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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兴军，要在得人。新年前夕，
当 10 名官兵光荣加入火箭军“砺剑尖
兵”行列，战略导弹部队这一源自训练
领域最高荣誉的评选活动，已走过 15个
年头。在这个被誉为战略导弹部队“名
人堂”的殿堂里，群星闪耀，熠熠生辉。
他们宛如列队走来的方阵，生动诠释着
火箭军实战化训练的价值追求和实践
成果，也从一个侧面彰显出我军强军文
化的深刻内涵。那么，这一突破专业技
术区分、超越年龄身份界限的评选活
动，究竟会对实战化训练产生什么影
响，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文化思考与启
迪？

塔尖之约

大国佩剑，须砺剑锋。“十大砺剑尖
兵”评选表彰活动，是面向青年官兵比
拼打赢本领、评选砺剑典型的竞技擂
台，是火箭军独具军种特色的荣誉品
牌，也是展示战略军种形象的名片。火
箭军机关领导介绍说，为激发官兵投身
部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积
极性创造性，这项评选活动从 2003年开
始，每两年开展一次，至今已有 80名官
兵受到表彰。

每次“砺剑尖兵”评选，都备受各方
关注。因为在官兵心中，“砺剑尖兵”已
不仅仅是一项个人荣誉，而是一柄柄打
赢利剑、一个个胜战地标，更是火箭军
将士强军征程中的一个个精神坐标。
翻看荣誉名册，“砺剑尖兵”中有的扎根
基层，砺大国长剑；有的驻守深山，为导
弹筑巢……但他们身上都有同一个鲜
明的“二维码”：练兵备战的先锋、能打
胜仗的标杆。

在新入选的“十大砺剑尖兵”中，有
一位是火箭军研究院某研究室主任周宏
潮。她巾帼不让须眉，托举起长缨劲舞
苍穹的如山重任，用智慧之羽拨开重重
迷雾，划出最美的中国弹道。还有一位
是某导弹旅指导员容科新。他曾被评为
火箭军优秀“四会”政治教员，荣立个人
二等功 1次、三等功 2次，是该旅率先通
过发射架指挥长考核的政工干部……

这些年来，“砺剑尖兵”评选已经成
为火箭军官兵“华山论剑”最高水准的
平台，在战略导弹部队催生出精武强
能、备战打仗的浓厚氛围。“手擎千里点
穴利器，气吞万里如虎。这是一个‘虎
营长’的‘打仗 Style’。他虎虎生风，带
出一群虎贲之士。沙场大点兵，用忠诚
之魂看齐亮剑，迎着灿烂朝阳，写出绚
丽答卷。”这段文字，是前不久火箭军
“十大砺剑尖兵”颁奖晚会上，赋予火箭
军某导弹旅发射六营营长罗寅生的颁
奖词。2009 年 12 月，硕士毕业的罗寅
生走进火箭军某巡航导弹部队。他所
在的导弹旅技术二营营长苟翼曾荣膺
第二届“十大砺剑尖兵”。旅史馆内，
苟翼佩戴勋章的照片，让罗寅生心潮
澎湃。心中有梦，脚下有路。在这些
年里，罗寅生牵头拟制 3项作战方案，
优化某型号导弹技术阵地测试流程，
有效缩短了某型导弹测试时间。去年
7月，他指挥官兵成功发射数发新型导
弹，随后征衣未解参加沙场阅兵，光荣
接受习主席检阅。

正如火箭军一位领导形象地说，火
箭兵手执大国长剑，他们就是“剑客”，
“砺剑尖兵”把忠诚使命、精武强能、拼
搏争先的精神融入血脉，个个身怀绝
技，剑术、剑法高人一筹，或出神入化，
或炉火纯青，他们是站在塔尖的高手、
尖刀上的刀尖。

极致之舞

执掌大国长剑，不把技术练到极
致、把装备用到极致、把战法运用到极
致，就很难在关键时刻一剑毙敌。

刚荣获“砺剑尖兵”的火箭军指挥
学院某教研室主任刁光明，从教场到沙
场，被誉为“蓝军教授”。与人相处，他
是友善者；但一旦到红蓝对抗的演兵
场，他就是让人头疼的“麻烦制造者”。
他始终传导一个理念，演训导调越“刁
钻”，胜战前景越光明。他说，“惟剑之
用法最多”，剑法是不是能经得起实战
的检验，只能通过实战化训练，在反复

对抗搏杀中慢慢累积提炼。
“砺剑尖兵”们大多有着“十年磨一

剑”的经历。某新型导弹发射连连长尹
东，坚守“把专业学到极致、把本领练到
极致”的目标，10余次执行重大军事任
务，带领官兵练就一锤定音的打赢本
领，把连队锻造成强军先锋。某团团长
张增辉，带领官兵驻守大山深处，专心
思战谋战，确保战略导弹随时可用、稳
妥可靠，凭借“用千分之一精度、托大国
重器之底”赢得官兵叹服。可以看到，
这些尖兵身上，处处流淌出一种“剑不
出鞘，剑气凌人”的气质。“地下长城，记
录着一个士兵的长征。他，二十三年如
一日，驾驭的是台车，掘进的是信仰，直
面的是生死，扛起的是忠诚。大山脚
下，岩层深处，镌刻着新时代‘钻王’的
青春与梦想”——这是组委会写给“砺
剑尖兵”顾汉春的颁奖词。作为某部队
施工员，二级军士长顾汉春把青春洒在
“龙宫”，把“剑法”写在钻头，为长剑飞
天立下汗马功劳。

火箭军作为我军最年轻的战略军种，

近年来使命任务不断拓展，战略威慑与实
战能力极大提升，快马加鞭、加速发展的
强军实践，成为官兵成长的广阔舞台。

砺剑之魂

十多年的“砺剑尖兵”评选，不仅评
选出一大批火箭军部队练兵备战、精武
强能的代表人物，而且凝聚成一种特点
鲜明的军事训练文化，这种文化就是
“砺剑文化”。每一位“砺剑尖兵”背后，
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
蕴含着“砺剑文化”的深刻内涵，凝聚着
一代代火箭军官兵的精神追求，也是人
们理解“砺剑文化”的生动注脚。对此
火箭军一位为长剑飞天默默付出数十
年的将军说，他们的忠诚，他们的胆略，
他们的沉静……这些品质是一茬茬火
箭军官兵的真实写照，它源自练兵备
战，又反哺强军实践。

在走访历届“砺剑尖兵”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事实上火箭军军营处处都有
“砺剑尖兵”的身影，“十大砺剑尖兵”在
战略导弹方阵各条战线发挥的“酵母”
作用已经非常鲜明。他们激励和带动
着广大官兵练精兵、谋打赢，一批又一
批训练标兵、技术尖子、专业骨干、施工
能手在各个岗位上竞相涌现。

近年来，火箭军“十大砺剑尖兵”评
审会现场，每每经过反复酝酿，仍要进
行热烈讨论。“尖兵事迹越来越‘硬’，我
们挑选越来越难了”，连续担任了数届
评委的火箭军机关一位局领导感慨，30
个候选人事迹都很“掐尖”，要从中选出
10名“尖子中的尖子”，真是一次“艰难
的抉择”，因为他们都用青春热血写就
了太多激情澎湃的砺剑故事。

第四届“十大砺剑尖兵”行列里，何
贤达是其中唯一的战士。入伍 10多年
来，他精通5个导弹专业，30次参加重大
军事任务，成功指挥、操作发射8枚导弹，
12次夺得军事技术比武第一名……然
而，他对自己最满意的，是带出了 100多
名徒弟。

那年，清华学子乐焰辉慕名来到某
导弹旅，担任“导弹发射先锋连”指导
员。这期间，在整旅合成训练、“营营对
抗、架架排序”的激烈争夺中，乐焰辉指
挥发射单元连战连捷，最后夺得总评成
绩第一名；部队转战高原驻训，他带领官
兵再次凭实力争得“发射权”，两次将新
型导弹送上蓝天，荣膺“十大砺剑尖
兵”。数年之后，他的学弟郭城春带着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清华大学特等奖
学金获得者”的光环放弃保送读研，考入
南京政治学院，毕业后如愿成为“导弹发
射先锋连”的一名排长。当排长是优秀
发射架指挥长，任指导员被评为全军、火
箭军优秀“四会”政治教员。郭城春结合
新时代官兵思想特点，有针对性地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索训练中政治工
作方法路子，把连队官兵带成了演兵场
上的“小老虎”。去年，他的名字也写进
了“十大砺剑尖兵”的荣誉榜。

从“砺剑尖兵”到“砺剑文化”，实
战化军事训练的战场在延伸，强军文
化铸魂育人的力量也在延伸。“砺剑尖
兵”用热血青春熔铸而成的“砺剑文
化”，作为强军文化的重要形态，正在
练兵备战的广阔舞台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文中图片为火箭军实战化训练中

的情景。冯根锁摄）

长剑飞天的闪亮坐标
——“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文化思考”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王卫东 特约记者 杨永纲

“祖国交给我一条边防线，我把
使命扛在男儿双肩，风云变幻擦亮双
眼，烽火狼烟志如坚……”近日，歌曲
《我爱祖国的边防线》进入官兵视
野。作品展现了边防军人扎根边关、
矢志打赢的青春风采和忠诚尽责、献
身使命的家国情怀。“青春年华留给
了边防线”“万里边关挥撒爱恋”，歌

词真挚热忱，曲调意境开阔感情饱
满，仿佛让人们看到爬冰卧雪、战地
黄花、边关冷月等边防军人军旅生涯
中的特有文化意象。有评论认为，歌
曲《我爱祖国的边防线》倾情演绎出
一代代边防军人的心路历程与成长
写照，彰显出新时代边防官兵戍边卫
国的朴素情怀。

万里边关见证赤子情怀
■夏董财 王耀星

用军歌抒发战斗豪情，用经典凝聚
红色血脉。2月上旬，新疆军区某红军
师机关和直属队官兵在营区举行“唱响
十九大、奋进新时代”主题歌咏比赛。
“陕北闹红，边区屯田，从延安圣

地到八百里秦川……”一首朗朗上口的
《红军师战歌》拉开了比赛序幕。该师
是一支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
辈革命家创建的西北红军部队，从 1932
年起，一代代官兵钻窑洞、战高原、征戈
壁，孕育形成了厚重的师史文化。这些
年来，官兵根据红军师转战历史创作了
《红军师战歌》，在传承红色基因过程中
广泛开展唱战歌、学战史、析战例、忆战
将活动，每逢新兵入营、新学员报到都要
组织学唱。此次歌咏比赛，他们将这首
歌定为每支参赛队的必唱歌曲。决赛
中，官兵动作整齐划一，歌声发自肺腑，
向观众展现出一幅从延安圣地到八百里
秦川、从黄土高坡到青藏高原、从世界屋
脊到火洲吐鲁番波澜壮阔的征战画卷。

传唱红军战歌，感悟红色历史，强化
情感认同，点燃强军热情。下士马迪告诉
笔者：“作为一名红军师传人，把战歌唱
好、唱准是基础，更要读懂、悟透战歌背后
的故事。”为便于官兵学习和理解，该师政
治部专门下发了《红军师战歌》的解读版和
歌词注释，要求官兵利用大型集会、队列行
进等时机坚持唱、反复唱，从中学懂红军部
队的辉煌战史，感悟红军先辈的忠诚基
因。“红军先辈的精神品格是抽象的，但也
能转化为可观可感的。”为实现这一目标，
该师业余演出队指导员刘婷查阅资料、研
读军史、编写剧本，组织官兵加班加点排
练，力求通过歌声、舞蹈和情景剧让官兵
更为真切地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

红色文化凝聚兵心，红军精神激扬
斗志。今年开训以来，全师官兵发扬“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迎风斗

雪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为进一步凝聚
兵心、激发斗志，警调连连长陈天然特意
将冬季训练的火热场景搬上了舞台。他
精心筹划、挑选歌曲、设计动作、制作视
频，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排练。舞台上，
“铁打的汉子”脸涂迷彩、手握钢枪，齐
声唱响《兄弟一条命》，侧屏上同时播放
该连官兵在数九寒冬开展实战化训练
的场景。旋律逐渐高昂，场上官兵随之
肩并肩高唱“向着那胜利向前冲”，铿锵
有力的歌声与官兵鏖战纷飞大雪的画
面相互交迭，感染了在场每一名官兵。
比赛进入尾声，当《强军战歌》响起，官
兵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用慷慨激昂的
歌声唱出满腔热忱，抒发向着强军目标
扬鞭奋蹄、阔步前行的豪迈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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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颗螺丝钉，我是一名武警
兵。雷锋故里的子弟兵，最帅最美的武
警兵……”昂扬的旋律，振奋的歌词，在
营区的上空阵阵回响。这是武警长沙
支队望城中队官兵们正在学唱队歌《最
美雷锋兵》。
“每当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战友们

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的场景就一幕一
幕地浮现在眼前。”士官朱国华在唱
完队歌后说。这个中队从 1982 年建
队以来，这首队歌中的每一句话都折
射出中队官兵向雷锋学习的真实心
声。这首歌，也成为中队的一种特殊
文化符号。
“36年如一日地学雷锋做好事，中

队官兵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记者来
到该中队，看到一面内容丰富的“雷锋
文化墙”。其中，一幅幅中队官兵践行
雷锋精神的历史画面，仿佛穿越时空隧

道，一一展示在大家面前。“这幅画是我
的班长陆成峰帮助困难学生小严娇修
自行车的场景。”新兵宋依雄指着墙上
的一幅壁画说道，“刚下队那会儿，总以
为雷锋只是活在书本上，离我们的生活
比较远，可看到这些之后，我才明白，其
实雷锋一直活在官兵心中。”有相似感
受的不仅是宋依雄。在这个中队，众多
官兵把这面“雷锋文化墙”作为一面无
声的精神之镜。透过其中，官兵总在不
经意间看到什么是雷锋的样子，看到自
己的差距在哪里。

走进中队荣誉室，记者看到，这里
摆满了与雷锋事迹相关的各类出版物
和雷锋生前用过的实物。中队指导员
罗天一介绍道：“这些书都是中队成立
伊始，望城前辈们一本一本赠送过来
的，为的是夯实部队雷锋文化的底子。”
泛黄的书页把大家拉进了那段光荣岁
月。“续写雷锋日记，争做新时代的活雷
锋”，而今已经成为武警望城中队官兵
心中的自觉追求。

训练场的中央，雷锋雕像庄严矗
立。据中队排长胡朝晖介绍，中队定期

组织官兵认真擦拭雷锋雕像，而每一次
擦拭英雄雕像都是一次与英雄的心灵
对话。去年，中队原四级警士长王乐乐
转业，离开部队前，他独自一人在雷锋
雕像前坐了很久，他告诉战友：“十几年
的军旅生涯，仿佛每天都同雷锋生活在
一起，雷锋精神已经深深印刻在了心灵
深处。”
“我愿接过雷锋手中的枪，严密观

察、坚守岗位，视哨位如战场，争当雷锋
式好战士！”走近雷锋哨位，官兵正在组
织交接哨。中队长蒋世民介绍道：“每
当哨兵走向雷锋哨位，都要向身后的队
伍做一次庄严承诺，这已经成了中队多
年不变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哨位上，先
后有 200 多名官兵被上级评为学雷锋
标兵和先进个人,连续 36 年执勤无事
故。可以说，哨位上的每分每秒，都是
践行雷锋精神的真实写照。”

精神之镜
■张海华 熊湘平 徐 磊

练兵场上，胆略过人、技高一筹的尖兵是官兵心中的明
星，也是激励官兵不断超越自我、标识实战化军事训练水平
的鲜明坐标。火箭军部队“砺剑尖兵”评选已经开展了 15个
年头。这一荣誉逐渐累积成为火箭军一种重要的强军文化
形态，是展示火箭军实战化军事训练水平和官兵精神风采的

窗口。在它的激励影响下，一大批训练尖子脱颖而出，在火
热的强军实践中竞相绽放青春的华彩，不断抵近心中的梦
想。本文和此前推出的《“郭兴福教学法”的文化生命力》都
生动说明一条清晰可见的规律，强军文化是战斗力生成的重
要元素，在军事训练领域有着强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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