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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天测地火眼金睛
■郭文彬 本报记者 韩阜业

“向右——看！”伴着将军领队铿锵有力的
口令，信息作战第 4方队受阅人员和装备整齐
列阵，气势磅礴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参阅的四型装备分别为气象水文观测车、地
形勘测车、预报保障车和测绘导航信息服务车，
均是首次亮相天安门阅兵场。方队作为战场信
息作战的重要力量之一，可获取、处理各类战场
数据信息，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战争提供有力的
支撑和保障。

方队领队为邓洪勤少将、金锋少将。参阅官
兵来自一支有着悠久历史的部队，红色基因深植
于官兵血脉之中。1982年 11月 29日，中央军委
授予该部“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荣誉
称号。该部官兵锁定珠穆朗玛峰 8848.13米的精
确高程，创下了世界重力测量的最高点纪录。

部队组建之初，一直在西藏雪域高原执行
各类测绘任务。从唐古拉山到喜马拉雅山，他
们攀陡崖、越冰川、爬雪山、蹚冰河，用双脚丈
量山川大地，完成了西藏高原第一代军用地形
图的测绘任务，填补了世界上最后一块无图区
的空白。

从罗布泊到阿尔泰山，从塔克拉玛干到喀
喇昆仑山，广袤的西北大地也见证了测绘官兵
的执着与顽强，见证了他们书写的无数测绘领
域的传奇故事。

为了将国土精确“复制”到图纸上，测绘兵
必须“走到、测准”。高级工程师张民入伍 38年，
两进罗布泊、三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四上阿尔泰
山、五登喀喇昆仑山，用一双“铁脚板”丈量 216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徒步行程累计 15万公
里，翻越海拔 4000米以上雪山 100多座。

信仰穿透岁月，精神代代传承。该部官兵把
对党的忠诚融入事业，始终铭记“事业高于一切”
“责任重于泰山”，把一流的标准融入任务；始终
追求准确、精美、卓越的成果质量，把制胜的担当
融入岗位。

几十年来，该部番号多次改变，保障打赢的
职责使命从未改变，驻地多次变换，矢志强军的
初心始终不改。官兵们先后进行了大兴安岭原
始森林、青藏高原和西北荒漠的测量，填补了我
国 2项技术空白区，破解了多个制约新型作战力
量建设测绘保障难题，完成了多项非战争军事行

动、国防科研试验等重大保障任务。
几十年来，随着多型装备更新换代，稳定

性、可靠性、精准性得到大幅提升，该部保障能
力也不断提升。走上阅兵场的几型装备，正是
该部装备体系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

装备方队中基准车驾驶员杨飞说，装备只
是“看得见”的部分，在装备背后，还有着更大
的体系在支撑。从个
体到平台，从平台到体
系，测绘官兵不惧珠峰
的寒风暴雪，不畏战场
的枪林弹雨，能打胜仗
的底气越来越足了。

盛夏时节，一场联
合实兵演习的号角吹
响，该部依令派出力量
支援某演练课目保障
任务。此时的训练场
上 ，地 表 温 度 高 达
50℃。该部前出分队
坚持走在队伍前列，踏

遍几十万平米训练场的每个战位，反复勘察演
练场地、研究课目内容、设计战术动作。演习当
天，随着指挥中心一声令下，一条条作战信息化
作一道道无线电波，在前线后方高速流转，一幅
立体透明的战场图景，生动地呈现在指挥员面
前。

演习完成后，“中军帐”的一位参谋竖起大拇
指称赞他们：“有了你们的支援保障，我们就有了
看穿战场的火眼金睛！”

永葆受阅荣光，争取更大光荣。投身改革
强军新时代，该部官兵将肩负起新的使命任务，
用“铁心向党”的忠诚和“建功必定有我”的担
当，在一次次的南征北战中，锻造信息化作战条
件下的精兵劲旅，书写新的壮丽篇章。

（本报北京10月1日电）

战场传令剑指打赢
■徐 博 池 光 本报记者 韩阜业

在整齐划一的装备方阵中，一个
方队身披数码迷彩，高擎通信天线，远
远望去蔚为壮观。它就是信息作战第
3方队——我军信息通信的一支拳头
力量。

这个方队的 4个排面，由最新国产
四型装备组成，车上形状各异的信号
装置，生动展现了我军信息通信装备
的发展与进步。方队领队为孙宝泰少
将、景贤舫少将。

这次受阅的四型装备是我国机动
通信装备的最新成果，具有通信距离
远、传输容量大、手段功能多、信息化
程度高、抗干扰性能强等特点，对提升
我军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

全域作战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未来战场信息制胜，高效可靠的

指挥通联左右战争胜负。为战场打赢
织就信息天网、传递制胜号令，通信兵
就是信息化战场的排头兵。

人民军队的通信兵诞生于南昌起
义的隆隆炮火声中，以“一部半电台”
起家，以简陋的通信装备，与优势之敌
展开了高强度的电波较量。在反“围
剿”、四渡赤水、百团大战、转战陕北、
三大战役决战等革命战争中，通信兵
屡建奇功。毛主席曾赞誉道：“你们是
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几十年来，我军通信兵从无到有、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单一手段发展

到多种手段、从单台单站发展到综合
网系、从保障“中枢”发展到体系保障，
信息通信力量已嵌入信息化战场的各
个环节。

养兵千日千日用，决胜千里千里
通。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方
队官兵所属的这支部队始终常备不懈。
在人民群众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时，他们
视灾情为命令，在第一时间建立起通信
联络，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挥救灾
抢得先机。在历次阅兵、香港澳门回归、
奥运会等重大活动中，他们精心组织、精
心保障，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保障任
务。

2009 年和 2015 年，这支部队两次
在阅兵中精彩亮相。受阅官兵传承红
色传令兵的光荣传统，在阅兵场上不
断追求极致、超越自我，一次次用汗水
浇灌出荣誉之花。

驾驶 1号基准车的丁玉森已是第 3
次参加阅兵。3次受阅3次驾驶1号车，
他是整个方队的“引导员”。这个身材
挺拔、目光坚毅，脸上洋溢着自信笑容
的老兵说：“能够驾驶 1号车，引导方队
通过天安门，是我一生最荣耀的时
刻……”

10 年之间 3 次受阅，丁玉森亲眼

见证了我军信息通信力量的发展壮
大。2009 年国庆阅兵，通信兵方队只
有两型受阅装备；2015 年胜利日大阅
兵，“指挥信息系统”方队展示了我军
四型信通装备。“这次阅兵，我们方队
列入信息作战模块，新一代信通战车
性能更好、功能更全、科技含量更高，
支撑作战能力更强……”丁玉森兴奋
地告诉记者。

装备在升级换代，人员素质也在不
断提升。方队受阅的官兵 90%以上拥
有本科学历，均能操作 2种以上信通装
备，20%的官兵拥有执行大项任务经
历。训练场上，这些信息化尖兵把体能
和智能相结合，不断改进训练方法，发
明训练辅助器材数十种，利用数据软件
开展动态分析，在苦训、精训、巧训中向
着完美无缺、毫厘不差的目标发起冲
锋。

新时代传令兵的“好样子”，既要
留在阅兵场上，更要立起在未来战场
上。面向战场、面向联合、面向体系，
这支部队加快体系重塑、力量重组，职
能任务进一步拓展，核心能力大大增
强。

他们不断构建完善空、天、地全域性
动态信息网络，推进装备建设向数字化、

集成化、多能化方向发展，已成为支撑联
合作战、全域作战的“神经血脉”“耳目中
枢”。

近年来，他们先后完成海上维权、
卫星发射、援建维和等重大通信指挥
保障任务，机动通信力量还走出国门，
参加了“东方-2018”“和平使命-2018”
“和平友谊-2018”等重大联演任务。

光荣受阅，使命在肩。伴随着隆
隆的马达声，驶过阅兵场，驶向练兵
场，官兵们正不断用实战标准锤炼打
赢本领，向建设一支能打胜仗的新型
作战力量的目标大步迈进。

（本报北京10月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