾、人人摩拳擦掌。

“‘雷锋班’距离全员用修双能、

一专多能还存在一定差距⋯⋯”牟振华

带头剖析班级训练中的短板弱项，给大

家泼了一盆凉水。“在保留课目、难点

课目的训练方面，现在抓得还不够紧，

尖子人才还不多⋯⋯”牟振华的发言也

打开了战士们的话匣子，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对照打赢标准剖析不足。

“步入改革强军新征程，我们要持

续 推 动 ‘ 岗 位 学 雷 锋 ，强 军 当 先 锋 ’活

动，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练兵备战大潮

中焕发新的活力。”通过这次班务会，“雷

锋班”战士更加深刻认识到，岗位战位就

是新时代传承雷锋精神的最好舞台。

大 爱

“ 牟 班 长 ， 我 是 你 们 资 助 过 的 小

荣，我想加入‘微锋 e 族’，把我曾经

获得的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春节前

夕，“雷锋班”班长牟振华接到小荣打

来的电话，心里比吃了蜂蜜还甜。

“ 微锋 e 族”是“雷锋班”发起的

爱心团队。“微”寓意微笑和微小，表

示点点善意汇聚成爱的暖流；“锋”寓

意雷锋、先锋，体现着像雷锋那样践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近年来，

在“雷锋班”的号召和带动下，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加入“微锋 e 族”，共同将

爱心之光洒向祖国大地。

一次，“微锋 e 族”收到一封从哈

尔 滨 寄 来 的 求 助 信 。 信 是 一 位 母 亲 写

的：“⋯⋯因为家中突遭变故，失去了

经济来源，女儿小荣打定主意要辍学打

工。她成绩一直很好，千万不能放弃学

业啊⋯⋯”小荣母亲讲述了家庭面临的

困难，希望“微锋 e 族”能够劝导小荣

继续学习，继续自己的大学梦。

“发起‘微锋 e 族’，就是为了给有

需要的人雪中送炭。”经商议，大家一

致决定要帮助小荣的家庭渡过难关。就

这样，每月资助小荣成了“雷锋班”战

士的一种习惯，小荣的银行卡号渐渐被

班里每名战士熟记于心。

除 了 经 济 上 的 资 助 ，“ 微 锋 e 族 ”

还经常和小荣通信通话，给她加油鼓劲

儿 。 当 小 荣 在 学 习 和 生 活 中 遇 到 困 惑

时，也愿意和这些素未谋面的“雷锋叔

叔”们倾诉。渐渐地，一座爱心之桥在

“雷锋班”和小荣的心间搭建起来。沐

浴着爱心阳光，小荣始终保持着高涨的

学习动力，最终以 568 分的好成绩，考

上哈尔滨商业大学。

开学半年后，小荣专门打来电话：

“‘雷锋班’的哥哥们，谢谢你们，把

资助我的钱用来帮助更需要的人吧！我

在学校食堂勤工俭学，已经可以照顾自

己了。而且我也加入了学校的学雷锋社

团，能像你们一样去帮助别人了。”

“ 爱 心 不 但 可 以 传 递 ，还 会‘ 增 值 ’

‘裂变’。”在第 79 集团军某旅官兵心中，

雷锋精神是生命中的那束光，他们要让

更多人看见光、相信光、追随光、成为光。

担 当

“ 咱 们 常 说 ， 没 困 难 干 好 了 叫 本

职，有困难干好了叫本事。‘雷锋连’有

没有本事，就得事上见”“专业不对口不

是问题，给了任务，掉层皮也能练成专

业 对 口 ⋯⋯”2020 年 年 初 ，得 知 第 八 批

赴马里维和部队名单中没有“雷锋连”，

官兵们纷纷找到连长、指导员表决心。

面对大家迫切的请战愿望，连队召

开军人大会，通过回顾雷锋两次递交请

战书的故事，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在

前 方 后 方 都 是 为 了 打 胜 仗 ”。 与 此 同

时，连队干部带着一沓厚厚的请战书，

向上级汇报大家对担负任务的渴求，希

望组织能够酌情考虑，给“雷锋连”官

兵履行和平使命的机会。

经过慎重考虑，上级批准部分官兵

参与维和任务。连队党支部综合岗位能

力、训练成绩和日常表现等实际情况，

确定 19 名官兵参加维和集训。大家下

定决心：“虽是跨专业，但一定要练成

专业的，甚至要超过专业的。”

任务区经常出现恐怖袭击、游行示

威、汽车炸弹等情况，针对任务特点所进

行的哨位执勤、警戒巡逻等课目训练，是

“雷锋连”官兵需要迈过的第一道坎儿。

机 动 防 卫 演 练 中 ， 他 们 穿 着 15 公

斤重的防弹衣，每天至少进行 5 组红蓝

对抗，上下装甲车数十次，肌肉的撕裂

感 让 人 疼 得 站 不 起 来 ；10 公 里 战 斗 体

能训练中，战士们不仅要拉着弹药箱，

还要扛着“伤员”爬战术，有人累得吃

饭时，手抖得连筷子都握不住；官兵们

加班加点翻阅教材，休息时间进行实操

训练更是“家常便饭”。

没有成型汽训场地、训练车辆不够，

参与维和任务的官兵就倒班工作，边建

设训练场地，边组织驾驶训练；刚放下锹

镐，又握紧方向盘，手上都是水泡。训练

通过燃烧路段课目中，驾驶员顶着 40 多

摄氏度的高温，紧闭车窗通过 100 米的

燃烧道路，火焰距车最近处不足 1 米，开

上一圈衣服就基本湿透。夜间长途驾驶

课目中，官兵们靠抹清凉油、舔芥末膏驱

赶困意，连续跑完四五个小时夜路，个个

眼睛通红，也没人喊苦喊累。

在马里维和的 400 多个日夜，官兵

们在世界上“最危险的任务区”砥砺冲

锋，出色完成加奥机场紧急通道修复、

梅 娜 卡 机 场 建 设 等 10 多 项 工 程 任 务 ，

并多次提前完成施工，创造了令人惊叹

的“中国速度”“中国标准”。

当好雷锋传人

□ 李 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在驻澳门部队，说起战士高海亮，

从机关领导到基层官兵，大家都会竖

起大拇指，忍不住为这名特战尖兵点

赞。入伍仅 4 年多，高海亮为何能成为

驻澳门部队响当当的“明星”人物?
驻军预提指挥士官结业考核总评

第一、群众性比武考核斩获 44 项金

牌、军事体育训练达到“特三级”水

平 ⋯⋯ 谈 起 高 海 亮 近 几 年 取 得 的 成

绩，连长刘元雨如数家珍。

从一名地方青年到一名合格的驻

澳军人，从一名大学生到一名优秀特

种兵，特战尖兵高海亮的成长蜕变并

非一帆风顺。

一

入伍前，高海亮是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大二在读学生。凭借过硬的

身体素质，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驻

澳门部队某特战连。

大长腿、高个子，平常爱跑步的高

海 亮 在 连 队 组 织 的 第 一 次 3000 米 训

练中就冲在前面，似乎找到了成为一

名特种兵的自信。

本以为自己底子不错，能够很快

适应连队的训练。不曾想，一次攀登课

目训练，高海亮刚攀爬不到三分之一

就两腿发抖、直冒冷汗，打起了“退堂

鼓”。

高海亮心里很不是滋味，担心在战

友面前出丑，就借口身体不舒服放弃了

这次训练。此后，一遇到攀登课目训练，

他就喜欢往后躲，甚至有了点心理阴影，

恐高成为高海亮在训练中遇到的第一个

“拦路虎”。

班长王苗发现了他的“小秘密”，偷

偷给高海亮“开小灶”，加班加点给他讲

解训练方法和技巧，可他始终过不去那

一道“坎”。那段时间，高海亮不仅对

攀登课目有畏难情绪，其他课目训练成

绩也慢慢开始下滑。

班长王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

办？一次撑壁上课目训练给了王苗启发。

王苗把高海亮单独拉去练习撑壁上

课目，绑好安全绳，高海亮“蹭蹭蹭”

一口气就上去了 10 多米高。突然，他

往下一看，一阵头晕目眩，高海亮失去

支撑悬在半空中，大声喊着让班长赶紧

把他放下来。

“特种兵就是特别有种的兵，有种

就 自 己 用 双 手 和 双 腿 支 撑 墙 壁 爬 下

来！”王苗紧紧抓着安全绳，向半空中

的高海亮大声吼道。

“没有退路，只有硬着头皮继续。”

身处“绝境”的高海亮慢慢调整呼吸，

又重新振作起来，尝试着继续把手和脚

支撑在墙壁上。他没有爬下来，而是选

择继续往上爬，希望能突破自我。

成功了！高海亮终于突破了心理障

碍，爬到最上面，完成训练课目，成功

克服了恐高。此后，他还慢慢征服了攀

登、伞降等高空训练课目。

二

高海亮爱部队、爱军营、爱澳门，

很珍惜在部队训练工作的每一天。在他

的脑海里，驻澳门部队是“一国两制”

方针的见证者、实践者、捍卫者，作为

“莲花卫士”就是要一身刚毅、一生忠

诚，绝不轻言放弃。

在驻澳门部队某特战连，训练工作

特别苦，日子过得特别快。很快，高海

亮 义 务 兵 服 役 期 就 要 满 了 ， 是 走 还 是

留？这个艰难的抉择很现实地摆在了他

面前。

大学同学说，当兵两年体验一下生

活就行了，赶紧回来上大学；亲戚朋友

讲，好不容易考上这么好的大学，还是

回来继续学业吧；大学辅导员在电话中

坦言，大学生入伍学籍只保留两年，如

果 继 续 留 在 部 队 ， 就 相 当 于 自 动 放 弃

学 籍 ⋯⋯ 高 海 亮 犹 豫 了 ， 一 边 是 他 热

爱 的 部 队 ， 一 边 是 十 年 寒 窗 苦 读 才 考

上的大学。

有 一 阵 子 ， 他 晚 上 常 常 辗 转 反

侧 、 彻 夜 难 眠 。 在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进

驻澳门 20 周年阅兵中，还是义务兵的

高 海 亮 光 荣 地 接 受 了 习 主 席 的 检 阅 ；

在 “ 五 一 ” 军 营 开 放 日 中 ， 他 代 表 解

放 军 向 澳 门 同 胞 展 示 训 练 成 果 ； 在

“操场对着赌场，岗楼对着酒楼”的大

门口，他在哨位上告诉自己“当兵派驻

澳，一生都荣耀”⋯⋯

在部队的点点滴滴，像电影一样在

高海亮脑海里闪现，他喜欢火热的训练

场，向往特战尖兵的荣光，他还想继续

守卫澳门的繁荣稳定。

如 果 回 去 ， 高 海 亮 就 复 学 继 续 读

书，毕业后去当一名老师；如果留下，

他可以在成为特战尖兵的征程上披荆斩

棘，继续发挥自身特长，成为尖刀上的

刀尖。

经历过思想的斗争和痛苦的挣扎，

高海亮显然想要后一种生活，他想更加

全面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成为更优秀的

特战尖兵。

“当兵，我还没当够。”高海亮决定

留下。他的选择赢得了父母的理解和支

持，也让连队多保留了一名训练尖子。

“我会用行动和成绩证明，我的选择

是正确的。”高海亮暗暗下定了决心。

三

在连队，高海亮给自己的定位是全面

争优秀、训练当尖兵。严格的自律让他很

少犯错，但也让他背上沉重的包袱——害

怕失误。

在一次对抗演习中，高海亮深入“虎

穴”，不慎被一枚痛球弹扎伤，裤腿全是

窟窿，腿上鲜血慢慢渗出来，瞬间两腿失

去了知觉。

“遭了，这次演练还没出彩，就挂了

‘彩’，怎么向连队交代？”高海亮慌了神，

他不怕自己受伤，就怕给连队拖后腿。

“轻伤不下火线。”高海亮决定先隐

瞒伤情，等演习结束再处理。他自己止血

包扎，忍着剧痛制服“敌人”，然后才在战

友的帮助下到门诊部治疗。

平常出现训练伤，当事人总是被批

评。这一次，高海亮心想一顿数落是跑不

掉了，说不定这次受伤还会惊动领导，连

累连队主官。他很担心拖累战友、影响连

队，想到这一层，高海亮心里五味杂陈。

“我们组织训练，难免会有一些意

外，高海亮同志在演习中把假想敌当真

敌人，受了真伤还勇往直前，体现了顽

强的战斗作风。”没多久，驻军领导来

门诊部看望慰问，几句暖心的话瞬间让

他释然了。

“训练挂‘彩’也算出彩，这下我可以

放开手脚训练了。”特种兵没有几个伤

疤，怎么练就过硬本领，训练中的“容错”

让高海亮彻底放下心理包袱。

武装泅渡，他在岸上绑住手脚，然后

扑 到 水 里 ，自 己 在 绝 境 中 自 救 ；特 种 射

击，他拿装满水的水壶挂在枪杆上，狙击

枪瞄准训练一瞄就是半天；野战生存，为

了适应恶劣陌生环境，他要钻木取火、徒手

抓蛇、生吃蚯蚓蚂蚱⋯⋯高海亮在一个个

特战训练课目中追求极致、挑战极限。

“平时训练硬碰硬，打仗才敢真拼

命。”严酷的训练给高海亮身上留下了

十几处伤疤，每一处伤疤都在讲述着他

在训练中的艰辛付出。

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高海亮已

经熟练掌握捕俘格斗、牵引横越、跑步

下降、水下侦察等多项特战技能，多项

课目训练成绩创下驻军纪录。

近年来，高海亮还多次参加军营开

放、外军参访活动、联演联训等大项任

务，以过硬的军事素质展现了驻澳军人

威武文明的良好形象。

如今，作为连队成熟的特战骨干，

高 海 亮 不 仅 成 长 为 一 名 出 色 的 特 战 尖

兵 ， 还 作 为 军 体 教 员 发 挥 辐 射 带 动 作

用，带出了 20 余名训练尖子。

“特种兵就是特别有种的兵”
——记驻澳门部队某特种作战连下士高海亮

“雷锋班”战士开展战术训练。 第 79 集团军某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