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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出来的不仅是孰
高孰低，还有官兵血性和
火热的练兵氛围

“选手和选手之间的对决，不仅关乎

个人荣誉，更关乎连队荣誉。”对三连和

八连官兵来说，这是一个共识。

因此，两个连队之间的每一次比拼，

官兵们都很重视。

那年春天，在戈壁深处的射击训练

场上，展开了一场轻武器射击考核。

当时，靶场上突然刮起大风，靶标在

弥漫的尘土中若隐若现。

八连连长屏气凝神，连续射击。随

后，对讲机中传来“5 发弹，全部命中”的

消息。

面对这一成绩，八连连长的脸上却“波

澜不惊”，他深知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因

为，三连连长还没有出成绩。

当前方传来三连连长“4 发命中”的

消息时，三连的官兵一下子沉默了下来。

此时，对讲机再次响起：“三连长两

弹穿一孔，5 发全中！”三连官兵顿时“沸

腾”。

这种情形，只是两个连队众多比拼

场景中的一个。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

日常工作、训练、生活中，这种“比拼”几

乎无处不在。

一 些 集 体 活 动 开 始 前 ，两 个 连 队

在拉歌上比气势；训练场上，他们展开

各 个 层 面 的 角 逐 ；平 时 的 内 务 卫 生 评

比、队列行进示范等，两个连也要比个

高下。

动不动就来一场 PK，时不时就打一

次擂台……三连与八连的这种“互动”源

于何时已无从知道。大家知道的是，这

种比拼的存在，和两个连队都想成为老

连队的“代表队”有关。

有一段史实经常被三连官兵提起：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该连作为“尖刀连”

血战龙源里，被授予“特等功臣二级英雄

连”荣誉称号。

另 一 段 史 实 则 被 八 连 官 兵 铭 记 ：

1944 年，抗日战争时期，八连官兵激战

一夜，保全了百姓的生命，被命名为“钢

八连”，更因常胜战绩，被誉为“永不卷刃

的钢刀”。

“先辈已经给出榜样，我们必须珍惜

这份荣誉，并做好传承。”秉持同样理念，

奋勇争先成了两个连队的共同选择。

那年，该旅新装备列装。谁能争得

新装备运用的“首发权”，成为两个连队

的角力点。

八连由技术骨干蒋亚楠担纲，三连

则由技师史海洋牵头。到了规定时限和

验收成果那天，蒋亚楠拿出了一份新装

备的完整电路图；史海洋则带领车组成

员，实车演示了新装备协同操作流程。

经过评估，三连被认为更接近具备发射

能力，最终获得“首发权”。

没有争到“首发权”，八连官兵个个

心里憋着一股劲。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里，大家人人自觉加练，准备赢得“下一

回合”。不久后的一次红蓝对抗中，八连

用穿插战术“击败”了向来以战法灵活多

变闻名的三连，从而“扳回一局”。

复盘总结时，不少八连官兵提到了

一点：“对手还是要找强大的，这样才能

倒逼自己不断上台阶，取得明显进步。”

对这次红蓝对抗的失利，三连官兵

则有些不甘心。新一轮的较量已悄然展

开……

“频频‘较劲’，才能越争越强。”对这

两个连队间的“互动”，该旅领导乐见其

成，“因为，争出来的不仅是孰高孰低，还

有官兵血性和火热的练兵氛围！”

“争”是为了更好地
“合”，提高体系战斗力才
是关键

两个连队为何长期是过硬连队？该

旅一名领导说，官兵观念上的变化很重

要。

一场综合演练在草原深处打响。陌

生地域、模拟实战环境，特情一个接着一

个。

“发现目标！”演练中，三连某班班

长宋恒率先收到通报——“敌”转移到

反斜面。如果按照先前的部署，由三连

进行射击，虽然能取得一定成效，但肯

定不理想。但目标转移至反斜面后，部

署在另一位置的八连正好能给予有效

打击。

“将目标数据传给八连！”听到连长

的指令，宋恒立即执行命令。随着八连

数门火炮“怒吼”，目标被成功摧毁。

“以前可能还会有人质疑，这是在把

功劳和荣誉拱手让给兄弟单位。现在，

不会有人再这样想了。”宋恒说，“大家都

明白，‘争’是为了更好地‘合’，提高体系

战斗力才是关键。”

完成思想转变有一个过程。和三连

一样，八连也经历过这一过程。

那是一次骨干集训。集训结束后，

将参照队员的考核成绩，挑选出参加旅

里比武的选手。

对集训所涉及课目，八连更熟悉一

些，训练水平相对较高，而三连在这些方

面存在弱项和短板。

一天，三连的指导员找到了八连指导

员，表达了“两个连队骨干在一起训练”的

想法。八连指导员接受了这个提议。

八连有些战士不理解，认为指导员

欠考虑，会让连队在此后的考核中失去

优势。有的战士甚至去找连长：“集训

考核按成绩排名，咋能和竞争对手一起

训练？”

两个连队的主官一商量，随后，一场

讨论在两个连队同步展开，议题是“平时

竞争与战时打胜仗的关系”。

“平时的比拼是为了强能力，是为更

好地协同作战奠定基础……”道理越辩

越明，两个连的战士纷纷走出思维误区。

此后的集训中，三连和八连骨干一

起训练、共同学习、相互切磋。八连的蒋

亚楠成为两个连骨干的“教头”。为了让

三连骨干跟上趟，蒋亚楠提前了解每名

骨干的特点，结合个人实际因材施教，取

得明显成效。

集 训 结 束 时 的 考 核 中 ，三 连 和 八

连骨干的成绩均是优秀。在后来的全

旅 比 武 考 核 中 ，两 个 连 队 所 派 选 手 并

列第一。

“未来战场上，仅靠一个连队的能征

善战，无法取得胜利。”颁奖仪式上，三连

指导员的一席话，让现场官兵掌声雷动，

“只有明白了平时的竞争是为了战时更

好地协同，才能更好地激发大家斗志，催

生战斗合力。”

如今的演训活动中，三连和八连官

兵既有“针锋相对”，也有密切配合，两支

“并蒂”而生的荣誉连队，书写着新的练

兵篇章。

没有铁打的先进，过
硬源于不断地博采众长、
超越自我

“三连和八连不约而同地选择与对

方‘互动’的原因，不是因为‘约定俗成’，

而是因为判定对方能充当自己连队的

‘磨刀石’。”该旅一名领导说，“换句话

说，他们对比拼的选择是动态的。不过，

在经过多方、客观权衡之后，他们认为对

方有‘资格’成为自己的赶超对象。”

“谁的训练方法管用就向谁学习，到

哪儿都得揣着学人所长的心思。”每次送

官兵外出学习培训，三连连长都会叮咛

这句话。对参加上级比武的官兵，他的

常用语是：“即使摔倒了，也别忘了抓一

把沙子回来。”

在类似场合，八连连长也在说类似

的话。不过，八连连长的话多了一句：

“没有铁打的先进，过硬源于不断地博采

众长、超越自我。”

“这正是两个连队长期身为过硬连

队的原因。”该旅一名作训参谋说，“不

过，他们的这种理念，如今已成为旅里各

营连的共同精神财富和鲜活实践。”

今年以来，该旅领导发现，三连和八

连“轮流坐庄当第一”的局面被逐渐打

破，其他一些连队和官兵开始露出锋芒。

最近组织的一次队列会操，二连力

压三连和八连，夺得第一；不久前的军事

体育运动会上，火力连战士柴康乐在武

装越野三公里项目中，打破了三连班长

宋恒多年来稳居第一的局面；坦克连战

士王陈则从八连官兵手中，夺走了“单杠

引体向上”项目的第一名……

“盯着先进不断努力，总有一天能赶

超。”站在领奖台上，二连连长很激动，

“瞄准第一名抓建，就能书写出属于自己

的荣誉。”

二连连长这番话的背后有一个事

实，那就是，在三连和八连频频“互动”的

带动和影响下，其他各连队也纷纷找准

了自己的目标，踏上了赶超之旅。

比赛场上的强劲对手越来越多，也

让三连、八连官兵有了危机感。“是长处

就得学，咱得加把劲儿！”两个连长一碰

头，这两个连的骨干就围坐在一起。他

们集思广益、共商对策，一场关于“如何

对待被超越”的讨论也在两个连队展开。

“你追我赶才是常态，只有主动作为

继续‘升级’能力，连队才能继续过硬。”

采访中，大学生士兵魏晓峰这样告诉记

者。不久前，他向连里的几位训练骨干

请教，为自己规划了新的成长路线图。

“不能只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

其他连队、官兵的经验做法，都是我们前

行的助力。”八连指导员说，“这样，才能

培塑连队官兵开放、科学、进取的心态，

见贤思齐，迎头赶上，练就过硬本领。”

“并蒂花”结出“同心果”，“一枝独

秀”渐成“春色满园”……

近日，该旅组织的练兵比武活动中，

各连官兵奋勇争先，考核成绩优良率有

了明显提升。

活动结束时，该旅领导肯定了官兵

们取得的成绩，并总结了原因。其中有

一句话，让官兵们很振奋：“随着更多连

队主动对标先进不断超越，今后一定会

涌现出更多的过硬连队。”

两个荣誉连队的“双雄争锋”
■杨 坚 梁 超 本报记者 彭冰洁 特约通讯员 姚欣彤

体能训练间隙，第 82集团军某旅三连战士石福鑫与八连战士齐龙进行“掰手腕”比赛。 吴武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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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当空，战车引擎轰鸣。第 82 集

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上，一场车组协同

比武即将开始。

分组名单公布，“红三连”二班班长

耿绍健笑了——他又一次和“钢八连”的

车长段永康“狭路相逢”。

再次和段永康“同台竞技”，耿绍健

知道，这又是一场硬仗！

“同年入伍，学习的是同一专业，又

同 样 努 力 ，你 们 哪 能 不 常 在 赛 场 上 对

阵？”对身边战友所持的这个观点，耿绍

健并不认同。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两

人能常交手，更是因为分别身处三连和

八连。”

三连和八连是该旅的两个荣誉连

队。这两个连队以前同气连枝，曾是同

一个连队，诞生于平江起义，后几经辗转

和编制调整分成两个连队，算是“孪生兄

弟连”。

从新兵连起，耿绍健就知道了“红三

连”和“钢八连”，知道两个连队是响当当

的过硬连队。后来，新训结束来到三连，

他才渐渐明白了这两个连队为什么一直

是过硬连队。

“身后一直有一种力量推着大家往

前跑。担心稍有松懈就被八连超过了。”

时间稍长，耿绍健就有了这种紧迫感。

因为他发现，是否松懈，会很快体现在三

连与八连常态化“过招”中。

耿绍健和段永康的进步都很快，因

此经常作为各自连队的选手被派出来

“对招”。时间一长，两个人有了默契：

训练场上出手绝不留情，训练场外则是

朋友。

两年前的那次车组协同比武中，耿

绍健指挥出现小失误，所在车组错失冠

军，让他“耿耿于怀”。

第 二 年 ，旅 里 组 织 车 长 专 业 骨 干

集 训 ，耿 绍 健 和 段 永 康 同 时 参 加 。 耿

绍 健 明 里 暗 里 地 加 劲 ，希 望“ 一 雪 前

耻 ”，没 想 到 ，在 比 拼 中 再 次“ 惜 败 ”。

与段永康一聊，他才知道，段永康也一

直在“盯”着他。

眼前这场较量，耿绍健此前有针对

性地补齐了短板弱项，志在必得。

随着一声令下，刹那间，训练场上烟

尘四起……最终，耿绍健车组以微弱优

势夺得胜利。

考核结束走出场地，段永康摘下头

盔，向耿绍健伸出手祝贺，但嘴里是另一

番话：“下一次，第一名就不一定是你们

的了。”

听着战友的欢呼声和掌声，看着段

永康转身离开的身影，耿绍健对连长说

的那句话有了更深的感受：“过硬的对

手，成就过硬的我。”

“ 过 硬 的 对 手 ，成 就 过 硬 的 我 ”
■孙铜锴 本报记者 彭冰洁

众所周知，竞争给人压力，也能激

发人的动力、活力。这种情况下，竞争

对手就好比一面镜子，以对手为镜可

以知不足；如同一位老师，以强手为师

可以多胜算；好似一块磨刀石，与高手

过招可以强素质。

如何让竞争成为强大推动力，形

成官兵间、兄弟单位间你追我赶勇争

先的良好局面？笔者认为，有必要做

好以下几点：

积 极 营 造 良 性 竞 争 的 氛 围 和 环

境。正如国际比赛每个项目的冠军常

设一个，部队各级组织的比武考核单

项课目的第一名通常也只有一个。也

正是因为该级别荣誉的唯一性和排他

性，才让其变得更加可贵，才让部队官

兵、各个单位全力以赴不断做到最好，

从而持续拉升战斗力的整体水平。但

是，这种设计要奏效，有一个前提就是

必须保证竞争的公开、公正、公平。如

此，才能有效激发官兵的拼搏精神与

创新活力，在相互比学赶帮超中实现

共赢。

既要紧盯竞争对手更要牢盯作战

对手。军队是用来打仗的，最终目的是

制胜强敌打胜仗。从这一点上讲，官兵

之间的竞争、各单位之间的竞争就有了

两个层面上的内涵。一是通过视战友

和兄弟单位为磨刀石，不断练强胜战本

领。二是通过在竞争中了解战友和兄

弟单位的长处与短板，推动对方固强补

弱，以便在未来战场上实现高效协同。

紧盯竞争对手、牢盯作战对手，只有基

于这一点，才能树立起更科学、全面的

竞争观，才能做到面对竞争对手时不断

将其逼到极致、充分激发其潜能，才能

在协同时“团结如一人”，在战时形成强

大的战斗合力。

聚焦能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竞

争 不 是 目 的 ，而 是 手 段 。 开 展 竞 争

时 ，时 刻 聚 焦 能 打 胜 仗 这 个 强 军 之

要 ，才 能 保 证 竞 争 的 方 向 不 偏 、方 法

奏效。战场博弈只有“零和”，胜者只

有一个。这就意味着，平时的竞争必

须 紧 盯 实 战 ，在 实 战 亟 需 的 能 力 上

争 ，在 竞 争 中 越 变 越 强 ，提 升 核 心 战

斗 力 。 要 借 此 不 断 磨 砺 官 兵 和 部 队

的血性与虎气，引导官兵学会研究对

手 ，学 会 换 位 思 考 ，学 会 在 重 压 之 下

争 取 胜 利 ，如 此 才 能 真 正“ 师 强 者 而

强 ”，通 过 竞 争 达 到 为 战 、利 战 、胜 战

的目的。

你追我赶勇争先
■刘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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