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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特别策划·新时代共产党员风采

这是一名军人的荣耀时刻。
那天，海上大雾，南昌舰前甲板上，

他站得笔直。在他身后，国旗飘扬。
雾气从眼前流过，尽管视线模糊，他

依然睁大眼睛。他明白，远方的家人正
在电视前看着他，全世界有无数双眼睛
也正盯着他和他的舰。

在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海上
阅兵活动中，我国第一艘“万吨大驱”南
昌舰首次亮相。

这，也是于景龙第一次以南昌舰舰
员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常年的海上生活改变了于景龙的肤
色。在白色军装映衬下，他黝黑的皮肤
如同氧化的金属。此刻，挺立在这艘威
武的巨舰上，于景龙成为南昌舰的一部
分，有一种别样的帅气。

对他来说，那一天的每一帧画面都
值得永久珍藏。在无人机航拍的镜头
里，南昌舰上的官兵像一个个小黑点。
于景龙指着其中一张照片笑着说：“站在
前甲板上的第二个人就是我。”

银白的浪花打着旋拍在船舷上，很
快融入大海。在人群中，于景龙从来都
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在“万吨大驱”面
前，他更像是一朵小小的浪花。

一朵浪花，在波澜壮阔的海上，好像
随时会消失。可是，在一朵又一朵浪花
推动下，“中国号”这艘时代巨轮正在乘
风破浪前行。

南昌舰上有数百名舰员，人民军
队有百万官兵，中国共产党有九千多
万党员。当一朵朵时代浪花汇聚在一
起，足以形成助推南昌舰、人民海军乃
至整个中华民族前进的澎湃动力。

当南昌舰刷上“101”

舷号那一刻

阳春三月，长江尽头。
站在南昌舰侧面搭建的脚手架上，

工人们拎着油漆桶，一点点为南昌舰刷
上舷号。

在这艘万吨巨舰上，即使是视线中
看起来很小的 1和 0这两个数字，其实都
有几米高。左舷右舷两侧的两组“101”，
工人们足足刷了2天。

站在码头上，对海作战部门作战长
于景龙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脖子，然
后接着抬头。注视着浅灰色的舰艏侧面
白色的“101”，他心绪翻腾。

这一刻，南昌舰像是完成了一次
新生。在此之前，于景龙曾不止一次
猜测过这艘巨舰会被赋予什么舷号。
当这一天真正到来时，他还是按捺不
住内心的骄傲和兴奋。
“101”这个舷号不仅刷在舰上，也烙

印在于景龙心上。过了几天，他特意申
请了一个尾号为“101”的手机号。
“在所有海军官兵心中，‘101’都是

一个特殊的存在。”在于景龙眼中，能够
在舷号为“101”的军舰上服役，是一种幸
运。

在南昌舰泊地几十公里外的青岛
海军博物馆，陈列着另一艘舷号同样

为“101”的退役军舰“鞍山号”。66 年
前，人民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在青
岛成立，“鞍山号”正是首批两艘战舰
之一。

作为海军水面战舰“四大金刚”之
首，“鞍山号”1972 年被赋予“101”这一
特殊舷号。

可以说，101 舰就是人民海军驱逐
舰事业的起点。

2002年，于景龙考入海军大连舰艇
学院时，功勋赫赫的“鞍山号”早已退役
10年。

在海军博物馆，还是学员的于景龙
登上了这艘人民海军曾经的“旗舰”，他
不曾想到也不敢想象，有一天自己能够
在新一代101舰上服役。

如今，南昌舰传承了“101”这个光
荣的舷号。在人民海军驱逐舰中，它是
当之无愧的新一代“旗舰”——作为我
国自主研制的首艘万吨级驱逐舰，南昌
舰先后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
集成、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具
有强大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
击能力。
“当南昌舰刷上‘101’舷号那一刻，

就免不了被拿来作比较。”于景龙和战友
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些先进的驱逐舰，
舷号也是“10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舷号也是对
人民海军快速发展的一份期许。
“过去我们参加的考试，都是有标准

答案可供复习参考的；现在，我们南昌舰
是同型首舰，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们首
批舰员已经成了编写教材的人。”于景龙
感慨地说：“要拿 100分，必须付出百分
之一百零一的努力。”

装备跨越式发展，带给舰员们前
所未有的紧迫感。 101，也 是 100 加
1。这对他们而言，更像是一种无形的
鞭策。

南昌舰的武器种类在我国现役舰艇
中居于首位。“目前，我们的主炮口径最

大，副炮也是最新式的。”为了能在实战
中更好地驾驭多种先进武器，于景龙加
入了枪炮业务长邢加济成立的“超级射
击俱乐部”。因为身材魁梧，他被大家称
为“大龙”。

射击理念、实战模拟……这些都是
于景龙平时热衷的话题。在讨论中，他
们还创造性地提出“射商”的概念，对官
兵射击品质与素养进行综合评价。
“我创下的两项训练纪录，至今无人

超越。”谈论到枪炮、机械等专业领域时，
于景龙洋溢着自信。

在南昌舰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幅画，
上书 8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驱涛万里，伏
波安澜”。

万里安澜，有赖于更多 101 舰这样
先进的战舰，更有赖于许许多多勇于当
先锋、打头阵的海军官兵。

像一朵浪花遇见大海

海浪，重重地拍在船舷上，浪花像碎
玉一样落在南昌舰的甲板上。透过驾驶
室玻璃看到这一幕，正在值更的于景龙
回想起18年前的一个夜晚。

深夜，宿舍里漆黑一片，19 岁的于
景龙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闭上眼睛试
图让自己尽快入睡，可激动的心情迟迟
难以平复。他想立刻翻起身来，给远方
的家人寄去一封信，告诉他们自己今天
的见闻——

那天，同学们一起登上大连白玉山
的山顶。那里，不仅可以将整个市区尽
收眼底，还可以远眺旅顺军港。

当一艘浅灰色军舰在蓝色大海上划
出一道白线，于景龙第一次看到了正在
航行的战舰。

就像一朵浪花遇见了属于自己的那
片海，这名未来的海军军官被深深地吸
引了。

于景龙来自长白山麓的一个小镇。
来到大连之前，他从未见过大海。

从这里到他的家乡吉林通化，要坐
十几个小时火车。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距离。透过儿时
居所的窗户向外望，看不了多远就会被
大山挡住视线。山的那头是什么，大海
是什么样，他不知道。

小学三年级的一堂语文课上，老师
让同学们用“壮阔”造句。于景龙记得，
一位同学站起来说：“我从未见过波澜壮
阔的大海。”

山里孩子，向往大海，却连造句都只
敢用“从未见过”这样的描述。

如今，走出大山的于景龙已经走过
多个大洋，足迹遍布 12 个国家 13 个港
口。所有这些地方，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是战火中的也门荷台达港。

那年，正执行护航任务的于景龙跟
随潍坊舰前往也门，撤离中外公民。在
作战指挥室里，他和战友紧急拟制了方
案预案，仅用 81分钟就完成了 455人的
登舰撤离。

返航后，坐在住舱桌子前，于景龙
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磨得已经看不清封
皮颜色的册子，记录下这次惊心动魄的
任务。

这本日志已经陪伴他度过了十几年
的时光。在册子上密密麻麻的记录里，
最开始的那些内容，都与一艘排水量不
足2000吨的护卫舰有关。

沧州舰，是于景龙毕业后上的第一
艘舰，他担任这艘护卫舰的副枪炮长。
战友卫保乐说：“别看于景龙人高马大，
可他没事就爱钻到小操作间里研究他
的炮。”
“沧州舰不大，内部空间非常狭窄，

头撞在舱门上是常事儿。你看，我小腿
上这些疤也都是那会儿磕的。”说着，这
个身高超过一米八的魁梧东北汉子卷起
裤角，露出经年难愈的疤痕。

在沧州舰上的日积月累，为于景龙

在更先进的潍坊舰担任对海作战部门作
战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俄“海上联合-2015”演习前夕，
参演的潍坊舰主炮突然发生故障，没有
备用零件替换。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
际，于景龙麻利地画出设计图，组织工人
抢修，及时排除故障，顺利完成任务。

曾经和于景龙共事多年的战友郝红
芳说：“在于景龙身边干过的人，没有一
个不为他的专业能力叹服。”

如今，作为中国首艘万吨大驱的对
海作战部门作战长，穿行在南昌舰宽大
的船舱里，于景龙再也不用低头弯腰。
他想起当年哥哥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平
台，决定了一个人的发展。”

对他来说，哥哥于景臣是“亦兄亦父
的存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哥哥以通
化县高考状元的成绩考入大学。毕业之
后，于景臣回到家乡，钻研技术，改造化
肥厂的氮氧压缩机，让老百姓用上了便
宜安全的水煤气，造福一方。

哥哥是于景龙最初的榜样，一直激
励着他前行。大山中走出的两兄弟，一
个回到山城，一个走遍世界。不同的选
择背后，却有着同样的初心。

从电视上看到南昌舰亮相海上阅兵
式的新闻，有着 40多年党龄的于景臣由
衷地为弟弟自豪。他说：“最应该感激
的，就是这个时代。”

祖国用第一为我命

名，我用第一来回报祖国

接过战友递过的黑色签字笔，于景
龙屏住呼吸。

此时，眼前的红色荣誉军旗上，已
经有很多战友的签名。他找了一个不
起眼的角落，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
字——于景龙。

这 3个字他从小到大写了无数次，
但这一次，是最郑重的一次。

那一天，南昌舰第一次出海试航。
站在后甲板醒目的“101”白色喷漆上，看
着眼前无边无际的大海，于景龙觉得自
己的手竟有些颤抖。

那一天，他和战友们已经等了太久，
南昌舰也等了太久。大海，才是赋予战
舰生命的舞台。

此前，作为南昌舰的首批舰员，于景
龙和战友们曾在中共一大会址面对党旗
庄严宣誓。那一次，他在荣誉党旗上签
下了自己名字。

党员、军人、舰员这 3个身份，在签
名那一刻，叠印在一起。这是于景龙对
南昌舰的承诺，对党和军队的承诺，更是
对祖国和人民的承诺。

如今，这两面旗帜都存放在南昌舰
的荣誉室里。在两面旗帜中间，还陈列
着一块特殊的钢板——经历过上世纪八
十年代保卫祖国南沙岛礁战斗的一块舰
上钢板。

这块钢板，是战斗英雄李楚群专门
带来赠给南昌舰的。

在这块钢板上，被岁月侵蚀的划痕
清晰可见。它们仿佛在诉说那场惊心动
魄的战斗。

那个礁盘，于景龙也曾去过。
“2012 年的春节，我就是在那里过

的。”于景龙在沧州舰时曾到南沙参加
战备巡逻。

看到这块钢板，于景龙明白，老英雄
是想告诉执掌这艘最先进战舰的每名官
兵，胜利来自必胜的信心，更来自能打胜
仗的过硬素质。

今年，37岁的于景龙已经在海上漂
了 14年，在 3艘战舰上服役，打过千余发
实弹，手下带出7个优秀的部门长。

今年，于景龙的双胞胎女儿 8 岁
了。他却只陪她们过了 2次生日、3次春
节。“只要我一回家，孩子们连觉都不睡
了，就怕一觉醒来我又不见了……”

于景龙的故事再次说明，过硬素质
的背后，是一名军人的坚守与付出。

南昌舰入列后，训练任务一个接一
个。2020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于景龙在
家的时间不过两三天。

作为 055 型驱逐舰的首舰，南昌舰
不仅是作战平台，也是试验平台。每一
名舰员必须加倍努力，用一次次试验、一
组组数据把战舰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天
花板”撑到最高。

大多时候，于景龙都在舰上忙碌，即
使南昌舰靠泊码头时，他也很少上岸。

在南昌舰通道的墙壁上，写着这样
一句话：祖国用第一为我命名，我用第一
来回报祖国！

一个人背后，是一群人。一群人
背后，是一艘舰。人民海军新质战斗
力生成不断提速的背后，是无数个像
于景龙一样追求卓越、默默奉献的海
军官兵。

在他曾服役的沧州舰上，一级军
士长卫保乐已经守了 26 年，从一名新
兵成长为高级士官。沧州舰退役那
天，从未在大家面前哭过的老班长泪
流满面。

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离开南昌舰，
于景龙也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站在南昌舰甲板上，他动情地说：
“南昌舰注定走得很远，我会用青春陪
伴它。”

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南昌舰对海作战部门作战长于景龙——

我 是 新 时 代 的 一 朵 浪 花
■本报记者 谭靓青 特约记者 王冠彪

傍晚，海边，放晴的天空，蓝得透明。

站在南昌舰甲板上，眼前是和天空

一样蓝的大海。今年，是南昌舰遇见这

片大海的第3年。

6月的一天，完成出海训练任务的

南昌舰刚一靠岸，记者就登上战舰。

落日余晖下，南昌舰静静地停泊在

海面上。它的右侧码头上，是已经退役

的护卫舰沧州舰。

这一幕，仿佛是历史和现实的一次

对望，舷号101的南昌舰就是过去和未

来的交汇点——

在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

阅兵活动中，它首次公开亮相，担当辽宁

舰的“带刀护卫”。

当时，海军中校于景龙就站在 101

舰的前甲板上。在他军旅生涯中，这是

值得珍藏的历史性一刻。

这一刻，在人民海军发展的历史坐

标中，同样意味深长。

人民海军历史上，还有两艘战舰也

曾以英雄城市南昌命名。第一艘南昌舰

是接收国民党海军起义的护卫舰，虽然

仅有千余吨，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

海军的主力战舰。

第二艘南昌舰，是国产第一代导弹

驱逐舰。从1982年入列到2016年退役，

它见证了人民海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征

程。如今，退役的南昌舰移交南昌市，回

到了军旗升起的地方。

2017年 6月下水，2019年 4月海上

受阅，2020年1月归建入列……在国人

热切目光的期盼中，第一艘新型万吨级

驱逐舰首舰再次获得“南昌”这个英雄的

名字。

从1.0版到2.0版再到3.0版，3艘南

昌舰的升级，就是人民海军70多年跨越

式发展的缩影。

舰船迭代，但英雄之名永不磨灭。

93年前，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

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

的序幕。

如今，站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头，

第三代南昌舰入列，人民海军转型发展

的航迹驶向更远的地方。

站在南昌舰甲板上，于景龙感到非

常自豪。

之前，他曾无数次听过关于南昌这

个名字的故事。如今，他已经在舰上度

过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成为“南昌故

事”里的主角之一。

站在南昌舰甲板上，他更加体会到

这个名字背后的责任和担当。在“南昌”

背后，是许许多多为之奋斗的共产党员，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一代代续写

着“英雄年谱”。

南昌舰甲板上，刚返航的舰员们

正在忙碌。望着这些平凡的身影，记

者相信，在人民海军最先进的驱逐舰

上，他们注定将留下属于自己的“南昌

故事”。

站 在 南 昌 舰 甲 板 上
■本报记者 谭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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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①①

③③

图①：南昌舰劈波斩浪。
图②：南昌舰对海作战部门作战

长于景龙在战位上。

图③：于景龙的双胞胎女儿在码
头上迎接爸爸归航。

王松岐、张 枭、来永雷摄

②②

特 稿

编者按
99年前，平均年龄 28岁的 13名代表，

在上海一座石库门楼房里，在南湖蒙蒙烟
雨中，成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
党的事业在一代代青年接力奋斗下蓬勃
向前。

成长在党旗下，80 后、90 后青年官
兵，继承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在新时
代强军征程上开拓奋进。

从“万吨大驱”上的“火力先锋”，到
“仰望北斗”的青年科研专家；从冲锋在练
兵一线的“英雄连”连长，到坚守在抗击疫
情一线的文职人员；从守护边疆安宁的武
警哨位，到执掌“大国长剑”的深山战位，
一批批青年党员勇于担当、敢于突击，用
热血和青春书写着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昂
扬风采。

值此建党 99 周年之际，《军营观察》
推出特别策划，用文字、图片和视频为您
讲述新时代军队青年党员的奋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