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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路上，巾帼竞秀展英姿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国三八红旗集体风采录

夜阑人静，喧嚣渐退。位于京城闹市

的 61623部队 11分队值勤机房内，话务女

兵们仍在一遍遍线路转接、一个个要素调

试……为了做好某重要会议信息通信保

障，她们正利用夜间日常话务转接量减少

的宝贵时间，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准备。

“作为新时代的传令兵，我们常年负

责国家、军队重大活动的电话转接，任务

繁重、平战一致。”分队指导员于慧向记

者介绍，这个由清一色女兵组成的群体，

日夜值守在机台，多年来创造了处理话

务数百万次无差错的骄人业绩。

铃响灯亮，接听来电，轻声应答，敲

击键盘……云淡风轻间，领班员陈盈就

完成了一次电话呼转。“千万不能小看一

次简单的话务转接，其背后可能是一项

重大决策、一道战斗命令。”这个在机台

坚守 19 年的老话务员郑重地说，“官兵

们把每一次值勤都当成第一次，始终做

到精准高效、万无一失。”

畅饮瑞江红井水，四渡湍急赤水河，

冒雪翻越夹金山，住过延安土窑洞，架起

香山人工台……走进分队荣誉室，一张

张老照片、一项项荣誉，记录了一茬茬官

兵铁心向党，一路追随党中央、中央军委

的光荣历程。

“永远做党忠诚可靠的传令兵，是连

队历久弥新的政治本色和生命底色。”讲

解员梁莉莉对记者说，无论工作任务如

何拓展、官兵成分如何变化、技术装备如

何换代，连队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

近年来，随着军队改革调整不断深

化，分队在业务整合过程中不断向技术

手段多元化、保障范围扩大化转变。为

了提高服务质量，官兵通过多种渠道收

集完善用户动态和相关资料信息，针对

不同用户群体开展分层、分类、分台精细

化服务，个性化制订近百份保障方案。

作为一名老话务员，61623 部队副

政治委员何静说：“几十年过去，变的是

保障方式，不变的是我们高效优质的服

务保障，一茬茬话务员用万无一失的业

绩不断擦亮忠诚传令兵的名片。”

长时间高度紧张的值勤，容易导致

话 务 员 身 体 疲 劳 ，出 现 反 应 变 慢 的 情

况。为了确保任何情况下都通得快、通

得准，她们就在训练中设置线路阻断、噪

声干扰等情况，锤炼官兵心理素质和业

务能力。

近几年，通过不断以实战为背景模

拟构设危局险情，在无依托条件下组织

紧急演练，以重大任务为牵引带动本领

升级，分队培养出一批胜战尖兵，每年处

理话务几万件无一差错。

深夜，当人们已经进入梦乡，该分队

模拟训练机房里依旧灯火通明。记者看

到，见习话务员们正在利用上级自主研

发的“智能小军”系统进行人机交互对话

训练，努力提升自身抗干扰水平。

61623 部队 11 分队—

做党忠诚可靠的传令兵
■张大鹏 张修山 本报记者 安普忠

初春清晨，霞光万丈。75620 部队

军营，大地染金。

操场上，69 分队 3 排的女兵们，身

着礼宾服、头戴卷檐帽，正步伐铿锵地

进行队列训练。

走正步踢腿带风、落地砸坑，百米

不偏分毫，百步不差分秒……这群平均

年龄 20 岁出头的女兵，一次次以精湛

的仪仗动作和良好的作风形象，成为香

江之畔一道靓丽风景线。

今年春节前夕，一场令人瞩目的升

国旗仪式在某军用码头举行。参加仪

式的该排女兵们，纵看一个人、侧看一

条线，动作有力、英姿飒爽，护卫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新闻一经发布，点击量突

破 1.2 亿次，网民纷纷点赞留言：“仪仗

女兵，真棒！”

这并不是她们第一次亮相，但她们

的每一次亮相都引来无数喝彩。然而，

光彩夺目的背后，是女兵们默默地坚持

和付出。

训练场上，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女

兵，向反复要标准、用汗水换成效。军

姿训练，每人头顶军帽练平衡、顶着烈

日 练 眼 神 ，背 着 十 字 架 站 立 4 小 时 不

倒、嘴里咬着筷子一上午不松；踢腿训

练，每人绑着沙袋练负重、拉着绳子练

速度，每天练习上千次；劈枪训练，7 斤

半的礼宾枪一端就是大半天，胯部被枪

托磕得青一块紫一块，晚上睡觉常常疼

得翻不了身。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们练就了

令人惊叹的硬功夫：炎炎烈日下，凛冽

寒风中，她们可以纹丝不动站立 3 个小

时以上，行注目礼 3 分钟不眨眼，且表

情神采奕奕、端庄得体。

亮相即精彩，出场即震撼。组建 6

年来，该排女兵们先后圆满完成香港回

归 20周年庆典、国际军乐汇演等近百次

仪仗任务，成为当之无愧的“铿锵玫瑰”。

部队调整改革后，这支声名远播的

女子仪仗排，被编入荣誉连队，成为装

甲步兵，但仪仗任务仍由她们担负。面

对陌生的专业和新的挑战，女兵们立下

铮铮誓言：“英姿飒爽仪仗兵，沙场称雄

‘霸王花’！”

练！练！练！女兵们又一次拿出了

队列训练时的那股拼劲。专业训练，她

们请教经验丰富的老班长，全旅的专业

训练尖子几乎被问了个遍；据枪不稳，她

们通过枪口挂水壶、垒弹壳的方式进行

强化；体能训练，她们负重练长跑，每天

一个 5公里……她们一次次刷新着自己

的成绩，一个个实现华丽蜕变。

从仪仗兵到装甲步兵，这群女兵用

青春最美的芳华，书写了军旅人生浓墨

重彩的一笔。近年来，这个排军事体育

训练成绩始终保持全优，5 人通过特三

级考核，35 人次被评为训练尖子、技术

能手，4 个课目打破旅队纪录。

75620 部队 69 分队 3 排—

从仪仗兵到装甲步兵
■孟垂云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高原驻训场风雪交加，4 名女子导

弹兵密切协同，熟练展开装备，正向一

项 新 射 击 课 题 发 起 挑 战 。 69260 部 队

74 分队指导员刘方园盯着雷达屏幕上

的目标轨迹，脸上充满自信。

2018 年，分队刚组建时，很多人怀

疑：这些由话务员、传真员、卫生员转岗

的女兵能驾驭导弹装备吗？这群平均

年龄只有 22 岁的女兵用行动证明：男

兵能做的，她们同样行！

从 零 开 始 ，意 味 着 更 多 的 付 出 。

女 兵 们 拿 出 不 服 输 的 劲 儿 ，白 天 勤

学 苦 练 ，晚 上 加 班 加 点 …… 仅 用 6 个

月 时 间 就 实 现 了 体 能 百 分 百 合 格 、

专 业 百 分 百 良 好 ，让 所 有 人 刮 目 相

看 。

导 弹 特 种 车 辆 不 好 驾 驭 ，这 个 庞

然 大 物 谁 看 了 都 有 些 犯 怵 。 列 兵 艾

晶 报 名 参 加 驾 驶 培 训 ，身 高 1 米 6 的

她 坐 在 战 车 驾 驶 室 里 ，挂 不 上 挡 、握

不 住 方 向 盘 。 不 服 输 的 她 每 天 练 习

上 百 次 蹬 车 、挂 挡 等 动 作 ，磨 破 皮 就

贴上创可贴接着练，终于拿到特种车

辆驾驶资格证。

组 建 刚 半 年 ，这 个 分 队 的 女 兵 就

奉 命 到 平 原 地 区 参 加 复 杂 电 磁 环 境

适应性训练。在高温高湿的天气里，

她们每日铆在战车上，盯着雷达屏幕

分析各型信号干扰特征，经常是眼睛

红肿、浑身湿透。经过一个月的不懈

努 力 ，她 们 手 绘 电 磁 干 扰 图 100 余

份 ，最 终 在 红 蓝 对 抗 演 练 中 取 得 佳

绩。

2020 年 5 月，该分队赴高原执行驻

训任务，翻雪山、过达坂、穿冰河，长途

机动 2800 多公里。面对强烈的紫外线

和严重的高原反应，女兵们没有一人退

缩，反倒利用高原高寒条件开展战法训

法研究，将分队战备等级转进时间大幅

缩短。

去 年 ，她 们 前 往 南 疆 某 地 参 加 演

习。导演部临时赋予“尽远拦截”课题，

女兵们沉稳应对，苦练实备。实弹射击

那天，看着靶机应声坠落，大家激动相

拥、喜极而泣。

该分队有不少官兵来自少数民族，

女兵们用真心真情架起民族团结连心

桥，先后 5 次下乡进村开展共建活动，7

次慰问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维吾尔

族女兵木克达斯编排的舞台剧《石榴花

开》先后在社区、学校演出 10 余场。一

次野外驻训结束后，当地群众自发为官

兵献上洁白的哈达，藏族老人次仁卓杰

拉着上士马晓萌的手恋恋不舍地说：

“‘金珠玛米’为我们排忧解难，给我们

带来了欢乐吉祥，就像自己的家人一

样。”

铿锵玫瑰绽放雪域边关。组建以

来，该分队共有 20 余人荣获表彰奖励，

5 人次荣立三等功。

69260部队74分队—

铿锵玫瑰绽放高原
■孙佳辉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记者 黄宗兴

鄂北腹地，新年开训当天，大雪纷

扬。95848 部队 70 分队 2 排 6 班的特战

女兵全副武装，雷霆出击。

“砰砰砰……”抬枪，扣动扳机，5 发

子弹呼啸而出，下士魏嘉宝快速完成击

发，远处的钢板靶当当作响。“50 环！”报

靶声传来，魏嘉宝嘴角微微上扬。

此时，又是一声脆响，一枚子弹精准

打在匕首的刀刃上。寻声环顾，只见一

个雪堆旁，趴着狙击手魏月瑶。她确认

击中目标后，转头消失在丛林深处。

与魏嘉宝、魏月瑶两人略显内向不

同，机枪手袁秀芬的性格就像她手里那

把吐着火舌的轻机枪。枪声刚停，她就

兴奋地朝身边的男队员大喊：“你输了，

快把我的战利品准备好。”

看到她的成绩，男队员们心服口服：

6 发子弹 3 次点射，弹着点相隔不过一

指。“能把机枪打成这样，真不愧是‘神枪

手’！”

偶尔给枯燥的训练生活添点调味

剂，并不会让 6 班女兵分心。她们清楚

地知道，要想成为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战

士，就必须在枯燥的训练中沉淀，经受住

训练场上的无数次摔打。

高空跳翼伞，被视为空降部队的“入

场券”。上等兵石莉鑫是去年刚入队的

队员，她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高空跳

翼伞。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第一次实

跳，由于操作不当，石莉鑫落地时不慎崴

伤了脚。见保障人员围拢过来，她赶紧

起身，装作若无其事地整理伞具。她心

中非常清楚，一旦被发现受伤，她就可能

失去成为特战女兵的机会。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石莉鑫每天

强忍着疼痛坚持训练，直到通过所有课

目考核。当考核组宣布她成为一名合格

的女子特战队员时，这个坚强的女孩眼

眶里满是热泪。

石莉鑫的经历，只是 6 班女兵的缩

影 。 去 年 的 某 次 演 习 ，6 班 整 建 制 出

动。暗夜，数千米高空，打开门的机舱

内寒风猛灌，发动机的噪音嘈杂无比，

信 号 灯 频 频 闪 烁 。“ 我 是 雷 神 ，神 兵 天

降 九 天 来 。 我 是 闪 电 ，霹 雳 一 声 震 四

海……”女兵们脸涨得通红，大声吼唱

队歌为自己鼓劲加油。

“跳！”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女兵们

奋力跃出舱门，消失在无边的黑夜里。

成功着陆后，她们迅速展开战术队形，向

指定目标隐蔽搜索前进，最终圆满完成

了上级赋予的突击任务。

作为空军唯一一支女子特战小队，

近年来，她们上海岛、穿森林、战戈壁，人

人熟练掌握多种地域跳伞、多种武器特

种射击、直升机索降、特种爆破、特种驾

驶等 30 余项专业技能，已具备整建制跨

昼夜实施远程精准渗透打击能力。

因完成工作任务突出，6 班荣立集

体二等功，先后有 5 人荣立三等功。

95848部队70分队2排6班——

特战女兵雷霆出击
■杨越旺 本报记者 李建文

春和景明，柔暖的阳光透过实验室

的窗户，映照出一群人忙碌的身影。这

支大多由女性组成的队伍，就是军事科

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中心科研人员。

近年来，该中心为有效维护国家生物安

全、捍卫人民生命健康，以生物安全领域

的某技术研究为主要方向，立足基础前

沿科研领域深耕细作，取得数项突破性

进展。

她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奋斗，每一天都很难，但一年比一年

容易；不奋斗，每一天都很容易，但一年比

一年难。”该中心主任李爱玲说，中心文化

墙上的这句话，既是自勉之语，也是这群

干劲十足的科研女将的真实写照。

据李爱玲介绍，“5+2”“白加黑”是

该中心科研人员的工作常态。研究员董

方霆做完手术没多久，就脱掉病号服，换

上白大褂，重返实验台；副研究员李卫平

家庭负担较重，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和

生病的母亲，却从未耽误工作……大家

正是靠着这股拼劲韧劲，紧跟国家、军队

重大战略需求集智攻关，宵衣旰食、不舍

昼夜。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中心的事就

是自己的事。”在该中心，科研人员不仅

个个是“拼命三郎”，而且团结得像一个

人。副研究员李卫平撰写的论文被退

回，其他研究员主动帮她修改，直至被某

国际权威杂志接收；研究员夏晴处理医

院送来的几百个血样，一时忙不过来，其

他课题组的老师自发召集学生前来协

助；副研究员王维娜在医院待产，研究员

李慧艳指导自己的学生帮她完成实验；

高级实验师韩秋颖身份发生转变后，依

然爱岗敬业、任劳任怨，承担了大量基础

性服务性工作……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该中心全面建设一年一个新台阶，

某国家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考核验收，

某重大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自主筹建的某实验室发展为国家级平

台，累计为军内外单位提供检测近 9 万

份次，先后培养出 1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5 位国家杰出青年、3 位国家优秀青年、5

位军队科技领军和学科拔尖人才。

如今，该中心已逐渐具备原始创新能

力，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科

技创新基地，实现了从常规技术服务到承

担国家和军队重大使命任务的转型。

“坐得住冷板凳，冲得到最前线，她

们的努力与奉献难以被计量。”这是一位

院士对该中心女科研人员的评价。

披星戴月，牢记初心使命；披荆斩

棘，尽显巾帼风采。在攀登生物医学高

峰的征途中，她们将续写新的奋斗故事。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中心——

集智攻关 不舍昼夜
■本报记者 邵龙飞 特约记者 王晓玉 管 彤

该中心女科研人员合影。 张宗航摄

执行仪仗任务。 易 定摄该分队女兵正在值勤。 张修山摄

向党旗宣誓。 宋石磊摄演练中，特战女兵交替掩护前进。 杨越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