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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周刊

□ 王宁川 郑伟伟 高德政

3月 9日至 13日，海军第 47批护航

编队赴伊朗参加“安全纽带-2025”联

合演习，此次演习位于阿曼湾附近海域

组织实施，以“共创和平与安全”为主

题，围绕反海盗、搜救等课目进行演

练，主要分为集结准备、海上演习、港

岸总结 3个阶段。

这次联演，有助于巩固和拓展参演

国家海军间的友好合作，进一步展示了

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地区海上

和平稳定的决心意志。

实 战

3月 11日，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海

域，浓雾弥漫，参演舰艇的桅杆也隐藏

在层层雾霭之中。

“浓雾弥漫，城市附近的航道来往

船只众多，加上又处在陌生海域，水文

条件复杂，这样的天气怎么出航？”距

计划出航的 8时越来越近，大家心中的

“问号”也越悬越高。尽管如此，水兵

们仍奔走忙碌在各个通道战位，做着起

锚前的最后准备。

7时 50分，正当大家揣测出航计划

可能推迟的时候，指挥员向编队发出了

破雾出航的号令。

“离码头部署！”随即，编队舰艇解

缆起航。大雾中，海军包头舰、高邮湖

舰组成单纵队破浪前行。在驾驶舱内，

荧屏闪烁、图表滚动，随着值更官的一

个个口令，各战位官兵按键如飞，大家

的操作丝毫没有受到海上浓雾的影响。

11 时，中国护航编队参演兵力按

计划准时到达指定海域，与外军舰艇组

成编队运动队形展开演练。

当晚，演习海域夜色如墨，一场夜

间重机枪对海射击拉开序幕。灯火管制

下的包头舰甲板漆黑一片，在全暗夜条

件下，舰艇特战分队重机枪手潘俐囫在

甲板完成了重机枪架设、装弹等射击前

准备，等待着信号弹升空。

不多时，一枚信号弹升空，潘俐囫

操纵机枪瞄准信号弹指引方向射击，夜

色中，机枪喷吐的火舌照亮了甲板。

“夜间在没有辅助光源、没有使用

照明弹的条件下进行射击，只能凭借肌

肉记忆，虽然难，但在波诡云谲的大洋

上，‘敌人’不会给你准备的时间，我

们抛开一切光源的辅助，故意加大难

度，就是为了检验实战能力。”夜间对

海射击课目结束后，特战分队队长童开

林在总结本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护航带来了什么？

“那就是我们的部队越来越有底气，

我们的官兵越来越有自信。”护航编队

领导李献岭说，他们把跨海越洋训练当

成海军官兵的“成人礼”，从离开码头的

那一刻起，就要求官兵必须保持高昂的

战斗状态，把远海大洋当作最好的磨刀

石，让每个人参与其中、融入其中。

翻开编队 《航海日志》和 《训练计

划》 可以看到，距离起航不过 3 个来

月，护航编队就接连迎来两次多国联

演，以及数十批护航任务，训练计划本

被勾画得圈圈点点，专业量化评分细化

到每一名舰员。

在远海大洋，护航编队每一个远海

训练课目训练结束后，各部门立刻进入

复盘讲评，编队官兵正是依托这样的一

次次“头脑风暴”，校正练兵方向，而标

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与实战相符。

联 合

在联演期间，三国海军轮流指挥、

舰艇混编同训、兵力联合行动，成为此

次联演的一大亮点。各参演国通过开展

打击海上目标、临检拿捕、损害管制、

联合搜救等课目演练，战术背景更强、实

战化程度更高。

茫茫大洋上空，多艘舰载直升机低空

开展作业，海面上各参演国组成的舰艇编

队云集，一个个联合课目在各参演国指挥

员下达的口令中接续上演，一幅海空立体

演兵图跃然眼前。

由于气象与水文条件等因素影响，3
月 11日海上演习课目进行了调整。根据最

新的演习计划，联合反海盗课目提前开始。

“右舷吊放艇！”指挥员下达口令后，

中伊双方特战队员分别乘坐小艇利用无线

通讯进行沟通隐蔽接近“商船”，登上

“商船”后，中伊两股兵力同时展开行

动，前段和后段进行挂梯登船，迅速控制

驾驶室，展开临检拿捕，成功俘获“海

盗”，解救“人质”。

此外，在战术编组、观察员换乘等环节，

演习也对人员、时间等要素进行了调整。

混编夺旗对抗射击是本次联演的课目

之一。在该课目中，原以参演国为单位的

参赛队伍被混编打乱为 8个小组，以小组

为单位开展战术行动，中方特战队队员单

正凯凭借扎实的战技术水平成功夺旗，取

得了第一的优异成绩。

“刚听说混编的时候脑袋有一点蒙，

不过很快就适应了。”单正凯介绍，在参

加该课目前，中方特战分队提前制订了战

术编组，可到达现场时，导演组临时导

调，战术编组被打散成为混编小组，在开

展战术行动前，他参照演习协同表上的备

用计划，利用手语和简易沙盘与小组成员

进行沟通，并根据掩体分布情况指定夺旗

路线。该课目结束后，单正凯的出色表现

赢得在场外军官兵的点赞。

此次联演虽然调整幅度较大，但多个

课目实施顺畅，丝毫不见计划临时调整的

影响。

“这得益于联合演习协同表。”护航编

队业务组组长徐斌所说的联合演习协同表

只有薄薄几页纸，但要素却一个不少：一

根进度条标注所有演习课目安排，复杂课

目的细节要求辅以框图说明，一图就能读

懂联演，不仅便于使用，还能够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调整，实施高效的临机指挥。伊

方驻包头舰观察员对联合演习协同表也大

为赞赏。

“图表虽然简单，但反映的内容一点

也不简单。”联演中方海上指挥员张玉介

绍，双方在筹划准备阶段需要充分磋商协

调，围绕任务理解对方的意图和指挥方

式。此外，在一些重难点课目上，还需要

对对方的专业设置、具备能力有基本的了

解和判断。

参加过多次联合演习任务的张玉表示，

这其实是一个化繁为简的过程，从侧面展示

了中伊俄三军交流深度、广度不断拓展。

求大同存小异是联演最主要的价值取

向。因为各个参演国的组训模式、计划安

排不可能完全趋同，但是，联演又要求在

最大限度内，发挥联合组合的优势，那就

要在联演期间寻找各参演国之间的均衡

点，找到最大公约数。

自 信

3月 13日上午，参加中伊俄“安全纽

带-2025”联合演习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驶离伊朗恰巴哈尔港，本次联合演习圆满

结束。在恰巴哈尔港码头上可以看到，伊

方官兵代表列队欢送，一条写着“热烈祝

贺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伊朗参加海上联演

圆满成功”的红色横幅鲜艳夺目。

共同的职责使命和目标追求，成为联

演文化的精神纽带。这些年来，中国军队

与外国军队联演联训、参观交流、走访慰

问、切磋技艺，既播撒和平的种子，增加

相互的信任，也增强了中国军事力量的透

明度，让世界充分了解我军威武之师、文

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

回看此次联演，中伊俄三国与多国派

出的观察员们在准备筹划阶段进行充分磋

商协调，在海上联演期间，共同锤炼战技

术水平。在港岸总结阶段，伊方海军司

令、外军官兵代表先后登上中国军舰进行

参观，并给予高度评价。海军包头舰更是

接待了由阿尔及利亚、希腊、巴西等 19
个国家组成的武官团参访，人数也成为

“安全纽带”系列之最。

在此次联演开始前，各参演国代表及

多国观察员都很好奇中国海军官兵的能力

水平怎么样。这个时候最好的展示方式就

是“自信地做给他们看，讲给他们听。”

在海上演习阶段，护航编队顺利完成多个

课目的演练，海上联演结束后，谈论起中

国海军官兵的能力素养，来自南非的观察

员维斯特上校竖起了大拇指。

3个多月以前，对于海军第 47批护航

编队的大多数官兵来说，亚丁湾这个听起

来熟悉的海域却是十分陌生：编队 3 艘舰

艇有两艘均是入列不久的新舰，和编队多

数的官兵一样，都是第一次执行护航任务。

自护航编队从浙江舟山军港起航，编

队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学习一路：直升

机跨昼夜训练、反海盗演练、实际使用武

器、舰机联合搜救演练，实战化训练从未间

断。在远海大洋，官兵们在遂行大国责任道

义的同时，实现了阅历拓展、能力淬火。

在联演期间，第二次参加护航任务的

包头舰信号兵刘震用流利的英语通过高频

对外发布通告，提醒过往船只注意避让。

回想起初次护航靠港休整外出购物时，他

与商家之间的沟通基本依靠计算器达成。

如今，在外军官兵登舰观摩时，他已经能

够落落大方地与外方官兵交流，举手投足

间彬彬有礼。

刘震的成长并不是个例，经过 3个多

月的护航历练，许多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官

兵不再拘谨，高邮湖舰维吾尔族战士古丽

作为官兵代表参加了此次联演闭幕式，在

交流会上她主动大方地向外国官兵介绍家

乡的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官兵们越来越

大方、越来越自信。

□ 赵佳庆 颜子程 胡 兴 王鹏飞

3 月 16 日，北部战区某运输投送调度中

心 2025 年度春季新兵运输工作全面展开。

此次运输任务以“精准投送、高效保障”为

目标，创新采用“一站式直达”模式，铁路

直达车次数量同比提升 35%，航空运量实现翻

倍增长，标志着新时代军事运输保障能力迈

上新台阶。

在济南东站，百余名身着迷彩、胸佩红花

的新兵整齐列队，踏上奔赴军营的列车。该调

度中心军代表谢冬令介绍，今年实现了铁路、

公路、水路、航空立体联动，重点优化“点对

点”直达运输网络。他们通过提前对接铁路部

门，科学调配运力资源，优化高铁运输线路，实

现 90%以上新兵无需中转即可直达部队驻地。

在济南东站，值班站长徐飞指着站内悬

挂的“绿色军营献青春”标语介绍，他们为

新战友们开设专用进出站通道和候车专区，

由专人引导进站，并在候车室、站台等醒目

位置悬挂宣传标语，为新兵们营造一个温馨

舒适的出行环境。

“这里是党员先锋机组，我们曾多次执

行三沙老兵退役运输任务……”济南遥墙国

际机场停机坪上，海航舱内广播让 150名新

兵心潮澎湃。该调度中心协调航空公司抽调

执行过三沙退役军人运输任务的先锋党员机

组，他们在机上讲述自身与祖国海疆的故

事，让新战友军旅人生的“第一公里”变成

入伍第一课。

军地联合开辟的“铁空联运”绿色通道成

效显著：新兵从高铁站到机场实现“半小时接

驳”，机场全程开设绿色快捷通道，同时协调

承运航司，免费为异地新兵提供过夜住宿、餐

食保障和车辆转运，确保精准高效、一站直

达、闭环服务，让“云端征途”更高效温馨。

与此同时，载有 47 名入伍新兵的客滚

船从大连湾新港码头缓缓发出，驶向烟台港

客滚船。

“水路运输的新兵中大部分是第一次离

开家乡，首次乘坐大型客滚船。我们专门组织

新兵参观轮船，登上甲板放松心情。”军代表

乔浩伟介绍，他们还协调船企开设“海上移

动食堂”，船企按照部队预算标准，0 利润

配餐，丰富菜品种类，提高饮食质量，提前

封闭船上餐厅，为新兵战友们送上一份专属

“海上自助餐”。

该调度中心领导表示，此次运输投送充

分检验了军地协同保障能力，下一步将总结

“需求精准对接、资源动态调配、应急多链

联动”经验，为提升部队战略投送能力提供

实践支撑。

新兵运输“一站式直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黄升辉 杨 捷

三月的南海微风轻拂，军港内，一艘艘

战舰停靠在码头边，威武雄壮。战舰前，来

自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的官兵与驻地道德模

范、劳动模范、退役军人代表一道，共同开

展“新时代军地英模共话雷锋精神”交流活

动，重温雷锋故事、传承雷锋精神。

走进支队的“雷锋人生哲学教育室”，

300余平方米的展馆里，介绍了雷锋的生平

事迹，陈列了不少文稿原件、历史资料，还

记录了支队官兵 30 多年来坚持学习雷锋精

神、争当雷锋传人的感人故事。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支队始终坚持

将学雷锋作为思想教育必修课，让雷锋精神

融入官兵血脉。”战士讲解员于泓迪介绍。30
余年间，支队不断拧紧官兵“为谁当兵”的思

想螺栓，让“螺丝钉精神”“钉子精神”“苦乐

观”等雷锋精神的核心观念深入兵心。

“无论重大任务还是日常生活，官兵们始

终坚持发扬雷锋精神，全心全意投入到部队

各项建设当中，以实际行动践行铿锵诺言，先

后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亚丁湾护航、海外

撤侨等重大任务。”于泓迪说。

“正是因为一代代海军官兵像雷锋一样

扎根海疆、献身海防，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强

大海防。”看着展柜里泛黄的官兵学习手

记，广东省湛江市“最美退役军人”、广东

海洋大学教师朱剑感慨万千。受支队事迹感

染，他计划将来带学生再来军港，和官兵一

起感悟雷锋精神。

教育室外不远处的军港内，各型战舰整

齐列阵、气势磅礴。军地代表一起登上湛江

舰，近距离感受现代化战舰的威武气势。

“我们是航母的带刀侍卫，装备有人民

海军最先进的武器。”主炮前，湛江舰某部

门长方小军自信地讲解着，地方代表们则纷

纷“抢”着与战舰合影。

湛江市“最美退役军人”李浪平激动地表

示，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军舰，比新闻上看到的

更大、更先进，“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我们更

要干好本职工作，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我只会做一件事，就是修机器。”湛江

舰会议室里，“我心中的雷锋”交流会如火

如荼地进行着，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湛江港维修工人黄志科用一句话介绍

自己。从业 20 余年，他始终扎根在一线维

修岗位，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大拿，

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了非凡成绩。

黄志科的故事让一级军士长李宝富想起

自己转岗新型舰艇的经历。李宝富曾服役于

第一代湛江舰，后来转岗登上新型舰艇，面

对更新换代的装备坚持攻关，如今已是“新

湛江舰”上资历最老的“兵王”。李宝富

说，他要和战友们像螺丝钉一样，铆在战

位、铆在南海，守护好祖国的南大门。

将雷锋精神融入官兵血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姚春明 齐旭聪

大漠深处，夜幕降临，一发红色信

号弹划破天际。地面站方舱里，空军某

基地某型无人机任务组成员师晓冉坐在

飞行操控席上，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

认真比对各项飞行数据。在她的身后，

同组成员符婷和李嘉悦围了上来，一起

复盘当日的飞行。

近年来，为不断拓展无人作战力

量运用的深度和广度，该基地试点推

开无人机操控人员培养模式。由师晓

冉、符婷、李嘉悦 3名女军官组成的任务

组，成为空军自主培养的首个女无人

机机组。

到西北戈壁来，是这 3名年轻的 95
后女孩共同的梦想。她们原本都有“更

好的选择”。毕业时，3人无一例外均以

专业第一的成绩离开学校，选择机会有

很多。但在她们看来，尽管荒凉的戈壁

滩远离城市与繁华，却有着无法比拟的

净空条件，正适合放飞无人机，探索无

人作战。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干事创

业的好地方”。

近两年来，该基地接收的新毕业军

官在校期间专业排名前 3 的占比超过

80%，为探索作战创新和战略转型打下

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然而，从校园到大漠，从“纸上谈

兵”到实操飞行，其间的转变并不容

易，对此师晓冉深有感触。读研时，师

晓冉的专业方向是视频跟踪与识别，在

情报监控方面，她堪称行家里手。

帅晓冉说，产生转改的想法始于

2023 年的一次新毕业军官座谈会。当

时，该部特意邀请“时代楷模”李浩为

新毕业军官上“入营第一课”。座谈会

上，李浩讲起这些年从空中转到地面、

从座舱转到方舱、从内地转到边疆的故

事，也曾有人问他，“您当时已经可以

‘功成身退’了，又从零开始飞无人

机，有必要么？”

“有必要！这种必要是因为组织需

要、事业需要！”李浩铿锵有力地回

答。师晓冉回忆说，那一刻她仿佛被李

浩的话点燃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段对话都反复回响在她脑海里。

跟随李浩的脚步，师晓冉同样毅然

选择转改。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时，身边

的很多战友不理解。选择无人机飞行，

意味着需要挑战角色跨越、专业壁垒、

性别局限，更重要的是将面临巨大的工

作压力、工作强度和工作责任，战友们

劝她，“没必要”。

“有必要！”每次面对质疑，师晓冉

也选择同样的回答。在她看来，只有既

懂技术、又懂操控，才能在实践中提出

更具针对性的改进意见，“才是真的对

战斗力负责”。

此后，改装的日子里，姑娘们拿出

了李浩当年“拼命三郎”的劲儿，每天

“缠着”老飞学敌情判断、学任务规

划。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她们顺利

通过了理论训练、模拟训练和空中训练

考核，成为同批里最早具备单飞资格的

机组。

从单飞到协同作战，是组成成熟无人

机机组需要迈过的又一道坎儿。第一次协

同训练时，师晓冉、符婷和李嘉悦就遭遇

了“滑铁卢”。当时她们被编到同一个任

务组里，负责对某重要目标实施侦察。

尽管都是单人训练中的“优秀学

员”，但那时三人互相并不了解，也没有

经过磨合。这直接导致无人机到达预定

空域后，在天上盘旋了很长时间还没有

找到预定侦察目标，最终由于油量不足被

迫返程。

不同于大多数有人机，无人机往往是

以任务组协同的形式执行任务，对任务组

成员的配合度考验极大、要求极高。“首

战”失利后，姑娘们第一次认识到协同的

重要性，李嘉悦率先提出邀请，三人一起

“到俱乐部坐坐”。

此后，她们便常常聚在一起研究战

法，交流各自的专业知识。扎根在西北大

漠的这组“铁三角”越来越牢固，开始由

“一个人能飞”，转变为“三个人能打”。

“当前侦察效果不好，建议将阵位东

移×公里，高度调整至×米……”一场演

练中，任务组再度并肩上阵。这一次，面

对“敌方”在空飞机和地面雷达的严防死

守，机组按照既定规划巧妙潜入“敌方”

上空，通过系统情报分析研判，迅速捕获

“敌方”雷达并上报指挥所，为完成任务

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人的出色发挥，让“对手”也忍不

住连声称赞。复盘反思会上，“敌方”指挥

员笑着说，“回去得跟我们的官兵好好讲

讲，再不努力，以后都要成为她们的‘活

靶子’了。”

而对三名年轻的姑娘来说，探索无人

作战的脚步从未停歇。她们要操控战鹰在

大漠深处翱翔，也期盼着有一天飞向更高

更远的天空。就像她们自己曾说的那样，

最娇艳的花朵往往盛开在最贫瘠的土地

上，来到大漠，就要绽放最绚烂的“青春

之花”。

大漠深处“驭鹰者”

砺 兵 阿 曼 湾砺 兵 阿 曼 湾

连日来，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着眼未来战场需要，创新战法手段，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为作战体系赋

能，通过紧贴战场开设重难点课目专攻精练，结合任务实际制订训练方案，帮助官兵固强补弱，不断提

升科技练兵质效。图为人“机”协同训练。 杨政东 陈力宁文并摄

图片新闻

各参演国舰艇进行编队运动。 任 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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