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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支功勋卓著的部队，曾参加过解放兰

州、甘南剿匪、边境作战等战役战斗，涌现出众多

英雄连队和英雄官兵。它的前身是陕甘红军，现

为新疆军区某红军师。今天，新时代的“红军传

人”，传承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让永远不变的

红色闪耀在巍巍昆仑。

本期《士兵面孔》，让我们聚焦来自新疆军区

某红军师的4名战士，并从他们身上去领略新时代

“红军传人”的风采。

——编 者

看到的是面孔
感触的是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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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 仑 红 色

本版作者：李 康 杨 鑫 颜士强

摄 影：奥 翔 张 立 卢 静

【人物名片】潘盛，新疆军区某团下

士，荣立三等功 1 次。所在连队于 1949

年 8 月被第一野战军授予“英勇善战硬

骨 头 连 ”称 号 ，先 后 荣 立 集 体 二 等 功 1

次、集体三等功 1 次。

喀喇昆仑高原的天就像小孩子的

脸，说变就变。刚刚还艳阳高照，突然间

就乌云密布，刮起大风。

狂 风 卷 着 沙 石 拍 打 着 战 车 ，发 出

“叮叮咣咣”的声响。瞄准手潘盛不由

得心头一紧，透过瞄准镜里那黄蒙蒙的

视野望去，山谷深坳处的一号目标若隐

若现。

要在视野模糊的条件下，快速完成

搜索目标，并对目标实施精准射击，下士

潘盛面临着巨大挑战。

“表尺×××，方向×××。”电台里

传来连长急切的口令。潘盛右眼抵住瞄

准镜，双手快速转动高低机转轮。

“报告，目标锁定，射击诸元装定完

成！”潘盛几乎吼着向电台回复。

“榴弹，一发装填，预备——放！”连

长下达射击口令后，炮弹随即呼啸而出，

目标瞬间“开花”。

炮弹发射瞬间，强大的后坐力“推”

着战车猛地往后一震。巨大的惯性让潘

盛右手脱空，重重地砸在高低机上。一

阵钻心的疼痛，让潘盛不自觉地连打几

个哆嗦。他试着抬起右臂，却发现几乎

使不上劲儿。

“二号目标，弹药准备！”还没等潘盛反

应过来，连长再次下达了射击准备口令。

这场实弹射击，是合成营演习中火力

打击的重要一环。潘盛所在车组能否发

发命中目标，关乎着连队的成绩和荣誉。

“‘硬骨头连’的兵，绝不能丢人！”短暂闪

念后，潘盛定了定神，咬紧牙，抓牢转轮继

续锁定目标，快速完成了射击诸元装定。

令至炮响，炮弹又一次命中目标，在

远方的山谷里激起漫天烟尘。

“ 命 中 靶 心 ！”听 着 电 台 里 传 来 前

方 侦 察 员 的 声 音 ，潘 盛 抬 起 左 手 抹 掉

额头上的汗珠，长长舒了一口气。

车队返回营区后，潘盛赶紧跑向卫

生连。此时，右手已经肿了起来。消毒

处理后，卫生员有点心疼地叮嘱着他。

潘盛笑了笑：“手厚实点，战斗起来更有

力！”

今年刚满 20 岁的潘盛，有着一双与

年纪不相称的手。那手上，有为破团里

引体向上纪录，磨破又长好的老茧；有挖

掩体工事时，被镐把磨出的血泡；还有搬

运炮弹训练时，磨秃了的指甲盖……每

一个印痕，仿佛都成了潘盛为连队荣誉

努力拼搏的生动注脚。

去年春天，随着新装备列装单位，各

项考核接踵而来。如何才能快速形成战

斗力，成为压在全连官兵心口上的重石。

初春的高原，寒意料峭，车舱里的温

度低至零下 15 摄氏度。为了准确快速

地装定射击诸元，潘盛干脆摘下手套，赤

手操作仪器。由于气温过低，手指经常

和“冰疙瘩”粘在一起，稍不注意，就会撕

掉一层皮。

随着训练强度不断加大，潘盛一天

中的操作时间超过 13 个小时，手上的老

茧也越来越厚。为了保持装定诸元的灵

敏度，每隔几天，他都要用刀片刮掉手上

新磨起的茧子。

在 3 个月后的首次实弹射击中，潘

盛所在车组取得“5 发 4 中”的好成绩。

庆功会上，连长高高举起潘盛那双皴裂

的手，激动地说：“这就是‘硬骨头连’的

兵！”

硬 骨 铁 掌
【人物名片】尉阔，新疆军区某团上

士，荣立三等功 2 次，被评为优秀士官 3

次。所在连队于 1949 年 8 月被第一野

战军第 4 军授予“敢打硬拼尖刀连”称

号，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1 次、集体三

等功 5 次。

巍 巍 昆 仑 ，群 峰 耸 峙 。 迢 迢 天 路

上，一辆辆新型装甲步战车轰鸣疾驰，

朝着目标地域快速挺进。

突然，车载电台里传来连长金季业

焦急的声音：“8 号车故障，暂停行进，等

待检修完毕！”话音刚落，1 号战车主驾

驶位上的尉阔解开安全带，双手用力一

撑，跃上车顶，径直跳下来，转身向 8 号

车跑去。

顾不上喘匀呼吸，尉阔踩着轮胎，

飞身跃上 8 号车车顶，钻进驾驶室。他

左手快速按着不同的触控按钮，右手在

显示屏上来回滑动着。没多久，他就排

查出动力舱出现线路故障。

钻出驾驶室，打开动力舱阀门，尉

阔将身体贴在发动机上，右手在动力舱

里小心地摸寻着。此时，刚刚熄火的发

动机温度仍然很高，穿着装具的尉阔感

觉胸口仿佛贴着火炉一般，皮肤火辣辣

地疼。

不 一 会 ，空 挡 开 关 滑 脱 问 题 被 解

决，战车重新恢复动力。但尉阔的胸膛

上，却留下了一块巴掌大的红印。

战车抵达指定地域，火力打击命令

接踵而来。刹那间，一枚枚炮弹呼啸出

膛，目标地域硝烟弥漫、火光冲天。

上了战场，时间就是生命。作为装

甲技师兼驾驶员，尉阔一直努力追求在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以最快速度将战斗

人员送至目标地域。

新型装备列装后，第一次钻进新型

战车时，有着 10 年坦克驾驶经验的尉

阔，连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为了弄懂

新战车性能，他起早贪黑待在车上，对着

手册背记每一个触控按钮的用途。动力

舱里有不认识的零部件，他就追着工厂

师傅请教。针对目镜变小、车身变长的

新情况，他设置了直角转弯、S路等 10余

种障碍，一遍又一遍地训练，驾驶战车越

障的技能越来越熟练。

有一次，全连在奔赴陌生地域执行

任务时突遇暴雪，部分路段积雪过膝，

驾驶员几乎无法辨别路基和悬崖。

就 在 大 家 一 筹 莫 展 时 ，尉 阔 跳 下

车，走到积雪最深处，弯下腰，用手臂测

量深度。记录完数据后，他又小跑到山

路转弯处，辨别地貌、测算转弯角度。

快速测算完，尉阔跑到连长跟前请战：

“车辆都由我来开吧！”

风雪中，连长带着全连 10 多名党

员沿着路基充当“路标”。尉阔驾驶着

头车，慢慢前进。突然，轮胎打滑，车身

朝着悬崖滑去。生死一线间，尉阔紧握

方向盘，左右控制、轻点制动，车辆在几

乎掉了个头后，终于擦着崖边缓缓停

下。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徒弟温旭吓坏

了，半天说不出话。尉阔拍着他的肩

膀，安抚道：“‘尖刀连’的兵，就要像这

样多磨一磨刀尖，才不会卷刃！”

很快，尉阔驾驶头车，成功驶出数

百米长的危险冰雪路段。停稳后，他

又跑回来，驾驶着第二辆战车缓缓通

过 …… 两 个 多 小 时 后 ，尉 阔 将 全 连 所

有战车全部开过危险路段。

凛冽寒风中，伴随着战车轰鸣，尉

阔和战友们在雪域高原上，又一次向着

“敌”目标发起了冲锋！

敢 为 刀 锋

【人物名片】向越强，新疆军区某团

四级军士长，荣立三等功 2 次，获全军士

官优秀人才奖 1 次。所在连队于 1949

年 7 月被第一野战军第 4 军授予“罗局

镇战斗英雄连”称号，先后荣立集体三

等功 3 次。

射击场上，身形偏瘦、面庞黝黑的

向越强在 20 多名参赛队员中，看不出有

何特别之处。可当比赛开始后，他瞬间

成为场上最亮的那颗星，耀眼夺目。

判断风速、观测距离、瞄准目标、扣

动扳机……向越强一系列射击动作一

气呵成，子弹逆着风雪精准击穿了 200

米外的靶心。

转过身，向越强放下自动步枪，又

拿 起 了 某 型 狙 击 步 枪 ，准 备 远 距 离 射

击。

透过瞄准镜，1000 米外的靶标在寒

风中左右摆动，与晃动的草丛几乎融为

一体。“风向 3 点，风速 6 米/秒……”向

越强抓起一把细土抛向空中，默默测算

着环境数据，左手不断调整和修正各类

参数。

顷刻间，枪响靶落，自信的笑容随

即浮现在脸上。向越强随即接连开出

两枪，均命中目标。接下来，向越强又

分别使用手枪、班用机枪完成了对目标

的快速射击。

偌大的射击场上，鸦雀无声。射击

成绩公布后，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雷鸣般

的掌声和欢呼声。

“精通多种枪械射击”，是全连官兵

对射击教练员向越强的一致评价。从

新兵开始，向越强便立下了“换把武器

也要打得准”的目标，在步枪专业训练

之余，时常利用休息时间钻研多种轻武

器的射击方法。

有人说，向越强不务正业，心思太

野。可后来，他的“野心”派上了大用

场 。 有 一 次 ，上 级 随 机 抽 查 班 组 射 击

情 况 。 在 狙 击 手 不 在 位 的 情 况 下 ，步

枪 手 向 越 强 临 危 受 命 ，临 时 充 当 狙 击

手 ，以 5 发 子 弹 50 环 的 满 分 成 绩 惊 艳

四座。

慢慢地，向越强出了名，多次在军

区 和 师 里 举 办 的 狙 击 比 赛 中 夺 得 奖

牌。胜利归来，他开始尝试多型轻武器

射击训练。14 年间，向越强写下了 15

本射击日记，详细记录了多型轻武器的

射击技巧。

得知单位要赴喀喇昆仑高原驻训

后，向越强很期待。他终于有机会研究

在高原环境下，各种枪械的弹道参数，

以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射击数据库。

没想到，在高原首次实弹射击中，

因天气突变，向越强出现了失误，子弹

脱靶。身边的战友没说什么，可向越强

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为积累弹道数据经验，向越强从距

离 200 米的靶标开始，一边射击，一边记

录相关参数。在边打边修正的过程中，

他将靶标距离逐步延伸，直到精准命中

1000 米外的靶标。

在那段拔节成长的日子里，向越强

整个人就像一个被不断压缩的弹簧，默

默积蓄着力量。

前不久的一次狙击比武中，向越强

一举夺得对移动目标射击和极限距离

射击等 3 个狙击项目的第一名。此时，

他就像释放的弹簧，一跃而起。

登上领奖台，向越强向战友们道出

了他的体会：“战场上，只要有一颗敢于

胜战的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胜 战 的 心

【人物名片】刘造坤，新疆军区某团

上士，荣立三等功 1 次，被评为优秀士官

3 次。所在连队于 1949 年 8 月被第一野

战军授予“插入敌腹英雄连”称号，先后

荣立集体二等功 1 次、集体三等功 8 次。

“报告首长，经过复审，这轮侦察数

据有偏差，请求暂停射击！”此时，炮弹已

经上膛，榴弹炮间瞄射击迫在眉睫，指挥

员突然接到侦察兵刘造坤的紧急报告。

重新对目标距离进行测算后，指挥

员发现，实际距离与第一次测算结果偏

差近 50 米。

原来，在第一轮测距时，两个相似的

土堆纵向叠加遮蔽了部分路径，导致侦

察兵测算失误。炮兵侦察若差之毫厘，

弹着点偏差就将谬以千里。如果按第一

轮装定的射击诸元进行射击，将无法对

目标实现有效火力打击。

黄沙漫卷，战炮怒吼。根据第二组

侦察数据重新装定诸元后，全连齐射，首

群覆盖目标。

“战场上，就需要这样精细的兵！”复

盘会上，现场指挥员点名表扬了刘造坤。

黝黑精瘦的刘造坤，浓眉似刀，目光

炯炯有神。战友们都夸他是“活导航”，

眼睛看到哪儿，炮弹就能精准地打到哪

儿！

喜欢跟“毫厘之差”较劲，是刘造坤

坚持了 9 年的习惯。

刚入伍时，刘造坤因各项训练成绩

排名靠前，被分到榴炮连当了一名炮兵

侦察员。班长告诉他：“我们连队曾参加

过扶眉战役，有着‘插得勇猛、打得顽强’

的战斗精神。”

“英雄的连队，只能出英雄的兵！”没

想到，在第一次专业考核中，刘造坤的

“英雄梦”就破碎了，他给出的 5 个目标

点被判定为全错。缓过神后，班长告诉

他：“尽管偏差两个密位是在误差范围

内，但在炮弹实际射击中，就可能偏差几

百 米 ，这 意 味 着 火 力 打 击 失 败 或 者 无

效！”班长的话让刘造坤陷入深思。

此后，为了提高方向盘操作的精度和

速度，刘造坤每天早起晚睡，在俱乐部反

复练习架设与撤收，手指磨出厚厚的茧；

为了提升计算能力，别人练习 30组“五位

数滚加滚减”，他就练 60 组。训练间隙，

他还掏出随身携带的草稿纸演算坐标。

那是一段浸满汗水的锤炼过程。在

一次次测算标绘中，刘造坤逐步成长为

连队的侦察尖兵。

第二年，还是上等兵的刘造坤，就跟

着营长参加了全师举行的实兵实弹战术

演习。面对众多经验丰富的老侦察兵，

刘造坤毫不胆怯，为炮阵地提供的 18 组

数据，无一差错。

去年 3 月，全团奔赴喀喇昆仑高原

驻训。刘造坤把目光投向高原多变气候

条件下，提升炮兵侦察精准度的训练上。

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对炮兵精准

射击影响非常大。作为炮兵的“眼睛”，

刘造坤根据高原特殊的气候环境，边训

练，边记录。几个月下来，他密密麻麻地

写满了两个笔记本，练就了特殊气候条

件下“一眼定距”的硬功夫。

这一年，连队依据刘造坤提供的侦

察数据，实现了高原环境下的首发命中、

首群覆盖。

从毫厘之差到精准定位，侦察兵刘

造坤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一连串精彩

的足迹。

一
眼
定
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