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官兵们的回
答似惊雷回荡，山呼海应。回想起6年前
的国庆60周年大阅兵，家住合肥蜀山区的
贺开兵会悄悄钻进书房，打开电脑，凝视屏
幕上那一抹军绿，那段视频中有自己带兵
训练的镜头，在与战友朝夕相伴、训练的日
子里，点点滴滴都难以淡忘。

“想战友了，就打个电话问候一声。”昨
日上午，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快5年的贺开
兵，首次向记者讲述他当年如何一步步将
士兵带上天安门阅兵仪式的幕后细节。

□蔡晓娣 张敏 记者 马冰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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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20℃站军姿，满头大汗滴水成冰

“接到任务是在 2008 年年底，当时要抽调精兵强将参

加阅兵训练。”当年身为 65 集团军某部队副参谋长的贺开

兵记得，消息传来时，在这支有“红一师”光荣革命传统的

军营中，很多官兵争相报名。

整个 65 集团军的基层部队推荐了 1 万多名基本符合

条件的官兵，选拔严格程度超乎想象，仅单兵训练考核就

刷了不少人。单兵考核中，要记录下每一步的间距长度、

走路直不直等，通过精确分析，判断每个兵的协调程度。

还有很多兵因体能素质不达标被淘汰。

“几乎是千里挑一，要知道，每天要训练 14 个小时，而

且环境极为恶劣。”训练基地位于张家口境内，到了冬天，

户外是零下 20℃的气温。贺开兵说，一般人根本无法坚

持，“这些兵就全副武装站军姿，时间一久，竟是满头大

汗。”滴下的汗水遇冷结冰，冻伤皮肤的兵有不少。

贺开兵记得，阅兵联合指挥部曾制订了 6 类 13 条标

准，“红一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脸型、脚长等测量检查

指标，对战士的要求更加严格，“身高最低要 1 米 77，平均

年龄21岁，个体轮廓、身材等都严格讲究”。

做到“百足同音”，如何“掌控排面”

单兵考核结束，就是组队训练。“先是小队，然后是排

面，最后才是方阵。”阅兵共有14个排面，每排28人，“其实

应该每排是31人，有3人相当于替补队员，也要正常训练，

训练中如果出现意外，要立即补上。”贺开兵担任二中队中

队长兼教练，负责5个排面100多人的管理和训练工作。

“队伍基本定型，接下来就是严格的训练。”电视画面

中的徒步方队步伐高度统一，每一步如同线条般，干净利

落。一队看似一人，又是如何做到排面方队整齐划一，脚

步铿锵有力，甚至是“百足同音”的呢？贺开兵道出其中秘

密：在严格训练中培养节奏感，从正步起步、起步正步，把

动作全部分解，每一天每一个动作都要经过上万次训练。

为了保证训练，还购买了军姿固定架和量角器等 6 大

类 980 多件器材。军姿固定架其实就是十字尺，插在后腰

的武装带上，维持后背的平稳挺直。“大数据”也运用到训

练之中，前后之间距离、握枪角度、枪管高度、前倾后仰的

角度，每一项都有数据记录，不断摸索，不断矫正。

记者问：“会采用拉线训练吗？站军姿真的会在袖领扎

上别针吗？”“会！”贺开兵很肯定地说，唯有反复的训练与

矫正，才能培养出默契感。

拉线要让单排面达到头线、手线、枪线、腿线、胸线、帽

线“六线合一”，方阵达到横线、竖线和斜线分明。顶着严

寒，冒着风雪，迎着风沙，照着阳光，练习站军姿，练体能。

通过训练，战士们能做到注视1分钟不眨眼，站立2小时纹

丝不动，4小时挺立不倒。

做到零误差，每人要踢烂4双作战靴

2009 年 5 月，步兵方队来到北京训练基地，进行异地

训练。“红一师”战士把每天的训练标准叫做“极限训练”。

这些内容包括：正步练习连续踢腿 200 次、端腿 10 分钟不

变形，体能训练每天1个5公里，4次100个俯卧撑、仰卧起

坐、蹲下起来和蛙跳。“几个月下来，平均一个人要踢烂4双

作战靴。”踢腿如风，砸地如钉，外露的皮肤变成了古铜色。

如此高强度的训练枯燥吗？贺开兵说，严格中也不乏

温情。5 月底，方队组织 70 名在四五月出生的官兵，集体

过了一次生日。“平时也会组织联谊活动，每周都有心理辅

导和政治课。”贺开兵告诉记者，到了后期，高昂的士气催

发了训练热情，“有的战士回寝室后主动对着镜子要加练，

但我们不允许，那样会影响第二天训练效果。”

当年9月30日晚，很多战士开始激动得睡不着觉。10

月 1 日凌晨 2 点多，队伍集结到天安门广场指定区域。每

个人就吃点面包，水都不敢多喝一口。整理军姿，拉线排

位，甚至手套都要合乎规范，又花了2个小时。

最先接受检阅的是徒步方队，这支有“红一师”光荣传

统的方阵以强大的阵容、雄伟的气势、精良的装备，圆满完

成了受阅任务。那一晚，战士们又是激动得睡不着。

第三天，等战士们回到张家口驻地部队，是全军的狂

欢。贺开兵则将大半年拍摄收集的训练镜头，制作成光

盘，每一位参加训练的战士都留一份。

转眼 6 年过去了，有人退伍了，有人转业回地方了，但

这张寄予了“台下十年功”的光盘一直留在贺开兵身边。

亢为德（1909-1942），安徽宿州市埇桥区人。1938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进入军阀褚玉璞在天津开

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翌年冬回到家乡。在家乡，与孙

象涵等人先后组织桃山信用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筹募粮

食赈济灾民，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

抗战全面爆发后，亢为德参与组建铜山县第一支人民

抗日武装——桃山抗日游击队，亢为德任小队长。1938年

7月，亢为德任彭南抗日游击队三中队中队长、人民抗日义

勇队第二总队第十八大队中队长，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1939年8月后，亢为德任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支队第一团

二营营长。1940 年 5 月，中共苏皖区委和苏皖纵队决定，

从第一团抽出第六连，对外号称一营，由亢为德任营长，返

回萧（县）宿（县）铜（山）边区开展对敌斗争，这就是威震萧

宿铜边区的“亢营”。“亢营”进入萧宿铜边区后，在极为艰

难的环境条件

下，坚持铁路两

侧的游击战争，

进行着英勇顽

强的战斗。

在 同 日 、

伪、顽长期斗争

中，亢为德带领部队驻山沟、睡野地，积劳成疾，胃病日益

严重。党组织考虑到亢为德的健康状况，决定送他到南京

治疗。1941年9月，亢为德来到时村，想通过关系办“良民

证”，以便去南京治病，由于叛徒告密，被伪军抓捕。面对

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3月

在狱中病逝，年仅33岁。

顾永俊 星级记者 俞宝强

亢为德：严刑拷打面前仍始终坚贞不屈

安徽人贺开兵6年前
训练兵哥们上天安门阅兵式
经历零下20℃“极限训练”，踢坏4双作战靴很常见

贺开兵提供的训练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