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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日前，火箭军某部隆重举办集体婚礼，28对新人在官兵和亲友的见证下，走进幸福的婚姻殿堂。

许蒙蒙/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刘 应 朱家立

“熊尚林！”“罗会明！”“刘长发……”

5 月下旬，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大渡河战

斗胜利 90周年纪念活动在驻香港部队“大

渡河连”展开。连长孙健羽逐一呼点强渡大

渡河的 17位勇士姓名，全连官兵齐声答到。

这支诞生于秋收起义的英雄连队，是

我军“支部建在连上”最早的连队之一。建

连 90 多年来，连队历经战斗洗礼，屡建战

功，被授予“突击英雄连”“香港驻军模范红

二连”等荣誉称号，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1
次、集体二等功 1次、集体三等功 8次。

如今，“大渡河连”担负着守护香港繁

荣稳定的重任，在英雄旗帜的感召下，连队

官兵传承先辈精神，用行动续写大渡河勇

士新的时代篇章。

当好红色传人

“作为历史厚重的荣誉连队，必须始终

做到忠诚维护核心，坚定不移当好红色传

人，在‘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中书写新的

荣光……”在“大渡河连”的课室里，“假如

我是渡河勇士”主题交流活动正如火如荼

进行，连队战士张宇讲述起学习连史的心

得感悟，引起不少战友的共鸣。

张宇还记得自己刚下连时，第一天就

看到了“大渡河连”的牌匾。那天指导员聂

振文带他参观连队荣誉室，满屋悬挂的荣

誉战旗和摆放的奖牌让张宇感到震撼。聂

振文告诉他，“连队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跨

越残酷生死考验，从革命战争年代一路走

来、不断壮大，靠的就是一代代官兵坚如磐

石的理想信念、铁心向党的绝对忠诚。”

从那天起，张宇便下定决心学习先辈，

做像他们一样的红色传人。他开始努力学

习连史，熟悉连队历史沿革和战史战例，还

自告奋勇当起连史解说员。日常训练和工

作中，他对标连队先辈，以高标准要求自

己，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很快成长为连队

的优秀带兵骨干。

“作为驻香港部队的一员，对党忠诚是

首要标准，必须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

基、把稳思想之舵。”聂振文说，这些年连队

不断加强官兵的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党

的创新理论强固信仰、引领思想，擦亮官兵

忠诚底色。

利用营连荣誉室、驻香港部队展览中

心等条件优势，连队常态化开展“党史馆里

讲党课、军史馆里话军魂”活动。每逢新兵

下连、新干部任职等特殊节点，还会组织

“大渡河精神永放光芒”主题教育课，搭建

“大渡河讲堂”。今年，连队又围绕“驻防特

区，忠诚本色不能变”“肩负使命，入伍初心

不能丢”“担当作为，如磐坚守不能松”等主

题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在活动中

帮助官兵过好“传统关”、守好“忠诚魂”。

“革命战争年代，只要党一声令下，官

兵纵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现在也一

样。”面对荣誉战旗，聂振文坚定地说，“无

论时代和环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渡河

连’的官兵永远做祖国的忠诚卫士。”

锻造战斗尖刀

“大渡河奔涌着当年志士的豪情，岁月

磨不去十七勇士的风采……”在“大渡河连”，

每次连队召开军人大会，全体官兵都会高唱

《大渡河连之歌》。90年前连队先辈们顶着

枪林弹雨杀敌冲锋，视死如归强渡大渡河

的故事，是每名官兵心中最难忘的记忆。

下士彭佳毅受英雄精神感召，立志要

成为连队尖刀。去年 6月，上级单位组织群

众性练兵比武，彭佳毅毅然报名参加。因为

所学专业不是重机枪，当得知他报名的是

重机枪课目时，很多人对他并不看好。

“荣誉就是连队的生命，坚决不能给连

队丢脸！”彭佳毅没有泄气，反而愈战愈勇。

他每天加班加点研究武器技战术性能，请

教专业教练员进行强化特训。渐渐地，他的

据枪越来越平稳，射击技术运用也愈发得

心应手。

正式比赛那天，重机枪课目比武竞争

激烈，数十名高手同场竞技。烈日下，彭佳

毅浑身已被汗水浸透，他全神贯注紧盯靶

标，屏住呼吸、锁定目标、扣动扳机……

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枪声响起，彭佳毅精

准中靶，最终凭借出色的成绩夺得冠军。

事实上，在“大渡河连”，像彭佳毅一样

苦练技能争尖兵的人比比皆是。为了打牢战

斗力根基，连队定期组织“传承英雄壮举、争

当岗位尖兵”活动，针对射击、通信、驾驶、基

础体能等课目开展班排和个人之间的评比

竞赛，鼓励官兵精益求精、创破纪录。

为了营造良好氛围，连队还会张贴公

示军事训练“龙虎榜”、评比军事训练尖子，

激发连队官兵斗志。近年来，连队多人参加

上级组织的神枪手、神炮手、专业技术能手

评比获得优异成绩，超过 30名官兵在各类

专业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

2023 年，连队 60 余名官兵参加“和平

友谊-2023”多国联合演习，走出国门锤炼

指挥技能、机动展开、行动控制等关键能

力。联合演习期间，官兵们凭借扎实的训练

作风和过硬的能力素质，赢得外军广泛好

评，彰显了大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如今，连队定期派员参加上级组织的

联合巡逻，积极探索融入作战体系方法路

子，全面检验提高应急反应、紧急出动、特

情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

尽管已时隔 90多年，但“大渡河连”官

兵一往无前的冲锋步伐始终未停。在他们

心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发扬革命先辈精

神，敢打必胜，苦练本领，永远为胜利吹响

冲锋号。

擦亮金字名片

驻守在香江之畔，驻香港部队官兵被

称作“香江卫士”。在多数香港市民眼中，驻

香港部队是他们了解中国军队、中国军人

的“窗口”。

为了擦亮威武文明之师的金字名片，

驻防香港以来，连队始终把依法治军、从

严治军放在首位。他们认真学习贯彻基本

法、驻军法和其他有关法律，严格对外交

往，抓安检防走私，并规范要求上网用网

和安全文明驾车。日常工作中，连队定期

组织官兵观看法治宣传短片，在橱窗张贴

法治漫画；每逢大项任务，则会提前提醒官

兵需注意的涉法问题，确保一言一行都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决不触碰法律红线。

“每当有香港市民看到我们，都对我

们严明的军纪竖起大拇指。”连队官兵骄

傲地说。

除了锤炼过硬作风，连队还格外注重

爱港亲民，塑造良好形象。这些年，驻香港

部队每每开展慰老爱幼、义务植树、无偿献

血等公益活动，或是举办军营开放、香港青

少年军事夏令营、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

验营等活动，都能看到“大渡河连”官兵活

跃的身影。

在官兵们看来，作为驻香港部队的一

员，有责任聚起爱国爱港的民心，架起亲民

爱民的桥梁，用实际行动赢得大家的信任

与认可，当好市民群众心中值得信赖的“香

江卫士”。

当好“香江卫士”
——记驻香港部队“大渡河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周叶青 李南辛

沿着G314国道从新疆喀什出发，穿过

塔什库尔干县，继续向南行驶 120公里，连

绵的雪山迎面而来时，红其拉甫气象导航

站旧址就快到了。

这里位于雪山深处，很少有人涉足，3
间破旧的砖块平房便围成一座院子。然而

在 60年前，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控

气象导航站。1965年 6月 2日，红其拉甫气

象导航站在海拔 4100 米的雪山上开辟出

第一条空中航线。

60年后的今天，驻疆空军部队“红色基因

巡礼”小分队沿着先辈足迹来到气象导航站

旧址，探访这座帕米尔高原上的“精神航灯”。

播 种

从地图上看，红其拉甫气象导航站偏

僻而遥远，地处“生命禁区”。这里与北京直

线距离超过 3000 公里，四周被雪山环绕，

年平均气温零下 3摄氏度，一年里有 200天
左右会刮起 8级以上大风。

尽管被天然屏障阻挡，常年与世隔绝，

不为人所知，但对于空中航线而言，红其拉

甫气象导航站举足轻重。20 世纪 60 年代，

为融入世界政治舞台，增进与第三世界人

民的团结友谊，我国决定开辟一条通往西

亚、非洲、欧洲的空中国际航线，坐自己的

飞机出访。托举这条航线的，正是红其拉甫

气象导航站。

老兵丁海平是首批建站的 18名官兵中

目前仍然在世的。时隔多年，他依然清晰地

记得接到命令的那一天。“1965年 5月 17日
凌晨 3点，部队接到命令，在最短的时间内

用最快的速度，在帕米尔高原与喀喇昆仑

交会处，建立一个气象导航站。”丁海平操

着一口浓重的陕西话，苍老的嗓音中依旧

是掩不住的骄傲，“得知自己被选为执行这个

光荣使命时，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完成任务！”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 60 年前，想

要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建起一

座气象导航站堪称奇迹。当时，来自驻疆空

军某部的 18名官兵闻令而动，毅然西进边

关，以帐篷为营，与风沙为伴，在戈壁滩上

建起一片导航阵地。

“一顶帐篷挡风雪、三块石头支起锅”，

是最初在导航阵地流传的一句话。气象导

航站老兵陆志勇此次随巡礼分队一同前

来，在他的指引下，分队官兵前往雪山深

处，蜿蜒的盘山路还原出 60年前建站时的

模样。崎岖道路旁，一块写着“明铁盖”的路

标孤零零立在路边，表示这里就是气象导

航站的第一块导航阵地。

在塔吉克语中，“明铁盖”意为“千只

羊”，然而陆志勇说，当年的导航阵地物资

匮乏，条件艰苦，搭建起第一条航线时只有

18 名官兵。那时候，地形勘测兵为了给导

航站选定最佳的建设位置，要背着罗盘皮

尺，一步一步在高原上艰难跋涉，在地图上

一一标注出地形特征。导航调配员则顶风

冒雪架设导航机，开启导航灯，用最原始的

方式编码，为飞行员在气候复杂天气多变

的高原空域指引方向。

高原极端天气多，极易影响机器功率过

低，地面上必须设置辅助导航标识。巨大的

彩色方向标志和风口处熊熊燃烧的篝火，就

是为飞行安全准备的辅助指引。陆志勇说，

那时气象观测员常常裹紧已经冻硬的棉衣，

用冻得发紫的双手握着测量仪器，放飞氢气

球，再仔细记录下气温、湿度等关键数据。通

信报务员则以最快的速度架设好通信设备，

将数据编码后通过无线电传输，帮助飞行员

提前了解航路天气状况，做好应对准备。

“国家把在帕米尔高原之巅建设气象

导航站的重任交予我们这支部队，不仅是

地理距离的考量，更是对我们顽强意志和

坚定信念的信赖。”谈起在气象导航站的工

作经历，老兵莫本贤动情地说。凭借“一定

能完成任务”的决心，最初 18 名官兵仅用

14天时间，就在这片“生命禁区”成功开辟

出第一条航线，后来这条航线被誉为“空中

丝绸之路”。

也是从那时起，红其拉甫气象导航站

成了帕米尔高原上亮起的一盏“航灯”。气

象站官兵们凭借精准的气象信息、专业的

导航技术和高效完整的工作模式，截至撤

编累计采集出 15.05万余份气象资料，优质

率达到 100%，安全护航国际航班和专机

2.46 万多架次，在雪域之巅为中国气象导

航事业埋下了一颗生生不息的“火种”。

接 力

“在帕米尔高原没有公路的年代，前辈

接一纸命令，组成勘察小分队，背着行李、

干粮，扛着导航器材，挤上‘嘎斯’汽车，沿

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向西北进发。他

们在刺骨寒风中勘测地形、标记点位，装机

接线、调试设备，每一次‘坚决完成任务’的

坚守，都为后续导航任务的顺利完成奠定

了坚实基础。”

探访导航站旧址，巡礼分队官兵、通信

排长胡玉讲起当年那段历史，让现场很多

人动容落泪。她来自气象导航站所在的空

军某部，曾在该部组织的“红其拉甫传人的

‘风雅颂’”军旅诗词朗诵会上拔得头筹。

为了了解早年气象导航站的历史，胡

玉曾一遍遍翻看录像、查阅资料。在她看

来，官兵们代代接续建设导航站的故事，不

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符号，更是传承在一

茬茬官兵身上的信念和使命。

在导航站历史上的诸多故事中，老兵

高华瑜的事迹让胡玉印象深刻。他曾任红

其拉甫气象导航站副教导员，在红其拉甫

战斗了 15 年，还获得了“全国边陲优秀儿

女”金质奖章。因为长期在高原工作，高华

瑜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胃病和肝腹水，最

终因肝癌病逝，年仅 38岁。

但对于导航站官兵来说，风雪和病痛

都无法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建站以来，红

其拉甫气象导航站先后 26 次受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嘉勉和慰问，荣立集体二等功两

次。1990年 7月 7日，该站被中央军委授予

“模范气象导航站”荣誉称号，成为人民空

军成立以来第 7个获此殊荣的英雄集体。

今年 6 月 2 日，导航站建站 60 周年当

天，陆志勇作为老兵代表，来到了现部队参

观导航台的建设。60 年过去，从导航站到

导航台，新时代的气象导航装备和技术已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更新迭代的设

备前，新一代导航台官兵接过前辈手中的

接力棒，成为这片雪域高原的护航者。

“陆老，这是我们现在的主战装备。”设

备方舱里，某导航台台长刘字垒笔直地站

在智能化导航设备前，为陆志勇介绍最新

的装备。他手指轻轻触碰按键，设备便灵敏

地发出“01”的告警声。

“当年机器的‘高原病’，让前辈们在零

下近 40摄氏度的严寒环境中连夜维修，甚

至要用体温焐热器件来排除故障。如今，智

能化的告警系统，给大多数故障都赋予了

‘数字代码’。”刘字垒一边演示，一边解释

说，“每一个数据对应哪个元器件、该拧第

几颗螺丝，系统早把检修手册嵌进芯片里

了，大大提升了维护保养效率。”

触摸着设备外壳全新的散热格栅，陆

志勇感慨万千。在他的记忆里，在低温里

加速装备启动，还需要给机器裹棉被、生

火炉。遇到大雪风扇设备停转时，大伙儿

需要轮流手摇发电机，常常到最后胳膊都

抬不起来。

而 60年后的今天，气象导航装备已实

现了从“体温传热”到“电子感知”的巨大跨

越。过去笨重的装备变得便携了，体积和重

量大幅缩减，曾经需要十几人才能抬动的

设备，如今 3人就能轻松携带部署。

依托卫星信号，导航站打破了地理限

制，已拥有了异地部署能力，即便地处低海

拔区域，也能远程为高原空域的飞机导航。

机动化水平持续大幅提升，机动导航车可

以快速抵达指定区域“补盲”，确保导航任

务无死角。昔日肩扛手抬、纸笔记录的气象

观测，如今也被一体化智能设备革新，只需

一键轻点，温湿度、气压、风速等数据就能

实现自动采集上传。

官兵们用被褥和棉衣点燃篝火，连接

成导航线作为备份手段的时期已经过去，

只有“坚决完成任务”的信念生生不息。在

满是现代化设备的导航站里，年轻的气象

导航官兵用行动告诉前辈们，“你们再也不

用脱下御寒的棉衣为飞机导航，算力和芯

片推动着技术迭代，祖国的航空事业正在

不断前行。”

传 承

在这支英雄部队，红其拉甫气象导航

站的精神传承，同样影响着该部其他专业

的每一名官兵。探访之路上，一场对话讨论

在雪域云端展开，来自不同单位的官兵讲

述着各自对使命精神的理解。

“站好每一班岗，全神贯注完成好每一

次值守任务，就是对使命最好的践行。”该

部警卫分队下士张元深有感触地说。他谈

起过去的一次深夜巡逻，听到营区角落有

异常声响，立即提高警惕、仔细排查，发现

是设备老化导致漏电。因为处置得当，设备

被及时修复，避免了一场安全事故。

该部通信连政治指导员张少玮则分享

起去年跨区域通信演练的经历。当时，他带

队千里机动至大漠腹地构建通信链路。在

陌生地域里，张少玮所在连队的设备突遇

故障。他立刻带领战士们重新选址、确定阵

地，争分夺秒抢修设备，终于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链路构建，保障了指挥畅通。

军史长廊红色讲解员、中士陈超为前

辈们讲述起新时代部队转型跨越和官兵奋

斗强军的先进事迹。牵头多支部队展开实

战化训练、探索多兵种协同指挥新模式的

故事让在场所有人热血沸腾。“无论是大漠

戈壁的演习演练，还是雪域高原的异地驻

训，无论环境多恶劣、任务多艰巨，我们始

终以过硬素质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

陈超坚定地说。

寻访了解“红其拉甫精神”，解码精神

内涵是此次巡礼分队官兵的目标之一。在

寻找气象导航站旧址之余，他们走进边防

连荣誉室、守边护边爱国教育馆和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等单位，挖掘红其拉甫红色精

神，记录下红其拉甫精神的接续传承。

红其拉甫边防连曾获“卫国戍边模范

连”荣誉。一年深冬，连队例行执行巡逻任

务，突遇暴风雪，能见度不足 5 米，战士们

拉着安全绳在齐腰深的积雪中坚持完成了

巡逻任务，用实际行动捍卫了连队荣誉。

红其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也曾经历

同样的危险时刻。一次罕见的暴风雪突然

降临，严重影响通关秩序。为了确保旅客能

够顺利出入境，边检员们顶风冒雪在零下

30摄氏度的严寒中，逐一核验出入境人员

信息，帮助旅客搬运行李、疏导车辆。因为

气温过低，不少人的睫毛上都结满了冰霜，

却仍坚守岗位，最终以“零差错、零延误”守

护了国门尊严。

如今，在红其拉甫边防连史馆，“卫国

戍边模范连”等 12项国家级荣誉锦旗静静

悬挂，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段高原官

兵守护边疆的感人故事。红其拉甫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的荣誉室内，“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国门卫士标兵单位 ”等 37项
省部级以上荣誉，陈列在展柜中熠熠生辉。

面对诸多荣誉，一代又一代官兵沿着

先辈足迹迎难而上、顶风前行，深深扎根在

红其拉甫这片边疆热土。新时代的导航兵

已经开始操作着智能化装备系统，用科技

赋能守护边疆空域。每年新兵入伍，边防连

的新战士入营，都会庄重地为界碑描红。他

们在接过钢枪的同时，也一同接过了“国门

卫士”的接力棒。

在这座风雪边关，一茬茬红其拉甫传

人用青春和热血续写着献身边疆的故事。

雪域高原上，驻守边关的使命精神，是这里

永不熄灭的“精神航灯”。

雪域高原的“精神航灯”

驻香港部队“大渡河连”官兵参加纪念活动。 房济彬/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姬建涛

5月下旬，天山北麓烈日炎炎，热浪

翻腾，新疆军区某部灭火演练如期展开。

“天池林区某高地发生火情，上级命令我

部迅速实施灭火救援！”随着指挥员一声

令下，两架加装新型吊桶设备的直升机

腾空而起，直奔任务区域。

该旅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坚持从

难从严抓训，科学组织吊桶灭火、搜索营

救、低气象飞行等高难度课目训练，重点

突破高海拔、强气流、长距离取水等实战

瓶颈，锤炼复杂环境下“快速投送、精准

压制、立体防控”的应急处置能力。

数分钟后，直升机飞抵取水点上空。

低空悬停时，机长张杰明显感到直升机

异常颠簸。

“取水地域开阔，大风伴有扬沙，现

在风速已达……”收到地面指挥员传来

的气象通报，张杰提高了警惕，谨慎操

作。他双手紧握总距杆，操纵直升机平稳

下降，15 米长的悬挂绳在大风中摇摆，

吊桶缓缓垂入水中。

“在低空悬停取水时，每个动作必须

提前 3 秒预判，稍有迟疑就可能触水失

控。”张杰解释说。看到吊桶没入水面，他

立即拉起总距杆、调整油门，驾驶直升机

缓缓上升。吊桶破水而出，仅××秒便完

成了取水。

“吊桶灭火任务多在陌生地域飞行，

我们需要就近寻找水源取水。当载重 1
吨多的吊桶出水的瞬间，会对直升机产

生巨大的向下拉力，机组需要精确地计

算好起飞行重量，柔和精准地操纵，完成

起吊，十分考验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心

理素质。”副驾驶于科伟说。随着两人的

熟练配合，直升机吊挂载满水的吊桶，轰

鸣着飞向目标火源地。

飞赴火源地上空，地面指挥组实时

通报模拟火场的态势、风向、风速等情

况，机组自主规划航线确定进入火场的

角度、高度、航速。张杰驾驶直升机对准

目标，果断按下吊桶放水阀开关。顷刻

间，水流直下，白烟弥漫，形成一片半径

约 30米的水雾，火源被成功扑灭。

事实上，在实际情况中，因为森林火

灾多发生于高山峡谷和悬崖山顶，地势

陡峭危险，人员难以抵近实施扑救，扑火

难度极大。“直升机吊桶灭火利用其快捷

高效的空中优势，可以采用传统的野外

水源地取水，也可以采取移动水囊、消防

车供给等方式取水，往返取水作业。”该

旅领导介绍说，“这样更便于有效控制大

团火焰、润湿隔离带、遏制火势蔓延，具

有速度快、效率高、安全系数大的优点。”

演练结束后，张杰走下直升机，便带

领机组人员一头扎进评估室，对演练情

况进行复盘。据统计，此次演练该旅累计

飞行 16 架次，投水总量数十吨，覆盖了

天山北麓地域和重点林区，先后完成了

载重飞行、火场侦查、空地协同、吊桶灭

火等多项险难课目演练，有效检验了部

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应急处置能力。

凌空灭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