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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

要榜样引领。

在陆军部队高举习近平强军思想伟

大旗帜、豪情满怀加快新时代转型建设

之际，陆军举办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标兵评选，杜富国、李庆昆、候国领、

蒯威、张尚年、刘加平、杨祥国、吕建民、

钱立志、冷雪冰10名同志获此殊荣。

时代先锋、精武尖兵、铁血勇士、科技典

范、道德楷模……品读“十大标兵”的生动事

迹，每个名字之前都有响当当的定语，每个

名字背后都有不平凡的故事。在他们身上，

既见信仰信念、人格风骨，又见强军担当、家

国情怀。他们的先进事迹，充分展现了对党

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矢志打赢、强军

精武的过硬素质，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血

性担当，情趣高尚、品行端正的道德情操，生

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当代军人的

革命本色、时代新人的亮丽风采，为陆军广

大官兵立起了时代标杆、精神偶像。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

支奋发图强的军队，应当对培养什么样的

人、怎样培养人，与时俱进给出科学回答，

进行战略谋划。习主席反复强调“军队要

有军队的样子”“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

发出“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

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伟大号召。这反映

了强军兴军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党和人民

的期望重托。

成大业者，首在立人。陆军领导机

构成立以来，广大官兵按照习主席指引

的强军方向、开辟的强军道路、擘画的强

军蓝图奋力前行，陆军上下呈现出积极

投身强军事业、争当“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生动局面，涌现出一大批学习强

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担当强军重任的

模范人物，有力促进了新时代练兵备战

和转型建设，助推新型陆军的航船扬帆

远航。

奋楫时代，谁为先锋？陆军发挥荣誉

价值引领作用，大力培塑时代新人，系统构

建表彰激励体系，评选出的“十大标兵”，人

人是榜样，个个是标杆，他们将从张思德、

董存瑞、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群等老一

辈英模人物手中，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接续

引导广大陆军官兵学强军思想、干强军事

业，学先进事迹、当“四有”军人，凝聚起强

军兴军、建强陆军的磅礴力量。

榜样是精神的坐标，典型是生动的

教材。确立什么样的榜样，就是明确什

么样的标准；树立什么样的典型，就是

体现什么样的导向。这次标兵评选，突

出“四有”内涵要求，目的正在于引导官

兵认清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目标指向、根

本尺度和基本准则，自觉在部队大熔炉

中按照“四有”要求，实现灵魂“补钙”、

本事“升级”、血性“淬火”、品德“提纯”，

持续摔打锤炼、努力成长成才。

“创造新陆地的，不是那滚滚的波

浪，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新时代

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

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今天学习

标兵，明天成为标兵。对标兵的评选

表彰，是为了激励更多的官兵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奋力拼搏、不懈进取，用

每盏灯火点亮晨曦朝阳，让每段征途

通往星辰大海，形成强军兴军的时代

伟力，绘就建强陆军的同心圆。从这

个意义上讲，陆军“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标兵评选，将成为新型陆军特色

品牌。评出的标兵，也将成为新型陆

军的闪亮名片。

新型陆军的闪亮名片
■张旭航

特 稿

聚焦军人的“荣誉时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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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底，经陆军党委常委会研究审定，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正式诞生。杜富国、李庆昆、候国领、蒯威、张尚年、刘加平、杨祥国、吕建民、

钱立志、冷雪冰10名标兵模范成为陆军百万官兵的杰出代表。

默默牺牲奉献的军人，常会因一些特殊的仪式变得星光熠熠。
随着新年度训练热潮席卷全军，各部队以备战打仗为主题的颁

奖典礼也在大江南北拉开帷幕。聚光灯下，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中，
人们注视着先锋、模范和标兵的勋章和奖状，也聆听着他们背后的
强军故事。十大标兵、利箭标兵、蛟龙先锋、砺剑尖兵、“双十佳”强
军标兵……每一个荣誉的背后都有鲜活的面容、动人的解读。

习主席指出，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
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随着部队体制编制调整，我军的荣誉
体系也正在经历重塑。在继承原有荣誉体系的基础上，我军又新设
立了全军最高荣誉“八一勋章”，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
部队等各军兵种部队也都有新的荣誉奖项设立，使我军荣誉体系不
断完善。

对于军人来说，荣誉是第二生命，某种程度上甚至比生命更重
要。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荣誉激励对军心士气的提振都是
无可比拟的。强军兴军的宏图伟业，需要一个个勇立时代潮头、勇担
千钧重担的楷模先锋劈波斩浪、开路领航。本报聚焦军人的“荣誉时
刻”，就是聚焦官兵们苦练打赢本领的冲锋身影，聚焦新时代我军练兵
备战的强军航向。

站在陆军“十大标兵”颁奖台上，扫
雷英雄杜富国抬起残缺的右臂，敬了一
个特殊的军礼。此刻的他看不见，台上
台下看着他的人，早已热泪盈眶。
“面对那样的危急时刻，我能像他一

样冲在前面吗？”在千里之外的第 71集
团军某合成旅，赵文川正和战友们学习
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的
先进事迹。作为该旅“爆破英雄连”的
“小老虎班”班长，他被杜富国的英雄壮
举深深震撼。

赵文川的心灵之问，也是必须回答
的胜战之问。在“爆破英雄连”官兵叩问
灵魂的同时，一场学习“十大标兵”的热
潮正席卷百万陆军部队。

这是一场关于军人荣誉体系重塑的
创新尝试，也是一次标定校准陆军建设
发展方向的创举。
“习主席指出，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

设，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
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立体勾画了新时代
革命军人的时代肖像，为我军育人目标
做出了精确概括，标定了全新维度。”论
及这股风潮的源起，陆军机关领导这样
介绍，作为陆军整个表彰体系中层级最
高的荣誉，从 2018 年起，陆军将每年组
织一次“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评
选，评出“十大标兵”。

十个标兵十面旗，每面旗都浓缩
了矢志强军的生动实践。“未来战场呼
唤什么样的陆战尖兵”“新型陆军如何
实现战斗力转型升级”……这些问题
的答案就隐藏在陆军“十大标兵”的身
上。

他们过硬的军事素养和

耀眼的战绩，为陆军官兵立起

了逐梦的标杆

第 80 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营营长
李庆昆一战成名的地方，是 4年前战乱
频仍的西非马里。

当时，他正和战友们在当地维和，反
政府军把战火烧到距维和任务区 14公
里处。

面对危机四伏的局势，我国维和部
队指挥部决定，在反政府军阵地前举行
一场实弹战术演习，以武慑敌、以慑止
战。
“谁来打响第一枪？”誓师动员会上，

维和部队领导发问。瞬间，会场气氛变
得凝重。

大家都知道这第一枪意味着什么：
打好了，扬我军威，震慑止战，不战而屈
人之兵；打不好，有损尊严，长敌气焰，局
势或陡然生变。

思考不过 3秒，李庆昆向前一步，双
眼炯炯有神，声音有若洪钟——“我来！”

演习准时开始。李庆昆像往常训
练一样，沉着地跃进、据枪、瞄准，风在
耳边嘶吼，远方目标忽隐忽现……
“砰！”就在所有人的心提到嗓子眼

儿时，一声枪响，150米外的目标应声爆
裂。
“砰砰砰……”随后，战友们相继开

火，各种武器齐声怒吼，向世人宣示着中
国维和部队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目睹这一场景，远在几百米外的几
辆皮卡车相继离开。2小时后，反政府
军在距离维和营区 10公里处划出“停火
线”。

李庆昆打响的第一枪，打出了国威
军威，展现了中国军人“敢于担当”的血
性。

两次出国维和，“蓝盔勇士”李庆昆
带队执行各类任务 280 余次，多次直面
生死，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

在国际舞台上，第 82集团军某合成
旅侦察营副营长候国领同样交出了一份
闪光的成绩单：

某国际特种兵比武竞赛，他取得 8
个单项第一和总分第一，打破 6个单项
纪录；

澳大利亚陆军轻武器射击技能大
赛，他赢得2金 2银 1铜；
“国际军事比赛-2018”野战炊事比

赛，他获得 5个项目的 4个第一、1个第
二……

如今，候国领作为“精武尖兵”也荣
登“十大标兵”颁奖舞台，与战友们分享
自己的故事。

一同登上舞台的，还有“特战尖
刀”蒯威。十多年前，蒯威和 14名战友
跨出国门，进入土耳其特种兵学院学
习深造，与 20 多个国家的特种兵同台
竞技。
“魔鬼周”训练中，他不慎拉伤膝盖

韧带，却强忍疼痛，坚持完成所有训练课
目。

在一次对抗演练中，蒯威带伤出
征，和 14 名中国队员出色完成潜伏战
斗任务，成功歼灭蓝军。他们的那次
行动，后来成为该学院山地作战的典
型教案。

从国外载誉归来，蒯威继续苦练杀
敌本领。如今，已经是第 73集团军某连
连长的蒯威依然跟当年一样，站第一排、
打第一枪、当第一潜、做第一攀、争第一
跳。正是凭借身先士卒的血性胆气，他
带出了在演训场和比武场屡创佳绩的

“特战尖刀连”。
在获评陆军“十大标兵”后，他将

自己的座右铭分享给战友：“当兵就
当能打仗的兵，当兵就当能打赢的
兵。”

从赛场到战场，从国内到国外，登上
“十大标兵”领奖台的精武标兵用过硬的
军事素养和耀眼的战绩，为陆军官兵立
起了逐梦的标杆。

他们在科技创新领域屡

建奇功，也见证了科技兴军战

略的巨大力量

“炮弹能不能也像导弹一样自带‘千
里眼’？”这是十多年前，萦绕在陆军炮兵
防空兵学院某教研室主任钱立志心头的
疑问。

科技创新能使梦想照进现实，而
对于科研背后的艰辛，钱立志体会尤
为深刻。为了破解这一疑问，他带领
团队，开启了历时 8 年的攻坚克难、聚
力攻关。

那年夏天，中国西部某试验基地，骄
阳炙烤着大地，某新型制导导弹靶场实
弹试验开始。
“放！”随着一声果断有力的口令，

炮弹拖着火光划破长空。数十秒后，
载着侦察和制导设备的弹体精确命中
目标。

钱立志成功了！他让“炮弹长出了
‘千里眼’”，标志着我军炮兵实现了由
“火力覆盖”向“精确打击”的划时代转
变，几代炮兵人“指哪打哪”的梦想正在
逐步成为现实。

科技创新之难，绝不亚于打一场
大战。国防科技领域的每一项创新，
无不成为战斗力跃升的关键。在科技
兴军这条路上，从不缺乏孜孜以求的
同行者。

在冰封雪裹的草原深处，一个测试

方舱安放在炮阵地旁边。某型火炮接连
发出怒吼，巨大的冲击波震得方舱直打
颤。方舱内，某试验训练基地高级工程
师冷雪冰目不转睛注视着屏幕上刚刚生
成的弹道曲线。

弹道测量，实际上是与一堆以米、
秒、帕为计量单位的数据打交道。这几
个在外人看来冷冰冰的字眼，对“弹箭飞
行姿态精测”创新团队来说，却承载着梦
想希望、融注着心血汗水。

当年，还是一名普通技术人员的冷
雪冰在测量某型靶弹时，发现测量数据
存在微小异常。他翻阅相关资料，和战
友们反复分析比对，发现这一现象背后，
是一项世界雷达研究领域亟待攻克的前
沿课题。

冷雪冰和战友们感到了一种触摸到
科学前沿的振奋。“国际上那么多科学
家都没攻克的难题，这些普通技术人
员能拿下吗？”面对各种质疑，面对无
数次的失败，冷雪冰和他的创新团队
从未动摇，一次又一次把自己逼上“绝
境”……

在经历 4300多个日夜的攻关之后，
他们终于征服了这个课题。他们的研
究成果被应用于多种武器装备试验任
务中，为战斗力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技术
支撑。

多年来，冷雪冰带领创新团队完成
了 800余次装备测试任务，攻克 50余个
重大试验技术难题，填补了 13项武器装
备试验鉴定领域空白。

新型陆军需要更多的科研创新，也
呼唤更多敢创新、想创新、能创新的科技
尖兵。在为陆军新质战斗力加钢淬火的
生动实践中，并非只有科研人员的身
影。新疆军区某旅二级军士长刘加平，
入伍时只有初中文化，凭着打仗般的拼
劲，硬是在装备革新领域“杀出了一条血
路”。

改变刘加平军旅人生轨迹的，是
10 多年前的一次巡修。那次巡修，他
听到有战士抱怨：某型接收机不能与
分机直接通信，人工操作繁杂，费时费
力，影响训练效率，要是能有更快的方

法就好了。
“能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改人工操作

为智能化操作？”刘加平抓住这个突然冒
出来的念头，在上级领导和战友的支持
帮助下，经过刻苦的学习和钻研，竟然创
新成功了：原来需用人工操作的 12个步
骤，被简化为只要按键一次即可完成，用
时大为缩短。

在首次创新成功的激励下，刘加平
开始在装备技术革新领域持续发力，先
后创新研究出 9项保障部队制胜无形战
场的科研成果，成为名副其实的“士兵专
家”“信息尖兵”。

他们在危急时刻表现出的

铁血担当，正是军人牺牲奉献

精神的时代写照

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军人应该如何
抉择？

排雷英雄杜富国给出了最响亮的回
答。

杜富国为掩护战友，身受重伤，失去
了双手、双眼。他的英雄事迹不仅震撼
着全军官兵，也深深感动着众多网友。
在网友发出的万千点赞帖中，重复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无战事，军人有
牺牲。

危急时刻，生死瞬间，是对军人的终
极考验。包括杜富国在内的众多军人，
都在类似的考验中，显示出了不畏牺牲
的英雄本色。

对于北京卫戍区某防化团三级军士
长吕建民来说，他的每一次紧急出动，都
可能是“实战”。虽然不是面对枪林弹
雨，但致命无形的毒剂烟云是他必须战
胜的“敌人”。

那一年，渤海湾的渔民无意间打捞
上来3枚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化学炮弹。

该防化团奉命出征。处置现场，将
炮弹放进特制的密闭箱是最关键、也是

最危险的环节。
“我先上！”吕建民撂下这句话，便小

心翼翼地抱起一枚炮弹慢步前行。由于
炮弹锈蚀严重，看不清引信在哪，轻微触
动就有可能引发爆炸，之后便是毒剂蔓
延……

炮弹在怀，步步惊心。30 米路程，
吕建民足足用了 5 分钟才挪到密闭箱
旁。直到把危险全都关进了“笼子”，大
家才长出了一口气。

入伍 18 年，吕建民一直在与毒魔
掰手腕，也总是把“我先上”挂在嘴边。
面对失火的化工仓库、剧毒化学品泄漏
事故现场，以及不明危险化学品污染的
核心区，他总是第一个闯进去……

无论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军人
永远不会退缩。牺牲奉献早已成为他们
的信仰和常态。

位于风雪高原的边境线上，西藏
军区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副营长杨
祥国一共经历了 47 次与死神的擦肩
而过。

他脚下的那条巡逻路全长 160多公
里，途经 5座海拔 4500多米的雪山，遍布
天堑、悬崖，曾先后吞噬多名年轻军人的
生命。

2002年，杨祥国第一次参加巡逻就
是爬刀锋山。那天途中，他一脚踩空，连
人带背囊滚向深渊，万幸的是半山腰的
灌木丛挡住了他。

在战友的帮助下，杨祥国终于从死
亡的边缘回归巡逻队伍。跟那些边防前
辈一样，他选择再次启程……这一走，他
又在边境线上走了十多年。

同生死相比，张尚年曾经面临的
选择，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

这位曾执行过汶川抗震救灾任务
的优秀陆航飞行员，在当年四川芦山发
生 7级强震的消息传来时，正在举办婚
礼。

早一秒出发，灾区的灾民就多一线
生机。为了争取救灾时间，张尚年立即
中断婚礼，与战友一起赶赴救灾一线，迅
速打通“空中救援通道”。

救灾任务结束，习主席在视察慰问
原某陆航旅时，亲切地握着张尚年的手，
叮嘱他说：“抓紧把婚礼办了。”

芦山抗震救灾任务结束后，一场
特别的婚礼在该旅机场举行：直升机
整齐列队，芦山灾区的群众代表和官
兵代表送上鲜花，祝福一对新人终成
眷属。

军人并非生来就是勇者。然而，一
旦穿上这身军装，就必须在危急时刻、
生死瞬间挺身而出。杜富国、吕建民、
杨祥国、张尚年，他们和万千战友一起，
用一次又一次无畏的选择，铸造了中国
军人忠于使命、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
精神丰碑。他们在危急时刻所表现出
的铁血担当，正是军人牺牲奉献精神的
时代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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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强军先锋
——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群体像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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