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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特 稿

在采访高原侦察兵的日子里，

记者经常随手记下他们似乎漫不经

心说出的一些话。

这些话，有的在他们中间流传

许久，来自一代代老兵心口相传；有

的是他们在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

拼搏之后，从心里一下子“冒出来”

的；也有的是他们多年茹苦含辛，

“越琢磨越有道理”的军旅感悟……

怎样理解高原侦察兵们的这些

“奋斗箴言”？记者想，还是把这些

话“还原”到它们当时的语境中去

吧。或许他们的故事本身，就是对

这些“奋斗箴言”的最好解读。

——记者题记

如果不勇敢地去
尝试，不会知道自己的
差距和潜力

去年底，李成龙被评为西藏军区“固

边稳藏十大标兵”之一。

站在领奖台上，李成龙感慨万千。

“如果不勇敢地去尝试，不会知道自己的

差距和潜力。”“要时刻想着‘现在还来得

及’。”对这些话，李成龙的理解又深了

一层。

现在，很少有战友把李成龙和“胆

小”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回忆刚

入伍时的情形，李成龙自己也觉得有点

“糗”。他恐高，一站在高处双腿就发抖；

他胆小，得闭着眼睛才敢往沙坑里倒；他

体能也弱，跑步总是跟不上趟。

新 训 班 长 的 一 句 话 鼓 励 了 他——

“如果不勇敢地去尝试，不会知道自己的

差距和潜力。”于是，李成龙开始试着“了

解”自己。他先从 3000 米跑开始，一次

次去试自己的耐力极限，然后是 8000 米

跑，然后是负重跑。经过几个月的科学

训练，李成龙越试越有信心，越跑越有

劲。新训结束时，他的综合排名已跃升

至新兵团第一名。

新兵下连时，他分到了侦察连。刚

一接触侦察专业，他再次感到了什么叫

“吃力”。

看着老兵们熟练地操作各种技术装

备，他羡慕不已。可当自己操作时，却手

足无措。尤其是一同下连的新兵已能使

用单兵战场侦察雷达发现、捕捉目标时，

他仍分不清图像代码。

“ 每 个 人 的 进 度 都 不 同 ，有 快 有

慢 。”班 长 发 现 李 成 龙 有 点 着 急 ，对 他

说，“不要放弃努力，要时刻想着‘现在

还来得及’。”

在班长点拨下，李成龙渐渐稳住了

心神。

对照说明书，他反复拆解和组装相关

装备，了解它们的构成和运行机理……一

次次地静心琢磨加上反复训练，他手里的

“高技术战友”开始“听话了”。

看到李成龙的进步，战友们给予他

鼓励和赞扬。但李成龙没高兴多久，就

再次陷入沉思。

那是一次重要演训活动，他和战友

们负责提供全天候的战场态势侦察情

报。面对从各个方向和层面传回来的大

量信息，哪些是“干货”？别的战友能很

快做出选择，他却有些手足无措。

“‘现在还来得及’的另一面，是时不

我待，加快步伐。”意识到这一点后，李成

龙主动向技术骨干请教，找资料参阅。

有院校专家来调研，他抓紧机会抛出心

中的疑问，寻求帮助。

转变，就发生在勇敢尝试和持之以

恒之中。又一次演练，李成龙再次承担

提供侦察情报的任务。

获取信息、预判走向、真伪辨别、引

导打击……看李成龙处理得井然有序，

一旁的班长对他竖起大拇指。

2016 年，李成龙由于侦察专业综合

素质在全旅考评中排名第一，被推荐参

加上级组织的“厄尔布鲁士之环”项目备

赛训练。

“这个兵肯定能成事！”带着单位领

导这样的推荐评价，李成龙站到了国际

军事比赛的赛道上。

向上攀登，始终要
盯 着 战 场 制 胜 的
“峰顶”

翻 开 李 成 龙 的 履 历 ，他 获 得 的 一

连 串 沉 甸 甸 的 荣 誉 ，让 战 友 们 很 是 羡

慕——

陆军优秀士官标兵、西藏军区固边

稳藏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爱军精武标

兵……

对李成龙来说，沉甸甸的还有一些

感悟。“向上攀登，始终要盯着战场制胜

的‘峰顶’。”这句话，被李成龙写在笔记

本的第一页。

2018 年，两个重要机会摆在李成龙

面前：一个是部队准备将他作为优秀士

兵保送入学，另一个则是第二次出国参

加“厄尔布鲁士之环”项目比赛。

李成龙主动选择了后者。因为，以

前的那些参赛经历，让他清晰地看到了

侦察领域不一样的“峰顶”。

“比如山地障碍比赛，外军打绳结的

速度特别快。”李成龙清楚地记得，他首

次参加山地障碍比赛时，用时 29 分钟，

而外军只用了 14 分钟，“差距主要是在

打绳结这个环节拉开的。”

第二次参加山地障碍比赛时，他的

用时大大缩短，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外人不知道，自上次比赛结束回国后，他

和战友们就反复研究打绳结的方法，大

大缩短了该环节的用时。

那年，旅里的新训结束，时任班长的

李成龙奉命去选侦察兵苗子。备选对象

中，一个上过体校，身体素质好；一个基

础体能较弱，入伍前是网络信息工程专

业的大学生。

两个人中，李成龙选择了后者。对

此，他解释说：“信息化作战环境对侦察

兵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盯着未

来战场的‘峰顶’，才能选准苗子并培养

出合格的侦察兵。”

当 班 长 期 间 ，李 成 龙 坚 持 这 个 标

准 ，挑 选 了 好 几 个 高 学 历 的“ 学 生

兵”。但是，这种选择也引发了另一个

结 果 ：他 们 班 的 体 能 考 核 成 绩 一 度 在

全连垫底。

对此，李成龙很乐观：“好苗子迟早

会长成大树。体能考核成绩徘徊不前，

只是因为他们在经历墩苗的过程。”

李成龙的乐观有自己的道理。他发

现，这些“学生兵”在学习高技术装备方

面的优势得天独厚。教员讲一遍，他们

操作几天，就能基本掌握，有的还开始试

着对装备性能进行挖潜。

关于体能短板，李成龙采取一对一

帮带的方法加以补齐。

战士高刚斌的体能较差，李成龙与

他结成对子，耐心地带着他强化训练。

渐渐地，高刚斌的体能成绩跟上了大家。

而在另一个“跑道”，高刚斌的“提

速”却非常快——

一次，李成龙操作某型装备时遇到

一个难题，反复研究不得其法。高刚斌

大 胆 提 出 结 合 某 技 术 ，轻 松 将 问 题 化

解。李成龙大喜过望，当即建议推广这

一技术。去年他带队参加上级比武，在

野外侦察课目中借助这一技术迅速达成

目的，夺得桂冠。

去年 12 月，高刚斌当上班长，并荣

立三等功。他说，自己也要像李成龙那

样 ，成 为 拥 有“ 峰 顶 ”视 野 的 侦 察 兵

骨干。

获胜的总是那些
在 平 时 就 咬 紧 牙 关
超越自己的人

重温电视剧《士兵突击》时，有一句

话再次“击中”李成龙的心：“想到和得

到，中间还有两个字，那就是要做到。”

话很平实，但细琢磨起来，“做到”这

两个字让人刻骨铭心。

那一年，李成龙第一次参加“厄尔布

鲁士之环”项目备赛训练。负重 30 公里

越野考核中，他出现了腰痛等状况。

越 走 腰 越 痛 ，李 成 龙 脑 海 里 闪 过

一 个 念 头 ：“ 要 不 要 中 断 训 练 、放 弃 机

会？”

“绝不！”主意打定，他用力咬自己的

手背，转移腰间痛感，最终坚持了下来。

高寒极限训练，一些队员在行军途

中出现了幻觉，一些队员脚上打起了血

泡，很多人脸上被晒得脱了皮。但李成

龙最难忘的是一名战友的眼神。这名战

友因旧伤复发，超出了身体可承受的极

限，只能跟大家分别。

“他当时的眼神写满遗憾，让我心

痛。但战场无亚军，赛场也同样。”李成

龙说。此后的备赛训练中，李成龙和战

友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训练中。

抗缺氧能力是侦察兵在高原执行任

务的必备能力。第一次举着轮胎在水里

进行憋气训练，上等兵姜文只能坚持 10

秒左右。此后的训练中，每次下蹲泡进

水里，他都会坚持到实在难以忍受，才会

冲出水面，然后往复 5 次。后来，姜文的

训练成绩越来越好。

“你不咬紧牙关，永远无法突破自己

的身体极限。”对李成龙的这句话，被保

送入学的达瓦旺堆深有体会。

那次的越野训练中，他已经累得不

能 说 话 ，边 张 着 嘴 大 口 喘 气 边 往 前 挪

步。对战友们的问话，他只是挥挥手示

意大家往前跑。

“这个时候再坚持一下，就能突破极

限。”李成龙带着两个队员轮番拉着达瓦

旺堆往前冲，最终，达瓦旺堆和大家一起

提前抵达终点。

这种“咬紧牙关”，也使达瓦旺堆在

其他方面获益匪浅。

2020 年，达瓦旺堆参加上级组织的

某型侦察系统升级任务。由于改造升级

幅度大、环节多、涉及专业广泛，他负责

的调试工作一直没有明显进展。

领导的多次催促，加上其他工作进

展迅速，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一度

产生退出的念头。

“再坚持一下。”每一次质疑自己时，

达瓦旺堆都想到李成龙的这句话。一

天，他在图书室翻看杂志时，受一篇文章

的启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构想。接

下来的连续攻关，让他终于在更高层面

上完成了系统调试任务。

“获胜的总是那些在平时就咬紧牙

关超越自己的人。”李成龙经常对战友这

样说。近年来，他所带的兵有 20 多人立

功受奖，3 人提干，很多人在自己的岗位

上独当一面。

现在，李成龙仍然坚持早上提前一

个小时起床，晚上在学习室“泡”一个小

时。对他来说，这已经是一种习惯。因

为，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超越自我，才有

可能“俯瞰战场”，继续建功军营。

解读高原侦察兵的“奋斗箴言”
■黄兴国 本报记者 郭丰宽

秋日高原，西藏军区某旅演兵场上，

一场红蓝对抗激战正酣。

蓝方阵地与周围的地貌地物浑然一

体，反侦察工作可谓滴水不漏。红方派

出无人机实施空中侦察，却没有实质性

收获。

“让我们上吧。”征得指挥员同意后，

红方侦察参谋李成龙带领一个小分队，

在高原夜色掩护下，携带新型装备悄悄

向蓝方阵地前进。

天空飘起了雪花。事不宜迟，李成

龙和战友们操纵装备迅速向目标靠拢。

关于蓝方阵地的精准信息很快传回红方

指挥所……

“知己知彼，是取胜的关键。面对各

种先进反侦察手段，仍能找到洞悉之道，

这是侦察兵存在的意义。”李成龙说，“这

一次，我们又做到了。”

入 伍 11 年 间 ，李 成 龙 和 战 友 们 一

起，先后 4 次参加国际军事比赛“厄尔布

鲁士之环”项目备赛训练，3 次出国参加

比赛，先后在国际赛场上夺得 12 个单项

第一、11 个单项第二，因表现出色被保

送上了军校。

有如此闪光的经历靠什么？对此，

李成龙的回答是：“直面挑战，不断战胜

困难并持之以恒，就能有所作为。”

对 这 个 回 答 ，战 友 们 很 信 服 。 在

大 家 眼 里 ，李 成 龙 就 是 这 样 一 路 走 过

来 的 。 他 身 上 明 显 的 伤 疤 有 七 八 处 。

这 些 伤 疤 ，都 是 李 成 龙 训 练 时 留 下

的 。 其 中 胳 膊 上 那 道 疤 ，是 他 第 一 次

参加“厄尔布鲁士之环”项目备赛训练

时 留 下 的 。 当 时 在 进 行 负 重 越 野 训

练，一段险路上，他一脚踩空，从 3 米高

的 山 坡 上 滑 了 下 去 ，胳 膊 顿 时 被 划 开

一道口子。

为什么这么拼？李成龙的回答很简

单：“战场上没有亚军。”说这句话时，他

会习惯性地挥挥手。满是老茧的手，与

他 30 岁的年龄有些不相符。

在 二 级 上 士 张 光 辉 的 印 象 中 ，每

次 受 领 上 级 赋 予 的 任 务 时 ，李 成 龙

的 回 答 都 是 6 个 字 ：“ 保 证 完 成 任

务 。”每 次 ，李 成 龙 洪 亮 的 声 音 中 都

透 着 自 信 。

张光辉告诉记者：“他的这种自信，

对身边的战友有很强的感染力。”

那一年，上级组织侦察兵集训。极

限拉练时，一名战友因体力透支，脚步明

显慢了下来。同样达到极限状态的李成

龙发现后，从这名战友的肩上取下装具

背在自己身上。尽管气喘吁吁，李成龙

的语气却很坚定：“别人能坚持，咱们肯

定行！”后来，他带着这名战友比规定时

间提前 50 秒到达终点。

“战场上没有亚军”
■本报记者 郭丰宽 张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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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官兵身边总有一些骨干

和典型。他们如同一个个标杆、一盏

盏明灯，以奋进的姿态、奋斗的身影，

用行动把“在战位上茁壮成长”诠释得

淋漓尽致。

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爱岗敬业

是他们的共同选择，精武强能是他们

的共同特点。也正是基于此，他们才

完成了从普通一兵到“兵王”或“技术

大拿”的转变。

部队的战斗力链条是由一个个战

位组成的。对部队战斗力建设来说，这

些战位是作战链条的一个个环扣。但

是，对官兵来说，这一个个战位就是一

片片沃土。官兵只有安下心来、真心付

出，才会尽快摸清其中有哪些养分，才

会知道自己的根该朝哪儿扎，枝条该朝

哪儿长，从而打下爱岗敬业的根基。

战位的最大特点是“战”。因为，

军 队 是 要 打 仗 的 ，军 人 为 打 赢 而 存

在。对军人来说，精武强能、练兵备战

是主业。官兵要在部队茁壮成长，就

必须不断强化使命感、责任感，坚持主

业主抓。这样，才能紧扣中心，全力以

赴，才会谋事、干事、成事。

在自然界，种子播撒容易，茁壮成

长却难。官兵在战位上的成长与此类

似，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经得起风雨，经

得起变化与挫折。在北方，农民在播

下种子后会踩上一脚，在青苗越冬时

会用石碾碾压一遍，目的就是把庄稼

成长的基础打得更好。官兵的成长也

是 如 此 ，要 经 得 起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的

“压”和“碾”，要明白给任务就是给磨

砺与成长的机会，能够在关键时刻咬

紧牙关，坚信冬天过去就是成长的春

天，从而坚持到底。

俗话说，每一颗种子都有长大的梦

想，官兵也是。但是，追梦的过程往往很

艰辛。这就要求官兵一方面要愿意深深

地扎根战位，另一方面也要心胸宽广、目

光高远，要把自己的奋斗置于部队战斗

力建设大局当中。这样即使在最艰难的

时刻也会不改初衷，继续努力，达到一个

又一个精武强能的新高度。

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在园丁精

心培育下，苗木会长得更好更快更茁

壮。对官兵来说，组织就是“园丁”，组

织“浇水”“施肥”越是及时，官兵的成

长成才就越迅速。因此，各级组织应

该急部队建设之所急，想官兵之所想，

适时地为官兵选准岗位、搭建舞台，激

发出大家立足战位精武强能的更大热

情，从而真正实现官兵奋斗与部队建

设所需的高度统一，带领官兵以实际

行动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让战位成为成长沃土
■张勇民

前不久，西藏军区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开展训练，锤炼官兵在高寒缺氧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本报记者 张 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