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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李建文

近日，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组织多型直升机开展严寒条件下飞行训练。

吴世科摄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春节刚过，记者一路北上，来到驻防

祖国最北端的特种部队——第 78集团
军某特战旅。

年味尚未散去，硝烟味扑面而来。2
月 12日上午 8时 30分，第 78集团军召开
大抓阶段性军事训练动员部署会，从白
山黑水到林海雪原，数万名官兵、上百台
装备集结列阵，犹如一道道钢铁长城巍
然矗立。

在动员部署现场，集团军领导介绍
说，今年军事训练重点突出大抓比武竞
赛、大抓等级考评、大抓按纲施训、大抓
实战化练兵。从将军到列兵，从首长机
关到基层部队，集团军官兵个个摩拳擦
掌，群情激昂。

部署会上，战斗英雄董存瑞生前所
在部队、集团军某炮兵旅官兵向特战旅
官兵发出挑战：“新年度训练，比基础、比
能力、比成绩、比作风！”特战旅全体官兵
高声应战：“特种部队特种人，特种精神
特种魂。”

身处会场，记者最深刻的感受是“能
打仗的斗志昂扬，有短板的如坐针毡。”
部署会上，3类 18项比武内容覆盖全年
全员，从飞行员到炊事员人人参与。
“展开训练！”随着一声令下，各部

队瞬间马达轰鸣，官兵驾驭装备奔向训
练场。

节后一开训，部队就挺进雪野真打
实练。集团军首长机关率先展开封闭
集训，机关参谋人员打起背囊即刻出
发，他们将围绕业务基础和基本技能进
行为期 10 天、每天不少于 12 小时的训
练。记者在某特战旅现场跟训看到，该
旅特战一营官兵从会场直奔训练场，在
林海雪原展开滑雪训练。到达指定地
域后，他们又连贯进行某型反坦克火箭
实弹射击演练。

某合成旅训练场上，烟雾掩护下，
装甲步兵连官兵向“敌”发起攻击。某
防空旅导弹训练现场，数辆导弹战车
刚占领阵地，就迅即展开隐蔽伪装、攻
防对抗……看着冰天雪地中汗透衣衫
的官兵，集团军领导告诉记者，陆军部
队改革后，指挥更加高效、编组更加精
细，部队战斗力大幅提升，但要真正担
负起新时代使命任务，依然要以时不

我待的精神，奋发前进。节后召开阶
段性军事训练部署会，就是要进一步
牢记统帅号令，凝聚军心士气，锻造陆
战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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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
按计划组织飞行训练。

当天是昼间飞行，计划上午 8时 30

分开飞。歼击机女飞行员张潇早早起
床，将飞行装具和资料准备完毕。坐在
前往外场的大巴车上，她一会儿翻看手
中的飞行资料卡片，一会儿查看驻地及
周边地区天气预报，这些细节已成为她
的飞行习惯。

到了外场，张潇更加忙碌。根据飞
行管制员下达的任务，她将参加攻防机
动、编队综合飞行，前舱飞行员是旅副参
谋长章虎。她仔细熟悉飞行诸元，然后
认真进行地面协同演练，并接受了为她
“量身定制”的随机飞行测问。

原来，今天是张潇第 5架次恢复技
术训练。前期，因为身体原因，她有一段

时间没有参加飞行训练，但一直没有放
松航空理论学习、技战术研究，身体刚恢
复就请求参训。1月 12日，她驾机重返
蓝天。

10 时许，张潇走向战机，跨入座
舱。启动、滑出、起飞……今天的这个架
次，张潇要完成 4个方面 11项课目内容，
高难技术动作占大多数。

12 时整，战机平稳落地。章虎评
价她：“功底不错！”在过去 8年战斗机
飞行中，她已历练成熟，数百架次参加
实战化训练及战斗起飞、海空警巡等
任务。

从中央停机坪回到空勤休息室，
张潇仍沉浸在飞行状态里。稍作休息
后，她便借助飞行参数、视频进行飞行
评估，通过全流程复盘，详细研判每个
动作质量，力求下个架次飞得更好。
“战斗准备从上一场战斗结束开始。”
张潇说。

军队人大代表、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张潇—

追梦起航，巾帼不让须眉
■本报记者 李建文 通讯员 廖启荣

打仗没有节假，飞行不分男女。从张

潇身上，我们看到了女飞行员“巾帼不让

须眉”的飒爽英姿和一线官兵矢志备战打

赢的精神风采。战味砥砺军人血性，战位

彰显军人价值。张潇身体不适时积极准

备飞行，像新飞行员一样严格要求自己，

驾机落地后立刻投入下一场战斗……这

些细节，串起了她飞行生涯中的平凡岁

月。强军路上，追梦起航，正需要这种为

战而练、苦练精钻的专注与忘我。

越野车穿过繁华的都市，向着大山
深处飞驰而去。

层峦叠嶂，云雾缭绕。汽车越来越
颠簸，三拐五拐，记者一行很快就失去
了方向感。同行的火箭军某工程旅政
委皮祖峰说，这里交通不便，地质复杂，
气候无常，完全与外界隔离，但对导弹
工程兵来说，早已习惯了。

大山无言，岁月可鉴。
战略导弹工程部队组建半个多世

纪以来，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
氢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塔架安
装，到第一批导弹阵地、一系列重大战
略工程建设，他们听党指挥闻令而动，
在南征北战中谱写出一曲曲感天动地
的忠诚之歌。

高频率转场，跨昼夜

作业，他们常年担负着艰巨

任务的重压——

使命重于生命，施工

就是打仗

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
傍晚时分，记者前往某工程旅六连

营地。一路上，只见道路两边停满了运
输车、掘进台车等大型机械装备。班长
舒建军正准备去工地送饭上夜班，他
说，工程整体已经进入最后决胜阶段，
人员轮流倒班，机械昼夜作业。

跟随舒建军的脚步，记者来到灯火
通明的“地下龙宫”。坑道里，有的官兵
在埋设电缆，有的在调试装备，有的在
焊接管道……洞外寒气袭人，洞内热火
朝天。

记者采访得知，作为我军地下工程
建设的主体力量、火箭军战时工程保障
的中坚力量，以及国家级应急抢险的骨
干力量，导弹工程部队施工任务逐年递
增，近年来始终处于全员投入、全线开
战、全面攻坚的紧张态势。

从参建“两弹一星”工程，到新时代
重大国防工程建设，导弹工程部队的发
展历程，就是一部光辉的战斗史。重大
国防工程建设时间节点要求往往异常
紧迫，官兵常年处于超负荷、超强度施
工状态，采访中记者感受到，施工就是
打仗的理念，已然成为这支部队官兵的
无声誓言与真实写照。

历史不会忘记。某重点国防工程
先后 3次压缩工期，必须提前竣工。为
了抢时间、保质量，除夕之夜，营长和教
导员将炊事班送来的饺子盛给每名官
兵，深情地说：“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

就让我们用新的施工纪录向祖国和亲
人拜年吧！”

全营官兵慷慨激昂地冲上了作业
面，激战的呐喊声和机械的轰鸣声，盖
过了山外传来的迎春鞭炮声……当新
年的旭日冉冉升起，施工进度表上，一
个新的纪录诞生了，而战士们却在冰冷
的坑道里发出了鼾声。
“导弹工程兵基本没有节假日，这

样的场景，在我们部队经常发生！”基地
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靳志斌告诉记者一
组数据：基地部队点多线长面广，常年
分布在 20多个省市近百个点位执行急
难险重任务，年均跨省区转战百余次，
平均每周就有两三次，每天施工都在
13个小时以上。

上等兵郭新宇告诉记者，入伍不
到两年，他就跟随连队转战了 3 个工
地。刚下连时，他对“施工就是打仗”
感到有些茫然。跟许多新兵一样，他
也向班长问了一个“老问题”：班长，我
的枪在哪儿？班长则用他的班长当初
给他的回答作“标准答案”：导弹工程
兵手中的设备就是枪，施工的工地就
是我们的战场！

时间一长，郭新宇对班长的回答
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在他眼里，重
任之下有担当。今年春节又回不成家

的三级军士长、班长章玉胜，就是能打
仗、打胜仗的英雄。2015 年春节前两
天，章玉胜突然接到赶赴外地执行紧
急任务的电话。正在老家休假的他，
放下手中还没包完的饺子，告别妻儿
马上启程。

没想到，作为旅里有名的电工技
师，他遇到了至今回想起来都冒冷汗的
一次施工：工程进行到关节点，上级要
求在确保不停电状态下，高压带电穿接
数根电缆。虽然穿着绝缘服，他心里明
白，这是万不得已的冒险操作，难保万
无一失但必须万无一失。

4个多小时作业，电缆接好，章玉
胜浑身湿透，握电工刀的手几天都伸不
直。“既然上了战场，就难免有牺牲！”他
回忆说。

当年，大学生士兵罗琦怀着拳拳
报国心，主动放弃优厚的工作待遇来
到工程部队。在西北某山区执行国防
工程测绘任务时，正在一座表层岩石
风化严重的山体上跑点的他，遭遇山
体滑坡。脚下大面积松散的岩石向山
下滑动，因山势陡峭，石块越滑越快，
罗琦躲闪不及，重重地摔到 100 多米
深的山沟中。

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这名年仅
23岁的战士光荣牺牲。当战友们从厚

厚的乱石堆中把他刨出来时，他的怀里
还紧紧抱着测绘仪。

罗琦走了，他年轻而短暂的生命，
永远融入了强军事业。新兵们在老兵
故事的熏陶中成长，当他们成为老兵、
骨干，也更加明白，关于导弹工程兵“枪
在哪、战场在哪”的疑问，班长们所给出
的“标准答案”的真正含义。

据统计，50多年来，火箭军工程部
队累计近 4000名官兵因公伤残，512名
官兵因公牺牲，318人被评为烈士。

挺进无人区，鏖战

戈壁滩，他们常年面临着

恶劣环境的考验——

斗志比大山高，脊梁

比岩石硬

行走在“地下龙宫”，记者虽戴着防
护口罩，时间一长还是感到有些呼吸不
畅。尽管工地采取了系列先进环保措
施，但受许多特殊条件限制，空气质量
依然难达正常标准。
（下转第三版）

上图：戈壁高原，导弹点火升空。

王 杰摄

●火箭军方阵里有一支“神秘劲旅”，在没有战争的年代每天都在战斗
●他们隐姓埋名为大国长剑筑巢安家，南征北战为导弹飞天浇铸阵地
●本报记者深入某国防施工现场，在岩层深处见证导弹工程兵—

把忠诚镌刻在导弹阵地上
■本报记者 孙继炼 张晓辉 王卫东 邹维荣

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杜曙
光报道：近日，中原大地某训练场，空
降兵某旅炊事员邓志伟和战斗班排战
友一样，全身心投入演练。军委后勤
保障部军需能源局给养处负责人介
绍，这个旅是全军野战饮食快餐化保
障试点单位，野战饮食快餐化保障就
是要树立“人人都是炊事员，人人都是
战斗员”理念，把部队从“埋锅造饭”中
解放出来。

该试点是军委机关业务部门针对

野战饮食保障训保脱节、保障标准不配
套等问题，全力推动野战饮食保障整体
转型的一项重要工作。去年底，军委 5
个部门对此项工作进行部署，将“吃饭
训练”的对象从“练炊事分队”调整为
“练全体官兵”，按打仗标准组织训练实
施保障，并在全军 8个不同类型部队开
展试点。

演练现场，部队官兵利用战斗间
隙，食用随身携带的伞兵食品、能量
棒等高能食品；补充食品空投到位

后，由保障分队用便携微波炉加热。
整场演练不见炊烟、不见明火，全程
快速制作、快速分发、快速前送、快速
用餐、快速清痕。

该旅领导介绍说，这次试点，他们组
织连、营和旅机关参与，区分空降战斗准
备、空运空降、地面战斗等阶段，连续食
用 7 天野战食品，将“个人携行高能食
品、常温集体食品、军民融合快餐食品”
等 3种饮食保障方式，贯穿空降战斗全
流程。

全军野战饮食快餐化保障试点陆续在部队展开

从“练炊事分队”变为“练全体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