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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豪，你到‘家’了。真幸运，南

昌人到了南昌舰！”运送新兵的大巴停

在 某 军 港 码 头 ，带 兵 干 部 一 句 打 趣 的

话，让新兵胡佳豪一下子来了精神。

朝思暮想的南昌舰就在眼前，胡佳

豪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往外打量，舰艏硕

大的“101”舷号填满了车窗，正午的阳光

打在银白色的舰身上，更显得高大威猛。

胡佳豪抓起背囊快步冲下大巴，一

阵清凉的海风迎面扑来，早已列队等候的

老兵们热情上前迎接。踏上甲板，望向海

天相连处那片辽阔的蔚蓝，梦想成真的幸

福让胡佳豪的心热烈地跳动着……

一

2021 年 3 月 12 日，是胡佳豪到南昌

舰报到的日子，也是他 19 岁的生日。作

为一个在英雄城土生土长的娃，当兵来到

了南昌舰，算是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胡佳豪与南昌舰的缘分要追溯到

中学时代。学校组织到赣江畔的主题

公 园 参 观 已 经 退 役 的 第 二 代 南 昌 舰 。

第一次踏上军舰，胡佳豪格外兴奋，寸

步不离地跟在景区解说员杨双峰身后。

“入列不到两年，南昌舰就担任编

队指挥舰执行南沙战备巡逻任务……”

杨双峰激情澎湃地讲述着南昌舰的

辉煌历史，更让胡佳豪惊讶的是，杨双峰竟

然是跟着南昌舰一起来到南昌的老兵。

杨双峰是第二代南昌舰的最后一任

机电长。2016年，杨双峰和战友一起护送

南昌舰“回家”之后，实在难以割舍数十载

的“钢铁战友”，竟说服家人，举家从东北搬

迁到了南昌，与“老战友”继续相守相伴。

“南昌舰究竟有什么魔力？”杨双峰

的“传奇故事”推开了胡佳豪对南昌舰的

探索之门。他每月雷打不动到报刊亭等

候最新一期《舰船知识》杂志，课余时间

浏览军事网站寻觅南昌舰的踪影……

胡佳豪如饥似渴地追溯南昌舰的前

世今生，他渐渐读懂了这“南昌”背后的

非凡意义：“‘南昌’，是传承也是启航。

每一艘南昌舰的诞生，都承载着人民海

军开拓创新、向海图强的神圣使命。”南

昌舰，在胡佳豪年轻的心中种下了一个

蓝色的梦。报名参军时，他在填报入伍

志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海军。

真实的舰艇生活，并不像胡佳豪想

象中那般飒爽。自战舰解缆起航的那

一刻开始，胡佳豪感觉自己像被钉在了

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上，每天都被专业

学习、机械检拭、装备检修填得满满当

当。一轮接一轮的战斗部署还时常在

深夜下达，刺耳的铃声会让人顿时睡意

全无，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训练艰苦，晕船的日子更揪心。头

晕恶心、肠胃翻江倒海，胡佳豪从来没

想过，吃饭会变成自己难以完成的艰巨

任务。他严格执行班长命令，在迷彩服

口袋里随身携带一卷塑料袋。吃了吐、

吐了吃，一卷塑料袋所剩无几，胡佳豪

终于通过了这一关。

最让胡佳豪触动的，是镶嵌在南昌舰

走廊里的那一排烫金舰训：“英雄城、英雄

舰、英雄兵，第一枪、第一舰、第一人”。每

次经过这里，他总会情不自禁驻足仰望，

联想起三代南昌舰的传承故事，回想起自

己参军入伍的初心梦想，顿时血脉偾张。

年轻的水兵在一次次实战淬火中拔

节成长，奋斗目标越来越清晰：“乘风破

浪首先要从点滴做起，历经千锤百炼才

能练就‘人舰合一’的本领。”

去年 8 月，南昌舰组织实弹射击演

练 ，胡 佳 豪 终 于 盼 来 了 一 展 拳 脚 的 机

会。身为主炮弹药兵的他，精心照料着

一枚枚锃光瓦亮的炮弹。他每天定时

定点到弹药库检查库房温湿度，确保主

炮弹药处在最佳的环境条件中。

检查引信、紧固螺母、装定时间……

任务当天，胡佳豪熟练地完成射击准备

工作，只待一声令下。

“轰！”第一发炮弹破膛飞出，胡佳

豪的战位距主炮最近，声如闷雷般的巨

响一下子将他的心推到了嗓子眼。

舱外，隆隆炮声响彻海天，远处火光

爆闪，在海面上瞬间掀起数十米高的水

柱。不一会儿，通报下来了：“首发命中！”

去年 10 月，胡佳豪第一次随舰出

国，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1”演习和首

次联合巡航。和他一样，这也是国产新

型万吨大驱南昌舰首次亮相国际联演。

任务间隙，南昌舰为首次参加远洋

航行的新舰员举行“英雄逐梦、砺剑远

洋”大洋成人礼仪式。“第一次登上南昌

舰、第一次实弹射击命中、第一次征战

大洋……”战舰斩浪前行，胡佳豪站在

前甲板上思绪翻飞：“作为一名南昌兵，

我一定要为南昌舰争得更大的荣光。”

迎着风浪，胡佳豪和战友高举右拳奋力

高呼：“向海图强，建功大洋！”

二

在战舰上，机电兵是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看不到晨曦微露、落日红霞的浪漫

海景，常年坚守在高温、高噪、高湿的机

舱深处，为战舰的安全行驶保驾护航。

燃 气 轮 机 ，是 舰 艇 动 力 系 统 中 最

重要的装备之一，被称为“舰艇心脏”，

燃 机 兵 也 被 战 友 们 称 为“舰 艇 心 脏 守

护神”。

“谁最懂南昌舰的‘心’？”如果问及

这个问题，官兵们会不约而同地说出一

位老兵的名字：一级上士都晓辉。

从南昌舰试航到入列，再到如今常

态参加演训，5 年来，都晓辉与南昌舰朝

夕相伴，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出海任务。

“常年‘蜗居’在深舱之中，说不辛

苦那是假的。但只要把战舰当家来爱，

把 战 位 当 家 来 守 ，付 出 再 多 也 会 觉 得

值。”都晓辉认为，“战舰是一个‘巨系

统’，要靠无数个分系统同频联动，才能

叠加出最大战斗力。”

默默为“家”奉献，夜以继日呵护，都

晓辉练就了与战舰“心灵相通”的本领。

去年，南昌舰与兄弟舰艇进行编队

火力反击演练，在高航速占领阵位阶段，

都晓辉守在机舱旁一夜没合眼。虽然动

力系统监控数据显示一切如常，但都晓

辉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他打着手电围着

燃机来回打转观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

迹。当手电筒照在燃机箱装体玻璃壁上

时，附着的一层薄雾让他心头一紧。

“高温的燃机箱内出现油雾，不正

常！”都晓辉迅速打开箱装体，一股热浪夹

杂着巨大轰鸣瞬间涌出，他扭头猛吸一口

新鲜空气，麻利地钻了进去。一轮检查下

来，他的衣服被汗水和油污浸透，黑水顺着

衣襟和袖口往下滴，却没查出异常迹象。

疑难杂症常在隐蔽之处。担任多

年燃机班长，都晓辉深谙此理。他灌下

一瓶矿泉水，又一次扎进箱装体。连续

战斗 5 个小时，捋了数百个部件，终于在

机体下方发现问题：油气分离箱连接管

路上出现一道裂缝，油气“呲呲”往外

喷，并且裂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高温条件下，油气极易发生爆燃，

如 果 未 能 及 时 发 现 隐 患 ，后 果 不 堪 设

想。”都晓辉不顾管壁灼热的高温，双手

紧紧捂住漏点，同时上报机电长，请示尽

快更换备用主机。机电部门闻讯迅速反

应，第一时间化险为夷，保证南昌舰圆满

完成演习任务。因及时发现并处置重大

装备险情，都晓辉荣立三等功。

三

不同于机舱的喧嚣，7 层甲板之上

的驾驶室又是另一番风景。

驾驶室是战舰航行的指挥枢纽，舰

艇指挥员座椅的后方就是操舵兵徐文

茜的战位。她是南昌舰首批女操舵兵。

驾驭万吨大驱叱咤海疆，是每一名

南昌舰战士梦寐以求的事。徐文茜从

同年上舰的新兵中脱颖而出，率先完成

独立值更。

别看徐文茜长得清瘦白皙，但只要

一干起活来，立马就变成了雷厉风行的

“女汉子”。“我的战位使命就是搏击风

浪、勇往直前，是南昌舰让我懂得了成长

和担当。”徐文茜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南昌

舰一起劈波斩浪，勇闯更远的大洋。

去年 10 月，徐文茜终于圆梦了。一

个冷雨绵绵的夜晚，南昌舰破浪起航，远

赴俄罗斯，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1”演

习。这次夜航，徐文茜担任操舵手。

狂风呼啸，掀起数米高的白浪，拍打

在窗户玻璃上。舰艏时而隐没在浪谷之

下，时而高昂挺立于波峰之上……此时

的驾驶室，就像一个剧烈摇晃的筛子。

徐文茜打起十二分精神，一边紧握扶手

控制身体不被甩出去，一边全神贯注聆

听指挥员的指令，沉着冷静分析风浪和

风流的规律，实时修正航向、调整舵角，

与暴风骤雨轮番搏斗，终于驾驶战舰成

功驶抵俄罗斯演习锚泊海域。

随辽宁舰航母编队出海、担任指挥

舰出国联演……每每回想起与南昌舰征

战南北的热血时光，徐文茜觉得自己像

是一只御风奋飞的海燕，而这股强劲的

风，正是挺进深蓝的强大的中国海军。

在父母眼里，徐文茜是个“不想家

的孩子”。父亲的印象中，自打女儿登

上军舰后，就经常十天半个月联系不到

人。他嘴上虽埋怨，心里却很理解。女

儿在英雄的战舰上服役，父母别提多自

豪，也深知女儿肩负着更重的责任。作

为女儿，徐文茜也一样牵挂着父母。战

舰一出海，想家的时候她只能翻看衣柜

里的全家福，在心里絮叨家常。“天冷

了，爸爸的护膝有没有及时戴上”“妈妈

今天会做什么好吃的菜”……想完了，

把思念藏在心间，继续战风斗浪。

去年中俄联演归来，一家三口总算

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网上团聚”。晚饭

后，徐文茜一打开手机，微信里一下子跳

出 10 多条父亲发来的联演新闻链接，其

中还有自己接受随舰记者采访的视频。

“女儿啊，爸妈总算看到你驾驶军

舰的英姿了！不要挂念家里，好好练强

本领，祝你再立新功！”最后两条消息是

父亲的语音和父母的生活照。徐文茜

插上耳机循环播放父亲的声音，静静注

视着父母的照片，一向坚强的姑娘一时

没绷住，眼泪夺眶而出。

四

南昌舰副政委刘天永办公桌的抽

屉里，珍藏着 10 多个装满海水的透明塑

料瓶。每一只塑料瓶的瓶身上，都详细

地标记着取水的时间和海域，瓶颈上系

着一条红色丝带。这些被刘天永视若

珍宝的水瓶，浓缩了南昌舰犁浪远航、

向深蓝挺进的一串串闪光航迹。

刘天永是南昌舰的首批舰员之一，

从南昌舰下水至今的 1800 多个日夜，他

有 超 过 90%的 时 间 在 南 昌 舰 上 度 过 。

如今，已经陪伴刚刚“两岁半”的南昌舰

跨 越 南 北 40 多 个 纬 度 ，航 行 近 7 万 海

里。他见证了南昌舰出岛链、巡大洋、

出国演习等每一次重要时刻、每一个成

长节点，还有一个个南昌舰官兵以舰为

家、热血建功的青春故事。

瓶子里的海水晶莹剔透，犹如风平

浪静的海面。刘天永拿起瓶子快速旋

转摇晃，海水立刻激烈涌动，又像是在

回放着南昌舰在风浪中的奋斗搏击。

近年来，伴随实战化演训的推进，南

昌舰勇闯深蓝、不惧挑战，用勇毅展现大

国自信，用实力传递大国名片。

英雄的战舰，英雄的官兵。今年年

初，南昌舰荣立集体二等功。“英雄的接

力棒传到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要用更

澎湃的热血来点燃传承。”从去年底以

来 ，刘 天 永 的 抽 屉 里 又 多 出 了 几 只 水

瓶，它们默默无言，却见证着南昌舰不

断延展的强军航迹。

英雄的战舰英雄的兵
■韩 成 王泽洲 杜江帆

槐花崮上开，幽香随风来。拜谒英

雄孟良崮，宛若在翻阅一本卷帙浩繁的

历史巨著，仿佛在浏览一部盈箧充栋的

巨制史记——

1947 年 5 月 ，孟 良 崮 战 役 打 响 。

我 华 东 野 战 军 与 国 民 党 军 激 战 至 16

日上午，敌整编第 74 师大部被歼。粟

裕计算歼敌人数，发现与敌军实有人

数相差几千，当即命令各纵队严密搜

索，果然在一条山谷里发现 7000 多名

残敌。我部乘胜兜剿，全歼第 74 师等

部共计 3.2 万余人。陈毅为此写下了

气壮山河的诗篇：孟良崮上鬼神嚎，七

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

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

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

军个个是英豪。

我信步走进展厅，一件件实物、一

幅幅图片在静默中诉说着历史的壮烈

沧桑，彰显着沂蒙人民的英勇无畏。一

幅偌大的黑白照片映入眼帘——一座

石头垒成、苇草当房顶的圆形小屋，沂

蒙山区称之为“团瓢”。看到部队做饭

没有柴草，黄家峪村村长李在修毅然拆

了自家的团瓢，给部队烧火做饭。他

说：“支援前线，俺不怕倾家荡产！”

杨化彩是蒙阴县的一位普通农妇，

听说要为部队做军鞋，她第一个交来了

4 双军鞋。照片中，杨化彩 4 岁的儿子

穿着盖不住肚脐的小褂，依偎在母亲身

旁。村里人都知道，孤儿寡母生活艰

难，孩子长这么大，还没穿过一双鞋。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

尺布送去做军装……”当年沂蒙山人

民与子弟兵共同铸就的“水乳交融，生

死与共”的沂蒙精神，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

下山时，晚霞已将大山洇染上一层

瑰丽的暖色。和平鸽雕塑下，一群游客

正在合影，个个笑容灿烂。当下的幸福

不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

的吗？！

远处几只布谷鸟的叫声划破了静谧

的天空，孟良崮战役中时任炮兵连连长施

夫俊生前的诗作又萦绕在我的耳畔——

忆昔日，激战正酣，峁峁梁梁皆焦

土，断壁残垣。看今朝，移山造田绿山

种果。红房相嵌，人间仙境一般……今

日之沂蒙，奋进路上，前景无限。

巍巍松柏掩英魂，烈烈长风传英

名。仰望庄严肃穆的孟良崮战役纪念

碑，我感到它是那么雄伟壮观，不由自

主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崮上花开
■傅家德

踏上这片离天最近的高原，我见到了

你。好想问问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你黝黑的脸上露出憨憨的一笑，让我欲言

又止。从你坚毅的眼神中，我读懂了，无论

你是谁，都是脚下这片国土养育大的孩子；

无论你从哪里来，星星月亮挂满床头的这

个地方，就是你心中的第二故乡。

海拔越来越高，广袤的高原上只剩

下骆驼草在风中摇曳。远远看到，你站

在天边，如一棵白杨树般挺拔坚定！

出征，又一次踏上巡逻路。风，在耳

边呼啸，你迎风前进，势不可当；山，在脚

下蜿蜒，你爬冰踏雪，所向披靡！

擦拭完祖国的界碑，你站在天边，伸

手摘下一片头顶的祥云，将满腹的话儿

写在上面，让远去的风捎回家乡，带给妈

妈一片清凉。

巍峨群山间偶遇一汪清澈见底的泉

水，掬一捧山泉入口，清凉甘甜。这又让

我想起了你，山一样的外表、山一样的性

格，看到的是你风雨来袭时的雷霆出击、

冲锋陷阵，看不到的柔情却如这湾清泉

在心中流淌。

从高原回来，我常眺望天的尽头。

家人团聚、灯火可亲之时，我知道，在天

边，有一双眼睛始终在静静守望。繁星

灿烂如你，守护这人世间的光明。

云 端 守 护
■王润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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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 2008 年 6 月 1 日的早晨。

东方露出鱼肚白。在多雨的都江

堰，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这是“抗震

救灾科技服务队”走上街头的第一天，老

天挺给面子。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随原济南军

区直属队赴四川抗震救灾。科技服务队

是汶川地震后转入恢复生活生产阶段，

我和军区前指直属保障部（分）队几位领

导策划成立的一支家电维修队伍，也是

汶川地震后巴蜀大地上出现的唯一一支

科技服务队。

大地震过后的都江堰满目疮痍，处

处残垣断壁，大批受灾群众挤住在狭窄

潮湿的帐篷里。为便于我部在抗震救灾

阶段任务转换后能够精准帮扶，我带机

关人员沿帐篷区分头做过调查，发现几

乎家家户户都有电饭煲、电视机、电脑或

电冰箱、洗衣机等物件遭地震毁坏。有

的家庭地震后拥有的唯一值钱的东西，

就是没有影像了的电视或不能用了的电

饭煲。

不 要 小 看 这 些 区 区 物 件 ，对 劫 后

余 生 的 群 众 来 说 ，其 价 值 远 远 超 出 了

器物本身。然而，此时的都江堰，家家

店铺无法营业，家电损坏了，既没有地

方修，也没有地方买。这时，一支可以

修复家电功能的科技服务队便应运而

生了。

在科技服务队成立的思想动员会

上，我阐明的主旨就是：我们是人民子弟

兵，在受灾群众需要的时候，要当“及时

雨”，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才优势，组成

一支家电修理队伍服务群众，让受灾家

庭的电饭煲能煮饭烧水，恢复正常生活；

让居民的收音机有声、电视机有影，听得

到党中央的声音，坚定与震魔作斗争的

信心。

为了打响第一炮，我们挂起了“抗

震救灾科技服务队”横幅，以壮声势，并

特意把地点选在了都江堰最有影响的

企业——普什宁江机床集团的大门口，

扩大效果。

开局不错。震坏了的电视机、电脑，

拉来了；不好使的电饭煲、电冰箱、洗衣

机，运来了；没有了动静的收音机、录音

机、DVD、VCD，送来了；破摩托车、坏拖

拉机，推来了；修电话、测手机的，更是一

拨儿接着一拨儿……

活儿多得有点应接不暇，可官兵心

里都很高兴。尤其是当修复的第一台电

视机出现影像时，群众围观的现场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

都江堰的温差变化很大。临近正

午，是太阳最毒的时候，街头气温高达

40 摄氏度，地面滚烫。一阵南风刮来，

从地上卷起一股热浪，直扑人脸。服务

队用 5 个铁皮战备柜一溜排开组合而成

的修理工作台，热得如同火焰山的石头，

摆放在上面的电脑，刚开机一会儿就“死

机”了。此时在工作台上操作设备、修理

电器，人就像闷在烤箱里，脸上发烫，身

上冒汗。可是我可爱的战友们，尽管个

个汗水浸衣，却无一人懈怠。

目睹热浪笼罩下的子弟兵，坐在树

荫下的人们心疼了。有的搬来了太阳

伞，有的送来了落地扇，有的拿来了自己

舍不得喝的矿泉水，有的力劝我们停下

来，躲避一下正午的阳光。那股真诚劲

儿，淋漓尽致地显现了“帐篷人家”所能

够给予的全部关爱。

“嘣，嘣……”又一辆三轮“摩的”开

过来了。车上跳下一位姑娘，搬着一个

半大纸箱子，放到了修理工作台上。

我以为她也是来送修家电的，示意

负责登记的小战士问明情况。

哪知姑娘放下箱子，一声不吭，转

身就走，风儿一般跳上没有熄火的三轮

“摩的”，飞驰而去，只留下了一个远去

的背影。

这是怎么回事？我感到很诧异。

纸箱子用透明胶带裹得很严实。一

层层打开一看，原来是满满一箱子的雪糕。

那姑娘是谁，来自何方？是志愿者，

还是经我们修好了家电的群众？

那姑娘青春几何，长得啥样？是青

年学生，还是公司职员、工厂工人？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模糊的；这一切

的一切，却又是清晰的：

她是纯朴善良的都江堰人，是知恩

感恩的都江堰人，是都江堰人民心灵美

的缩影。

受人木瓜，报之琼琚。那天，科技服

务队冒着酷暑为群众修理了上百台（件）

家电和农机。这“第一炮”打响了！

从 6 月 1 日开始到抗震救灾部队撤

离灾区，科技服务队设立的电视机、电

冰箱、电脑、汽车等 12 个修理小分队，

一直活跃在都江堰街头，先后修理、修

复 各 类 电 器 、车 辆 和 农 机 8000 多 部

（台），既为受灾群众恢复生活和生产秩

序解了燃眉之急，又为灾区减少了地震

损失，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真诚欢

迎和广泛好评。

我们可爱的队员们都十分珍惜这

一 为 灾 区 群 众 提 供 技 术 服 务 的 机 会 。

从闻名全军的高级工程师，到初出茅庐

的修理所战士，队里的每一个人能干什

么就认真干点什么，能为群众服务点什

么就努力地付出点什么。

大家的行为，是纯洁的、真挚的、自觉

的。在突如其来的大地震面前，在惨烈的

苦难面前，每一个人的心灵都被净化了、

升华了，任何一点私心、杂念，在大家的认

知中，都是对自觉奉献的亵渎。而大家心

中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融入血液的大

爱，一份让群众发自内心地认识到“共产

党好、解放军好”的沉甸甸责任。

十几年过去了，我还不时想起那个

姑娘的背影，想起那个夏天留在心底的

难忘记忆。它们没有随着岁月的逝去

而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常常如春风

般穿过巴山蜀水，在思绪中回放着、延

伸着，无声地生发着爱的能量。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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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