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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支 部 队 ，被 称 为“ 中 国 第 一 蓝

军旅”。

朱日和，第 81 集团军某合成旅蓝

军研训中心，一场检验新战法的对抗

推演正在进行。

新战法，让研究员徐武韬再一次

经历“头脑风暴”。

这些年，随着对抗训练向深度发展，

对蓝军部队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7年

前，在上级机关指导下，这个旅成立蓝军

研训中心，选调一批曾任营连指挥员和

有研战能力的军官担任专职研究员。

作为研究蓝军的专门机构，其职

能 是 精 研 外 军 资 料 ，深 析 外 军 战 术 。

不仅如此，在这个旅，每个连队都有一

个蓝军训练研究室，“人人研究蓝军、

天天琢磨打仗”蔚然成风……

此刻，推演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研

究员们反复寻求制胜之道。

“现在多一分研磨，将来上战场就

会多一些胜算。”徐武韬说，探索的过

程有时比胜利更令大家兴奋。

执着探索，源于忧患之思，更因使命

之重。徐武韬和战友们至今难忘——

2017 年 7 月 30 日，朱日和联合训

练 基 地 ，庆 祝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建 军

90 周 年 阅 兵 隆 重 举 行 。 走 下 训 练

场 ，直 奔 阅 兵 场 。 将 士 们 以 征 尘 未

洗 的 战 斗 姿 态 、按 作 战 编 组 的 形 式 ，

接受习主席检阅。

这个旅的官兵与对抗演练中的对

手携手受阅，现场聆听统帅号令：“要

坚定不移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

的 标 准 ，聚 焦 备 战 打 仗 ，锻 造 召 之 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这支部队，战绩赫赫——

“跨越-2014·朱日和”实兵对抗系

列演习中，原七大军区各一支劲旅，轮番

与担任蓝方的该旅展开较量，结果“红方

6负1胜”。战报传出，震动全军。

2015 年 至 今 ，先 后 有 30 多 个 旅

奔 赴 朱 日 和 ，与 他 们 过 招 ，却 鲜 尝 胜

果……外界评论：正是这块异军突起

的“磨刀石”，在中国军队实战化训练

中掀起了一次高潮。

这支初露锋芒的蓝军劲旅，从诞

生起就担负着不同寻常的使命——

当今世界，各军事强国为提升部

队 实 战 能 力 ，竞 相 建 立 假 想 敌 部 队 。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军一些部队开始

进行红蓝对抗探索。由于蓝军都是临

时抽组，红蓝对抗往往如同“左手打右

手”，始终在低层次徘徊。为提高我军

实战化对抗训练水平，这支追求“红蓝

兼备、形神兼备、攻防兼备”的专业化

蓝军部队应运而生。

不同寻常的使命，注定他们要经

历不同寻常的跋涉。

一营营长王金，清晰地记得那段

艰难时光：部队初创时，他和战友们从

繁华都市走进荒凉大漠，在肆虐的狂

风中搭建起居住的板房。“那时候，打

开电脑，硬盘中空空如也，蓝军研究真

的是白手起家呀！”

黄沙莽莽，寒风凛凛，官兵们砥砺

奋斗，顽强地把根扎在了大漠。与此同

时，蓝军战斗力建设不断加速。他们编

写规章制度，编修整理资料上万册，梳

理蓝军作战理论研究课题数十个，探索

出一系列新战法新训法。

年年鏖战，演习场上的佳绩，并没有

成为该旅炫耀的资本。因为，在该旅官

兵看来：讲成绩容易，难的是与时俱进，

难的是循环往复的“打破、重塑、再打破”

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征程。

一次演习，这个旅作为蓝方，以模

拟强敌对手的身份遂行山地防御战斗

任务。战斗中，由于蓝方兵力密度小，

红方从左右翼两个方向同时连续强行

突 击 ，割 裂 了 蓝 方 的 前 后 防 御 部 署 。

蓝方一度陷入被动，最后在预备队的

顽强逆袭下才稳定战局。

复盘时，官兵们感叹：虽然最终取

胜，但我们对模拟对象的战术原则把

握不准，主战地幅设置过大，分散了有

限的兵力，为后续训练敲响了警钟！

专业化蓝军若模拟得不像，演习赢

了又有何用？“磨刀石”未能真正模拟强

敌对手、砥砺演习部队，就是失败。

此后，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复

盘检讨在该旅展开——从谋略指挥到营

连战术，从班排战术到单兵动作，官兵不

放过任何细节，不忽视一个问题……

“有不少人津津乐道这里‘胜多负

少’‘红败蓝胜’，其实在这里，胜负不是

一种简单概念。”该旅副参谋长陈安的话

意味深长，“超越了胜负二字，就能想明

白什么是蓝军。蓝军不仅仅是一种训练

角色，更是一种成就别人的使命和情怀。”

（下转第三版）

下图：铁甲突击。 郭 力摄

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

北疆大漠“磨刀石”
■本报记者 程 雪 韩 成

要坚定不移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焦备战
打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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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我愿意让你踩着我的肩背，高举

起胜利的旗帜……”一首《我是蓝军》，

唱出了第 81 集团军某合成旅的双重

“使命色”——无问红蓝，只为实战。

他们“蓝”得无私，官兵胸怀大局，

扎根北疆大漠，甘当沙场“磨刀石”，超

越输赢、无问红蓝，一心只为实战化。

他们“红”得纯粹，一边奋力追逐，

浴火重生，快速完成向陆军新型合成

旅的嬗变；一边向战而行，风雪无阻，

肩负起“红蓝兼备”的重任。

“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始终聚焦备战

打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的精兵劲旅。”领袖的深情嘱托，是蓝

军旅一往无前的澎湃动力。沙场点兵，

官兵征尘未洗，带着硝烟接受习主席检

阅。走下阅兵场，他们目标更加笃定：战

训一致，只争朝夕，向全军一流的合成劲

旅和模拟蓝军迈进。

在这里，红是蓝的底色，蓝是红的

磨砺。制胜未来战场，既要“仿真”最强

大的对手，又要锻造更强大的自己。红

蓝交融的点点印记，正是这支劲旅在强

军兴军征途上换羽新生的奋进故事。

无问红蓝 只为实战

导读详见5版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长征精神—

于 都 ，永 远 的 长 征 源 头

盛夏江南，烈日炙烤，热浪滚滚。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演兵场战

机轰鸣，完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飞行表演任务的“王海大队”飞

行员，归建后迅速转入战备训练。训练

结束，他们立即展开复盘检讨。

连日来，“王海大队”官兵认真学习

贯彻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战

位感悟初心使命，“做英雄传人、担强军

使命”的劲头更足了。

“7 月 1 日，我们驾机飞过天安门广

场 上 空 ，接 受 习 主 席 和 全 国 人 民 的 检

阅！”说起那一幕，“王海大队”年轻飞行

员朱鹏宇难掩激动。

历经战火洗礼、两次入朝作战、立下

赫赫战功的“王海大队”，将“闻战则喜、

英勇顽强、敢打必胜、有我无敌”的胜战

基因融入血脉。70 多年前在抗美援朝

战场上，该大队首任大队长王海，率领一

群人均飞行时间只有几十小时的年轻飞

行员，以“空中拼刺刀”的战斗精神，创造

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该大队因在战

斗中英勇顽强、机动灵活，被誉为“英雄

的王海大队”。

斗转星移，“王海大队”新一代飞行

员传承红色基因，将“空中拼刺刀”精神

继续发扬光大。他们时刻绷紧打仗弦，

敢为人先、敢于担当，训练中低空飞到最

低、载荷拉到最大、实弹打到边界，在险

局危局中寻求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传统所在，就是血脉所在，也是战无

不胜的力量所在。朱鹏宇清晰记得，第

一次来大队时，他便被满墙的荣誉锦旗

和牌匾深深震撼。那一刻，英雄的血脉、

英雄的精神，让他身上充满了“蓝天有

我、有我无敌”的奋进力量。

这些年来，“王海大队”始终坚持用

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培养“忠诚无畏、智

勇无敌”的新传人。新员入队，第一件事

是参观荣誉室，第一堂课是开展光荣传

统教育，让他们知道部队胜利的原点在

哪里、光荣传统有哪些，接续传承红色基

因；每逢重大任务，都会在王海驾驶过的

战机下组织誓师动员，引导官兵知道为

谁而战、如何战斗，不断升腾英雄大队特

有的精神气魄。

“学习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越

学越有力量，越学信念越坚定！”从“王海

大队”成长起来、刚被评为“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的旅参谋长王立，出色完成庆祝

大会的飞行任务。他告诉记者：“驾驶战

机飞过天安门上空，以奋飞姿态献礼党

的百年华诞，我倍感自豪。”

王立是“王海大队”英雄辈出的代

表，曾两夺“金飞镖”、摘得“金头盔”，被

空军授予“矢志打赢先锋飞行员”荣誉称

号，荣获空军“空天勇士”重大贡献奖。

“军队与使命共生，军人与使命同

在。”学习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的过程

中，“王海大队”大队长杨俊成一直在思

考，如何把大队打造成“尖刀的刀尖”，再

创辉煌历史。他说，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他

们手上，只有把许党报国、砥砺奋飞作为

目标，用忠诚无畏、敢打必胜的硬核实力

践行初心使命，才能守好红色江山，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忠诚无畏，飞出胜战新航迹
—空军航空兵某旅“王海大队”学习贯彻

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见闻
■本报记者 李建文 通讯员 卢 辉

7月中旬，海军陆战队某旅组织浮渡装卸载训练。 刘宇翔摄

新华社杜尚别 7月 28日电 （记者

梅常伟、张继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

防部长第 18 次会议 28 日在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举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率团出席并发言。

魏凤和说，上合组织成立 20 年来，

在各国元首亲自推动和“上海精神”有力

指引下，各国防务部门不断强化战略互

信、推进务实合作，上合组织已发展成为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各成员国应继续密切沟通交流，健全合

作机制，深化专业领域合作，创新疫情下

的合作模式，努力打造共建共享的安全

格局，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作出

更大贡献。

魏凤和说，当前世纪疫情与百年变

局交织叠加，世界很不太平。危难之际，

国际社会应该紧密团结、相互支持，共同

抵制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干涉主义，维

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担责任、共

迎挑战、共克时艰。当前阿富汗局势出

现重大变化，地区安全风险上升，我们应

加强协调合作，共同防范和打击“三股势

力”，筑牢地区安全屏障。

魏凤和说，我们刚刚庆祝了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习近平主席的坚

强领导下，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繁荣稳

定，中国的发展必将造福人类、惠及世

界。中国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也绝不

允许别人欺负我们。在涉台、涉港、涉

疆、涉藏、南海等问题上，中国决不会妥

协退让，我们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顶

住一切外部压力、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坚

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会上，各国国防部长高度评价上合

组 织 成 立 20 年 来 ，在 维 护 地 区 和 平 稳

定、促进防务安全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

果，决定继续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

合作，为上合组织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

件。各方强调应积极支持阿富汗和平和

解进程，加强反恐合作，打击恐怖分子，

努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会议期间，魏凤和先后与巴基斯坦、

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国防部长举行会谈，就国际和地区形

势、两国两军关系及反恐合作等交换意见。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在塔吉克斯坦举行
魏凤和出席

本报讯 王静怡、记者邵龙飞报道：

北京时间 7 月 26 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

领衔团队研发的雾化吸入用重组新冠疫

苗（腺病毒载体）I期临床试验数据，在国

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传染病》在线

发表。这是全球首个发表的新冠疫苗黏

膜免疫临床试验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雾化吸入用重组新

冠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耐受性和免

疫原性。一剂雾化吸入用疫苗仅需肌肉

注射疫苗剂量的 1/5，产生的细胞免疫反

应水平与肌肉注射相当。肌肉注射重组

新冠疫苗后第 28 天进行雾化吸入加强

免疫，可诱导产生高水平中和抗体。该

临床试验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在武汉启

动，由陈薇团队联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共同完成，Ⅱ期临床试验正在有序推进。

据悉，雾化吸入用疫苗与已获附条件

批准上市的重组新冠疫苗在制剂配方、生

产工艺等方面均相同。相较于注射式新

冠疫苗形成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雾化

吸入用疫苗可诱导人体产生黏膜免疫，在

病毒入侵的第一道关口预防感染和阻断

传播。接种者不用打针，通过雾化吸入设

备将疫苗吸入呼吸道及肺部，即可获得黏

膜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三重保护”。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

侯利华介绍，雾化吸入用疫苗只需“吸一

吸”即完成接种，更加安全便捷，适用于

大规模人群推广使用。

据了解，由陈薇领衔团队研发的重

组新冠疫苗（腺病毒载体）已于今年 2 月

25 日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

准上市注册申请，是我国首个获批的国

产腺病毒载体新冠病毒疫苗，单针接种

且可在 2-8℃条件下运输保存。目前，

该疫苗已获墨西哥、巴基斯坦、匈牙利、

智利、阿根廷等多国紧急使用许可。

雾化吸入用新冠疫苗 I期临床试验结果发布
由陈薇团队研发，系全球首个发表的新冠疫苗黏膜免疫临床试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