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路规划好！”近日，海军黄冈舰组
织实战化综合攻防操练。作战指挥室
里，值更官侯荣荣盯着屏幕，眼神犀利。
“5、4、3、2、1……”随着她的指令，数枚

导弹紧贴海面，向“敌舰”呼啸而去……
侯荣荣是黄冈舰副对海作战长。海上

亮剑，她略显稚嫩的脸庞上难掩自信神采。
2017年，外语专业毕业的侯荣荣进

入对海作战部门。这是一次艰难的“跨
界”。操作台的电子线路，她一根根画进
了脑海里；武器装备的操作规程，她一项
项刻在了心里……

2018 年 8月，黄冈舰赴某海域参加
支队主炮射击考核。考核场上，侯荣荣
熟练操作装备，临机处置多项应急情况，
指挥主炮系统一举摧毁海上靶标。

3年来，她随舰驰骋大洋。2017 年，
参加检阅活动；2018 年，随黄冈舰赴某
海域连续战备巡逻3个月……

去年初，侯荣荣被选派到海军西安
舰执行第 32批护航任务。其间，西安舰
技术停靠埃及，与埃及海军“阿拉法特”
号护卫舰举行联合演练。

演练前一天，中埃双方会商却遇到
困难。原来，双方在会商中使用专业军事
行动代码，联络员虽精通外语仍感到难
以准确把握。

这时，侯荣荣主动请缨加入会商。
结合外语能力和军事素养，她精准翻译
每一个战术用语，保障演练顺利开展。

一次次搏风击浪，一次次亮剑远洋，
侯荣荣伴随着航迹一路成长。

舰艇值更官逐梦深蓝
■特约通讯员 方思航 本报记者 刘亚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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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啸蓝天有我们长空花木兰，踏

浪万里有我们护航指挥官……大山深

处有我们长剑发射连，遨游太空有我

们神女宇航员。”这首描写新时代女兵

的歌曲，让我们领略人民军队的钢铁

方阵中无数女军人的飒爽英姿。在今

天的抗疫战场上，就有很多女军人、女

文职人员日夜奋战在与病毒搏斗的最

前沿。

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

代，女性以其独有的优势，作出越来

越大的贡献。从首位女飞行员到首

位女航天员，从首位女师长到首位

女舰长……“她”的力量，正在军队

各个领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科学

技术的进步和战争形态、作战样式

的演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体能的

较量逐渐让位于知识的博弈、技能

的角逐，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军人远

比仅仅肱二头肌发达的军人更令敌

人胆寒。这为女军人扬威战场提供

了更多可能。正如一位外国女将军

所说：“今日战场很少面对面地厮杀

搏斗，而是大量运用高科技武器装

备，这样一来，女性就可以和男性一

争高低了！”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

鸣。”在许多战位上，女军人不但可以

胜任工作，而且具有明显优势。比如，

细腻的性格，有利于稳定地操作高科

技武器；敏锐的观察，有利于及时发

现、辨别和捕捉目标；足够的耐心，有

利于克服日常生活中的单调和枯

燥……当今世界上，一些大国军队的

员额都在裁减，然而女军人的数量却

普遍增加，原因就在这里。有资料称，

俄军仅指挥专业，就有超过170种岗

位对女性开放。可以预见，将来一定

会有更多的女军人走向战斗一线、走

进中军帐里，以出色业绩和过硬实力

证明：谁说女子不如男！

战争只有胜负之分，而无男女之

别。未来战场呼唤女军人的担当，也

为女军人施展抱负提供了广阔舞

台。对女军人来说，“性别差异”不是

降低标准的理由，只有拿出“敢和自

己较劲、敢上战场打仗”的劲头，坚持

用打仗的标准要求自己，用过硬的作

风磨砺自己，才能不断超越自我、追

求卓越，为我军建设贡献青春、智慧

和力量。

愿每一位女军人在强军兴军的新

时代新征程上承担“她责任”、贡献“她

力量”、展现“她风采”，撑起打赢未来

战争的半边天。

（作者单位：第74集团军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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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袭 200 米后 1 分钟速射命中
13 个钢板靶，徒手搏击“秒杀”2 名
男队员……武警新疆总队机动第二
支队女特战队员邱志鑫赢得这样的评
价：“她是最美特战队员，也是凌厉的
‘霸王花’。”

13 岁，邱志鑫初入体校学习散
打。教练发现，邱志鑫只挑男生作对
手，从不畏惧强手。

首次参加市散打比赛，邱志鑫斩获
少年组亚军。随后，她两次问鼎全国知
名搏击赛事女子组52公斤级冠军。

从武林高手到特战队员，邱志鑫
的转变历程如破茧成蝶。

2014 年 8月，被保送至吉林体育
学院的邱志鑫应征入伍，成为一名通
信兵。在一次擒敌动作演示中，邱志
鑫一鸣惊人，被选调到女子特战队。

换上特战服，邱志鑫发现，特战之
特，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起初，邱志鑫跟不上训练课目，射
击、战术、攀登项项垫底。“最大的挑战
源自内心，最难超越的对手是自我。”
邱志鑫开始加练，跟着老队员学要领、
抠细节，将每个要点绘制成简图反复
研练。

那年，邱志鑫参加特战分队骨干集
训，来自全国的特战女将展开较量。鏖
战中，邱志鑫小腿负伤。她用绷带勒紧
小腿减轻疼痛，一举夺冠。

早春，训练场上仍是积雪重重。
脱下钢盔，收敛训练中的锋芒，邱志鑫
和记者聊起特战队员的故事。此时的
她，是笑容灿烂的阳光女兵。

特战霸王花
凌厉“秒杀”

■本报记者 吴 敏

通讯员 石俊杰

江南早春，一阵淅淅沥沥的小雨过
后，第 72集团军某特战旅射击场上遍地
泥泞。
“出击！”一名肩扛狙击枪的战士，跃

进迅疾如风，快速抢占阵地。
5声枪响，200米外的 5个目标应声

而倒。
“她是我们旅的新晋‘女枪王’朱辰

玺。”该旅女子特战队指导员冷小小自豪
地向记者介绍。

入伍才 1年多的朱辰玺，是如何成
长为“狙击精英”的？

去年 4月，得知有一个与男兵同台
竞技的狙击集训，朱辰玺当即决定参

加。此时入伍仅 5个月的她，射击技术
已经稳居连队第一。

集训队里，来自集团军部队的 100
多名狙击尖子，个个身怀绝技。第一次
摸底射击，朱辰玺就被浇了一盆凉水。

转移阵地射击课目考核，要求狙击
手扛着狙击枪，在 5个相距百米的阵地
完成 5发子弹射击。这对射手的身体、
心理素质都是考验。

气喘、眼花、枪晃，加上还不适应新
型狙击步枪，朱辰玺的第一次射击考核
全部脱靶。朱辰玺当即立下誓言：一定
要把体能练上去。

路阻且长，但朱辰玺走得很坚定。

武装越野，她背着和男兵等重的战斗装
具；核心力量训练，她练出棱角分明的腹
肌；据枪定型，她一趴就是半天。

朱辰玺成绩突飞猛进，在随后的考
核中一举夺冠，让战友们刮目相看。

更大的挑战，是随后参加陆军百名
“枪王”集训，角逐“狙击精英”的荣誉。

百炼成钢。集训期间，朱辰玺愈发从
容自信，训练成绩稳步提升。考核中，朱辰
玺斩获多项佳绩，荣膺“狙击精英”称号。

载誉归来，行囊未解，朱辰玺又接到
新的狙击手集训任务……

上图：朱辰玺(右)和战友进行射击

训练。 胡雪峰摄

“狙击精英”枪响靶落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记者 童祖静 特约通讯员 陈大帅

柳枝染绿，春花吐蕊。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我们向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广大女同志致以节日的祝福！

从导弹阵地、舰艇更位到战机驾驶舱，从反恐分队、特战连队
到边防哨位……我们欣喜地看到“八一”军旗下，她们越来越多地

从保障部门走向战训一线，由勤务保障型向战斗型转变。
胜战不问性别。她们以矫健身姿投入练兵备战，让青春音符

汇入火热的强军战歌。
铿锵玫瑰，璀璨绽放。致敬！新时代一线战位的军中绿花。

军中绿花绽放一线战位
编 者 按

初春，南国深山长剑列阵，火箭军
某导弹旅一场夜间全要素战备拉动激
战正酣。突然，特情传来：5号手、6号
手“阵亡”！

危急时刻，1号手王涵主动请缨，
一人兼顾 3岗，快速展开一系列操作、
回复一连串口令。

瞄准数据输入错误、电压合格灯
不亮……面对导调组百般“刁难”，王
涵和战友们凭借过硬理论功底和娴熟
操作技能见招拆招，一次次化险为夷。
一声“点火”令下，发射时间分秒不差，
导弹直刺苍穹，精确命中目标。

王涵来自该旅发射一营二连。“一
名女兵同时操作 3个号位，这在连队是
首次。”指导员刘洁介绍说，王涵是专
业上的“金手指”，是全旅最年轻的“全
能操作号手”。

2017年 9月，正读大二的她应征入
伍，走进“常规导弹第一旅”。去年，“全
能操作号手”达标考核的消息传到连
队，王涵毫不犹豫报了名。

上车能驾驶，全岗能操作。王涵心
里清楚，要想成为一流“剑手”，这些“硬
骨头”必须啃下。

自制装备面板，练习操作技能；自
创“关键词标记”“原理反推法”，背记各
项规程；身穿防护服铆在近 40℃的装
备车库，让手指形成肌肉记忆……
“号手就位！”考核那天，随着一声令

下，王涵奔向考核战位。攀爬、操作、搭
设伪装……王涵口令干脆利落，操作沉
稳精准。

两天两夜，王涵通过发射单元所有
岗位考评。29个操作项目，219条能力标
准，王涵最终以全连总评第一的成绩荣
膺“全能操作号手”。紧接着，她又拿到
“两长一手”导弹操作三级资格证书，并
以全优成绩通过导弹车驾驶考核。

如今，连过三关的王涵没有止步，
又向着连队首个下士发射架指挥长发
起冲锋。

下图：王涵近影。

孙 波摄

全能号手仗剑冲锋
■本报特约记者 杨永刚 通讯员 孙 波

北疆初春，乍暖还寒。
直升机铁翼飞旋，打破深夜的宁

静。北部战区空军某运输搜救航空兵旅
机长张晓佳跨进座舱，控制方向舵，调整
总矩杆。直升机腾空而起，向任务地域
飞去。

当晚，张晓佳要带领机组立足未知
条件，对一名模拟遇险跳伞的飞行员实
施航空搜索救护。

从空域情况到航线数据，从搜索方
法到特情处置，训练实施前，张晓佳带领
机组人员逐一研判。直升机到达指挥组
提供的大致方位后，张晓佳命令打开救
生设备，开始搜寻目标。

夜间搜索不同于昼间，地面杂光干

扰，给观察判断增加困难。她一边提醒
副驾驶保持好战机状态，一边望向舱外
目视寻找目标。

到达救生设备定位的目标位置后，
机组人员发现飞机下是草甸子，目标不
见踪影。

时间紧迫。张晓佳根据经验，带领
机组重新建立搜索航线。原来，受天气、
电磁环境等因素影响，显示位置与目标
实际位置发生偏差。
“目标确认，正前方，保持飞行状

态！”张晓佳带领机组逐渐靠近。暗夜
中，张晓佳仔细观察、综合判断，稳
稳地把控驾驶杆，直升机悬停在目标
上方。

空中搜救员暗夜出击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记者 刘汉宝 通讯员 邹於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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