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周刊2023年 9月 7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 / 赵飞鹏 王裴楠

Tel：010-64098332 7

□ 郭冬明 尧欣颖 华 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又是一年开学季，又到一年军训时。

“紧急集合！”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哨声，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中学的 100余名高一新

生全副武装、分列两队，迅速到达各自战术

安排的地点，攻高地、过壕沟、处特情……

只见红蓝双方利用校内地形、地物见招儿

拆招儿，攻防态势几经转换，如果不是远处

的教学楼，难以想象这样一场真人CS对抗

演练竟然发生在高中校园的军训场上。

作为青少年群体接受国防教育的一门

基础课，学生军训事关高素质后备兵员的

培养和国防建设的未来。今年以来，江西省

军地联合制订《江西省关于加强新时代学

生军训工作的意见》等 4个文件办法，共同

推动学生军训课目设置与民兵预备役训

练、新兵训练内容相衔接，强“战味”、增“兵

味”成为学生军训的主旋律。

军训教官持证上岗

“合格！”8 月上旬，暑气蒸腾，江西省

宜春市民兵训练基地更是“硝烟滚滚”，刚

刚通过核生化防护课目考核的后备教官冷

腾飞丝毫不敢松懈，立即转身又投入到战

场医疗救护的作业准备中。

“刚开始把资质认证想简单了，差点就

与教官这一光荣的身份失之交臂。”在部队

服役时长期担任班长的冷腾飞，原本对自

身的军事素质信心满满，但今年的后备

教官岗前集训很快让他发现，从理论学

习到实践操作，从队列基础到战术技能，

不仅对组训方法、时间、标准和安全预案

等全部内容提高了要求，考核课目还嵌

入实战演练各要素，这让他着实下了一

番苦功夫钻研。

江西省军区战备建设局何俊介绍，针

对今年的“战味”组训特点，他们严把教官

入口关，从现役官兵、基干民兵和退役军人

三类群体中，重点遴选参加过重大演训任

务的一线指挥员和比武赛场上摘金夺银的

优秀教练员担任军训教官。

为了进一步淬火“兵教头”的组训水

平，前不久，宜春军分区结合基干民兵集中

轮训，组织市属民兵营 30余名后备教官进

行岗前集训和资质认证，全程实行末位淘

汰机制，“进来一块铁，出去是块钢”的培

训效益得到有效释放，经过量化考核评

比，最终，28 名教官拿到学生军训教官资

质证书。

“给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与冷

腾飞一样，很多参训的后备教官感触颇深，

这次考核提高的是能力素质，强化的更是

责任心和使命感。

“教官不是简单教军事动作，作为青年

学生的军事课老师，我们还发挥着‘酵母’

和‘火种’的作用。”同样通过资质认证的基

干民兵罗治帮坦言，在大学期间他毅然选

择入伍，正是受到当年军训教官的影响。

这个开学季，步入熟悉的校园，“持证

上岗”的罗治帮，每次示范都要求自己一丝

不苟、精准到位，干净利落、一气呵成的战

术动作赢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掌声。罗治帮

说，希望这些具有“战味”的内容能吸引更

多的大学生携笔从戎，激发出他们骨子里

的血性担当。

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战士通过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凶猛的

洪水面前丢沙包、石块，建起了高架，经过

5天 5夜的抗洪抢险，终于在 8月 12日的时

候堵口成功。”近日，在江西省九江市职业

技术学院军训开训动员仪式上，该校退役

老兵李凌贺走上讲台，重温 1998年抗洪经

历，激发学生参训热情。

为了上好这堂军训课，让学生更能贴

近部队生活，九江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

和驻地官兵更是做足功课。

“丰富厚重的红色资源，是学生学习光

荣传统、培塑优良作风的生动教材。”该校

领导介绍，他们坚持打开校门搞教育，采取

“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同时

他们还与驻地部队合作将学生军训有关训

练课目与红色文化融入课程中，引导学生

进一步坚定铁心向党的忠诚信仰，以更加

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军训生活。

置身于九江市职业技术学院文化长

廊，浓郁的“军味”扑面而来——文化墙上，

“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等战斗标语鲜红醒

目；国防教育展板里，讲述着英雄前辈的战

斗故事，时刻提醒学生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苦学知识、建功未来……

《江西省关于加强新时代学生军训工

作的意见》明确，着眼实战化需要，军事理

论教学改变过去单向灌输的教育模式，采

用幕课、微课、直播等在线课程让“操场”直

连“战场”。同时为了构筑真实战场环境，他

们还鼓励组织学生走进军营、走进红色场

馆，并积极探索信息技术的创新运用打造

沉浸式课堂。

“戴上 VR 眼镜，我走上黄洋界保卫战

战场，才知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

不动’的场面是何等壮烈豪迈，和红军战

士一起冲锋陷阵，让我更加体会到什么是

军人的血性和担当。”来自江西软件大学

井冈山校区的大一新生赖日中感慨说。

原以为军训很单调、枯燥，但令这个

“军事迷”意外的是，两周的课程不仅内

容丰富，井冈山数字体验馆中的 AR、

VR 等技术更是带领他回到那段峥嵘岁

月，“布满竹钉的壕沟”“石筑的射击掩

体”防线、红军殊死血战的场面真真切切

展现在眼前。“这一次，我参军入伍的决

心更坚定了！”走出体验馆，走进训练

场，赖日中学得更加投入，战高温、斗酷

暑，原先稚嫩的他逐渐有了“兵”的样子。

“兵味”“战味”浓厚

“原以为军训就是站站军姿、走走队

列，没想到内容这么丰富，真演实练让我找

到了士兵突击的感觉！”刚刚走下对抗演

练场的新干中学高一新生管文彧直呼意犹

未尽，他表示虽然平时的训练过程很苦很

累，但扎扎实实磨砺了战斗意志，锤炼了

战斗本领。

为了让“军味”“战味”浓起来、增强

战场体验感，今年，江西省军地有关军训部

门着重加强战备基础、战场救护、战术基础

动作等课目训练和军事体育训练，同时积

极推广仿真训练、模拟训练等和战场结合

更为紧密的训练课目，最大程度缩短军训

场与战场的距离，让“狼烟”看得见。

皮肤晒得黝黑、身板更加笔直、眼神

充满坚毅……“比起刚认识他们的时候，

这群年轻人有军人的样子了！”新干中学

教官刘奇细数着军训学生们的变化，有的

一开始情绪脆弱，到后来在战术训练中擦

伤也毫不在意，有的起步阶段稍显懈怠，

到后来表现突出成为军训方阵里的标兵，

当“操场”与“战场”连接，被动训变为

主动训，学生们不只是身体上汗如雨下，

还有那扎根心灵深处的别样激情。

枪的感觉，不真正触摸怎么能有体

会？赣州市兴国中学高一学生廖奕霖，在

军训中第一次体验到枪的感觉。

“前方发现‘敌情’，卧倒、射击！”

在兴国县射击模拟训练教室，廖奕霖不仅

握起钢枪，还通过 VR 轻武器射击模拟训

练系统，在不同场景、不同目标条件下

“闯关升级”，过足了“射击”瘾。据了

解，该系统使用的模拟枪械具有较高仿真

度，系统内自带多种任务地域模拟环境，

可以进行带战术背景的任务行动训练，给

学生带来全新的“战场体验”。

“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穿上军装的模样，

我要为国防绿的梦想勇敢奔跑。”廖奕霖坦

言，原本他只是羡慕钢枪的威武，如今，他

特别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扛起钢枪征

战沙场，去保家卫国。

既严内容更求实效

“我们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

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

场的方式，组织对学生军训进行全过程检

查监督。”江西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参谋何

俊介绍，为了确保把军训课目训全、时间

训够、内容训实，他们会同地方教育、纪

委等部门，成立军地联合督导组，深入学

生军训一线巡查督导，真正让学生军训不

变形、不变味、不变质。

军训教学计划是否严格按照要求制

订？训练过程有无更改教学计划、简化训

练课目……在江西科技学院军训现场，督

导组拿着训练计划走进训练现场，逐个课

目检查核实。

“训练实打实，才能在青少年身上烙

下‘国防’印记。”江西省军区领导表

示，今年，他们面向社会公布学生军训监

督举报电话，让学生军训接受全社会的监

督，确保学生军训在“阳光下”运行。

举枪瞄准、战地救护、班组战术

演练……军训现场，军地联合督导组看

到，参训学生们在教官的严格训练下先后

进行了轻武器操作、战伤救护、战术基础

动作、格斗等训练课目展示，现场硝烟弥

漫，“战味”十足。

“把军训课上好，需要激发学生们的

血性胆气，这种实实在在、充满硝烟味的

硬核军训，更能激发学生们内心深处的热

血，让大家爱国之情更浓，保家卫国的决

心更坚定。”全程参与学生军训的江西科

技学院教师范韵琪坦言，今年富有“军

味”“兵味”“战味”的军训内容，让不少

参训学生直呼“过瘾”，参训的积极性也

水涨船高。

“只要站到队列里，就要以合格军人

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当青春邂逅“迷彩

绿”，军训新风劲吹校园训练场，红土地

上“兵”的味道还在持续发酵……

青春激扬军训场 □ 蔡凯龙

立体渗透、情报融合、引导打击……

8 月下旬，新疆军区某团训练场一阵急

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响起，一场侦察分队

实战化跨昼夜演练考核拉开战幕。

“接上级通报，发现‘敌’部分兵力

在××地域集结……”接到“敌情”通报

后，指挥员立即下达命令，各侦察班组组

长立刻召集组员，迅速进行沙盘堆置、

“敌情”研讨。随后，各侦察小组采取摩托

化行军方式机动赶赴野外某预定地域。

到达预定地域后，为了行动隐蔽，侦

察小组随即进行徒步行军。经过长时间

行军后，侦察队员被面前 30多米高的崖

壁挡住了去路，由于下过雨的原因，整个

壁面非常湿滑，这对侦察兵体技能水平

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侦察队员相互协同配合，快速完成

了岩壁攀登课目。通过后，队员们来不及

停歇，迅速分工协作架设绳索，进行牵引

横渡翻过险隘。

随着夜幕降临，数个侦察小组利用

夜色掩护，顺利到达目标附近地域。复杂

陌生的环境中，无人机就是侦察队员的

眼睛。无人机操作员快速操作无人机，运

用战术规避、高空迂回、低空隐蔽等方

法，对“敌”阵地进行定位。成功标定上

图，引导后续部队实施作战任务。

侦察小组潜伏抵近展开地面侦察，却

发现“敌人”将大部分作战兵力部署在山

体反斜面，他们立刻呼叫后方支援。指挥员

随即命令地面侦察组和空中侦察组展开联

合侦察，侦察队员精准操控无人机和红外

观测仪等多种夜视器材进行作业，将侦测

到的“敌情”数据，通过协同信息平台上传

至指挥所，为夜间渗透提供情报基础。

暗夜条件下，能见度低且缺乏参照

物，凭借日常训练的扎实基础和顽强的

意志力，获取前沿侦察小组传递的“敌

情”后，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侦察

分队终于按时到达指定地域。

随即，上级传来侦察破袭任务。由于

“敌”目标距离较近，为避免暴露，官兵们

就地进行伪装，随后兵分多路向“敌”目

标实施潜行。

黎明时分，侦察小组进入河谷地带对

“敌”目标展开渗透侦察，捕俘“敌哨”后，侦

察队员按照实际情况制订作战方案。

战斗打响后，狙击组率先占领制高

点，对重要目标实施狙击，观察组对“敌”

目标进行实时监控，破袭组分两路从正

面和后面向其发起突击，官兵们行动迅

猛，密切配合，成功完成任务。

“跨昼夜多课目连贯实施，不仅是对

官兵战技能的考核，更是对意志力的考

验。”该团领导介绍，“我们把课目定难、

标准定高、要求定严，始终坚持仗要怎么

打，兵就怎么练，不断夯实战斗力基础，

在真难严实条件下，持续提升侦察分队

的实战能力。”

侦察分队，出击！

□ 陈 军 袁德坤 杨 琪

近日，第 73集团军某旅舟桥分队在

闽南某陌生水域展开了一场实战化综合

演练，官兵们不畏酷暑，仅用 16分钟，便

在江面上架起 300米长的钢铁浮桥。

“嘟嘟嘟……”随着紧急出动的哨声吹

响，该旅舟桥分队立即向任务地域快速机动

集结，一场实战化战术演练拉开帷幕。

此次演练，以遂行渡河工程保障任

务为背景，重点围绕远程机动、浮桥架

设、车辆通载等多个实战化课目展开，检

验官兵在高强度、高负荷状态下专业技

能和心理素质，为提升部队应急出动与

多点保障能力打下基础。

车辆抵达任务地界后，指挥员根据

现场实际水情进行分析研判。“下水！”随

着一声令下，在宽阔的江面上，一艘艘冲

锋舟劈波斩浪、驰骋江面，在警戒水域设

置多道障碍、卡口，舟桥装备在多点同时

下水，激起层层浪花。

在马达的轰鸣声中，汽艇将连接好

的门桥进行顶推牵引，汽艇驾驶员时刻

注意水流变化以及门桥动向，及时对门

桥位置调整，机动至预定位置进行隐蔽。

伴随着两发信号弹升空，浮桥架

设训练正式开始。一段段门桥在汽艇

的牵引下，迅速抵达架设位置。“拉、推、

拉……”门桥长准确把握时机下达口令，

舟桥作业手精准钩住门桥、准确拖入。

一声清脆的哨音响起，官兵们顶着

炎炎烈日迅速跃上甲板。红绿指挥旗交

相辉映，舟桥作业手手持钩镐和并舟具，

“一二……拉!”官兵合力将门桥拼接完毕。

岸上观察员与各门桥长密切配合，

准确标定桥轴线、迅速将浮桥校正。不到

16 分钟时间，官兵们便架起了一座 300
米横跨江面的“钢铁巨龙”，让不可逾越

的天堑变为通途大道。

官兵们还未来得及休整，导调组随

即下达导调指令：“‘敌’无人机抵近侦

察。”指挥组下达采用烟幕伪装、隐真示

假等方法，对浮桥进行伪装。江面瞬间被

白色烟幕笼罩，有效掩护了车队安全快

速通过浮桥。

据介绍，此次演练，将“真、难、严、

实”贯穿全程，进一步锤炼了舟桥官兵的

血性胆气。在下一步的训练中，该旅将继

续紧贴实战，突出兵种协同作业深研精

练，从严从难锤炼官兵专业技能，持续提

升官兵打赢本领。

仅用16分钟，
舟桥兵架起300米长钢铁浮桥

□ 李笑琪 黄 超

9 月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依旧炎热、

荒凉，魔鬼城、无人区是这里的代名词，也

是当地人口中“路到头、水到头、电到头”的

地方。在这片中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

沙漠的南缘，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

某中队官兵就常年驻守在这里。

营区距离沙漠不足一公里，因受干旱、

风沙、盐碱、缺水等因素影响，植物很难成

活。只要营区里长出绿色植物，不管是什

么，大家就像对待宝贝一样。

对战士们而言，种活一棵树，是件非

常不容易的事。为了挡住风沙向南延

伸，改善驻地环境，中队官兵用 20 多年

时间引水、植树、治沙，与附近村民一

起用双手开凿出一条近 5 公里长的水

渠，引来天山雪水。

水来了，紧接着就是改良土壤。这

里多是盐碱地和沙砾地，水分难储存，

种树很难成活。官兵们认真研究当地土

壤结构，从 20 多公里外的养殖场拉来一

车车动物粪便和腐熟土，覆盖在土地上

改善土壤结构。

经过改良的土壤被官兵们栽上了白

杨，现在营区里一棵又一棵白杨树成行、成

林，像傲然挺立的“钢铁卫士”，记录着中队

的变迁，也见证了一代代官兵走过的春夏

秋冬。

看见成片的白杨林，就好像看到了执

著坚守的官兵。在这里，营区离最近的村庄

有 20多公里，瓜果蔬菜供应很困难，为了

改善伙食，中队官兵就自己种植果蔬，让

这片原本植物难以生长的荒芜土地，变成

了瓜果飘香的“沙漠菜园”。

中队驻地荒无人烟、远离城市，却是

黄羊、赤狐等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

附近管护站站长柳波介绍说，这里的黄

羊、马鹿、鹅喉羚、黑鹳、波斑鸠等都是

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动物。每年入秋后雨

水减少，这些保护动物就会闯入人类生活

区域饮水觅食，为了防止不法分子下兽夹

以及电捕偷猎，中队官兵就得对保护动物

栖息区域加强巡逻。

巡逻中，战士们经常能看到黄羊在梭

梭林中悠哉地觅食玩耍。二级上士占胜利

说，这些野生动物警惕性很高，看到人立刻

就跑，但这里的黄羊似乎早已习惯了战士

们的到来。

“中队干部经常教育我们，既要当好守

护和平的忠诚卫士，更要做好保护环境和

野生动物的生态卫士。”占胜利说，新兵

下队第一课，中队指导员贾天宇就给官兵

介绍中队周边生活的多种保护动物，号召

大家平时保护好它们。

今年是占胜利入伍的第十个年头，

刚来中队那天，他站在门前路口向四周

张望，军营左边是沙漠，右边是沙漠，

前边是沙漠，后边还是沙漠，越看越觉

得心灰意冷。

“难道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军旅生活？

难道大好的青春年华就将在这大漠中度过

吗？”看着眼前的一切，占胜利的心里有种

说不出的失落。

为了帮助占胜利尽快振作起来，班长

贾新民就给他讲战士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故

事，每次带他出去跑步时，还会指着路旁的

小动物一一介绍。从班长温暖有爱的眼神

中，他渐渐明白了坚守的意义。

前些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刚开始普及，

当地一些群众不知道不少野生动物已经纳

入被保护之列。在一次巡逻中，战士们发现

了一只羽毛华丽漂亮的环颈雉鸡因贪嘴中

了陷阱，被夹伤了脚。

“你们这回有口福了，这野鸡肉可比家

养的鸡肉劲道。”一旁路过的牧民打趣道。

“这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们不能

吃，老乡们你们以后也要注意。”战士们一

边救助这只受伤的环颈雉鸡，一边给牧民

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回到营区后，卫生员

蔡尚阳给小家伙消毒、包扎，占胜利又将玉

米一粒粒剥下来喂它。

战士们保护野生动物，而可爱的野生

动物又治愈了战士们的孤独寂寞。伤好后，

环颈雉鸡被大伙放了生，而占胜利却找到

了更多爱上这里的理由。

后来占胜利主动选择留队，他苦练军

事本领，当了班长后又集中全部精力琢磨

组训带兵，成长为全总队响当当的好班

长。他先后荣立两次三等功，5 次嘉奖，

6 次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警士，

2021 年他被兵团总队表彰为“五好”先

进典型，2022 年被武警部队表彰为优秀

“基层风气监督员”。

好几次支队领导想把他调到城区的中

队，但他一次次选择了坚守。占胜利说，

就像是种子扎了根，在这里待的时间越

长，就越离不开了。

对官兵们来说，苦地方远地方，就是建

功立业的好地方。大队长谭树林介绍说，和

占胜利一同选择坚守的战士当中，还走出

了荣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一等奖的

“金牌教练员”杨帅，以及荣获总队后装专

业比武第一名的“红管家”谈南，他们都是

把最美青春扎根大漠戈壁，在平凡的岗位

上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在这里，保护野生动物成了中队的传

统，战士们在执勤训练之余，用实际行动守

护着这群可爱的荒漠生灵，保护着这里的

生态环境。他们制作“爱鸟巢”，为飞来栖息

的鸟类提供食物和清水。

战士们还经常组成志愿者，给周边的

牧民和路过的农户宣讲野生动物保护法，

叮嘱他们要爱护野生动物，不能买卖，更不

能设陷阱、用电捕工具去伤害它们。

在一次巡逻中，官兵们突遇大火，烈火

伴着风沙吞没了这里仅有的植被，让不少

动物流离失所。

“养兵千日，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当

时水渠离着火地域有 800 多米，战士们抄

起脸盆和水桶端水接力灭火，中队干部带

着党员突击队用铁锹、大扫帚等工具打火，

设立防火隔离带。

经过 4 个多小时奋战，官兵们最终扑

灭了大火，保护了动物的栖息地。看着一张

张熏黑的脸和烫卷的头发，贾天宇知道，所

有人的心都在这里扎下了根。

“武警中队，保护区里发现可疑人员车

辆，请你们协助我们前出处置。”夏天的一

个傍晚，刚刚结束训练任务的中队官兵突

然接到管护站站长柳波的求助电话。

“快速携装，领取武器装备！”中队长赵

亚文一边向上级汇报，一边组织官兵按照

预案展开行动，朝着目标区域快速奔袭。

跑了不到 10 分钟，战士们就看到不

远处梭梭林里有光影在晃动。赵亚文当即

指挥战士们分成 3个战斗小组，向对方包

抄过去。

见有武警官兵靠近，几名偷偷摸摸溜

到保护区的男子立马慌了神，想要驾车逃

走。战士们及时堵住他们逃向，将其控制起

来，移交给管护站工作人员。

经过询问，3 名男子正是打了保护动

物的主意，想抓几只野味尝鲜，没承想刚进

来就被发现了。鉴于他们还未对保护动物

造成伤害，工作人员决定对其进行批评教

育，让对方写下保证书，并督送他们离开。

归队后，不少战士才发现身上裸露处

被蚊虫重点照顾了，一名 B型血的列兵更

是被叮得“一脸蚊子包”。可一想到自己

为保护野生动物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大

伙儿都格外开心。经此一事后，战士们在

执勤巡逻中的警惕性更高了，履职尽责也

更加认真。

赵亚文介绍说，中队把勇于吃苦、甘

于忍耐、忠于职守、乐于奉献的“胡杨精

神”作为建队育人的根本，带领官兵头顶

烈日练体能、深入戈壁练战术，在不久前

支队组织的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中，这个

中队取得了 12个比武课目中的 7个单项第

一，斩获了个人全能第一和团体综合第一

的好成绩。

战士们常说，只有荒凉的大漠，没有荒

凉的人生，只要是祖国的土地，不论多偏僻

和荒凉，总要有人驻守。“把忠诚融进血液，

把奉献写进岁月。”在这里，武警官兵就像

傲然挺立的胡杨，他们的青春梦想茁壮生

长、永远年轻。

我们是光荣的“生态卫士”

班长占胜利给“爱鸟巢”更换食物和淡水。 唐沪睿/摄

8月28日，江西省赣州市上犹中学军训学生进行体能训练。 曾智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