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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训练
对症下药方能出成果

在旅史馆，荣誉展台上的奖杯、奖牌
琳琅满目，光彩熠熠。最新的一块是
2020年11月由中央军委颁发的“全军军
事训练先进单位”奖牌，刘近所在旅是陆
军部队中唯一一个受到表彰的旅级单位。

每当看到这块奖牌，官兵们总会想起
一次次挑战特战队员生理意志极限的严
酷训练和“冷酷无情”的特战教员。刘近
就是诸多“魔鬼教头”中的一员。

刘近独特的训练方式来自无数次训
练与丰富的实战经验。经过专业培训与
不断学习，他在训练理念、手段等方面的
思路更加开阔，注重科学与实践相结合，
课目的设置与训练方式无不体现了他的
智与谋。

备战陆军“特战奇兵”比武竞赛时，在
成绩不理想、考核临时调整、时间紧迫等
重重压力下，刘近研究教学视频与地方专
业攀岩运动员动作技巧，经过反复研究、细
心观察，终于发现核心问题：肌群力量弱。

找到问题才好对症下药。刘近让队
员每天拎着哑铃进食堂，锻炼腕部肌群力
量，在高压锤炼下，队员们出色完成“建筑
物攀登”考核项目。比武结束，队员们回
到各自连队，将集训中的好做法普及到了
全旅。

一个好的特战教练员也是士兵们的
“知心人”。在担任旅“天狼集训”教练员
期间，为磨练官兵的心理承受能力，刘近
翻阅了大量心理学书籍。为激发队员们
的潜能，他调整组训方法，研究每个集训
队员的个人信息，确定其心理承受能力。

在此后的训练中，刘近设置多个极限
挑战课目磨练队员。在高强度、高压力的
训练中，他时刻观察着每个人，有的队员快
坚持不下去了，他就使出“激将法”，鼓励队
员继续努力；有的队员心理快到极限，他就
及时予以关切；有的队员潜能还没完全发
挥，他就适当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学习不止
“走出去”引进国外先进经验

2010年以来，刘近多次出国参加联演
联训，在战火未歇的异国他乡，濒临战场、
感受硝烟，血与火的经历让他明白，战争
远比训练更残酷，敌人远比想象更强大。

从那年起，特战训练在与外军交流中
总结实战经验，不断升级。按照委内瑞拉
猎人学校的标准，刘近参与建起“猎人基
地”，开始组织特种兵“天狼集训”，模拟真
实战场环境，设置极限练兵条件的“魔鬼
周”由此展开。

匍匐前进，他拖着极度疲惫的队员往
前走；野外生存，他把饥肠辘辘的队员所
有的补给都清剿干净，饿了吃蝎子、蜥蜴，
渴了喝露水、蛇血；抗寒冷训练，他一次次
把队员刚从冰水中探出的头按入水中；紧
急集合，催泪瓦斯和爆震弹就是集合哨音
……饱尝绝望、放弃尊严、生存下去，锤炼

“特种意志”是“魔鬼周”不变的主题。虽
然“心狠手辣、冷酷无情”，但刘近深知，只
有硬下心肠逼着队员挑战极限，才能真正

提升战斗力。
2012年，刘近跟队赴约旦参加“突

击”系列中约两军特战分队反恐联训，短
短14天的联训，让他受益匪浅。这段日
子里，白天他一边训练，一边观察外军的
组训方法，参观战备设施，观摩出动流
程。训练间隙，他同外军指挥官交流作战
思想，请教作战经验。晚上休息，他还会
拉上翻译人员，去找外军指挥官借阅、留
存外军的书籍、训练资料，观看外军训练、
作战视频。

回到营区，刘近将“反恐行动中要配
置预备队提供药”“每天早晚发动两次车
辆，确保车辆能在第一时间出动”等经验
运用到本单位的战备训练中，形成了一套
先进的战备训练方法。

2015年，刘近带领九连在青铜峡合
同战术训练基地与巴基斯坦特种部队进
行“友谊”系列中巴联训，此次联训以连分
队战术训练为主。

由于巴基斯坦军队经常参加作战，实

战水平较高、经验丰富，于是刘近潜心向
他们学习，联训结束后，在单位推广了“疏
散隐蔽”“直升机协同”等适宜我军的训练
方法。

2017年，刘近带队参加巴基斯坦陆
军“团队精神”国际竞赛，与来自英国、巴
基斯坦、约旦、斯里兰卡等6个国家的15
支参赛队同台竞技，最终成功收获了金
牌。竞赛期间，刘近还注重观察外军做
法，吸取总结经验。回到部队后，他再次
扎进训练场，和参赛队员用半个月时间研
究梳理，形成的万余字总结报告被修订为
全旅训练教材。

2018年、2019年，陆军连续两年组织
“特战奇兵”系列比武，刘近在担任集训队
教练员期间，将多年来总结的经验倾囊相
授，参赛队分别获得了总评第一、第三的
好成绩。

瞄准战场
多学科创新训练方法

担任特战营长，刘近一方面组织各连
优秀教练员交叉互学、取长补短，同时打
乱建制，以特战小队为单位，互为对手，实
战对抗；另一方面将出国联训比武的外军
经验带回来，将军内特种体能、战术训练
专家请上门，不断清除盲区，先后攻克“高
原伞降战术”“陆空立体破袭拔点”“高寒
山地侦察渗透”等20余个难题。

打实底子，更要打破常规。一次抓捕
演习行动，地点在一处荒野院落，原定的
作战计划是刘近带特战分队实施包围，从
四面院墙和前门同时突入。

院内敌情不明，侦察情报缺失，刘近
临机改变方案，完成包围后，驾驶前部加
装钢板的猛士指挥车突然加速撞穿院墙，
以零伤亡的代价完成作战任务。

训练中，刘近总会带着营连骨干一起
研究中外现代特种作战战例，结合战例发
生背景，立足自身技战术水平，大家一起
出情况、定方案，集智寻找最优解。

部队调整改革后，营一级作战单元的作
战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营长，刘近广泛学习
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各类知识，以一件
件具体事为抓手，增强全营作战效能。

以往营一级很少组织对抗演习，刘近
主动作为，筹划建立蓝军分队作为“磨刀
石”，激发内部“鲶鱼效应”。体制编制调
整后，他着重从小队长这一新岗位所需能
力素质入手，让小队长们正视差距。

近两年，突击车、侦察干扰车、无人侦
察机等一批新装备陆续配发到特战营连，
如何发挥新装备效能，怎样找准特战营长
的战位，成为摆在刘近面前的新课题。

今年年初，一场山地夺控战斗演练在
野外陌生地域打响。正面战线激战正酣，
八连特战小队长薛仙哲带领12名“奇兵”趁
着夜色冒险翻越陡崖，突袭“敌军”后方。
几番火力试探引诱，“敌”指挥员暴露位置，
被暗中占领制高点的狙击手一击毙命。

“这是一场体系协同的试验。”战后复
盘，支撑薛仙哲完成“斩首”的协同作战力
量一一呈现。薛仙哲带队破袭的同时，三
支特战小队同时出动，一支渗透袭扰，一
支佯动迂回，一支策应增援，刘近居中指
挥，根据实时情报，研判战场态势，随时下
令变换进攻路线，申请火力支援，增强干
扰压制。

无数次流着血与汗的艰苦训练与实
战，磨练了刘近钢铁般的军人意志，也铸
就了他在军事方面独到的谋与智。他不
断学习、勇于创新，将这些宝贵经验运用
到训练与实战中。从适应战争到设计战
争的探索，瞄准胜战，他正不断积蓄着赢
底气，向着未来战场冲锋不止。

谢东萌宁运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彦霏雷远东

实习生彭欣怡

陆军第76集团军某特战旅营长刘近因严苛的训练方式，让他获得了“魔鬼”之名。但他认为魔鬼并不是恶名，而是一种尊
称，因为他明白，“战场远比训练残酷，敌人远比想象中强大。”

强将手下无弱兵，通过长期的训练与实战经验，刘近不断总结，形成了独特的训练模式，并运用科学方法，引入先进手段，
不断改进创新部队训练体系，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军人的智与谋。

从列兵到营长，刘近在14个集训队担任过教练员，先后培养出射击、侦察引导、武装泅渡等专业骨干300余名，出色的训练
成果让他实现了身份的转变，这是一名中国陆军特战营长向战而行、逐梦时代的不懈探索。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刘近是其
中之一。

“实战先实训，练兵先练将”。“魔鬼教头”不仅要有严苛的一面，更要善谋略、会指挥、善组训，这样才能训练出优秀的士兵。

中国军人智与谋

特战营长刘近：“魔鬼教头”背后的智慧

刘近和战士进行伞降训练。受访者供图

刘近组织特战队员进行泥潭摔擒训练（7月14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