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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的高温，让杭州进入烘烤模式，

让人一刻都不愿意在室外多待。不过对于

杭州特警来说，每年高温天顶着烈日训练

是家常便饭。

昨天上午，记者走进了杭州特警支队，

记录他们在高温下训练的场景。

本报讯 天气这么热，可萧山楼塔镇大同一村文体

广场上，热度更高，国内最有“手腕”的选手，齐聚这里“掰

手腕”。

当天参加这次第四届全国腕力公开赛的，共有 200

多人，比赛设置了四个级别，分大师组和女子组，不少

在国内大赛上屡获奖牌的高手纷纷前来参加，来自哈

萨克、加拿大等国家的 4 位世界级腕力冠军也前来观摩

比赛。

赛场上，荷尔蒙爆棚。每一轮交锋，都是一场硬碰硬

的挑战，一次力与力的对抗。裁判一声令下后，选手们深

吸一口气，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腕，积蓄力量，狠狠把对手

的手腕按下去——“腕”里挑一，主打的就是一个“热血与

激情”。

据介绍，全国腕力公开赛，大同一村已连续举办了

四届。

本报通讯员 王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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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云寒 通讯员 张俊杰

上午10点的杭州特警支队西操场上，可以清楚地

听到空中无人机呼啸的声音。

特警支队技术大队无人机中队民警陈晨辉坐在操

场一侧的遮阳棚下，头戴VR眼镜，正在专注地操控着

无人机进行穿越机打击科目的训练。虽然有棚子遮挡

直射的阳光，前方也摆着风扇，但依旧很闷热，肉眼可

见他额头上挂着汗珠。

除了偶然离开把无人机捡回和站着给无人机换电

池外，陈晨辉已经保持不动的坐姿一个多小时了。这

段时间他每天早上 9 点都会来参加集训，光是穿越机

打击科目一项就要练一上午，为的是准备今年 8 月底

全省公安机关无人机技能大赛。

穿越机是一种高速飞行的无人机，时速可达两三

百公里，被称为无人机中的“F1”，操作难度比普通无

人机高好几倍，近几年被警方应用于特殊情况下的防

御反制。

在现场，除了 4 名操作穿越机的飞手，还有 6 名负

责后勤保障的队员。每当飞手操控的穿越机击穿操场

上的全部气球回到场边时，保障队员就会用百米冲刺

的速度跑到场上，在杆子上挂上气球，特警队员傅旭辉

就是其中之一。

“飞手训练的效率，取决于我们挂气球的速度，我

们挂得越快，飞手打击的效率越高。”说起自己的工作，

入警才两年多的小傅蛮自豪的。他告诉记者，按照平

时每天的训练量，平均一名保障队员要来回在场上跑

20趟，挂40多个气球，根本停不下来。

交谈间，陈晨辉操控的穿越机呼啸着在操场上盘

旋，短短 30 秒内接连击中分散在场上的 8 个气球，又

飞回场边。“我该干活了。”小傅停下交谈，捡起两个气

球，又忙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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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地的另一边，技术大队安检排爆中队女排爆手

沈晋侃换上了30多斤重的搜爆服，沿着东操场慢跑一

圈后又回到场边开始剪纸，几分钟后她在一张白纸上

熟练地剪出了一个字母D。

这是沈晋侃每天都在进行的稳定性训练，考验的

是在体能消耗后依旧能保持手上的灵活性。

剪完纸的小沈早已汗流浃背。“这身衣服，不管什

么时候穿都很闷。”小沈的声音有些俏皮。

相比同事，小沈穿搜爆服算是“轻装上阵”。作为

主排爆手的林贤黎，身上的排爆服至少有70斤重。

林贤黎一穿上排爆服，额头上就有豆大的汗珠流

下来。“每天穿排爆服训练，半小时起步。”他说。

现场还进行了防爆演练，林贤黎顶着太阳来到东

操场中间，趴在草地上专心地对一个装有疑似爆炸物

的包裹进行拆卸。五分钟不到，顺利拆除。

回到场边，他摘掉头盔，大呼一声“爽”：“排爆没有

失败的机会，平时多出汗，才能保证实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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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午，治安防控机动队（以下简称“PTU”）一

中队民警徐银华结束了上午的路面巡逻，刚回到驻地，

他马上组织开展了机动队科目模拟训练。

徐警官带领队员们快速换上装备，随后绕着操场

接连进行了救生圈抛投、灭火器灭火、跨越障碍、抢救

伤员、突发警情处置和射击等科目的训练。

对于队员们在模拟训练中的表现，徐警官基本满

意：“下午要进行全市PTU队员科目考核，我们想借午

饭前的时间，再练一练。”

这些考核科目，都是 PTU 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

的情况，对于队友的要求不仅是快速，更重要的是准确

和规范，“抛投救生圈要精准，灭火也要精准，控制嫌疑

人要规范。”

“在什么天气下进行训练，是没得选择的，与其说

我们选择在高温下训练，不如说我们的训练科目刚好

赶上了高温。”特警支队训练大队民警谢世家向记者介

绍说，“我们面对的复杂突发情况，都是不分环境和时

段的，因此我们也要通过平时的训练，努力适应各种气

候环境和时间，才能做到完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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