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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 我 们 是 英 雄 的 爆 破 手 ，为 战 斗

胜利冲锋在前……”在第 82 集团军某

旅某连宿舍走廊尽头，有一块红色展

板，上面写着《爆破手之歌》歌词。展

板 前 方 ，矗 立 着 一 棵 不 到 两 米 高 的

“英雄树”。

走近一看，这棵树是金属制成的，

每个枝杈上都“生长”着弹片。该连指

导员张世宇介绍，从 2020 年至今，连队

官兵每完成一次排爆任务，就由主排爆

手在“英雄树”上焊一枚弹片。在他看

来，排除未爆弹，风险极大，每一个挺身

而出的人都是英雄。

前 不 久 ，在 全 连 官 兵 见 证 下 ，排

长 高 迎 仍 将 一 枚 弹 片 焊 在“ 英 雄 树 ”

上 。 任 排 长 两 年 来 ，这 是 他 第 5 次 获

此殊荣。

火花飞溅，目光灼灼。站在“英雄

树”前，望着日渐丰茂的枝叶，高迎仍想

起自己刚到连队任职时，一名排爆骨干

在“英雄树”前讲的故事。

那年夏天，连队组织某新型器材爆

破训练。就在最后一组作业时，器材突

发故障。没有先例可以参照、缺少厂家

技术支援……一系列的未知情况，让后

续作业危险陡增。

到底谁来处置？大家面面相觑时，

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

“让我来！”指导员张世宇第一个站

了出来。

“ 我 是 连 长 ，这 种 任 务 应 该 我 先

上，你别跟我抢！”时任连长刘子雷马

上反对。

两人的“争执”一声高过一声，最后

索性一个拿起排爆服，一个抄起头盔，

都要往前冲。见此情景，在现场跟训的

旅领导一把拉住他俩，决定派更熟悉故

障器材性能的张世宇前往。

排爆场上，烈日当空，穿着厚重的

排爆服，张世宇浑身上下很快被汗水

浸透。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由于作业

时间过长，张世宇的排爆服因供电有

限，内部通风系统停止运转，汗水和蒸

汽模糊了头盔面罩，使他无法看清眼

前的一切。

“报告，我来替换他！”掐着表的刘

子 雷 感 到 情 况 不 对 ，立 即 申 请 上 阵 。

就这样，两人轮番接力，最终成功排除

险情。

此后，两名主官面对危险挺膺担当

的故事，成为连队官兵口口相传的佳

话。那次排爆产生的弹片，熔聚成“英

雄树”粗壮的主干。

如 今 ，在 高 迎 仍 眼 里 ，“ 英 雄 树 ”

就 像 一 把 熊 熊 燃 烧 的 火 炬 ，指 引 他

在 重 大 任 务 锤 炼 中 成 长 为 一 名 排 爆

尖兵。

在该连，官兵们常说，在树下听过

故事的人，会不经意间成为新故事的主

人公，因为“英雄树”总能赋予他们一种

神奇的力量，激励他们以锐不可当的勇

气一次次突破自我。

“准备完毕，通电，起爆！”

远方黑烟乍起，二级上士廖志文又

一次顺利完成排爆任务。谁能想到，这

个面不改色的排爆骨干，曾经连排爆钳

都拿不稳。

9 年 前 ，刚 刚 入 伍 的 廖 志 文 踌 躇

满 志 ，可 在 第 一 次 排 爆 时 ，他 因 过 度

紧张未能完成任务，还落下了心理阴

影 ：一 拿 排 爆 钳 就 手 抖 ，一 接 导 线 就

手心出汗。

“如果不能克服内心的恐惧，无论

做什么都难以成功。”那天，有着十几年

排爆经验的老班长将廖志文带到“英雄

树 ”下 ，给 他 讲 述 自 己 屡 次 排 爆 的 经

历。老班长无惧危险的精神和“英雄

树”闪着光亮的“枝叶”，深深触动了廖

志文的心。

从那以后，廖志文对自己“狠”起

来：拿钳子手抖，他就在手腕处挂上重

物练稳定性；害怕摸导线，他就进行心

理脱敏训练……慢慢地，他克服了内心

的恐惧，走上了排爆场。

近 年 来 ，排 爆 任 务 不 断 增 加 ，现

场 情 况 更 加 复 杂 。 面 对 越 来 越 高 的

技 术 要 求 ，连 队 官 兵 意 识 到 ：作 为 排

爆 兵 ，不 仅 要 有 勇 敢 的 心 ，还 要 有 聪

明的大脑。

那年，连队配发了新一代侦察无

人机。起初，大家本以为无人机可以

协 助 精 准 定 位 排 爆 位 置 ，没 想 到 ，无

人 机 传 回 的 画 面 与 透 过 排 爆 服 面 罩

看到的视野存在差别，导致排爆手时

有误判。

“要充分发挥出高科技装备的作

战效能。”喜欢研究电子产品的下士顾

峰铭主动请缨。随即，在连队党支部

支持下，顾峰铭召集几名业务骨干组

成攻坚小组。那段时间，他们反复试

验、不断改进，终于找到了解决难题的

方法。

不久后，连队采用这个方法高效完

成了排爆任务，“英雄树”上由此又多了

一片“树叶”。

英雄种下“英雄树”，“英雄树”下

英雄多。4 年来，连队新兵下连的第一

个仪式就是在“英雄树”前学唱连歌；

每次任务结束后，连队都会把大家集

合到“英雄树”前，听主排爆手分享排

爆经历和收获……连队官兵用担当、

勇气、智慧灌溉着“英雄树”，“英雄树”

也以它独有的方式，激励一茬茬官兵

成长蜕变，见证一个基层连队练兵备

战的足迹。

夜幕降临，“英雄树”在橘黄色灯

光 的 照 耀 下 显 得 格 外 苍 劲 。 与 它 对

视 ，你 就 会 明 白 ，为 何 排 爆 兵 配 得 上

“英雄”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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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排爆手正在进行模拟排爆训练。图②：“英雄树”近景。 郭 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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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戈壁，第 75 集团军某旅一场

实弹射击以出色的成绩落下帷幕。相

较于战友们的欢呼雀跃，中士司正坤的

心情有些惆怅。

司正坤是该旅兼职新闻报道员，射

击当天，他早早来到阵地，观察火力部

署点位，询问射击大致时间，随即架设

摄录器材，等待记录那震撼人心的瞬

间。此时的司正坤，脑海中已经勾勒出

一幅幅精彩画面。

不多时，部队进入战斗状态。某型

雷达飞速旋转，方舱内屏幕闪烁。眼看

靶机进入射界，某导弹营指挥员立即下

令进行拦截，一枚导弹破膛而出，成功

命中目标。但出乎司正坤意料的是，发

射导弹的并非镜头对准的那辆战车，使

他未能及时捕捉到这一精彩瞬间。

司正坤一下子慌了神，致使后续的

拍摄始终没能跟上节奏，匆忙之中抓拍

的画面差强人意。深夜，射击结束，司正

坤情绪失落地收拢器材，返回宿营区。

“这次能出不少燃图大片吧？”面对

战友的询问，司正坤无言以对，在心里

嘟囔着：“以往的实弹射击，都是提前定

好顺序，咋能说变就变？这叫人怎么

拍？”听说旅里要组织复盘总结，他决定

到现场听听到底是咋回事。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组严格按照

实战要求，将战场环境设难设险，全方

位锤炼官兵真打实备能力……”复盘会

上，该旅领导对各火力单元灵活应对、

正确处置“敌情”，取得优异成绩的表现

高度肯定。讨论交流中，司正坤终于弄

清了射击当天的实际情况。

那天战斗打响，各要素迅速到位，

做好战斗准备。按以往惯例，实弹射

击一般会区分单位逐火力单元依次进

行，这样既可以确保射击不受外界因

素干扰，又能直观地评估检验训练水

平和射击成绩。而此次实弹射击，考

核组严把实战关，不提前通报“敌情”，

不告知靶机出现时间和空域，全靠各

火力分队自主侦察、自主决策，极大增

加了防空难度。

面对这种情况，各火力分队组网建

链、一体部署，按照“谁发现、谁捕获、谁

打击”的原则展开攻防。因此，各火力

单元必须做好随时射击准备，根本无法

预知射击顺序。

“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敌情复杂难

料，唯有练就正确应对、见招拆招的过

硬本领，将来作战才能多一分胜算。”复

盘结束后，司正坤思考了很多，不禁叩

问自己没有拍到理想画面的失落从何

而来？

他承认，在此之前，为了拍摄炫酷

镜头和精彩画面，有时会刻意要求战友

配合，很少去想如何记录真实的训练情

况。如今想来，这从侧面反映了自己作

为一名战士，在潜意识里对待练兵备战

的真实态度。近年来，备战打仗不断走

向深入，那种为了“造声势、图好看”而

压缩时间空间的训练场面越来越少，而

自己的新闻摄影观念还停留在画面是

否“美观”上。

“越不好看，可能越实战。”司正坤

说，这是训练之变，也是观察审视训练

工作应该具有的思维理念。

镜头里的“训练之变”
■本报特约记者 周宇鹏 特约通讯员 冯邓亚

一线直播间

“如果你有不好开口的烦心事，请

跟随我的提示写出来……”仲秋时节，

喀喇昆仑高原风雪渐紧。针对恶劣天

候给高原驻训官兵带来的心理影响，新

疆军区某部心理服务队靠前服务，队长

武林青运用专业方法，帮助某连官兵释

放压力、舒缓情绪。

“环境越恶劣、任务越繁重，越需要

加强心理服务。”该部领导介绍，高原驻

训营区分散、条件艰苦，生活相对单调，

官兵很容易产生各种情绪波动。为此，

他们持续关注官兵心理健康，遴选心理

骨干组成服务队，嵌入驻训练兵全程，

提供伴随式服务，开展心理疾病预防排

查，为保持部队安全稳定和提升战斗力

提供有力保障。

下士小王是二营某连最年轻的班

长，一直被寄予厚望，但最近开展工作

变得畏手畏脚。连队指导员对其几番

开导，仍收效甚微，便拨通了心理服务

队的电话。队员魏羽佳随即找到小王

“把脉问诊”，发现问题所在：一次演训

任务中，小王下错指令，导致全班操作

失误，影响了演训进程。从那以后，小

王渐渐出现厌训恐训情绪，做什么事都

担心自己做不好，遇到矛盾问题也是躲

躲闪闪。

魏羽佳“对症下药”，利用心理学知

识，对小王进行疏导，为他卸下心理包袱，

重新树立信心。事后，为巩固疗愈效果，

魏羽佳嘱咐一名经验丰富的老班长对小

王进行帮带，并传授了几个简单实用的心

理服务小妙招。过了不久，该营组织全流

程综合演练，小王带领全班出色完成警戒

任务。整个过程，他沉着冷静、处置果断，

全然不见当初的犹疑胆怯。

为了让心理服务更加精准到位，该

部逐级设立了心理服务联络员，畅通信

息服务渠道，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不断

提升心理服务质效。此外，他们开设

“心理微讲堂”，紧贴高原驻训进程，宣

讲各阶段应该注意的心理保健小常识，

组织集中会诊心理常见病，提醒一线带

兵人注意把思想问题与心理问题区分

开来，因人对症施策。

连日来，该部组织多场连战术训

练，官兵在体力消耗极大的情况下，仍

然斗志昂扬，正确处置特情，在高原复

杂艰苦环境中锤炼过硬心理素质，经受

住了考验。

新疆军区某部持续关注驻训官兵心理健康——

心理服务嵌入高原练兵全程
■李汉夫 皇甫绍华

“ 炊 事 员 这 个 岗 位 可 不 轻 松 ，不

仅 要 起 早 贪 黑 做 好 一 日 三 餐 ，还 要

调 剂 伙 食 满 足 大 家 的 口 味 。”9 月 中

旬 ，在 陆 军 某 旅 官 兵 互 赞 会 上 ，来 自

10 余 个 兵 种 专 业 的 官 兵 代 表 走 上 讲

台 ，畅 谈 自 己 体 验 角 色 互 换 的 切 身

感受。

几个月前的一次调研，该旅机关发

现，由于不同兵种专业经常不在一起训

练，个别官兵对其他战友的专业缺乏了

解，总觉得自己最辛苦，从而产生了不

少误解，一些不利于内部团结的声音随

之而来。

针对这种情况，该旅决定开展跨兵

种专业体验活动，安排主战班长体验卫

生员止血、包扎、护理过程，派驾驶员到

炊事班负责一周伙食保障，让话务兵担

任纠察……通过角色互换，增进战友之

间的了解和尊重。

有线班战士陈德虎认为，炊事班

有 那 么 多 烹 饪 设 备 ，洗 菜 做 饭“ 没 啥

难 度 ”。 体 验 活 动 开 始 后 ，营 里 指 派

他 到 炊 事 班 见 习 帮 厨 。 短 短 一 周 时

间，陈德虎真正体会到了炊事班战友

全 年 无 休 、默 默 操 劳 的 辛 苦 ：每 天 晚

上 对 照 菜 谱 准 备 好 次 日 几 百 人 一 日

三 餐 的 食 材 ，常 常 忙 到 深 夜 才 能 休

息，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更难

的 是 ，为 了 让 战 友 们 吃 饱 吃 好 、吃 出

健 康 、吃 出 战 斗 力 ，他 们 还 得 定 期 征

求官兵意见，想方设法调剂伙食。“众

口 本 就 难 调 ，让 所 有 人 吃 得 满 意 ，不

知 要 花 费 多 少 心 思 。”经 过“ 零 距 离 ”

体 验 ，陈 德 虎 感 触 良 多 ，为 自 己 之 前

的误解内疚不已。

与此同时，炊事班战士姜余东被

安排到通信班担任有线兵，在三尺灶

台熟练操持锅碗瓢盆的他，在一根电

线杆前犯了难。看着通信班长动作灵

活地三步上杆，自己却怎么也爬不上

去。1000 米收放线训练，他只跑了一

半路程就累得气喘吁吁。“原来有线兵

每天训练这么累，训练结束后，他们一

定希望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姜余东

开始思考，如何根据训练强度科学搭

配菜品。

在随后举办的官兵互赞会上，参

与角色互换体验的战士畅所欲言，大

家 对 其 他 兵 种 专 业 的 职 责 有 了 深 入

了解，切身感受战友们的不易——话

务女兵别看经常坐着，但作息时常颠

倒，还要背记全旅所有固定电话和军

官手机号码；防化兵要掌握 10 余种专

业 技 能 ，频 繁 接 触 危 险 品 ；工 兵 铺 路

架 桥 ，晴 天 一 身 汗 、雨 天 一 身 泥 ……

听 得 出 来 ，大 家 彼 此 加 深 了 理 解 、增

进了感情。

如今，该旅的官兵关系和内部氛围

越来越和谐融洽。陈德虎感慨道，大家

生活在这样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里，一

定会安心扎根基层、立足本职岗位，努

力干出一番成绩来。

陆军某旅开展跨兵种专业体验活动融洽内部关系——

角色互换 战友情坚
■陈 凯 杨金沅

新闻前哨

上图：近日，海军

某大队开展海上实弹

射击训练。图为舰炮

对海射击。

吴 楠摄

右图：9 月下旬，

某部开展无人机实飞

训练，检验提高自主

侦察能力。

黄 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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