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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细汗、一身尘土……2 月 26
日，武警某部训练场，军队政协委员西
西玛跑步入位，枪响靶落。在他身后，
几个特战尖兵赞叹道：“‘三新委员’果
然不一般！”
“三新委员”是西西玛的新“昵

称”。缘何？从人大代表到政协委员，
从科长改当参谋，从老营区到新驻地，
西西玛满眼都是新职能、新任务、新问
题。他坦言：“唯有跑步进入新战位，
才能快速应对新挑战。”

3 年三换岗位，参谋去了“长”。
西西玛 2015年任某团参谋长，2016年
任某部侦察科长，1个多月前调入刚

成立的某部。他一边等待任职命令，
一边加班加点研究新型反恐特战力量
建设规划。
“战友调侃我官阶越来越低，我却

庆幸新岗位距离战场越来越近。”西西
玛说。

西西玛掰着手指头，逐一列举眼
前在反恐力量建设规划中遇到的新问
题：“反恐特战岗位的特殊性，没有时
间前思后虑；反恐斗争形势的严峻复
杂性，也容不得喘气歇脚。唯有深刻
领会习主席为武警部队授旗时的训词
精神，扎扎实实练兵备战，才能在关键
时刻、危急关头，确保决战决胜、一锤

定音。”
部队新组建、人员新编成、营区新

建设，西西玛在新工作中面临许多实
际困难。教练员暂时缺编，西西玛撸
起袖子铆在训练场，自己充当教练
员。魔鬼周集训，特战队员突破极限
状态，但看着跑在前头的西西玛，没有
一个人喊苦喊累。

从农奴后代成长为“中国武警十
大忠诚卫士”，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军队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西西玛 2014年 3
月 11日受到习主席的亲切接见。4年
时光飞逝，西西玛扬起赴京参会的车
票告诉记者：“这既是崇高的政治荣
誉，更是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我将围
绕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和提高军人
福利待遇等方面，代表广大基层官兵
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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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政协委员西西玛—

跑步进入新的战位
■本报记者 吴 敏

信心满怀跑好历史接力棒
—六位来自基层一线的新当选军队代表委员风采

在这春风拂面、万象更新的日子里，军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风尘仆仆，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首都北京，信
心满怀地参加举世瞩目的盛会。

带着人民的嘱托、肩负历史的责任，代表委员们行使权力、参政议政，决心跑好历史的接力棒。请随记者的笔
触，去领略他们奋进在强军征途上的风采。

说起从一名藏族农家孩子到当选
军队人大代表的经历，陆军第 71集团
军某旅班长杨初格西难掩兴奋：“是党
的创新理论引领我成长，金珠玛米真
的当不够！”

杨初格西成长在一个 4代都是共
产党员的红色家庭。小时候，“过草
地”“两河口”的革命故事滋养着他对
党和军队的朴素情感。

2012 年 7月，格西大学毕业。面
对家乡机场薪酬不菲的工作和夺目诱
人的征兵海报，他决心从军报国。

来到部队，摆在格西面前的是平
原醉氧、语言不通、考核不顺等诸多难
题。格西回忆说：“各项考试接连亮起
红灯，因语言问题自己和战友交流困
难，那时候真觉得孤独、艰难。”

更让格西悲伤的是，刚入伍不久，母
亲被诊断出癌症！令格西没想到的是，
旅里特事特办，22小时筹措8560元爱心
基金，还把他送回2200公里外的家，见
了母亲最后一面。母亲临终前嘱托格
西：“记住党的恩情，在部队好好干！”

格西告诉记者，就是在那段日子

里，他开始跟着连队干部学习习主席
系列重要讲话，向“语言关”发起挑
战。“青年时期要多经历一点摔打、挫
折、考验”“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格
西一边抄、一边大声诵读，越来越感悟
到习主席的讲话散发着真理光芒，他
越学越热爱，越学越有力量。
“理论就像灯塔，指引我前进的方

向。”格西告诉记者，5年多军旅生涯，
他坚持每天学讲话、读理论，心得体会
写了满满 4大本，这些理论成为他不
懈奋斗建功军营的力量源泉。

为了帮助更多人感悟理论魅力，
格西和 5名藏族战友组建了“川藏风
组合”，自编自排《再唱山歌给党听》
《太阳下的格桑花》等 10余个具有少
数民族特色的舞蹈节目，在军营演出
30 多场，用艺术形式歌颂党的恩情，
传播党的声音，唱响强军旋律。

格西告诉记者，他要将自己学理
论的经验体会和战友们的期盼建议进
行梳理并带上两会。他说：“我一定不
辜负战友们的期望，努力为强军兴军
建言献策。”

军队人大代表杨初格西—

用理论之光照亮军旅路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记者 刘吉强 通讯员 张 畅

超视距搜索、中距抢攻、近距缠
斗……大年初十，一场自由空战对抗
在浙东某空域如火如荼展开，扮演
“蓝军”的某飞行大队大队长李超驾
机升空后，攻如闪电，招招犀利，逼
得“红军”使出浑身解数。

这次对抗，距离李超加入“蓝
军”分队已整整 11年。2007 年，年
仅 26岁的李超作为首批成员被选入
“蓝军”分队。

“蓝军”分队的训练素以难度
高、强度大著称。加入“蓝军”分
队后，第一次听理论课，李超才意
识到自己的差距，近战示意图添加
了更多的实战内容，全是密密麻麻
的各种箭头搅在一起的图形。

那一年，羽翼渐丰的李超驾机
掠空飞行，首次以“蓝军”分队成
员身份与二代机部队对抗演练。对
抗当天，“红军”双机编队企图实施
钳形攻击，被李超识破后，立即急
转机动摆脱，并采取单边迂回占据
有利态势。

置尾，回转……一连串动作一

气呵成，成功摆脱“红军”第二
架飞机的截获，抢先发射导弹……
对抗演练之后，败下阵来的“红军”
飞行员情不自禁向李超竖起大拇指，
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2015 年，李超被任命为“蓝军
分队长”，成为唯一从分队组建开始
就拥有“蓝军”分队成员身份的飞
行员。成长为“蓝军”分队的“领
头雁”，李超深感练就过硬铁拳的压
力和责任。

为提升“蓝军”分队成员的整体
实力，李超积极借鉴有益经验，用新
的理念和思想提升“蓝军”分队的作
战能力。结合新大纲试训，李超和战
友们进行战术战法研究，先后修订完
善了多项战术战法，并在近似实战环
境中得到检验。

作为新当选的军队人大代表，
李超利用训练间隙进行专题调研，
为上会做准备。他告诉记者，他要
把这份荣誉化为履职尽责的动力，
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作出应有
的贡献！

军队人大代表李超—

叱咤海空的“蓝军分队长”
■本报记者 陈国全 特约记者 代宗锋 通讯员 许小赛

春回大地，阳光明媚，川西某机
场，伴着春雷般低沉的轰鸣，一只黑色
“大鹏”腾空而起。

飞行员队伍中，一张年轻的面孔
格外引人注目。冯玮，这名 1982年出
生的飞行员，已驾驶新型运输机翱翔
于天际。

中国梦、强军梦、我的梦，冯玮对此
感受格外真切。1999年，他怀揣着“男
子汉去飞行”的梦想招飞入伍。经过
几年的磨砺，他成长为一名能熟练掌握
多种机型的飞行员，取得空军突防突击
竞赛考核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2014年，运-20在珠海航展上首秀。冯
玮被这架体型巨大、设计先进的国产大
型运输机吸引，他心中的“大飞机”梦被
激活了。

2015 年，空军启动运-20 飞行员
遴选工作，听闻这个消息后，冯玮彻夜
难眠，他先后3次向组织递交申请。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鲲鹏”时，冯
玮围着飞机转了又转，摸了又摸。然
而，驾驭“鲲鹏”不仅需要有挚爱，更要

有过人的才智和技艺。作为一款“跨
代”机型，大量先进技术运用其中，改
装的过程，无异于重修了一个学位，许
多飞行数千小时的老飞行员都必须从
头学起。

就像当年高考一样，冯玮和战友们
进入了“加力起飞”的状态。他与研究
人员一起，庖丁解牛般深钻细研新机原
理。作为一名年轻飞行员，冯玮爱学深
钻，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看法，为飞机
的改进定型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

航理学习、模拟驾驶、改装训练，驾
驶运-20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改装
过程中，冯玮每一次都要把自己逼到极
限。为了让运-20更快融入战场，冯玮
和机组成员认真查找战斗力建设的“短
板”，制订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

冯玮一直关心着国防教育，作为
新当选的军队人大代表，他对国防教
育有深入的思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
我们，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军队，强
大的军队离不开强大的空军，我想让
大家更多地关注国防，关注天空！”

军队人大代表冯玮—

敢驾“鲲鹏”上九天
■刘 书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没想到，此
次对抗演练会如此残酷而艰难。导调
中心硕大电子屏上，战场态势一目了
然。军队人大代表、火箭军某基地导
调考评处处长丁国林凝眉注目，观察
分析每一个细节，不断指挥“蓝军”分
队调整战术伺机出击。

2004 年 7月，丁国林以导调资质
认证考核第一名的成绩，走进战略导
弹部队“信息化蓝军”分队。这些年，
丁国林针对导弹部队超视距作战、远
程精确打击等特点，潜心探求未来战
场的“密码”。
“他就是一块只求过硬的‘砺剑

石’！”一位领导如此评价丁国林。从
一名普通导调员成长为“蓝军教头”，
他熟练掌握 10多种导弹作战运用技
术，会操作 3种以上型号导弹，组织参
与了 20余次重大演训任务，带出 140
多名优秀导调员，几乎与所有导弹旅
团“交过手”，成为演兵场上官兵“又恨
又爱”的“麻烦制造者”。

那年盛夏，某导弹旅跨区机动立

足未稳，丁国林便启动连锁联动导调
响应机制，通过“等效实做”“课目联
动”等方式构设逼真战场环境，以“活
导活演、随导随演、快导快演”方式展
开对抗。

丁国林说，“蓝军”存在的价值，在
于想方设法让部队在实战化对抗中增
长克敌制胜的本领。
“‘磨刀石’越坚硬，‘倚天剑’才能

越锋利。”近年来，面对数十种导弹型
号、近百条导调标准、上千个特情现
象，丁国林逐个梳理、逐条审定、逐项
总结，相继编写《导调工作手册》《红蓝
对抗训练案例分析》等教材教案；编写
案例分析 1100余个，研究梳理场地条
件、导调考核、红蓝对抗 3大类问题和
21条可行性措施；设置调理课目 3类
700 余个，其中随机导调比例达到
70%。

说起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丁国林激动地说：“我要把基层官
兵对部队战斗力建设的期盼和建议带
到会上去！”

军队人大代表丁国林—

甘当过硬“砺剑石”
■本报记者 王卫东 特约记者 李永飞 通讯员 杨高峰

“嗡、嗡、嗡……”在中国航天员科
研训练中心的离心机训练室内，一个
8米长的旋转臂带动着模拟舱高速转
动，发出巨大轰鸣声。

军队政协委员、航天员张晓光正
在进行过载训练。记者从监控器中看
到，张晓光的脸因为载荷压力，已经呈
现出一种被挤压的扭曲状，但眼神却
依然刚毅。

训练结束，张晓光稳步走出离心
机，平静如水，温文尔雅，保持着那份
特有的自信和阳光。
“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张晓光

没有直接回答记者，而是转身问：“你

看我这身航天员训练服怎么样？”不
等记者回答，张晓光随即自豪地说：
“这身衣服在我心中是最漂亮的，为
了它，我要时刻保持着一种最佳任务
状态。”

2013年 6月 11日至 26日，张晓光
和航天员聂海胜、王亚平驾乘神舟十
号飞船成功进入太空，圆满完成我国
载人航天首次应用性飞行。

飞天之路无坦途。“天上一日，地
上一年。”为此，航天员张晓光 15年如
一日苦心砺剑、不懈努力，终于换来
15天在太空的精彩亮相。
“航天梦永无止境，我的奋斗永

不停歇。”自从 2013年任务返回后，张
晓光对自己的训练要求更加严苛了，
不仅体能项目标准不降、强度不减，
他还增加了自己理论知识的学习量，
尤其是针对空间站任务的相关知识。

如今，张晓光已是年过半百的将
军航天员，但每次训练他都一丝不
苟，每个高难课目都抢着上，航天生
理功能、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始终
保持优良等级。他说：“其实航天员
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越是飞过越要加
强训练，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出
征，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随时准备
再上太空！”
“今年当选为军队政协委员，责任

更重大了。”张晓光对自己又提出了新
要求——写调研材料。为履行好一名
新委员的职责，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
议到点子上，他利用春节时间搜集材
料，到相关科研单位调研，努力使自己
的第一份有关科技强国的提案高质
量、更扎实。

军队政协委员张晓光—

时刻保持最佳状态
■本报记者 邹维荣 韩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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