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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军 营观察E-mail:jfjbjygc@163.com

两个“00后”的相遇

李飞飞有时候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成
为中国海军特战部队中的一员。
“蛟龙突击队”的神秘气质和响亮名

头，双重加持着这位“00后”新兵，时而让
他热血沸腾，时而让他荣耀自豪。

但很快，李飞飞尝到了另一种味
道——苦和累的味道。

每天，他要限时做 300个俯卧撑、200
个蛙跳、100次引体向上，还要跑几次 400
米障碍。一个月还不到，连队就统一组织
了他们这拨新兵 10余次武装越野，这还
不算几次负重行军训练。

在接下来的 1至 2年，李飞飞还要熟
练掌握海、陆、空多达上百件武器装备的
使用，学习跳伞、爆破、潜水、攀登、滑雪等
本领……
“一钻林、二上天、三下海”——每天晚

上，一身疲惫的李飞飞躺在床上，一边念叨
着这句目标，一边暗自感慨：蛟龙突击队员
的锻铸之路果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这位出生在新世纪，伴随着共和国最
新成就、汲取着最好营养的年轻人，来到
蛟龙突击队之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记住，你们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

李飞飞曾问班长“特殊材料”的含
义。班长回他一句话：“担负特殊使命，必
须把自己锤炼成‘特殊材料’！”

18 岁的李飞飞或许不知道，他所加
入的“特殊材料”打造的蛟龙突击队，堪称
他的“同龄人”，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00
后”——李飞飞出生 2年后，蛟龙突击队
才应运而生。

某种意义上，两个“00后”的相遇，正
是新时代强军故事的一个典型缩影。

“我是蛟龙突击队这

所学校毕业的”

一上训练场，李飞飞就感到“身体已
经不属于自己了”。

先扛起圆木冲刺 100米，再扛起轮胎
和弹药箱各冲刺 400米，李飞飞和战友顾
不上喘息，在班长尹龙的喝令下，又在跑
道上推起了猛士车。最后，他们在沙石地
上爬了一圈战术……

看着眼前这群新兵疲惫的神情，尹龙
不为所动。在他看来，这只是蛟龙突击队
极限体能训练的寻常一幕。当年，一次手
榴弹投远训练，至今仍是他的刻骨“记忆”。

当时，尹龙是全连为数不多的能投过
30米的人。

第一次，37米，班长谢培亮说让他再
使点劲，争取超过 40 米；第二次，38 米。
排长为了激励他，站在 40米的地界上冲
他吼道：“砸不中我你就不是男人！”这下
尹龙急了。他把右手的手榴弹换到左手，
往右手手心吐了一口吐沫，单手搓了搓，
拿回手榴弹使劲一扔，41米！

全连沸腾了！顷刻间，一股自豪感在
尹龙心中油然而生。谁知就在这时，连长
支亚峰冲上前，一脚把他踹倒在地。
“你不要命了！你知不知道手榴弹实

投过程中，下面的拉环是套在小拇指上。
你还换到左手，那岂不是拉响了手榴弹！
去，到400米沙石路上低姿匍匐100米！”

尹龙在沙石路上爬了 100米来回，心
想“确实是自己做得不对，连长说得对”。
回来之后，支亚峰又让他高姿爬了 50米
来回。这一次，他憋在心里的情绪快要爆
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本以为“噩梦”就此结束，谁料刚起
来，支亚峰又让他叼着手榴弹冲刺 400

米。他一边跑，眼泪哗哗流个不停……
跑到 300米的时候，全连已经带走开

饭。班长谢培亮吼住了他。空旷的操场
上只有他们两人。
“连长说，你是个好苗子，可以好好培

养一下。”尹龙没吭声，但心中的情绪就像
雾霾一样，被这句话全部吹散。那一刻，
他在心中发誓：“我一定要成为这里最强
的兵！”

从那以后，尹龙真正把蛟龙突击队当
成锻铸自己的学校。

如今，尹龙早已用信念把自己和蛟龙
突击队牢牢粘在了一起。环太军演、中巴
联演、中沙联演……每次与外军同行打交
道时，他都会这样介绍自己：“我是蛟龙突
击队这所学校毕业的！”

“吃尽万千苦辣，只为

祖国荣光”

在李飞飞的眼里，班长尹龙既是教官，
还是“神一样的人物”。但在尹龙的眼里，

“神一样的人物”却是时任连长支亚峰。
成为“极限体能VIP”的那段时间里，

尹龙当真是被支亚峰“吓”坏了。冬日的
南国虽比不上北方大漠冷得透骨，但也是
寒风阵阵。支亚峰让他们扛着圆木在操
场上奔袭，同时还用准备好的冰水不停地
浇他们身体。

一次训练，一个队员由于被冰水浇后
迈不开步子，扛着弹药箱跑得有点慢，连
长支亚峰上去就把他按倒在地上。当时
尹龙就想，自己千万别跑慢了，千万别被
逮到！

尹龙知道，自己所遭受的训练折磨，
和连长遭受到的比起来简直算不上什么。

虐俘训练是支亚峰在国外留学时遭
遇的最残酷的课程，它要求不管“敌人”用
什么方法严刑拷打、折磨、侮辱，都不能透
露任何机密，否则就要被淘汰。

迎接支亚峰的是最为黑暗的3天3夜。
“敌人”把脱光了的支亚峰拉到沙石路

上，拖了几十米远。没有衣服遮挡，他的身
上被石子划出了一道道的口子。接着“敌
人”把他扔进布满荆棘的泥水坑里，又把他

捞上来倒吊在树上，用带刺的树枝抽打他
的身体，往他的身上浇糖水任蚊虫叮咬，让
他跪在河水里挨冻……

长时间的折磨让支亚峰开始产生幻
觉。但是，他始终没有招供，脑子里只有
两个字：中国。

从那以后，“支亚峰”便成为一个让该
国海军特种部队学校教官们熟悉的名字。

宁舍此生，不负使命。在支亚峰的身
上，尹龙看到了一种精神：“吃尽万千苦辣
只为祖国荣光。”

“孤胆利刃，舍我其谁”

在蛟龙突击队，让新兵咬牙坚持下去
的秘诀之一，便是听老班长讲故事。

那天，李飞飞听到的是队员代威的
故事。

那是一次护航，眼看队友要被甩出掉
入冲锋舟和可疑船舶的夹缝里，代威没有
半点迟疑，闪电般徒手把战友从死亡线拉
了回来。他付出的代价是：右手肘骨折。

由于右臂撕裂韧带已经畸形愈合，他
的手臂至今保持了 172 度的状态。代威
说，这种行为是他的本能，无需多想。如
果非要剖析，那得归功于“蛟龙魂”。

班长尹龙告诉李飞飞，“蛟龙魂”是
蛟龙突击队自组建以来所有先进典型的
“红色队史”。从张根元到徐向贤，从施
祖定到林乔伟，从周军到支亚峰，再到李
烨睿……他们的先进事迹都被印成了文
字，镌刻在蛟龙突击队的光荣榜上。

尹龙说，这个光荣榜上的名字还在不
断增加：王虎头、黎伟、李冰峰、洪玉强、龚
凯峰……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在孤身一人
奋力作战之时，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决心
和雄心，坚决完成肩负的使命任务。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
奔涌。“孤胆砺刃，舍我其谁”，就是“蛟龙”
们信仰的种子、精神的谱系、制胜的密码，
更是蛟龙突击队的精神基因。

每天操课，李飞飞和战友都要从“功臣
路”上走过。“功臣路”的两旁矗立着醒目的
红色灯箱，灯箱上印着光荣榜上的队员。

每次训练累到极限的时候，李飞飞都
喜欢到“功臣路”上走走。对于这个新兵
来说，成为“孤胆砺刃，舍我其谁”的蛟龙
突击队员，注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
条路上，仿佛有汲取不完的能量。

记者探营海军陆战队某旅，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蛟龙突击队——

宁 舍 此 生 ，不 负 使 命
■本报记者 陈国全 通讯员 曾宪洲 翟思宇 曹可轩

这个春节，一部名为《红海行动》的大
片燃爆军营内外。

观影后，李飞飞兴奋极了。作为蛟龙
突击队刚下连的“00后”新兵，李飞飞刻
意压抑着激动，到处找老兵们打听：咱蛟
龙突击队真这么牛？！

李飞飞此刻的心情，也是许许多多看
完《红海行动》观众们的第一反应。

这部根据“也门撤侨”真实事件创作
的电影，自大年初一在全国上映以来，
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海军蛟龙突击
队——这支公开报道很少出现的神秘部
队，也随之走进全国观众视野。该片的
军事顾问和军事指导，均是蛟龙突击队
成员。

作为中国海军一支海上特种作战力
量，蛟龙突击队担负的使命任务不言而
喻。为了“随时上战场、随时能打仗”，每
一名蛟龙突击队员都经过千挑万选、千锤
百炼。

李飞飞是导演林超贤的粉丝。继《湄
公河行动》之后，他一直期盼着林超贤执

导的这部《红海行动》早日上映。不料，这
个“梦想”被他的班长尹龙率先实现了。

原来，在全国院线正式上映前，《红海
行动》拍摄组专门赶赴三亚海军部队举行
专场慰问活动，并特地邀请了营长周军和
班长尹龙等人去观看首映。

尹龙观影回来后，李飞飞跟在身后，
好奇地问这问那。谁知，班长一脸神秘，
笑着和他说：“看电影前，先到咱们的荣誉
室参观一下。”

直到几天后，看完电影的李飞飞才真
正明白班长的深意。观看影片时，李飞飞
的脑海里会不由闪现荣誉室里的一个个

荣誉、一段段文字、一张张面孔——
《红海行动》中的主要情节，只是他们

这支部队建设成长史上的一个章节；影片
里的主人公，只是他们这支部队众多面孔
中的普通一员。

这些面孔，包括曾在国外学校接受生
死考验的支亚峰。他曾在激烈的枪声和
令人窒息的催泪瓦斯烟雾中，被赶到海里
泡海水、喝海水，他创造的水下憋气 6分
钟，至今无人打破。

这些面孔，包括营救图瓦卢籍 OS35
号货轮的龚凯峰。他和战友们曾在距离
海盗枪口不到一米的危急情况下，英勇突

击，将海盗擒获。
这些面孔，还包括更多走出国门执行

海外撤侨、护航、联演等多项任务的蛟龙
突击队员们……

李飞飞明白，正是这些面孔，用忠诚
和血性一次次擦亮蛟龙突击队这张名片。

那一刻，李飞飞暗下决心：早日变成
那些“普通面孔”中的一员。

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对实现这个
目标的艰难感同身受。从新兵入伍开始，
血与火、苦与累、险与难的生死考验，将伴
随着蛟龙突击队员的整个军旅生涯。他
们必须经历一系列严苛的特种课目考验，

才能逐步成长为一名“能操舟驾艇、可上
天入海”的特战精兵。
“班长，你说我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蛟

龙突击队员吗？”
看着李飞飞坚定而渴望的目光，尹龙

想起了8年前自己刚入伍时的情景。
“当然可以！”尹龙说，“你只需要做

好一个准备就够了——吃很多很多的
苦。”

一部《红海行动》燃爆2018年的春节，一支神秘部队走进全国观众视野——

解密《红海行动》原型
■曹可轩 翟思宇

电影《红海行动》艺术表现了

蛟龙突击队身处环境恶劣、局势

紧张的非洲，执行撤侨任务、解救

中国公民的过程，对每名特战队

员都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立

体刻画。

他们无畏生死的勇气从哪里

来？他们无惧艰险的坚韧从哪里

来？答案其实只有一个：血性。

从为了祖国荣誉不惜跳进

沼泽地的王虎头，到在异域他乡

吃尽万千苦辣的何龙；从受尽百

般折磨不愿“招供”的支亚峰，到

脚踝骨折也要完成任务的尹龙；

从首批护航在大洋上漂泊28天，

到也门撤侨，再到解救图瓦卢藉

OS35号货轮的叙利亚船员……

蛟龙突击队的队员们一次次用

血性兑现铿锵誓言、擦亮“蛟龙”

名片。

习主席在视察部队时指出，

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

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

血性。

军人的血性是信念、情感、意

志等品质凝聚升华的一种精神力

量，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

素。战争年代，我军以“气多”弥

补“钢少”，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

仍英勇奋战，夺取了一次又一次

胜利。迈入新时代，由于部队长

期处于和平环境、人们价值取向

多元等原因，部分官兵当兵打仗、

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意识有所

淡化，出现了精神懈怠、贪图安逸

等倾向，这警醒我们更要把培塑

血性、强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精神融入每一天。

血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要

在险重任务中砥砺，在实战训练

中锻造。蛟龙突击队自成立之

日，始终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

发，着眼“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跟谁打，就针对谁练”“在什么环

境中打，就到什么环境中练”，锻

造官兵不怕难、不惧险、敢打敢拼

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格。他们每

执行一次任务，血性和胆气便融

入血脉、烙入骨髓，战斗精神就历

经一轮淬炼、饱受一番锻造、完成

一次固化。

“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闹

海”是蛟龙突击队的特质。今天

的蛟龙突击队，涌现出黎伟、李烨

睿、李冰峰、龚凯峰等一批蛟龙猛

将，正书写着独特的“蛟龙”故事、

诠释着独有的“蛟龙”精神。新时

代，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蛟

龙突击队必将不负使命，不断用

血性擦亮“蛟龙”名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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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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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这不是龚连长吗？他又去参
加联演了！”

2017年 12月，新兵李飞飞看到中国
与巴基斯坦海军联演的新闻，一眼认出
了中方海军陆战队带队的龚凯峰连长，
脸上流露着掩饰不住的羡慕之情。

此刻，班长尹龙的脸上却很淡定。
加入蛟龙突击队的 8年间，他已经见证
了太多类似的新闻。

仅仅以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为例，这
样的世界亮相，对于蛟龙突击队来说，已
是平常一幕——

清晨，德国基尔某训练场，上等兵杨
锦正在与来自中、德、巴、瑞、波、芬、丹 7
个国家的 40 名参赛队员角逐国际海军
五项比赛。

此时，亚丁湾海域，刚完成图瓦卢籍
OS35号货轮营救任务的龚凯峰，像往常

一样走进战位，迎接崭新的一天。
正午时分，在菲律宾执行远洋访问任

务的特战队员刘鹏飞眺望着万里晴空，心
中洋溢着这样的自豪：中国海军特种兵的
声音在世界的舞台上传递得越来越广。

这是 2017 年中很平凡的一天。这
一天，不仅铺展着蛟龙突击队世界亮相
的“空间纬度”，还映照着中国海军特战
队世界亮相的“时间纬度”——

13年前，蛟龙突击队 8名特战队员
远赴爱沙尼亚东北部的原始森林，参加
第十二届“爱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
武，夺得国外参赛队第一名。

9年前，70 名特战队员奉命随海军

首批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
行护航任务。“中国最神秘部队首次亮
相”成为当时世界许多媒体的头条新闻。

5年前，蛟龙突击队派出特战分队参
加在巴基斯坦举行的“和平-2013”多国
海上联合军演。

3年前，接到习主席命令后，他们火速
赶往也门，撤离571名同胞。

2年前，蛟龙突击队的身影出现在
“环太-2016”多国联演的训练场……

远涉重洋比武亮剑，挺进深蓝为国
护航，比肩外军同台竞技，雪域沙漠全域
练兵……当世界一次次为蛟龙突击队喝
彩，当荣誉的桂冠一次次为蛟龙突击队

加冕，人们或许不会想到，这支部队竟然
那样年轻——从 2002 年正式组建那天
算起，蛟龙突击队只有16岁。

成长之快，举世瞩目。在海军陆战
队某旅旅长孙浩看来，蛟龙突击队的诞
生与成长可谓“恰逢其时、恰乘其势”。

所谓的“时”——蛟龙突击队的诞
生，是中国军队在大变革大转型中孕育
的新型作战力量之一。

所谓的“势”——蛟龙突击队的成
长，折射着中国军队加速推进强军兴军
的从容步伐。

世界亮相，国际舞台。在“迈向世界
一流军队”的时代语境下，蛟龙突击队的

世界亮相，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军队越
来越开放、越来越自信的缩影。
“这是新时代赋予蛟龙突击队的使

命任务，也是最好的机遇。”在孙浩的眼
里，海军特战队亮相世界的过程，也是不
断学习提高的过程。“我们和外军特种部
队的差距还很大，无论是部队建设、人员
选拔训练，还是实战经验上，我们都是小
学生。”他说。

信息化时代，再强大的联合作战体
系，也离不开特种作战力量的支撑。“这
是一场全新的‘升级之战’。”新年训练动
员会上，旅长孙浩扫视着这群特战队员，
不容置疑地说：“我们必须打赢！”

蛟龙突击队的世界亮相
■本报记者 陈国全 通讯员 翟思宇 曹可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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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海军蛟龙突击队在进行障碍训练。在蛟龙突击队，每一名队员都经过千挑万选、千锤百炼。 马晨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