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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走进中国战舰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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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对垒，首先是

精神的对决，从郑和舰走

出的指挥员必须是精神

的强者”

新一轮的远海实习开始了。一声汽
笛鸣响，从郑和舰桅杆上滴下几滴黄色
污水，弄脏了信号旗。

信号班班长侯英凯顿时警觉起来。
他带着几名战士爬上桅杆，查明是桅杆
顶部管路里淤积的少量锈水，这才松了
口气。他们在几十米高的桅杆上高空作
业，将管路内部擦拭得锃亮。

这种严谨作风，让随舰实习的 200
多名海军学员深受触动。

郑和舰扬帆起航的地方，就是曾发
生了甲午战争的旅顺港及其附近海域。
甲午战争不仅让中华民族沉痛了一百多
年，也引发了数代人长久的反思。
“当年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未来

海战如何才能取胜？”历史的警钟长鸣，
时时叩响郑和舰官兵及学员心中的“胜
战之问”。
“两军对垒，首先是精神的对决。”郑

和舰舰长高正龙历数当年北洋水师官兵
作风之散漫、精神之萎靡，时时训示舰员
和学员引以为戒，不断锤炼昂扬的精神
和严谨的作风。他说：“从郑和舰走出的
指挥员，必须是精神的强者。只有经过
爱国精神和过硬作风的全面锤炼，学员
们才能在未来海战中胜出。”

在郑和舰上采访，记者发现整艘舰
崭新而整洁，丝毫看不出这艘舰已经是
31岁的“高龄”。威严的舰容舰貌背后，
是舰员们长久保持下来的严谨作风和良
好精神状态。而在高正龙看来，郑和舰
的这种精神特质都起源于首任舰长留下
的“烙印”。

郑和舰首任教练舰长冯缵枢曾是海
军最年轻的舰长。他 24岁时，就担任了
成都舰舰长一职。郑和舰入列后，急需
一名经验丰富的舰长来带领全舰走向大
洋。将近花甲之年的冯缵枢不辞辛劳，
来到郑和舰任职。
“花甲舰长”冯缵枢将毕生心血倾注

于郑和舰，为海军人才建设趟出了一条
新路。临终前，他亲笔写下遗言——“舰
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保卫海疆保祖
国”。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背后，是冯

缵枢对党和国家最深厚的忠诚和热爱，
还有对胜战、对培养打仗型指挥人才的
不懈追求。他铸就的精神高峰，成为融
入郑和舰官兵和学员血脉的红色基因。
“爱国是对军人的基本要求，出访外

国，更能让学员们体会到祖国强盛、民族
复兴的分量。”郑和舰政委孟建林介绍起
数次出访的经历——

郑和舰访问马来西亚时，参观人数
超过 1万人，人们排起 400多米的长队，
让官兵们深刻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军人
的自豪；

在新西兰，一位 70 多岁的华侨拄

着拐杖上舰参观。他泪流满面地向国
旗鞠躬的瞬间，让很多官兵明白了祖国
二字的含义……

强烈的爱国情怀，最终都内化为郑
和舰官兵刻苦钻研、严谨务实的训练作
风和治学作风。

在填写航海日志的考试中，学员李
作虎把 5链错记为 8链。被教员发现后，
他的考试被判为0分。

李作虎不服。教员毫不客气地回
应：“3链的误差足以导致一场败仗，别
忘了甲午海战的教训！”

教员的话如一记重锤，李作虎顿时
面红耳赤。

在剩下的航程中，李作虎知耻后勇，
加班加点地学。在最后的考核中，他一
举夺魁。

“海军学员如同幼年

‘鲨鱼’，需要千锤百炼才

能闯荡大洋”

学员王育才顾不上擦额头的汗，只
能全力测算、绘图。
“我舰受不明电磁信号干扰”“无

GPS、无北斗导航信号，改用路标定位确
保航行安全”“规避不明障碍物”……西
太平洋某重要海峡水道，郑和舰正开展
海图作业考核。一条条“高危”信号不断
传来，随舰实习的海军学员感到“战斗硝
烟弥漫”。
“这个考核太‘烧脑’，不过很带劲！”

参加完考核，学员王育才都快虚脱了。
这样紧张的训练和考核，是郑和舰随舰
实习学员的常态。
“远海和重要海峡水道，才是未来海

战最可能发生的区域。”高正龙舰长谈
道，“在这些海区组训，设置复杂的战场
条件，可以大幅提升实战化训练质效。”

在郑和舰，这种近似实战的演训和
考核场景，曾在托雷斯海峡、台湾海峡、
钓鱼岛海域、马六甲海峡等地屡屡上演。

郑和舰是学员对接部队的关键环
节，不仅关系着他们能否迅速适应基层
岗位，也关系到海军战斗力建设。

郑和舰一直在寻找提升训练质效
的最佳途径。为了缩短学员从院校到
基层舰艇岗位之间的距离，郑和舰探索
出了混编统管的训练模式，把学员轮流
编入舰上的不同部门，嵌入岗位 ，与舰
员一起值更，参与舰上的各种部署，使
学员在实战化训练中摔打，迅速成长为
合格舰员。

那年 11月，郑和舰遭遇强劲的西伯
利亚寒潮。
“当时的浪有六七米，舰体横摇达

28 度。”说起当时的场景，傅寒野依然
记忆犹新。虽然学员们全都出现严重
晕船症状，但他们依然坚守岗位。很多
人把呕吐袋挂在脖子上，继续开展各种
操作。
“海军学员如同幼年‘鲨鱼’，虽说都

是千挑万选的青年精英，但多数没有经
历多少挫折，也没上过战场，需要千锤百
炼才能闯荡大洋。”在谈到人才培养时，
郑和舰政委孟建林对记者说。

一次，郑和舰在某海峡与一支外军
舰队不期而遇。外军舰机对郑和舰抵近
侦察。郑和舰舰长高正龙按照战备要求
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并要求随舰学员测
定外军舰艇的运动要素，进行舰艇机动
绘算和战斗航海作业。当天晚上，他又
组织学员剖析外军舰艇性能，探讨未来
海战的制胜办法。

采访中，记者在高舰长的电脑中看

到，应对外军反侦察部署、取证部署、防
空部署等方案一应俱全，学员和舰员的
职责分工、具体战位以及组织流程一目
了然。
“这些年，郑和舰常态化执行出访和

远海实习训练任务，被外军舰机跟踪监
视很平常。”高正龙解释说，“不过这些免
费‘陪练’越多，实战味道越浓，学员成才
越快！”

“大国海军的军官应

该把世界装入心中，有纵

横四海的眼光”

海军学员胡樱芝感觉全身都在发
抖，汗水顺着衣角淌到了甲板上。而她
依然咬紧牙关，猛收小腹，一个接一个
地做着仰卧起坐。现场爆发出阵阵加
油声。

在郑和舰组织的这场“海上吉尼斯”
体能竞赛中，韩国海军特战队员余振善
在各个课目上，都对她紧追不舍。

在胡樱芝看来，这已经不是两个选
手之间的较量，而是两国海军精神的对
决。就在她感觉全身都快要被撕裂的时
候，比赛结束的哨音响起，胡樱芝被战友
扛了起来——赢了，她以绝对优势赢得
了竞赛。

在郑和舰，与各国海军的交流和
较量从未停止。记者在郑和舰上看到
了一摞特殊的毕业证，上面印刻着外
国海军学员的名字，他们分别来自美
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日本等 18
个国家。

在与各国学员的交流中，郑和舰的
学员真切地感受到了未来竞争的压力，

也激发出全舰官兵更大的好胜心。
采访期间，一本《出访官兵启思文

鉴》引起了记者的兴趣。翻开目录，《外
军舰艇的设计特点》《外军女舰员管理调
研报告》等文章令人耳目一新。

女学员曲研诺告诉记者，这些调研
报告被逐级上报，报告中有的意见建议
已经被装备生产单位和部队采纳、应用
和推广。
“海军是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

军种。大国海军的军官应该把世界装
入心中，有纵横四海的眼光。”海军某
训练舰支队政委宣连军与郑和舰结缘
20 多年，在舰上当过战士，任过枪帆
长、舰政委。他对记者说：“郑和舰就
是拓展学员国际视野的关键平台。引
导学员在放眼世界的过程中找到能为
我所用的经验和规律，才能真正催生
战斗力。”

记者了解到，郑和舰服役不到两
年，就于 1989 年代表人民海军首次访
问美国珍珠港。近年来，郑和舰每年
都走出国门，航迹遍布太平洋、印度洋
和大西洋的主要海区和港口，让学员
的视野伴随着郑和舰的航迹，向远海
大洋延伸。
“通过出访，把学员带到国外开阔视

野，直观感受外军发展建设的现状，在比
较中外差别中强化使命感、责任感，寻找
强军之策，这是郑和舰育人的核心要
义。”宣连军政委总结到。
“长风波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如今，郑和舰培养的学员已经成为
海军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郑和舰这艘
老当益壮的“功勋舰”，还将活跃在世界
大洋，与戚继光舰、邓世昌舰等训练舰艇
一起，肩负起海军人才培养重担。

版式设计：梁 晨

郑 和 舰 的 而 立 之 年
■本报记者 陈国全 段江山 中国军网记者 孙伟帅 通讯员 刘征鲁

在东部某海域，郑和舰正破浪前行。该舰的诸多岗位上，
活跃着海军多所院校的各专业学员。此次远航，是他们踏入
海军指挥员方阵的第一步，也是郑和舰航行第31年。

在驾驶室内，该舰舰长高正龙目视万里海疆，仿佛看到海
军指挥员方阵壮大变强的航迹。

随我国首艘训练舰郑和舰出航，记者得到这么一组数字：
服役 31年，14次走出国门，出访过美国、俄罗斯、意大利等 6大

洲的 29个国家，累计航行了 43万多海里，是名副其实的“外交
大使”“海军大使”。

另一组数字似乎蕴含着更加气势磅礴的图景：服役至
今，3 万多名学员在郑和舰淬火后走向深蓝大洋。我海军
现役水面舰艇指挥军官中，每 3 人中就有 2 人曾在郑和舰
上实习。

郑和舰作为我海军指挥人才的“摇篮”，这 3万多名指挥

员的从军轨迹，无疑是郑和舰航迹的延续。从这个角度来看，
郑和舰人才建设的航迹遍布全海军，触及全世界的主要海域
和水道，既连接着过去，也通往未来海战场。

三十而立。作为我国首艘训练舰，郑和舰在而立之年，早
已成就斐然。郑和舰立于训练舰之首，也立于海军初级指挥
人才建设的最前沿。它无愧于中国“军校第一舰”的美名，也
当得起海军授予的“功勋训练舰”荣誉称号。

多年前，当王刚听到自己被分配到
辽宁舰的时候，他刚随郑和舰完成出海
实习不久。如今，作为辽宁舰副航海
长，他依然记得自己随郑和舰首次出海
的激动心情。无论航母行在何处，从他
手中规划出的航线，饱含有郑和舰上练
就的技能功底。

在中国南海某海域，海口舰正执行
战备任务。望着舷窗外的碧海蓝天，海
口舰舰长樊继功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
随郑和舰出海实习的年轻岁月。郑和
舰成为了他征战大海的第一站。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如今，樊继功指挥海口
舰征战远海大洋，早已走出了比郑和舰
更精彩的航迹。

在多国海上联演现场，黄山舰某
部门副部门长朱湖滨和战友们紧张作
业，侦测四面八方的海空情，为黄山舰

的作战行动提供情报支持。几年前，
他首次随郑和舰出海，就开始在情电
专业的相关岗位实习，并以优异的成
绩结业。如今，他的专业技能经过多
次重大演训历练早已精进不少，但他
依然念念不忘当年在郑和舰上打下的
扎实基础……

我海军现役水面舰艇指挥军官，每
3人中就有 2人曾在郑和舰上实习。对
于这些指挥军官来说，郑和舰就是他们
的“出海口”和“成人礼”。对于郑和舰
来说，这是无比光荣的成就。

郑和舰是名副其实的“军校第一
舰”，是“功勋训练舰”，是出访“明

星舰”。舰长高正龙告诉记者：“海军
院校学员上舰实习任务很重，从服役
那一天起，我们基本上就是满负荷运
行，一年在海上航行两百多天很正
常。”

从郑和舰的舰艉走到舰艏，从驾
驶室到住舱，所到之处，井井有条，一
尘不染。整洁的舰容舰貌令人惊叹，
很难相信这竟然是一艘已经服役 31年
的老舰。
“我舰是学员对海军舰艇部队的

‘第一印象’，如果我们标准不高，就会
给学员树立不好的榜样。”高正龙解释
说：“所以我们对装备的维护保养要求

格外高，让老舰‘青春永驻’。”
学员要学的，显然不止这些。帮助

学员从陆地走向大海，从课堂走向舰
艇，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转化为适应海
上作战需求的打赢能力，才是郑和舰的
“核心使命”。

记者了解到，郑和舰总共有 3个教
室，可以满足 200 多名学员同时听课，
而网络教学系统，可以保证 3个教室同
上一堂课。郑和航还为学员提供航海、
机电、通信等十多种数十个实习岗位，
舰上官兵手把手帮带，传授对应装备的
使用方法和岗位值更要点，让学员迅速
熟悉和掌握舰上工作的各种技能。一

批接一批的学员在郑和舰上历练成长，
淬火成才。

人终究会老去，舰艇也一样。
近年来，海军新型舰艇纷纷入列。

去年初，一艘以民族英雄戚继光的名字
命名的训练舰正式服役。它的满载排
水量近万吨，稳居亚洲训练舰艇第一，
舰上的教学装备已经和世界接轨，和部
队同步，众多岗位上的舰员均有在郑和
舰实习受训的经历。

训练舰“家族”的壮大，预示着我海
军人才建设的加速发展。中华民族建
设强大海军的百年夙愿，终将在这些海
军人才的身上实现。

从郑和舰透视海军初级指挥人才培养
■本报记者 陈国全 段江山 中国军网记者 孙伟帅

郑和舰是中国海军指挥人才的摇篮。3万多名学员在郑和舰“淬火”后走向深蓝大洋。 刘征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