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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不依赖空气推进装置”的英文缩写。用上这套推进系统，常规潜艇变得“不常规”——水下续航能力大幅提升。
那一年，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换装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常规潜艇，由此拉开了建设全军首支AIP潜艇部队的序幕。

如山使命催促着支队官兵用好手中装备，决胜明日战场。
2018年 4月 12日，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举行规模空前的海上阅兵，该支队潜艇作为水下攻击群主力豪迈亮相，光荣接受

习主席检阅。
2022年盛夏某海域，该支队一艘潜艇在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圆满完成打击试验任务，创下人民海军一项新的纪录，战斗

力又一次实现跃升。
“铁鲨”潜行，制胜突击。近 10年来，该支队潜艇航程越来越远，航时越来越久，下潜越来越深。一次次从海底出发，官兵

们用不断延伸的航迹，默默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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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频次不断增加，
航迹不断延伸

大洋深处，一艘潜艇寂静潜行。逼

仄的舱室内，AIP 技师肖海生伫立在战

位上，眼睛紧盯屏幕。

作为一名潜艇兵，这是肖海生执行

的第 13 次远航任务。

军旅生涯的第一次远航深深印刻在

他心中——那次，潜艇靠码头后，他在笔

记本上写下一段长长的心得，憧憬着下

一次远航。

翻开肖海生的笔记本，记者发现一

组数据显示，近 10 年，他随艇远航频次

不断增加。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海军潜艇部

队 挺 进 深 蓝 、砺 剑 大 洋 的 步 伐 愈 加 铿

锵。该支队远航频率也从过去的“几年

一条艇”增长到现在的“一年数条艇”。

“频次在增加，节奏也在加快！”肖海

生清晰记得，以前潜艇远航需要准备很

长时间。如今，上级一道命令，潜艇即刻

离开母港，去往任何一个方向。有一次，

他执行的两次远航任务间隔，短到除了

补充装载，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远航，能够走进大海的内心，感受深

海天籁般的宁静；远航，也能够走进战场

的中央，聆听震耳欲聋的战斗号角，感受

短兵相接的残酷。

那年，某海域，一艘完成任务的潜艇

正要踏上归程，突然收到情况通报。艇

员队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利用有

限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圈定伏击点，航

海、指控等战位迅速进入作战状态……

“以前藏着走，现在迎着上。”历经多

年摔打磨砺，肖海生和战友们感到，更熟

悉未来的战场、更了解对手的情况、更清

楚装备底数了，打赢的本领强了、底气也

足了。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也是科技的较

量。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

支队新武器、新装备等陆续列装，潜艇融

入体系的能力大幅提升，“藏得住、打得

准”一步步成为现实。

“常规潜艇远航距离最远”“常规潜

艇极限深潜深度最大”……站在支队军

史长廊前，肖海生的脑海中回响起战友

们常说的一句话——

“战场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我们

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

捷报频传之时，他们
从未停下创新的脚步

在潜艇部队，全训合格标志着一个

艇员队形成战斗力，拿到走向战场的“通

行证”。全训合格的艇员队越多，意味着

能够投入到战场上的潜艇作战力量规模

越大。

10 年前，陆敏还是一名副艇长。那

时，他所经历的潜艇全训，还是机关大包

大揽的“保姆式”训练——从制订计划到

协调资源再到组织考核，机关一手包办、

全程负责。

这种模式下，艇员队通常被机关推

着走，上级怎么安排就怎么干，重量化指

标而轻能力生成的现象，时有发生。

彼时，陆敏已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模

式存在诸多弊端。他不停思考，希望寻

求一条符合实战要求的全训道路。

陆敏的眼光很快得到验证：随着人

民军队练兵备战进一步走深走实，实战

实训之风劲吹练兵场。与此同时，支队

担负的战备巡逻、演习演练等任务不断

增加，传统模式下训练出的艇员，更深刻

地感受到本领恐慌。

改革创新，势在必行。那一年，陆敏

走上艇长岗位。迎接他的第一个挑战就

是训练模式变革——全训方式由机关主

导向艇员队主导转变。

自主式全训模式，要求艇员队根据

能力生成要求，自己拟制计划、提出训练

申请、自主组织实施、自行摸底考核。艇

员队自我评估具备相关能力后，可向机

关提交考核申请，再由机关组织考核。

由“ 要 我 训 ”向“ 我 要 训 ”转 变 ，由

“训练模式”向“打仗模式”转变。那时，

为快速提高艇员队战斗力，陆敏在不到

半年时间里组织了多次封舱训练。他

还主动申请，将潜艇水下训练航行时间

延长了 3 倍。

不久，陆敏带领的艇员队，迎来一场

前所未有的创新实践大考——

一个个难关闯过后，上级下达命令，

潜艇转入远航状态……

一项全新的纪录诞生了！这也标志

着，艇员队自主式全训模式得到验证。

几年后，陆敏带领的艇员队完成多项重

大任务，荣立集体二等功，艇员队党委也

被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

捷报频传之时，他们从未停下创新

的脚步。他们在思考，能不能寻找到更

优解？

“昔日，依靠创新，我们走出了一条

向上向好的路子；未来，同样只有依靠创

新，我们才能取得更多成绩。”支队领导

对此感触颇深。

很快，又有一支艇员队瞄准实战，开

始了全训模式的再一次创新……

实战需要什么 ，创新就指向哪里 。

近年来，支队紧跟作战样式转变、装备更

新换代和部队转型发展，大力开展战法

训法创新。支队潜艇年平均出海天数、

海上待战天数大幅增加，多型武器使用

创下数个“首次”，部队战斗力建设实现

重大突破。

最具锋芒的不是武
器，而是军人的血性胆气

8 月，支队新毕业学员岗前集训开始

了。和往年一样，开训第一课是光荣传

统教育课。

几十年来，这堂课激励着支队一代

代官兵勇挑重担、敢打硬仗，见第一就

争、见红旗就扛。时至今日，教练艇长胡

晓舟仍然记得当时课堂上的一句话：“潜

艇兵不怕死，怕死不当潜艇兵。”

和很多初入军营的官兵一样，对于

这句话，胡晓舟当时并没有太深的理解，

更多是一种情感上的震撼。

上军校那会儿，胡晓舟已经对潜艇生

活有所了解：空间狭小，高温高湿高噪音，

看不到太阳，缺乏新鲜空气和蔬菜……

对于这些，胡晓舟一点也不怵。毕

竟从小学 4 年级起，他就入选学校田径

队，开始练长跑，锻炼出吃苦耐劳、坚韧

不拔的品质。

“人类最强烈的恐惧，便是对未知的

恐惧。”成为一名潜艇兵后，胡晓舟渐渐

悟透了这句话背后蕴含的深意。

艇动三分险，生死一瞬间。浩瀚的

大洋深处，处处潜伏着危险和挑战：海

水密度陡变形成的“水下断崖”、防不胜

防的机械故障……面对战场上诸多不

可控因素，潜艇兵必须有不惧生死的血

性胆气。

多 年 前 ，胡 晓 舟 所 在 艇 员 队 接 装

AIP 潜艇。AIP 系统，被称作水下“活火

山”，处理不好就可能艇毁人亡。

胡 晓 舟 一 辈 子 也 不 会 忘 记 那 个 画

面——战友们高喊着战斗口号，毅然投

入到高难课目试验中……

当上艇长后，胡晓舟经常给新战友

们讲老一辈潜艇人的战斗故事。“现在装

备好了，我们的骨头要更硬，才能打得

赢。”胡晓舟说。

近年来，潜艇战备训练任务强度越

来越大，海上斗争越来越激烈，官兵生

理心理面临极大挑战。支队领导介绍，

训练中，他们想方设法模拟实战氛围、

构设困难场景，不断提振官兵精气神，

锤炼真血性。

一次演训中，胡晓舟率艇悄悄接近

“敌”水面舰。突然，潜艇遭遇海水跃变

层。潜艇兵都清楚，这种情况下，若不紧

急上浮，潜艇就有可能掉落海底……

排水、增速……艇员们不惧困难，密

切协作，慢慢将潜艇姿态稳住。然而实

战的考验接踵而至：潜艇遭遇“敌”反潜

搜索。

此时上浮，极有可能暴露自己。狭

路相逢勇者胜。胡晓舟果断下令，突进

海水跃变层之下，隐蔽自身。经过数个

小时缠斗，艇员们战胜了海水跃变层，打

了一个漂亮仗。

艇员们临危不惧、处变不惊，靠的是

什么？是过硬的战斗本领和战斗精神！

下潜，下潜；战斗，战斗！在一次次

出击中，支队官兵锤炼能战善战的“铁

鲨”劲旅，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不辱使

命、不负重托。

近年来，支队提炼出新时代“铁鲨精

神”，立起主题雕塑和浮雕，打造军史长

廊、荣誉墙，创作《铁鲨战歌》等战斗歌

曲，营造出浓厚的备战打仗氛围。

这其中，胡晓舟最喜欢的是一组名

叫“胜战”的雕塑。它就矗立在海边，展

现了潜艇克服重重困难后发射鱼雷打击

强敌的场景。

为什么对这组雕塑情有独钟？

“我们永远和胜利在一起！”胡晓舟

回答得响亮而自信。

“铁鲨”潜行 制胜突击
■周翌裕 练 伟 本报特约记者 徐 巍

结束了一项持续多天的演习任务，南

部战区某部部队长杨志谋来不及休整，连

夜整理答辩资料。

第二天一大早，杨志谋就接到专家评

审团的电话。前不久，他带领团队攻克某

项重大研究课题，申报了军内相关科学技

术奖项。电话中，他围绕这一攻关成果，

进行最后一轮专家评审答辩。

“演训任务和课题攻关无缝衔接，这是

我们的常态。”答辩当天下午，在该部某作

战系统推演室，记者见到了杨志谋——中

等身材，分外干练，眉宇间嵌着一个浅浅的

“川”字。这个长久思考留下的“痕迹”，让

本就严谨沉稳的他，看上去有点严肃。

一讲到工作，杨志谋的五官都“化”开

了，话匣子也打开了。

杨志谋带领的这支部队，被称为战区

联合作战的“大脑”。为了胜任这个角色，杨

志谋带领团队日夜为研究打仗而“烧脑”。

但对杨志谋而言，一切艰苦他都甘之如饴。

杨志谋从小就有一个从军打仗的梦。

上中学时，他把“三十六计”倒背如流，梦想

着自己有一天会“指挥千军万马”。

脱 离 现 实 的 理 想 主 义 是 没 有 生 命

的。在杨志谋看来，最可怕的敌人，是缺

乏坚强信念，光想不干、光说不做。

少年时立下的强军报国之志，指引着

杨志谋瞄准目标一步步进发。高考后，杨

志谋报考军校，学的是步兵指挥，还获得

了“一级神枪手”的称号。

毕业到部队工作后，杨志谋跨专业考

取国防科技大学的软件工程学科硕士，而

后攻读了国防大学军事运筹学科博士。

毕业回到部队后，杨志谋长期从事作

战业务。近 10 年来，他一直瞄准各种作

战问题研究攻关，创新探索辅助决策的系

统工具和信息化手段。

所学致所用，杨志谋一心一意谋打赢。

一次，为了搞清楚一个军事理论前沿

概念，他 3 个月连啃 40 多本书，最终把那

套理论吃透。

还有一次，凌晨 3 点多，他突然想通

一个战法里遇到的难题，就赶紧起床记录

下来。这项战法后来经过完善，不仅进入

方案，还获了奖。

这些年，杨志谋带领团队完成数十项战

法创新，获奖证书有一大摞。他本人也被评

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只要是有利

于研究打仗的事，杨志谋就敢闯敢试敢干。

战区刚组建时，作为新生的主战单位，急需

先进的系统工具作为联合作战指挥的支撑。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面对困难，身

为软件工程学硕士和运筹学博士的杨志

谋知难而进：“没有软件系统，我们就自己

开发；缺乏人才，我们就自己培养。”

很快，某系统推演室在一间车库里悄然

组建。在各方支持下，团队聚集和培养起一批

高学历人才。他带领团队集智攻关，直接上手

建模型、写代码，开发和改进作战辅助系统。

2020 年底，杨志谋带领团队，参与某

对抗赛。连续一周，他们每天进行 10 多

个小时高强度作业。

当参赛队员们在“前线厮杀”时，后方

团队也没闲着：留守人员就在某系统推演

室里，将他们的对抗逐场进行战法分析、

实验推演。“未来战争，胜在战场，谋在实

验室。”杨志谋说。

比赛正式开始后，杨志谋带领团队一

路打败对手，最终赢得冠军。这次比赛，他

颇感自豪——这是自己多年来研究应用系

统工具支撑作战筹划的一次检验考核。

“能一直走在实现梦想的强军路上，

并且有收获、有认可，我感到很幸福。”刚

过不惑之年的杨志谋说，“这是我喜欢的

事，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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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12日，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如长鲸凌波，似利剑出鞘，人民海军潜艇

部队作为水下攻击群主力，光荣接受习主席检阅。近 10年来，一条代表中国海军快速发展的跃升曲线，随

着一艘艘新型舰艇的列装不断向上延伸。 代宗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