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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 372潜艇狭窄的舱室内，电工技师陈祖军腰疼的老毛病
又犯了。

看到师傅陈祖军饱受病痛折磨，上等兵黄跃龙眼神里流露
出的除了心疼，更多是崇拜。

2014年的一次战备拉动，372潜艇遭遇严重“掉深”险情，快速
逼近潜深极限。危急时刻，陈祖军和战友朱召伟、毛雪刚3人瞬间
作出反应，毅然断绝了自己“后路”，封闭主机舱进行堵漏……

在那次“掉深”险情的生死关头，全艇官兵临危不惧，舍生忘

死成功排险，使潜艇成功上浮，避免了一起艇毁人亡的重大灾
难，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潜艇史上的奇迹。为此，该艇队受到
习主席的高度赞扬，荣立一等功，并成为全国重大典型，事迹被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这是 372潜艇的“高光”时刻。几年过去了，如今回望那一时
刻并找寻这艘传奇潜艇的蛛丝马迹，人们发现，372潜艇仿佛从
媒体的视野里悄然“消失”了。

相比于“高光”时刻，陈祖军似乎更习惯这种“消失”的状态。“不要

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你听不到我的豪言壮语，我只能
告诉你我在大洋下向你敬礼……”陈祖军喜欢这首潜艇兵的歌，认
为“真正写出了他们战斗的状态，以及发自内心的自豪”。

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平淡日子里，陈祖军带着徒弟黄跃龙反
复检查着各项设备和管线，时不时提一两个问题。黄跃龙的回
答稍有迟疑，他就不厌其烦地再讲一遍。

一对对老兵师傅与新兵徒弟的平淡日常，或许正是 372潜艇
精神底色的真实注脚。

那些“高光”时刻的

背后，是日复一日平凡的

坚守与养成

英雄应该是什么形象？
“高大、伟岸，甚至有点帅气……”几

年前，轮机兵黄坤宇第一次站在潜艇靠
泊的码头，看着英雄的 372 潜艇缓缓靠
近，他心里充满了对那次成功处置“掉
深”险情的英雄艇员的想象。想到自己
即将加入这一英雄群体，他心中既忐忑
又期待。

372潜艇靠港后，黄坤宇钻进这艘英雄
潜艇，第一次见到了新闻报道中写到的那些
英雄的身影。他看到一级军士长、柴油机技
师周军生正蹲在舱室内擦拭设备，二级军
士长、舱段技师练士才在刷厕所……

老兵们满身油污的身影，跟黄坤宇
想象中的英雄形象不太一样，却又好像
是最真实的出场。

舵信专业下士刘学一辈子都不会忘
记这个细节——那次舵信技师赵满星讲
完当年的遇险经历后，还没等他们这些
新兵从崇拜的情绪里缓过神，就蹲到甲
板上操作打磨机开始作业了……

接受采访的时候，刘学沉思好久，几
乎字斟句酌地说：“在 372潜艇，你不能
仅仅理解老兵们那种冲破生死线的艰
险，还要真正理解他们日复一日坚守平
凡岗位的这种融入骨子里的养成。”
“高光”时刻与平凡时刻的无缝衔

接，英雄形象与凡人状态的自然切换，这
些看似相互冲突的特质都集中在潜艇官
兵的身上。对于他们来说，“高光”时刻
只是特例，默默无闻才是常态。

翻开潜艇部队 60多年的历史，记者
发现，相对于其他军兵种部队，关于潜
艇官兵的报道少之又少。他们的职责
是隐秘潜行，他们的形象也长久地不为
人所知。

2013年底，海军某潜艇基地官兵群
体也经历了“高光”时刻。这支核潜艇部
队组建 40多年，才首次成规模地接受媒
体的采访和报道，向公众揭开了核潜艇
部队神秘面纱的一角。

正是这种默默无闻的常态，使得潜
艇兵面对外界的目光格外淡定。

当年，在 372 潜艇被各大媒体轮番
宣传报道的“高光”时刻，本来默默无闻
的潜艇官兵突然处在聚光灯下，头脑却
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从零开始，荣誉
只属于过去”。

一如十几年前，这些潜艇老兵被支
队派去接收 372 潜艇的时候，没有盛大
的仪式，没有任何公开的报道。他们面
对全面升级换代的装备系统，从零起步
开始了艰苦的学习过程，随时准备驾艇
隐秘出海。

当时，年轻的柴油机专业兵周军生
作为首批艇员之一，每天跟着老班长钻

舱室、摸管线、学装备；电工专业兵陈祖
军起早贪黑学技术理论和实操技能，上
岗不到 3个月，就记下 4本电工知识笔
记，绘出60多张电工图纸……

在这个艇队一代又一代艇员的接续
努力下，372 潜艇入列 1 年就形成战斗
力，2年执行远航任务，出色完成备战远
航、雷弹实射等重大军事任务，活动范
围、下潜深度等连续实现新突破，先后创
造了海军常规潜艇战备训练14个第一。

即便没有那次成功处置“掉深”险情
的英勇表现，372 潜艇的“战绩”也足够
耀眼，但老兵们始终坚守了“从零开始”
的平淡。这种踏实作风，正是潜艇部队
由小而大、从弱到强的内在秘诀。

老兵的本领恐慌背

后，是装备加速更新换代

深夜，在 372潜艇的舱室内，柴油机
技师周军生还在学习相关装备的技术资
料。即便在潜艇上工作了 20多年，这位
老兵还是怀有强烈的本领恐慌。

在 372 潜艇，很多艇员都有着同样
的忧患意识。舱段技师练士才早已是技
术“大拿”，而他依然带领战友在装备维
修方面不断追求，提升自主维修保障能
力；电工技师陈祖军在书本学习和实操
训练上依然精益求精，“每天都从零开
始”“电路图要越看越喜欢”是他的口头
禅，也是他的常态……

这些军龄平均在 20 年以上的老士
官，都操作过至少两型以上的潜艇装
备。练士才回忆说，刚上 372 潜艇的时

候，很多装备都是新的，需要从头学，压
力无比巨大。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练士才感觉这种压力并没有减轻，因为
372潜艇还在不定期地经历升级改造。

每一次装备的升级换代，对艇员们
都是巨大的挑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首
支潜艇部队组建，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中国自主研制的首艘常规潜艇和核潜艇
先后下水，潜艇官兵默默无闻、艰苦奋
斗，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跨越。

在公开报道中，“新型潜艇”这个关
键词近年来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
我军潜艇装备更新换代的加速度，对潜
艇官兵而言，感受更为真切、直接。“端
牢饭碗”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职业素养
的必需，更有一种危机感的倒逼。这种
倒逼，直接映射到艇队老兵对徒弟的严
苛要求上——

电工技师陈祖军只要遇见年轻艇
员，就会习惯性地提问专业知识。年轻
艇员一旦答不上来，陈技师就立刻“现场
教学”。

舱段技师练士才有记“流水账”的习
惯。每天的训练和操作中，他都详细记
录下年轻艇员所有失误，并在班会上逐
条点评。
“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的饭碗端牢

了!”练士才告诉记者，十几年前刚上艇
的时候，他的老班长就是这样不断告诫
自己的。他延续了这种严抓训练的传
统，时常对战友们说：“专业就是饭碗。
专业不强，碗就砸了。”

如今，经过数十年摸索，潜艇部队的
人才培养体系越来越完备：潜艇兵先后
要经过海军潜艇学院培训，赴潜艇装备
生产厂家跟班学习，甚至被选送国外交

流学习……潜艇官兵“端牢饭碗”的路径
越来越多。

陈祖军经常在徒弟面前表达自己的
羡慕之情，在新一批艇员出去培训的时
候都要叮嘱：“你们太幸福了，一定要好
好珍惜这些学习机会啊！”

这些年，从 372 潜艇交流出去的骨
干越来越多。每当听到新潜艇列装部队
的消息，感叹“遇见大时代”的陈祖军总
忍不住问自己：“我又带出几个能端牢饭
碗的兵？”

“最美的勋章”背后，

是传承不息的舍生忘死

精神

那天，周军生破天荒地表扬了一名
上等兵。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以带
兵严苛闻名支队的柴油机技师从来不轻
易表扬人，尤其是自己的徒弟。

一次出海演习中，轮机专业上等兵
张智强一时没能扳动某个关键阀门。情
急之下，他一咬牙一顿脚，使尽全力终于
扳动了这个阀门。由于用力过大，他的
右小臂重重地撞在下方的零部件上，划
出了一条15厘米长的血口子。

同舱的中士张宇立即拿来急救
包，准备为他紧急包扎。但张智强毫
不分心，直到把剩下的操作全部完成，
才去处理伤口，然后清理滴落在甲板
上的血迹。
“在这里，伤疤是最美的勋章。”张智

强没想到，师傅周军生就因为这件事，在
班会上特意表扬了自己。要知道，此前

张智强在上级组织的技术比武考核中
“拿到令人震惊的成绩”，都没有换来师
傅的表扬。

前后对比，张智强明白了，在师傅眼
中，舍生忘死的精神究竟有多重。尽管
师傅平时很少把这几个字挂在嘴边。
“艇动三分险，生死一条路。”在 372

潜艇全体艇员心中，“怕死不当潜艇兵”
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次次直面
考验时用行动作出的回答。

在这艘潜艇上，引以为荣的不仅仅
是潜航时间有多长、远航距离有多远、打
破纪录有多少，更是一个个官兵身上的
寻常伤疤。

那些寻常伤疤里，有一代代潜艇兵接
力传承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关键时刻会
以生命的代价凝固成永恒的记忆。

在师傅讲给张智强的诸多不动声色
的故事里，那些为潜艇部队的成长献出
生命的英雄们，他们的故事其实并不传
奇，甚至如此平凡，平凡得就像自己无数
次重复的检修。

那次检修，一名新兵操作失误，舱室
内冒出黑烟。张智强的呼吸器失灵，周
军生果断将自己的呼吸器给张智强戴
上，自己半憋着气排除故障。险情最终
排除了，但周技师却因呼吸道受损住进
了医院……

无论是手上的伤疤，还是受伤的呼
吸道，那种宏大叙事语境中经常出现的
舍生忘死精神的传承，原来如此平常，甚
至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一个又一个平凡
时刻，构成了 372 潜艇上这群军人生命
中的最美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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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潜 艇 的 精 神 底 色
■本报记者 陈国全 段江山 中国军网记者 孙伟帅 通讯员 吴 奔

作为一名士官班长，最感自豪的是
什么？

面对满满一箱荣誉证书和勋章，
372潜艇柴油机技师周军生有足够的理
由为自己感到骄傲。更何况，他还是成
功处置那次“掉深”险情的功臣之一。

然而，周军生却给出了不一样的答
案。在他看来，他亲手带出来的十多名
技术士官骨干，才是他从军 20 多年来
最感自豪的成就。

在周军生的帮带下，士官王闯迅速
成长，如今已经成为另一艘潜艇的柴油
机技师，走到了与他这个“师傅”同样的
高度。

前不久，上级组织不同专业比武。
在柴油机专业比武中，周军生带出来的
柴油机班 5名士官凭着过硬的能力素
质，全都进入优胜者行列。

一支素质过硬的士官队伍，是 372
潜艇战斗力的基础。

南海某海域，一场舰潜对抗演练大战
开幕。柴油机技师周军生和全艇战友密
切配合，驾驭372潜艇在深海隐秘机动，成
功发动攻击。在此次行动中，士官骨干无
疑发挥了定心丸和压舱石的作用。

打开 372潜艇的人员信息登记表，
记者发现，在艇上的数十名士官中，就
有 26 人获优秀士官人才奖，百余人次
在各级比武中取得名次。

看到如此多的年轻士官摘金夺银、
成长成才，周军生感到前所未有的欣
慰。虽然身处狭小的潜艇舱室，周军生
并不觉得孤单。因为在他身后，一大批
士官人才正在加速成长，并将驾驭 372

潜艇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372潜艇的士官队伍现状是海军士

官人才建设成就的缩影。在海军舰艇
和潜艇部队，士官占兵员的大多数，武
器装备多数由士官操纵。正是因为有
了许许多多掌握各种“绝活”的士官人
才，各型舰艇、潜艇才能征战远海大洋。

在周军生看不到的其他领域，无论
是水面游弋的舰艇，还是深海潜行的潜
艇，无论是搏击海天的战机，还是驻守
高山海岛的哨所，更多的海军士官骨干
正发挥着“龙骨”般的支撑作用。

在素有“中华神盾”美誉的海口舰
上，近年来共有数十名士官在海军、战

区海军、支队组织的专业比武中摘金夺
银，很多士官人才还被输送到兄弟部队
和其他舰艇，成为各个专业领域的“顶
梁柱”。

士官人才的群体崛起，成为战斗力
提升的催化剂。海口舰主炮班班长李
明，通过改造主炮供电系统，使攻击时间
缩短了数十秒；副炮指挥仪班班长朱举
彬，创新采用某型雷达给副炮下达目标
指示，使副炮抗击效能大大提高；燃机技
师周帅提出的 9项装备改进措施和 3项
创新发明被厂家院所采纳，并在海军同
类型舰艇中推广……

数十年的海军发展史上，中国战舰

留下了一道道闪亮航迹。实现了中华
民族百年航母梦的辽宁舰入列，留下的
航迹尤为耀眼。

辽宁舰上的高级士官群体作为首
批舰员，他们扎根在航空、机电、航海、
武器、通信、舰务等部门各个关键岗
位。在他们操控下，经过反复摸索、研
究、论证和数百次磨合训练，建立了按
部署就位、按流程实施的航母航空保
障模式，制定了一整套舰载机保障流
程规范，助推辽宁舰快速形成了航母
舰载机综合保障能力，舰载机驻舰数
量、单日飞行架次、起飞和回收效率均
得到显著提高。

为了航母战斗力建设，这些航母
老兵不光自身武艺精湛，还倾尽所能
搞好“传帮带”。他们自己动手编写各
专业教材，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
帮带身边战友。全舰 70%的年轻士官
都是他们的徒弟，平均每人带出 3名以
上班长骨干，为未来航母发展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骨干，成为航母建设最有
力的生力军。

海军士官队伍的快速成长，与中国
海军的快速发展和转型跨越同步。
“在海军服役十多年，一大批新型

舰艇列装，出国像串门一样。”海口舰机
电部门柴油机班班长王东曾感慨道，
“我们是幸运的，赶上了这个好时代，只
要肯奋斗，就能驾驭新型舰艇，实现征
战远海大洋的梦想。”

王东道出了千万海军士官骨干的心
声，是他们对这个时代发自内心的感
恩。而这支快速成长的士官队伍，又是
这个时代的产物。正是他们默默无闻、
甘于奉献，不畏风雨、不惧挑战，用钢铁
般的意志，托举着大国战舰，向着深蓝、
向着未来、向着胜利破浪前行！

从372潜艇透视海军士官队伍快速成长
■中国军网记者 孙伟帅 本报记者 陈国全 段江山

图①：372潜艇起航出港，向着目标海域隐秘进发。图②：372潜艇破浪前行。图③：电工技师陈祖军正在操作装备。 吴 奔摄

在人民军队的历史长河里，“向死而

生”从来不是一道哲学命题，而是用热血

蹚出的一条胜利之路。在无数次的生死

考验中，人民军队凭着“除了胜利一无所

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战斗精神，筑

起一个个精神高地。

红色基因传承接力，流淌在一代代

官兵的血脉深处。2014年，在海军组织

的一次不打招呼的战备拉动中，372潜

艇紧急出航，成功处置重大突发险情，并

圆满完成任务，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潜

艇史上的奇迹，铸就了“特别讲忠诚、特

别敢担当、特别有血性、特别能打仗”的

“深海铁拳”精神。

这是精神高地的新“海拔”。筑起

这个精神高地最强大的力量，来自思想

的追随和扎根于灵魂的信仰。近年来，

372潜艇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

引，专攻精练，真打实备，铸魂砺胆，培

养一流的作风、树立一流的标准、创造

一流的业绩。

正是因为有了崇高信仰的激励，372

潜艇官兵骨子里蓄积着一股万难不辞、

临危忘死的雄风锐气。无论任务多么艰

巨，都不畏惧，闻令而动；无论挑战多么

严峻，从不退缩，迎难而上；无论航行多

么遥远，都不迷航，信念如磐。

强军的关键是强本事，能打胜仗是军

人最具体、最现实的担当。372潜艇特别

注重在平时的一点一滴、一人一事中坚持

战斗力标准、树牢备战打仗思想，在一次

次与险情、强敌的较量中锤炼战斗作风，

让闻战则喜的尚武精神和不畏艰难的英

雄气概深深地融进每一名艇员的血液。

艇动三分险，生死一条路。凭着“深

海铁拳”精神，372潜艇把出航当出征、

下潜当战斗，以临战的姿态、实战的标

准、打仗的作风，从难从严刻苦训练，在

挑战极限中锤炼本领，在深海大洋中苦

练硬功，近两年来创造了我常规潜艇多

个“首次”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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