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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是面孔
感触的是心灵

深 舱“ 向 日 葵 ”

【人物名片】王丕军，海军辽宁舰一级

军士长。荣立三等功 4次，荣获全军士官

优秀人才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次，被海军

评为优秀士兵标兵。

海浪翻涌，辽宁舰斩浪向前。

水线之下的机电部门舱室里，一根

根密密麻麻的电线错综复杂。一级军

士长王丕军手提工具箱穿梭在各个战

位，像是一名巡诊的医生，检查着舰上

的电路情况。

2012 年 11 月，“歼－15”战机首次

着舰；2016 年 12 月，航母编队首次实弹

演习，场面震撼；2018 年 4 月，辽宁舰亮

相南海大阅兵，举世瞩目……作为第一

批航母舰员，王丕军见证了辽宁舰众多

的“高光”时刻。

“高 光 ”的 背 后 ，是 王 丕 军 和 战 友

们的默默坚守。甲板上的鲜花、欢呼、

检阅都与他们无缘，他们只能在任务

结束后，从新闻中感受那份来自现场

的自豪。

“机电兵的工作就是这样，也没啥可

遗憾的。”说起这些，王丕军总是云淡风

轻，“可正是因为有我们机电兵的保驾护

航，全舰的电力供应才更加安全可靠。”

那 年 ，怀 揣 着“航 母 梦 ”走 上 辽 宁

舰，王丕军在航母管线的“迷宫”里，开

启了属于自己的“长征”。当时，尚在工

厂改造的航母配电设备多，又没有图纸

与实际线路相对照，建立电力速查手册

就成了当务之急。王丕军和战友们白

天钻深舱查电路，晚上总结常用设备位

置，忙得走路都带风。

机电长看到王丕军的笔记后，竖起

大拇指，连声夸赞。后来，以这本笔记

为基础，电力速查手册建立起来。经验

证，王丕军和战友们绘制出的电力网络

结构图居然比设备厂家的原始图纸还

要精准。

“电力负载不够用，如果重新铺设

线路，工程量太大，能否将现有组网模

式进行优化？”试航时，如何保证供电、

缩短备航时间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

道难题。

“这个难题解不开，肯定影响下一

步的训练任务。”王丕军下定决心，要啃

下这块硬骨头。于是，他仔细研究电路

方案，与专家反复研讨，优化电力系统

组网运行模式，并最终拿出一整套供电

方案。

经过试验，电力系统供电提速，备

航时间比之前大大缩短。一同参与试

验论证的院所专家都忍不住夸赞：“王

丕军不愧是航母电力的‘万能表’！”

10 多年下来，全舰的电路图，王丕

军做到了“一口清”；电路出故障，他一

遍即可找准备品配件，成为辽宁舰上名

副其实的“万能表”。

除了专业能力，年近半百的王丕军体

能素质也相当引人注目。“个头不大，能量

很大”，是官兵对王丕军的一致评价。

“深舱整天不见阳光，体能充沛才

能更好地工作。”航母出海期间，机库就

成了他的健身场所。去年体能考核时，

王丕军综合成绩排全舰第二名，各单项

考核分数都在 110 分以上，舰上很多年

轻小伙子都不是他的对手。

不是每一个传奇都惊天动地，默默

无闻的坚守同样令人动容。“值守深舱，

当好‘工匠’”，王丕军在平凡的岗位上，

不经意间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传奇。

“ 工 匠 ”传 奇

【人物名片】何波，海军辽宁舰一级

军士长。2019 年被评为海军转型路上

“百名好士官”。荣立三等功 3 次，荣获

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 1 次、三等

奖 1 次。

何波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入伍 28

年，先后在 3 艘军舰服役，而且都是当时

人民海军最先进、吨位最大的军舰。

“入对了行，才能上大船。”回忆往

事，何波更加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无比

正确。

入伍之初，何波就向班长提出自己

要上“海军最大的舰”，想把所学专业从

航海改为机电。

班长皱着眉头看着他：“干机电很

辛苦，你想好了吗？”何波不假思索地

点 点 头 。 很 快 ，他 如 愿 成 为 一 名 舰 艇

“心脏”的守护者——机电专业的蒸汽

轮机兵。

选择到新组建的航母部队，扎根在

不见阳光的深舱，何波无怨无悔。他永

远不会忘记报到的那天——天空飘着

大雪，海边寒风劲吹，可他心里却热乎

乎的，非常激动。

初上航母，何波就碰到难题。上级

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编写出动力系统单

元的操作规程。受领任务后，担任区队

长的何波迅速行动起来，带领区队全员

加班加点、摸排管路。经过几天几夜的

忙碌，他们终于摸清了滑油系统、凝给

水系统等十几个动力子系统原理，并准

时提交了完整的动力系统操作规程。

每一天，何波和战友们都穿梭在辽

宁舰主甲板以下的底层舱室，严格按照

操作规程、坚守值班岗位，保证航母“心

脏”运转正常。

“火光明亮，闪烁频率均匀，一切正

常。”打开观察盖，何波紧盯着主机锅炉

里闪烁的火光，在值班登记表上一笔一

画地记录着。

入列以来，辽宁舰的动力系统没有

发生过任何险情。这一切，值守在深舱

机房的机电兵功不可没。

辽 宁 舰 执 行 历 次 重 大 任 务 ，何 波

从 未 缺 席 过 。 这 其 中 很 多 重 要 的 日

子 、激 动 人 心 的 细 节 ，何 波 也 记 得 清

清楚楚。

2019 年 4 月 23 日，庆祝人民海军成

立 70 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举行。

那一天，虽未能站在甲板受阅方阵里，

何波和辽宁舰很多官兵一样，依旧军容

严整地坚守在值班战位。当广播里传

来习主席亲切的问候声时，何波带着舱

室值班战友，面朝着检阅舰的方向，庄

严敬礼。何波知道，这是属于所有水兵

的荣光时刻。

“工作在没有阳光的深舱，也要向

阳生长，如向日葵那样光荣绽放。”何波

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夜 已 深 ，辽 宁 舰 航 行 在 万 顷 波 涛

中。何波躺在床上思虑万千，“航母是

一所培养人、造就人的大学校，自己能

算是一名优秀毕业生吗？”

时间也许会给出答案。何波知道，

在无数官兵的共同托举下，中国海军从

小到大、从弱向强，正阔步挺进深蓝。

时间的答案

【人物名片】阮 万 林 ，海 军 辽 宁 舰

一 级 军 士 长 。 荣 立 三 等 功 2 次 ，荣 获

全 军 士 官 优 秀 人 才 奖 一 、二 、三 等 奖

各 1 次，被海军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优

秀士兵标兵。

从 军 30 年 的 一 级 军 士 长 阮 万 林 ，

快要退休了。

作 为 航 母 部 队 第 一 批 舰 员 ，阮 万

林 登 上 辽 宁 舰 10 余 年 ，可 与 甲 板 上 正

在起降的舰载机仅有两次邂逅。

第一次是“听”。当时，阮万林正在

舰岛维护装备，恰逢“歼－15”战机首次

着舰。忽然间，“轰”的一声巨响，战机

成功降落在甲板上，阮万林心潮澎湃。

多年后，舰上组织退伍士兵观看舰

载机起降。阮万林作为机电部门的组

织者，一同登上舰岛舷外平台，终于亲

眼见到“飞鲨”一飞冲天的震撼景象。

更 多 的 时 候 ，阮 万 林 都 坚 守 在 深

舱 。 作 为 一 名 机 电 兵 ，他 早 已 习 惯 了

见 不 到 阳 光 的 日 子 ，以 及 高 温 、高 湿 、

高噪的“三高”工作环境。

入 伍 之 初 ，阮 万 林 被 分 到 扫 雷

舰。扫雷舰的排水量只有 500 多吨，但

他 依 然 发 出 感 叹 ：“ 哇 ，这 条 船 这 么

大！”没想到，十几年后，他会登上一条

比扫雷舰大百倍的船。

那 时 航 母 部 队 选 人 ，有 过 多 次 接

舰 经 验 的 阮 万 林 毫 不 犹 豫 地 报 了 名 。

其实，当时他妻子刚刚随军到舟山，女

儿 也 在 当 地 上 小 学 。 调 到 航 母 ，意 味

着又要重新开始两地分居。

带 着 对 家 人 的 愧 疚 ，阮 万 林 一 路

北上，参加进驻航母前的培训。

首次登舰的那天，阮万林和战友们

都无比兴奋。“记住啊，是左腿先迈上去

的，还是右腿先迈上去的。”大家彼此打

趣着。

登上航母后，摸清管路、熟悉装备

成了阮万林心中的头等大事。冷媒水、

通风、蒸汽、冰机管路遍布全舰，如同人

的血管遍布全身，错综复杂。阮万林和

战友们需要将每一道管路的分布摸排

清楚，将图画在纸上、记在心里。

这项工作即便是对阮万林这样的老

兵，也是个不小的挑战。阮万林回忆道：

“航母系统跟驱护舰完全不一样，最初的

压力确实不小。”以前的经验不能照搬，

那就从零开始，一步步蹚出一条路。

阮万林和战友们每天戴着口罩、顶

着头盔，穿梭在各个舱室，用锤子反复敲

击管路，听声辨别其走向分布。那时航

母尚在施工，每天摸排结束后，大家都

是一身灰尘。即使在数九寒冬，汗水也

能将衣服湿透。经过 1 年多的努力，他

们终于画出完整的系统图。

工作逐渐走向正轨，但阮万林还是

闲不下来。“老阮有个习惯，走到哪儿都

随身带着手电筒，到处照，”班长黄卫特

别佩服阮万林，“他真的长了一双火眼

金睛，用手电筒一照，就能发现角落里

某条管路的细微问题。”

“新兵一见我就怕，因为我总督促他

们学习，经常临时提问，”阮万林说，“这个

岗位是靠专业吃饭的，专业必须过关。”

“ 这 条 船 倾 注 了 我 们 的 心 血 ，你

看 ，头 发 都 白 了 。”阮 万 林 指 了 指 自 己

两 鬓 的 白 发 ，笑 了 笑 。 长 年 累 月 的 舰

艇生活、紧张的工作节奏，使不到 50 岁

的他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许多。

30 年 的 军 旅 生 涯 ，阮 万 林 从 小 船

走 到 大 船 ，感 触 颇 深 。 他 说 ：“ 我 此 生

最自豪的就是一路见证海军的发展壮

大，见证航母一步步生成战斗力。”

一
生
荣
光

【人物名片】黄爱建，海军辽宁舰二

级军士长。荣立三等功 3 次，荣获全军

士官优秀人才奖二等奖。

“爸爸，你们这次出海要去哪儿啊？”

面对儿子好奇地提问，黄爱建只能摇摇

头：“这是秘密哦！”

后来，儿子终于在新闻里看到辽宁

舰执行任务的报道。他紧紧盯着电视画

面，想从甲板上一群“海洋迷彩”中搜寻

那个熟悉的身影。其实，他并没有抱多

大希望——因为爸爸曾经告诉过他，自

己的战位在深舱里，那里距离飞行甲板

很远。

几年前的家属开放日上，黄爱建曾

带儿子登上过辽宁舰。参观完食堂和机

库后，儿子兴奋地在宽阔的甲板上跑来

跑去，禁不住欢呼起来：“爸爸，你们船真

大啊，伙食也特别好。”

“吃得好，是因为我们工作干得好

呀！”黄爱建冲儿子眨了眨眼睛，笑了起

来。作为区队长，这话他说得很有底气。

辽宁舰大大小小的舱室，几乎都留

下过黄爱建的足迹。为保证消防设备

正常运行，黄爱建和战友们每更次都需

要检查一遍所有设备。全舰的通道分

布、火灾探测传感器的位置，他都了如

指掌。

相比其他的深舱机电兵，黄爱建所

在的区队拥有独特的“观景平台”——视

频监控台。在这里，他们可以实时观测

到各重点部位的影像。历次“歼-15”战

机在甲板上起降，黄爱建都是坐在视频

监控台前观看的。不过，他的心思并不

在海天之间，“每次有大任务，心都是揪

着的”。

生活中的黄爱建像个老大哥，对战

友总是格外照顾。过年时，他主动坚守

岗位，把休假机会让给家中有事的战友；

周末他主动替班，让许久未下码头的战

士出去透口气。一桩桩、一件件，大家都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可一到工作中，黄爱建就变得“锱铢

必较”。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他都能发

现，而且一定要处理到位。

那年，辽宁舰进厂坞修。全舰很多

部位都在进行涂漆和打磨切割作业，舱

内温度高达 40 摄氏度，空气中到处弥漫

着刺鼻的气味和飞扬的粉尘。

在这种环境下，黄爱建全程驻舰。

他每天穿梭在各个管路通道，用随身携

带的笔记本记录下装设备不合理的地

方 。 等 到 坞 修 时 ，黄 爱 建 一 口 气 提 出

140 余条修改建议。

对于黄爱建的建议，设计方赞不绝

口，施工方却头疼不已。但黄爱建坚持

自己的原则：“装备由我操作，我当然要

负起责任。”在他的坚持下，各方通力协

作，推动装备不断改进。

坞修后首次实际供水前夜，黄爱建

和区队战友对全舰进行了地毯式检查，

确保所有消防管路、设备万无一失。

数百个消防栓、数不清的管路阀门

遍布全舰。那天晚上，各组一直忙到凌

晨 3 点多，才陆续完成检查工作。

几个小时后，黄爱建启动消防泵，

消防水顺利进入各大管系和用户，坞修

后首次恢复消防水供应实验取得圆满

成功。

工作虽然辛苦，但黄爱建心中却充

盈着一种满足感。如山般的重任使他深

深融入航母，也融入了一段历史。

重任如山

深舱“向日葵”，这是辽宁舰官兵对舰上机电兵的

礼赞。

机电兵常年在水线以下的舱室工作。那里是

承载各种设备的“迷宫”，更是航母的“心脏”。深舱

战位没有舷窗，见不到阳光，但他们心中有光、向阳

生长，为每一次战舰远航和战鹰起飞默默输送能

量、积攒力量！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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