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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轻拂，海浪低吟浅唱。刚刚完

成夜间海上高强度训练的第 73 集团军

某 陆 航 旅 战 机 编 队 成 纵 队 缓 缓 返 航 。

一路航灯闪烁，犹如一条在海上腾飞的

巨龙，默默守护着这片海。

编队头机驾驶舱内，飞行员刘帅涛

精神振奋，好像刚打了胜仗凯旋。他扭

头看了看舱外的夜景，左边的远海漆黑

一 片 ，右 边 靠 岸 的 一 侧 则 万 家 灯 火 闪

烁，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不

正是他们日夜守护祖国带来的岁月静

好景象吗？

机舱外的夜景，将刘帅涛带回到 5

年前初识这片海的时刻，勾起了数不尽

的回忆。5 年间，单位的武器装备升级

了一次又一次，演训任务完成了一个又

一个，他和战友们在这片大海上追梦的

脚步从未停歇。

一

2017 年，对于陆航旅和刘帅涛，都

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那一年，旅队正式

成立，刘帅涛也幸运地被分配到该旅。

“你觉得陆航和大海有什么关系？”

报到当天，教导员与刘帅涛谈心时，突

然问道。

“八竿子打不着啊！”初出茅庐的刘

帅涛不假思索地回答。教导员只是轻

轻一笑，然后坚定地告诉他：“是鱼和水

的关系。”

一段时间后，刘帅涛慢慢感悟到这

支部队与海的关联：营区宣传橱窗张贴

的都是海上飞行的海报；老飞行员聊天

时张口闭口就是“海上飞行”；大部分演

习演训都在海上组织……大海，似乎是

这支部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好奇心的驱使，让刘帅涛对大海有

了更强的憧憬和向往。在他的记事本

上，写着这么一句话：“我要做一只海

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掠海飞翔。”

飞航线、飞编队、飞昼夜……那段

时 间 ，烈 日 和 波 涛 见 证 了 刘 帅 涛 的 努

力。终于，凭借优异的陆上训练成绩，

刘帅涛迎来了首次海上飞行训练。这

让他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有

机会感受海上飞行的刺激，紧张是海上

飞行海天一色、视野受限、缺少参照物，

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失误。

指挥员一声令下，战机平稳起飞。

蜿蜒的海岸线映入刘帅涛的眼帘，来往

的渔船缓慢行驶在开阔的水面上，远处

海岛上的风力发电站扇叶也越来越清

晰。他的心跳开始加速了。

随后是海上编队飞行。刘帅涛快

速建立航线，加入编队。此时机群已迅

速变成稳固的“大三角”队形，间隔均

匀、高度一致，如数柄利剑掠过大海。

完成一系列飞行动作，刘帅涛的脸上

满是笑容。然而，跟机带教的教员郭龙伟

却提醒道：“别高兴太早，好戏还在后头。”

果然，难度更大的海上低空飞行开

始了。200 米、100 米、80 米……刘帅涛

小心翼翼操纵战机下降高度。然而，随

着高度下降，飞机颠簸加重，刘帅涛感

到飞机像是要往海里“钻”，翻涌的海浪

似乎随时会拍打到机身上。他紧握操

纵杆的手心直冒汗，不敢再下降高度。

郭龙伟提醒道：“稳住，继续下降高

度。”刘帅涛深呼一口气，操纵战机缓慢

下降。最终，战机稳定在了指定高度，

紧贴海面疾速飞行。

走下战机，刘帅涛内心仍未平静。“从

战机上看大海，景色很不错吧？”一旁的郭

龙伟正调侃着他，并鼓励道：“要想征服大

海，首先要把自己练成一只矫健的海燕。”

这句话，在刘帅涛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二

开了 20 年直升机的飞行员孔祥辉，

没想到自己能够和海军军舰有一次完

美“邂逅”。

两年前，上级组织海上突击演练，

孔祥辉驾驶战机突击海上目标。突击

前两个目标时，孔祥辉出色完成任务。

然而，在准备突击第三个目标时，他却

犯了难。

原来，导调组把第三个目标设在了

远海，受飞行距离制约，战机可以飞过

去突击，但返航成了大问题。

“想到的地方去不了，这无异于打

仗时被捆住了手脚。”漫无边际的大海，

成为孔祥辉此次训练的最大阻碍。

孔祥辉提出建议，与海军某部开展

舰机协同训练，探索陆航直升机搭乘海

军军舰遂行任务的作战模式。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准备，海上着舰

训练如期展开。云飞浪卷的海天之间，孔

祥辉率先驾驶直升机飞向战舰所在海域。

此刻，从数百米的高空俯瞰，战舰

在大海中像一小片树叶，随着海浪起起

伏伏，时隐时现。

500 米 、200 米 、100 米 …… 收 到 着

舰指令后，孔祥辉驾机建立航线，对准

甲板下降高度减速飞行，果断地抓住甲

板 相 对 平 稳 的 一 瞬 间 ，迅 速 放 下 变 距

杆，一个漂亮的三点着陆，将战鹰稳稳

地降落在战舰甲板上。

飞转的旋翼刮起的气流在海面上

形成巨大的漩涡，四处飞溅的海水落在

甲板上，在阳光的映照下五彩缤纷。

此后的日子，孔祥辉与战友们展开

舰机协同机降作战、攻击海上目标、海

上搜救等课目训练，不仅可以到更远的

地方作战，也大大丰富海上作战形式。

大海充满着未知和不确定性，能够

创造一切可能。在这片大海上，官兵锲

而不舍地寻梦、追梦，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奇迹。

三级军士长王小虎，人如其名，虎

背熊腰。从事机务保障工作 18 年的他，

最骄傲的经历就是实现了“直升机舰上

热加油装弹”。

那年，王小虎参加直升机突击作战

演练。战机完成第一轮打击返航后，王

小虎像往常一样采取“冷加油”的方式

给直升机补充油料，先关车冷却、加油，

而后开车预热、起飞，这个过程花费了

将近半小时。结果可想而知，战机再次

出动突击时，“敌人”已大量增援。

事 后 ，王 小 虎 加 入 旅 里 的 攻 关 小

组，没日没夜地搞试验攻关，最终探索

形成“直升机热加油装弹”保障方法，实

现 直 升 机 在 不 停 电 情 况 下 加 油 装 弹 。

后来，他们又成功将“直升机热加油装

弹”挪到军舰甲板上实施。

“可以着舰。”前不久，舰机协同演

练再次举行，数驾战机降落在甲板后并

没有关车，铁翼依然快速盘旋，马达轰

鸣声响彻海天。王小虎带领保障官兵

在发动机不停车状态下快速加油装弹，

战机完成保障时间比原来大幅缩短，二

次出动效率大大提升。

看着一架架战机快速起飞，旅领导

对王小虎竖起大拇指：“陆航人就是要

有这种攻坚克难的劲头。”

三

陆航旅与大海的故事，在一次次飞

行中续写。

那天，旭日从海平线上徐徐升起，

海浪拍打岸边岩石，浪花飞溅。

搜寻、锁定、发射……呼啸声中，飞

行员李磊果断按下发射按钮，一枚导弹

吐 着 火 舌 精 准 命 中 海 面 上 的 浮 动 靶

标。刹那间，海面波涛四起，又迅速被

大海所吞没。

走出驾驶舱，李磊以为这又是一次

“满堂彩”。然而，考核组却告知他考核

成绩无效。李磊满脸疑惑地找考核组

“要说法”。

原来，考核组通过监控视频发现，

李磊驾机第一次进入攻击阵位时，并没

有选择立即攻击目标，而是退出调整、

再次进入后才发射导弹命中目标。

时间回到半小时前。李磊驾驶战

机 抵 近 目 标 区 域 后 ，很 快 便 搜 索 到 目

标 所 在 位 置 。 正 当 他 准 备 发 动 攻 击

时 ，一 道 刺 眼 的 阳 光 通 过 海 平 面 折 射

照进机舱。考虑到视线不佳会影响射

击 精 度 ，李 磊 便 暂 时 退 出 攻 击 。 经 过

短 暂 调 整 ，他 重 新 建 立 攻 击 航 线 发 动

第二次攻击。

“ 敌 人 不 会 站 在 原 处 让 我 们 打 两

次，战场上也从没有‘不行再来’的机

会。”考核组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去

年一次实弹射击演练，由于当时天气不

佳，一架战机第一次进入未完成攻击，

调整后再准备实施攻击时，被“敌”防空

火力锁定并“击毁”。

“因为射击条件变差就想退出，暴

露出飞行员在复杂环境下射击能力不

足 的 问 题 。 说 到 底 ，还 是 实 战 意 识 薄

弱、实战理念缺乏，陷入了‘只能在最佳

射击条件进行射击’的惯性思维。”旅领

导一针见血指出症结所在。

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一番有

理有据的解释，让李磊红了脸，也拉直

了大家心中的问号。

几天后，李磊再次驾机突击“敌”目

标，一次进入即完成对目标的搜索、攻

击，但射击成绩较以往略有下降。李磊

说：“射击难度增大不少！虽然我的成

绩没有以往好看，但我脑中打仗那根弦

绷得更紧了。”

海 还 是 那 片 海 ，但 官 兵 打 仗 的 思

维、作战方式已悄然改变。

不久后，大海又迎来了一位“新伙

伴”——无人机。

辽阔海面上，王政涛驾驶战鹰飞驰

掠过，抵近目标海域。高空照相、光电

侦测、雷达监视……与此同时，无人机

快速侦察“敌”舰艇位置，并将数十条信

息实时回传给直升机。

搜索、锁定、攻击……在无人机的精

确引导下，王政涛迅速占领攻击阵位，果

断摁下发射按钮，精准摧毁海上目标。

走下战机，王政涛感慨，如今将原

本 由 直 升 机 担 负 的 搜 索 引 导 任 务“剥

离”给无人机去完成，相当于给战鹰配

了一双“眼睛”，大大缩短了侦察和火

力 单 元 的 反 应 时 间 ，提 升 了 打 击 毁 伤

的精度。

四

2021 年 ，该 旅 被 中 央 军 委 表 彰 为

“全军备战标兵单位”。领回荣誉牌匾

的那天，全旅官兵热情欢呼，纷纷与荣

誉牌匾合影留念。海面上，波涛的怒吼

声仿佛也在为他们庆祝这一荣耀时刻。

喜悦之情还未从脸上消散，防空警

报再次拉响。一场多兵种联合演练在

这片海域再次打响。

风急浪高。数架无人机飞上蓝天；

飞行员们低空掠海飞行；两栖装甲突击

群驶出两栖登陆舰，向岸滩一线发起冲

击；数架满载特战队员的运输直升机在

火力掩护下，悄然抵近纵深地域……

傍晚时分，走下训练场的飞行员赵

清华和刘跃成散步在沙滩上，夕阳的余

晖映红了他们的脸颊。

海天之间，还有数架直升机在空中

盘旋；海面之上，战车舰艇映衬着壮美

的火烧云。

望着这片征战多年的海域，刘跃成

感慨道：“我们每天都在这里训练，却都

无暇欣赏它，原来大海这么美！”

赵清华常在训练之余，望着海天陷

入沉思。享受着迎面吹来的海风，他意

味深长地回答道：“它的美，彰显的是宁

静与和平。我们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

去守护它！”

惊涛拍岸，大浪淘沙。赵清华心里

清楚，这片碧海，便是他追求强军胜战

的疆场。

砺剑海天
■赖文湧 廖晓彬 石芝鹏

去年金秋时节，我们怀揣梦想，从

祖国大江南北来到紫金山下的陆军指

挥学院学习深造。

陆军指挥学院坐落于江苏省南京

市浦口区。三国时期诸葛亮曾以“龙盘

虎踞”来形容南京，而毛泽东也曾写下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

诗句，所以学院又称“龙盘”。

仿 佛 就 在 一 夜 之 间 ，桂 花 开 了 ！

只见学院营区一朵朵桂花竞相绽放，

浓郁的花香随着微风传遍每个角落，

沁人心脾。在桂花树下漫步，也算是

紧张严肃的军校生活里的一段惬意时

光吧。

桂花，又称“木樨”“岩桂”，自古就

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初到龙盘，长期驻

守边疆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桂花，我以

为它应该像莲花一样高洁，像菊花一样

高贵，像桃花一样鲜艳……但当战友告

诉我路边那一排排不起眼的树就是桂

花树，那一簇簇普普通通、星星点点、黄

色的小花就是桂花时，我有点不敢相信

我的鼻子和眼睛。如此细小、如此平凡

的黄色小花竟然能发出如此香甜、如此

令人迷醉的香味！

在古代的咏花诗词中，咏桂之作不

在少数。桂花幽香而不露、秀丽而不娇

的品质令人肃然起敬，这种品质不知迷

倒了多少诗人，使他们留下了不少关于

桂花的诗词佳作。宋代李清照的“何须

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是道其

美；北宋梅尧臣的“空山桂花多，艳色粲

然发”，是夸其色；唐代李德裕的“翠干

生岩下，金英在世间”，是颂其韵；宋代

杨万里的“不是人间种，移从月里来”，

是将其与神话结合在一起。

我崇尚桂花的品质，觉得做人应该

像桂花一样低调，不张扬却香飘万里。

不求富贵双全，不求美艳虚浮，只求拥

有一份淡淡清香的优雅、宁静、怡然。

在我身边，也有很多有着桂花品质和美

德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军校

教员。他们身处军营，身着橄榄绿或孔

雀蓝，躬身为桥，化笔为剑，甘当人梯，

三尺讲台育人才，一颗丹心为强军。他

们肩负着培养“军中大脑”、锤炼“军之

脊梁”的重任，用智慧播种，用汗水浇

灌，用心血滋润，用粉笔耕耘，带领学员

走进知识的大门，走向未来的战场。他

们像桂花一样高贵又朴素，坚定而执

著。

凌胜银，一个普通的军校教员，从

军执教 26 年来，始终高擎理论火炬，辛

勤播撒真理火种，坚定捍卫信仰旗帜，

在三尺讲台上躬身践行着立德树人、铸

魂育人的神圣职责使命。苏开华，花甲

之年退休，为教学奉献了一辈子，像春

蚕吐尽心中的爱，像红烛燃放心中的

情。最后一堂课上，学员们用经久不息

的掌声为教授喝彩，向他表示最敬重的

谢意……他们像桂花一样，奉献自己，

把芳香留给别人。

馨香素然的桂花，充积于中，厚发

于外，繁盛而不张扬，浓烈热情之中透

着真诚、朴素，美得热烈而寂静，从容而

执著。

回 忆 往 事 ，记 忆 犹 新 ，真 切 如 昨 。

如今，我们都已离开了龙盘，离开了校

园 里 那 片 充 满 师 恩 和 美 好 回 忆 的 地

方。可那记忆深处的桂花香从未离开

我，一直在前行的路上伴随着我，无论

走得多远，都让我用心品味、细细咀嚼、

感恩前行。

龙盘桂花香
■王 宁

中秋佳节将至，家家户户盼团圆。

此时，新疆军区某团中士陈琳正在海拔

5200 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驻训。在他

的记忆深处，总伴随着那一缕剪不断的

月饼香。

陈琳的家乡在江西吉安。孩提时，

每逢中秋节，他都会与家人一起“迎龙

灯”“烧瓦塔”。皓月当空时，一家人还会

围坐在一起，边闲聊，边赏月，平淡的日

子里充满幸福。

那时候他还会和父母一起做月饼，

亲手做的月饼不如买来的精致，却有更

浓厚的人情味儿、节日味儿。早上起来，

母亲会先将加入了花生油的面胚子揉

好。父亲把红枣、瓜子、杏仁等一股脑儿

炒熟，用研钵压成碎丁做馅儿。陈琳第

一次做月饼时，学着家人的样子戴上手

套，先取一小块面团，专心致志地揉了多

次，再用擀面杖擀平，抹上馅儿，慢慢把

边缘往上推，就像包包子一样把馅裹在

里面，收口后揉圆，再把揉好的面团放到

模具中用力一压，一个月饼就成型了。

当然，“露馅”对于陈琳来说几乎是

家常便饭。母亲这时会及时伸出援助之

手，麻利地取来一小块面团，迅速将豁开

的缺口补上。因为面皮擀得太薄，这块

刚补上，那块又露了出来，馅儿也四处

“逃窜”。眼看着母亲手中的面团越补越

多，陈琳的心也跟着上下翻飞。最终，月

饼就变成了胖嘟嘟的“大肚将军”，惹得

家人捧腹大笑。

随着月饼烤熟，独特的香气在屋子

里弥散开来。月饼出锅后，带着金黄色

的花边，甚是好看。陈琳顾不上烫嘴，赶

紧咬上一口，酥酥的，甜甜的，这是家乡

的味道。

戍边六载，离家千里。陈琳许久没

和家人一起过节了。在军营的每个中

秋，陈琳的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和家人一

起做月饼的温馨画面，浓浓的感动，满

满的幸福。昔日的“家书抵万金”变成

现在的“隔空常相见”，陈琳一家人的中

秋节通常是在手机屏幕中共度的。想

家的时候，陈琳就望望那天边的圆月，

咬上几口月饼，思念在心中静静流淌。

想起父母亲那期盼的眼神，陈琳转身又

重新投入到工作岗位。守卫在祖国的

边防线上，陈琳的肩上扛着沉甸甸的责

任。他深知只有自己坚守岗位，才能有

更多和自己家庭一样的小家安心感受

节日的氛围。

今年中秋节前夕，为了缓解战士们

的 思 乡 之 情 ，连 队 组 织 官 兵 亲 手 做 月

饼。陈琳和战友们在阳光板房内围坐一

桌，和面、擀面皮、做面球……一步接一

步，忙得不亦乐乎。战士们平时摸惯了

钢枪，此时却要与小小的面团周旋到底，

确实富有挑战性。有的战友面团捏大

了，做出来的月饼圆鼓鼓，胖乎乎的，着

实憨态可掬；有的战友面皮擀薄了，加上

内馅轻轻一捏，馅儿直接从中间位置“破

土而出”。虽然月饼做得并不漂亮，却丝

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

做月饼过程中“压型”最富边关特

色。炊事班准备的模具中分别镶嵌着

“热爱边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顽

强拼搏”的 16 字喀喇昆仑精神。战士们

把做好的月饼放进模具中，用手轻轻一

压，“昆仑牌”月饼就此诞生。很快，样式

各异的月饼就装满了烤箱。约莫半个小

时，一屉屉新鲜出炉的月饼就呈现在官

兵眼前，俨然军人列队般整整齐齐。这

一刻，陈琳深切地体会到集体的温暖和

战友间亲如兄弟的真挚情感。拿起月饼

轻轻咬上一口，甜在嘴中，美在心头。这

种滋味是家的滋味。和战友一起吃月

饼，也能品尝出团圆的味道。

家人是军人心中最柔软的牵挂。陈

琳和战友们把早就准备好的家信和月饼

小心分装，用牛皮纸仔细包好，通过下山

运送物资的车辆，将无尽的思念送给远

方的亲人。当天晚上，陈琳特意给父母

拨通了视频电话。看着一家人挤在一块

小小的屏幕里，他满足地笑了。

头顶边关明月，身后万家灯火。一

阵急促的哨声划破高原的宁静与祥和，

陈 琳 和 战 友 们 即 刻 全 副 披 挂 ，紧 急 出

动 ，按 时 到 达 集 结 地 域 。 节 前 战 备 演

练，对于陈琳来说意义重大，他和战友

们一样期盼团圆，却选择坚守——迎风

飘扬的国旗下，伫立的是边防军人挺拔

的身影。

清辉映照下，高原的夜显得格外静

谧。当晚，陈琳在哨位执勤，凝望着挂在

天边的那一轮明月，陈琳想起了远方的

家乡与亲人，也想起了那些和自己一样，

在同一片月光照耀下扎根高山海岛、大

漠雪原的边防哨兵。此刻，他深切地体

会到“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深刻内涵。月

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好长，也将他的思绪

无限延伸……

明
月
千
里
寄
相
思

■
杨
若
鸿

黄
辛
舟

湘音浸染成的颜色

把长江黄河描绘

流动的韵律

在几代中国人的心中澎湃

智慧之水汩汩流淌

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你从韶山走来

展开浩瀚的长卷

用脚步丈量历史

八角楼上

油灯的光芒

照亮了沉沉的暗夜

点亮了东方的第一缕晨曦

那熟悉的湘音

铭记在记忆深处

我们从你湘音编织的队列里

往往返返发现

你是一条壮阔的江河

流淌在曾经与未来

湘音
■孙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