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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新时代，战舰与命名城市双拥共建工作
如何取得突破？如何让命名城市拥军举措从“一
对一”向“一对多”转变，惠及部队更多官兵？2月
上旬，某驱逐舰支队邀请舰艇命名城市双拥工作
小组领导召开联席会议，希望通过整合军地优势
资源，创新深化双拥活动内容载体，实现舰城资源
共建共享，构建共建新格局，促进军民共同发展。

进入新时代，舰城双拥共建要有新气象。记
者了解到，西安市利用自身文化底蕴，协调师资力
量到该支队为官兵进行民乐、书画等兴趣特长培
训；郑州市积极协调派遣名校讲师到部队开办“名
师课堂”，帮助支队官兵提高精神文化层次；舟山
市司法局与支队建立法律援助机制，帮助官兵家
庭解决涉法涉诉问题，维护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
扬州市派遣所属医院知名专家教授到支队进行健
康巡诊、开展健康讲座，提高官兵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平……
城市把官兵当亲人，时刻牵挂他们的冷暖；官

兵把城市当作“第二故乡”，深深爱着家乡人民。
2016年 7月下旬，荆州市遭受特大暴雨。荆州

舰官兵出海归来，得知“第二故乡”遭受洪涝灾害
后，自发捐款，并举行签字仪式鼓励“家乡”人民重
建家园。

除了面对灾害挺身而出积极救助，舰艇部队官
兵还利用重大节日、庆典活动、命名纪念日等时机，
开展“三送”活动：送建议给党委政府，派舰领导参加
命名城市“两会”、经济发展论坛等；送报告给人民群
众，派“水兵宣讲团”介绍海洋和海军；送爱心给贫困
学生，经常给予电话关怀、书信交流、经济资助。

济南舰、黄冈舰持续开展“舰城共建手拉手”扶
贫、助学活动，济南舰官兵先后帮助济南市10名贫困
学生完成学业，有的直至走上工作岗位。

从一城对一舰到一城对多舰—

“为兵服务共同体”构建共建新格局

舰艇是浮动的国土、流动的名片，

经常远涉重洋、分散独立或与其他兵

种共同执行各种战斗勤务，是国家尊

严、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象征。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用人名不

妥。我们的海军刚刚组建，现有的战

舰是我们的海上根据地，是星星之

火。”这是1949年人民海军刚刚成立

时，毛主席在听到大家对战舰命名的

议论后指出的。随后，一批以“井冈

山”“南昌”“延安”“遵义”“古田”“兴

国”等革命圣地地名命名的战舰，在中

国的“蓝色国土”上点燃了“星星之

火”。从此，以城市命名战舰、用战舰

宣传城市，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下，军民共建“海上长城”的一个

具体展现，是我国特有的制度传承和

文化传承。

中国拥有5000年的历史，每一座

城市无不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一艘战舰，从它被命名的那一刻起，就

与命名城市拉起了一条无形的纽带，

鱼水情深、心心相连。城市厚重的底

蕴与优秀的文化，在纽带连接中嫁接

传承，得到升华与新生。泰州舰，以海

军诞生地命名，威猛的驱逐舰再度启

航，踏上海军发展壮大的新征程；湘潭

舰，以伟人故里命名，时隔28年，凤凰

涅槃、浴火重生，再续优良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

舰为城荣，城因舰威。对于一座

城市来说，命名战舰，是一种无上荣

光，不仅会增强市民的自豪感，而且点

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火炬，更是拳拳

爱国情的有效载体。对水兵们来说，

舰艇命名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市民”

的荣誉，更意味着一份牵挂、一种责

任、一份动力、几多鞭策。

2011年，徐州舰不负众望，顺利完

成撤离我在利比亚人员的护航任务，

开创海军护航编队远洋遂行任务的

“五个首次”，受到习主席和中央军委

的褒奖，荣立一等功。2016年，湘潭舰

继承海战功勋舰的优良传统，入列仅

43天就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圆

满完成第23批护航任务，充分体现了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铁

血忠魂，展示了人民海军新型舰艇的

威武雄姿和海军官兵的良好形象。一

艘艘威武战舰，总是用最质朴的语言、

最实际的行动为命名城市添光增彩，

成为城市最亮丽的名片。

习主席强调指出：“我们的军队是

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

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

强大力量！”战舰与城市的共建共鸣，

承载着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文

化的结晶，必将凝聚“军民团结如一

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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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每个有海军的国家，都拥
有象征国家尊严、标志综合国力的舰艇。

有舰就有舰名，人民海军的舰艇也
不例外。那么，共和国的“流动国土”
究竟是怎样命名的呢？这些名字的背
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星星之火，在万里海

疆燎原

1978 年 11 月 18 日，海军正式颁布
《海军舰艇命名条例》，对人民海军舰艇
命名作出规范。往前追溯，那段特殊历
史背景下人民海军所采用的舰艇命名方
法，依然让今天的我们回味无穷。

1949年 4月 23日，划时代的旗帜在
江苏泰州白马庙升起——中国人民解放
军华东军区海军宣告诞生。当时，大家
对已有的舰艇如何命名进行了讨论，有
人提议用领袖和将军的人名，有人提议
用战斗英雄的人名。毛主席听到议论后
笑着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用人名不

妥。我们的海军刚刚组建，现有的战舰
是我们的海上根据地，是星星之火。

1949年 9月 19日，国民党海防第一
舰队旗舰——“长治”号在上海吴淞口外
起义编入人民海军序列，而后更名为“南
昌”舰，其意不言而喻。

1950年 4月 23日，在南京江面举行
的华东军区海军一周年生日庆典暨舰
艇命名典礼上，由中央人民政府、中央
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名的
人民海军第一批舰艇展示了崭新的舰
容和舰名——“井冈山”“南昌”“延安”
“遵义”“古田”“兴国”……寓意以革命
圣地的“星星之火”燎原祖国的“蓝色国
土”。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决
心加快人民海军的建设步伐。1953年 6
月 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海军订货协
定”，从苏联进口部分战斗舰艇，其中包
括4艘驱逐舰。

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认为，这 4
艘舰艇虽然都是苏联二战时期战功卓
著的战舰，但它们毕竟不是我们自己建

造的。我国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争
取早日拥有自己设计建造的大型军
舰。而这一切必须依靠强大的工业基
础，因此，这 4艘军舰的舰名定为当时中
国的四大工业重镇“鞍山”“抚顺”“长
春”“太原”。

规范命名，擦亮流动

国土名片

为了便于实施领导指挥，开展国际
交往，扩大政治影响，激发全体官兵爱祖
国、爱舰艇的热情，1986年 7月 10日，海
军对舰艇命名条例又作了补充和修改。

这次修改总的原则是：区别于国
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舰艇命名；区
别于国内地方船名；条理性强，便于
记忆；字音清楚，不易相互混淆；名
称响亮，有意义，能够体现祖国的尊
严，表现出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
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使用长久，

在相当长时间内，能够满足装备发展
的需要。

条例规定，舰艇的舰名、舷号，是
舰艇编入战斗序列时，由领导机关授
予的部队番号和代号。具体命名规定
是：巡洋舰以行政省（区）命名；驱逐
舰、护卫舰以大、中城市命名；核潜艇
以“长征”加序号命名；常规导弹潜艇
以“远征”加序号命名；常规鱼雷潜艇
以“长城”加序号命名；扫布雷舰以
“州”命名；猎潜艇以“县”命名；船坞登
陆舰、坦克登陆舰均以“山”命名；步兵
登陆舰以“河”命名；辅助船艇均以表
明所在海区和性质的名称再加序号的
形式命名。

不拘一格，“流动国

土”承载民族精神

我们所熟知的舰艇，多以省、市
（州）、县，湖泊、高山为舰名，那么人

民海军的战斗序列里，到底有没有用人
名命名的舰艇？

还真有。用人名命名的舰艇，最出
名的莫过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郑和舰
和世昌舰。1987年 4月，我国第一艘远
洋航海训练舰在上海求新造船厂下水交
付海军，归属大连舰艇学院，命名“郑
和”，舷号 81。这艘现代化新型军舰，
可单舰环球半圈无需加油。学员在这艘
舰上，可同时进行航海、观通、机电、
武备、船艺、医疗等40多个科目的实习
训练。时隔10年，国防动员舰世昌舰也
交付海军。

大家所熟知的竺可桢船、钱学森
船、毕昇舰、华罗庚舰也以人名命名，
这些人无一不是在中国历史上或者在新
中国建设中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巨匠。
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就是要纪念他们的
丰功伟绩，勉励后人。

在人民海军编制序列中，还有一艘
极为特殊的舰船，其命名没有受到任何
规则限制，也是迄今海军舰船中名字最
长的，那就是隶属于东海舰队的外交明
星船——和平方舟医院船，其地位作
用，读其名便可知。

此外，还有数艘以星系命名的电
子侦察船，这些星系都是中国古代天
文历法里为民间所熟知的，如北极星
船、天权星船、开阳星船，等等。天
权星船所命名的天权星，在古代是文
曲星，而开阳星船中的开阳星，是古
人所说的武曲星。

战 舰 ，祖 国 为 你 命 名
—人民海军舰艇命名背后的故事

■徐 巍 张 千 本报记者 刘亚迅

游弋在远海大洋，战舰是流动的国土，也是舰艇命名城市的亮丽名片，请看—

“第二故乡”：水兵心中的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陈国全 特约记者 代宗锋 通讯员 林 健

1950 年 4月 23 日，华东军
区海军一周年生日庆典暨舰艇
命名典礼上，人民海军的第一
批舰艇被以“井冈山”“延安”
“遵义”“古田”等革命圣地的地
名命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
今，我国大部分战舰采取城市
地名加舰艇舷号的方式命名。

游弋在远海大洋，战舰是
流动的国土，也是舰艇命名城
市的亮丽名片，承载着远航水
兵的青春梦想，联结着水兵与
“第二故乡”的情感寄托。无论
身处何方，舰艇和水兵的一举
一动都在演绎着新的城市故
事；无论航行有多远，水兵永远
都牵动着“第二故乡”人们关注
的目光。

3 月 7日，海军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水兵学
习室里秩序井然，首批报名参加扬州职业大学进行
学历升级的73名扬州舰官兵正在进行期中考试。

学习室里，负责监考的人员不是穿军装的部队
人员，而是专程赶来的扬州职业大学6名教师。

这次考试，源于扬州舰和扬州职业大学于去年签
订的“舰校合作办学暨教育拥军”协议。根据该协议，
扬州舰官兵可以在职报考扬州职业大学计算机、电气
工程等专业，由学校通过网上教学和派教师上门授课
等形式帮助官兵学习深造，课程修完通过考试的官兵

可获得全国高等院校大专毕业证书。
采取同样的方式，徐州工程学院为徐州舰的 61

名官兵送学送考到舰艇，免费为官兵开展学历升级
培训。

泰州学院也在“线上+线下”辅导基础上增加了
舰上小组学习的教学模式，惠及报名学习的 350余
名官兵及亲属。

泰州市还在泰州舰开设“流动图书站”，先后赠
送了军事、人文、地理、经济、历史、法律、政治等方
面的数千册图书，丰富了官兵文化生活。

从送钱送物到送学送教—

文化教育拥军助力官兵学历升级
轻刷指纹便完成离舰登记，舰员的身份信息、请

假事由、离归舰时间、外出去向等资料在舰艇值班室
电脑屏幕上条条在列；轻刷“一卡通”就能完成图书借
阅、洗衣取衣。厦门舰政委宋振明介绍，这些“智慧生
活”带来的便利，得益于厦门市的科技智力支持。

距科技拥军的厦门市 900多公里的黄冈市，则
利用红色文化拥军帮助黄冈舰官兵传承红色基
因、夯实理想信念。

黄冈市地处大别山南麓，境内有红安、麻城两
大全国著名将军县，是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区。黄

冈市利用自身丰厚的红色教育资源，与黄冈舰携手
打造了舰艇通道文化品牌。展板“黄麻起义”“刘邓
挺进大别山”等，为黄冈舰营造出浓厚的战斗氛围；
黄冈市词曲家为黄冈舰谱写的舰歌《砺剑在大洋》，
激励官兵思战敢战的昂扬斗志。
“以前命名城市与舰艇共建，多是茶话会、文艺演

出等活动，内容和形式基本上都一样。”某驱逐舰支队
领导深有感触地向记者介绍，近年来随着共建不断深
入，各命名城市纷纷挖掘自身的优势资源，帮助打造
极具特色的舰艇文化，受到官兵欢迎。

从千篇一律到各施所长—

挖掘优势资源打造特色舰艇文化

某驱逐舰支队常年担负各种战备值班任务，
舰艇年平均出海 200天以上。以往搞双拥共建多是
地方干部群众来驻地慰问官兵，部队官兵忙于战
备训练，很少与共建城市互动。
“军民共建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们要

充分依托海军文化特色和舰艇任务特点，让战舰
成为‘城市名片’和‘形象大使’。”基于这样的
理念，该支队抓住舰艇出访、外事接待、军地联
谊等时机，围绕共建城市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
积极开展中国文化名城主题宣传，向到访国民众
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

2015 年，益阳舰执行远洋护航任务并进行
环球访问时，该支队在通道一隅，专门设立益
阳文化区，利用图文并茂的展板形式，将益阳
独特的“黑茶采制技艺”“地花鼓”等文化进行
了全方位展示。同时，官兵“走向大洋、面向

世界”的豪情壮志和体现中国古代军事理论成
就的 《孙子兵法》，通过益阳久负盛名的竹雕技
艺悬挂在通道一侧，既有浓浓的军味，又展示
了益阳的文化魅力，在不少国家民众中掀起了
一股“益阳热”。

带出去的是文化影响，带回来的是见闻财
富。2013 年，常州舰圆满完成亚丁湾护航任务
后，官兵受邀在常州市党政机关和院校宣讲战风
斗浪、与海盗斗智斗勇的事迹，深深感染了聆听
报告的地方民众和院校师生。与此同时，常州舰
官兵还多次到常州市共商双拥发展大计、走进
“军民共建道德讲堂”，与常州市民进行多层次互
动交流，共同传递正能量。时任常州市领导表
示，常州舰官兵在护航任务中展现出来的不畏困
难、勇于挑战的精神，将鼓舞常州人民把各项工
作做得更好。

从来而不往到双向互动—

发挥舰艇自身特点释放宣教功能

国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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