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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上旬，出色完成“东方-2022”演习任务后，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盐城舰随中方舰艇编队继续挺进遥远的陌生海域。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舰员们欢欣鼓舞，激情澎湃。自 2012年 6月 5日入列以来，盐城舰一路劈波斩浪，航程近 30万海里，航迹遍布五大洲

三大洋。护航、出访、中外联演……一道道深蓝航迹熠熠生辉。
谈及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任务，舰员们不约而同地提起那个难忘的时刻：2014年 2月 6日，习主席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期间，视频慰问

正在地中海执行护航任务的盐城舰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主席的慰问如春风化雨，鼓舞军心。近年来，盐城舰着力引导官兵坚决听党指挥、矢志向战而行，在远海大洋谱写了壮阔的强军篇章。

挺进大洋，延伸闪光航迹

为 迎 接 党 的 二 十 大 胜 利 召 开 ，盐

城 舰 利 用 远 航 任 务 间 隙 ，举 办“ 深 蓝

航 迹 、强军征程”摄影展，回顾入列 10

年来的闪光航迹，赞颂党的十八大以来

强国强军的非凡历程和辉煌成就。此

次摄影展的作品均出自官兵之手，既有

大洋美景、异域风光，也有战舰列阵、官

兵风采。

摄影展现场，一幅名为《炮声隆隆》

的作品引来官兵驻足观看。照片中，盐

城舰副炮喷出的火焰犹如一条“火龙”，

直扑目标。

“这是我舰参加‘东方-2022’演习

进行副炮对浮雷射击时的瞬间。”副炮

火控班长兼技师王雪晨向战友讲述了

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

演练那天，海上风浪较大，海面浮

雷小且方位变化快，目标捕捉难度大。

王雪晨和战友首次采用“双人协作”射

击法，一人紧盯目标装订数据，一人按

下发射按钮，随后副炮精准击中海面浮

雷，出色完成任务。

“这次演习我们舰创造性提出新的

射 击 战 法 ，验 证 了 武 器 装 备 的 作 战 性

能，充分展现了强军成果和大国军队形

象！”王雪晨自信地说道。

在“水兵风采”主题展区，通信技师

张洁分享了一张 2016 年执行出访任务

期间，华人华侨排着长队登舰参观的照

片。

“我还记得，这位老人登上盐城舰

那 一 刻 起 就 非 常 激 动 ，他 竖 起 大 拇 指

说，‘战舰真威武，我们海军发展很迅

速，祖国也越来越强大了’。那一刻，我

对军人意义的理解又多了一层，对祖国

的爱也更深了一层。”

此次摄影展，官兵评选出最喜欢的摄

影作品——《紧急出航》。那是 2014 年 1

月 7日，盐城舰位塞浦路斯利马索尔港补

给休整，凌晨 2时许，战斗警报突然响起，

盐城舰接到紧急命令，立即执行叙利亚化

武海运联合护航任务。

那一晚，没有引水员，没有拖船保

障，盐城舰悄无声息驶离利马索尔港，

高速向目标海域机动。“当时太惊险了，

舰艇在港内旋回时，距离码头最近只有

50 米。”回忆舰艇紧急离港的那个时刻，

操舵班长孙彪记忆犹新。

盐城舰荣誉墙上有一幅立体世界

地图，名为“闪光的航迹”。地图上，战

舰入列 10 年来的航迹，被五颜六色的荧

光笔描绘，像一道道彩虹，跨越五大洲、

纵横三大洋。

此 次 远 航 返 港 前 ，孙 彪 在“ 闪 光

的 航 迹 ”图 上 又 增 加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白令海，盐城舰这次任务抵达的

最北端。“10 年是一个新起点，我们的闪

光航迹还在延续！”

逐梦深蓝，厚植忠诚底色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今年 7月 1日，

盐城舰组织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官兵胸

前佩戴的党员徽章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海空。

“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

治要求，已经植入官兵灵魂、融入官兵血

脉。无论在什么地方、领受什么任务，盐

城舰官兵始终听党指挥，让党旗引领航

向。”政委罗代裕说，每次执行重大任务，

舰上都把政治教育贯穿始终，让漫漫航程

成为锤炼官兵忠诚品格的生动课堂。

2018年，盐城舰执行第 28批亚丁湾

护航任务，战舰驶离领海线，举行“拥抱

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宣誓仪式；航经重

要水道，组织“舰行万里心向党”系列活

动，开展讨论交流，研讨著名海战战例；

靠泊国外港口码头，举行“为国旗增辉、

为党旗添彩”升旗仪式……

今年下半年，盐城舰领受“东方-

2022”演习任务后，舰党委多次召开会

议，研究部署任务，深刻领会上级意图，

严格把控海上兵力行动要点，对预定演

练科目进行筹划，开展针对性训练，制

订应急情况处置预案。

演习期间，某海域军机翱翔，战舰驰

骋。盐城舰官兵斗志昂扬，在远海远域

充分展现新时代水兵风采——

航海长逯鹏精准制订航线，及时上

报情况，助力舰艇行动准时准点、精确

无误；

信号班长主钰粮积极与外军舰机

沟通联络，认真记录并做好翻译，为指

挥员决策提供保障；

电工技师徐海荣坚持巡舱检查，及

时排除装备故障，为舰艇航行提供不竭

动力……

兵 撒 大 洋 不 偏 向 ，舰 行 万 里 不 迷

航。盐城舰党委始终站在政治高度把

准方向、筹划行动，展示了人民海军风

采，彰显了大国担当。入列以来，盐城

舰总航程近 30 万海里，10 次穿越赤道，

靠泊 20 余个国外港口，同 10 余个国家

海军开展军事交流。

从严从实，练就胜战本领

随着海军使命任务的拓展，一次出

航可能涉及远洋护航、军事外交、联合

军演、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走向深蓝

砺精兵。浩瀚的大洋上，盐城舰的实战

化练兵之路清晰可见。

“与前期突出护航等针对性训练不

同，我们现在执行远海任务时，重心越来

越向基础训练倾斜，真正将大洋作为训

练场。”副舰长李国振介绍说，盐城舰不

断强化在复杂陌生海域练兵的意识，深

化远程导弹攻击、火炮射击、海上近距离

反击等内容训练，不断完善方案预案，做

到“以战载训”，远海作战能力稳步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兵专家”脱颖

而出。他们各有专长、独当一面，成为

舰艇决胜大洋的中坚力量——

机电部门主机技师李维波入伍 26

年，与柴油机打交道 26 年，把负责装备

的“脾气秉性”摸得一清二楚。一次远

航训练期间，温度传感器突然发出尖锐

的警报声。紧要关头，李维波一番“望

闻问切”，很快开出“处方”：凸轮轴箱一

个螺钉断裂，建议马上停机更换！当断

成两截的螺钉出现在眼前时，现场官兵

无不竖起大拇指。

张旭，情电部门雷达区队长，熟练操

作多型雷达，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在

纷繁复杂的电子屏幕上，准确判明军机、

导弹、民航机等目标，官兵称他为“千里

眼”。前不久赴俄参加“东方-2022”演习

任 务 航 渡 期 间 ，雷 达 装 备 突 然 出 现 故

障。张旭带领骨干争分夺秒进行检查、

修改程序代码，很快将故障排除。

杨小帅，反潜部门声抗区队长，能

精准辨别岛礁、鱼群、沉船、潜艇回音，

曾获海军比武第二名，参与设计研制水

下听音训练系统，得到上级机关高度认

可，是大家心目中的“顺风耳”。

去年初秋，一艘外军舰艇正向我领

海毗连区抵近，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盐

城舰紧急出航，对其进行驱离。面对我

方提醒，对方以在国际海域航行为由，

继续在预定航线上航行。

“报告舰指，对方正在加速，企图从

我舰艏穿过！”

接到值更官的通报，盐城舰大角度

转向机动，如同一把银色的利剑，“剑

锋”直指前来挑衅的外军舰艇。占据对

方 左 正 横 位 置 后 ，盐 城 舰 逐 渐 向 右 机

动，和外军舰艇距离越来越近。

“航向航速不变！”见对方没有转向

的意思，盐城舰始终占据主动阵位。最

终，面对我方强势回应，对方在距离盐

城舰仅百米处向右转向，悻悻离去。

“温室内长不出参天大树，家门口练

不出高素质水兵。”罗代裕说，拉到远海

大洋摔打磨炼，置身世界舞台淬火加钢，

才能练就过硬本领。10 年来，勇闯深蓝

砺精兵的意识早已在盐城舰官兵脑海中

深深扎根。未来，伴随着航迹的延伸，盐

城舰将继续在远海大洋这个训练场和大

课堂不断摔打成长，打造胜战利刃。

上图：执行护航任务中的盐城舰。

胡全福摄

砺剑大洋 展现担当
■李 昊 王泽洲 本报特约记者 王冠彪

强军强军··奋进奋进

进入新时代，组织参加联演联训

联赛已经成为我军实战化军事训练的

重要形式，促进了我军备战打仗能力

提升，展现了中国军队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

军人生来为打赢。注重发挥中外

联演联训联赛对部队战斗力生成的

“磨刀石”作用，一直是我军开展国际

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全 军 部 队 在

习 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焦备战打

仗，大力开展实战化练兵。组织参加

中外联演联训联赛，既是推动部队实

战化训练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的有力抓手。

未来战争，并不是所有战场都会

在熟悉的地形展开，也不是所有的仗

都 会 等 部 队 完 全 准 备 好 了 才 开 战 。

对陌生战场环境的适应能力，既是现

代军人的必备素质，也是建设世界一

流军队的必修课。通过联演联训联

赛与其他国家军队近距离交流，不仅

为我军提供了在复杂环境下练指挥、

练战法、练战术的机会，也为衡量我

军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提供了横向

参考。

联演联训联赛虽有演赛性质，却

是练兵实质，其基础在“联”、关键在

“合”、要害在“战”。

于是，我们看到，演训场上，指挥

控制向一体化靠拢、参演力量向混合

编组靠拢、组训方法向信息化要求靠

拢、演练行动向整体联动靠拢，实现参

演参训作战力量、作战单元和作战要

素的有机融合；中方新编制体制下的

任务部队，充分发挥灵活快速的优势，

攥指成拳，经受考验，圆满完成任务；

各国官兵同场演练，协同作战，深入交

流，取长补短。

组织参加联演联训联赛，既是一

种军事行动，更是一种国家行为。如

果说促进战斗力的提升是组织参加联

演联训联赛在军事上的追求；那么展

示中国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主动塑

造安全态势，则是组织参加联演联训

联赛在政治上的价值。

细心的人们发现，中国军队参加

的许多联合演训活动，都带有“和平”

二字。“和平使命”“和平友谊”“和平救

援”“和平列车”……这一连串任务代

号，既表明中国军队参加联合演训活

动的性质与目的，更传递出中国军人

维护世界和平的真挚情怀与坚定追

求。

无论是并肩反恐，还是携手救援，

为和平而来的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

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上合组织框架下

的“和平使命”系列演习，有效震慑了地

区“三股势力”，提高了上合组织成员国

反恐能力，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发挥了

重要作用；“共同命运”国际维和实兵演

习、“共同使命”维和特派团指挥所联合

推演、“共同愿景”维和国际论坛，组成

了中国军队定期举办的“共同”系列维

和国际品牌，成为中国对联合国维和事

业的最新贡献……参加中外联演联训

联赛，中国军队展示了为地区提供公共

安全产品的意愿与能力。中国军队践

行大国责任担当的有力行动，世界有目

共睹。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军队的强大是维护和平力量的增

长。展望未来，我军将继续坚持“开门

练兵”，与世界各国军队开展联演联训

联赛活动，在锤炼胜战本领的同时，更

好履行大国军队捍卫世界和平的责任

义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

大贡献。

“开门练兵”锤炼胜战本领
■吕德胜

在举国上下喜迎党的二十大之际，赴

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演习的中方参

演部队圆满完成任务凯旋。此次演习，中

方参演部队主要由北部战区所属陆军、海

军和空军部队组成，这也是中国军队参加

中外联演派出军种最多的一次。

回顾自己参加上合组织“和平使命”

系列演习和“东方-2018”“西部·联合-

2021”“东方-2022”等中俄战略战役演

习的经历，我对新时代中国军队“开门练

兵”的变化感触颇深。

2013 年 17 场、2015 年 24 场、2018 年

30 余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军队

积极主动组织参与双边或多边联合演训

活动，中外联演联训联赛走上机制化、常

态化轨道。在数量攀升的同时，联合演

训内容也从反恐、救灾向维和、护航、卫

勤、安保、特战等多个领域延伸，联合演

训地域从周边向欧洲、美洲、非洲及大洋

洲延伸，参演力量从以陆军为主向海、空

军以及三军联合行动拓展。

与此同时，我军筹划组织参加联演

联训联赛的理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实

现了从最初的示范性演练为主向研究

性、检验性、对抗性为主的转变，模拟训

练、网络训练、复杂电磁环境下训练等新

型训练模式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中外联

合演训活动的演兵场成为新理论、新战

法、新装备的试验场。

通过一次次联合演训活动，我军实

现了随时可以拉出去、境外通信联得上、

军种联合训得好。像“高加索-2020”演

习，受多重因素影响，中方参演部队在出

征前一次也未与俄方进行当面磋商、一

次也未组织现地勘察。到达后，又面临

第一天接装、第二天合练、第三天组织实

弹射击的紧张日程安排。面对多重挑

战，中方参演官兵出色完成了参演任务。

回顾 10 年来的经历，越来越多的先

进装备出现在联合演训场，直接体现了中

国军队实力的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提

升。近年来的联合演训中，无论是静态的

展示，还是实际的使用，中方技术含量越

来越高的武器装备都会引来羡慕与赞叹。

更加开放自信的我军官兵，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塑造着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曾经，外语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中方

官兵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如今，不少官兵

掌握甚至精通一门或几门外语。在磋商

和演练中，他们既善于依法据理展开工

作，又能够主动化解矛盾、求同存异，充分

展现了大国军队的胸怀和形象。这种具

体琐细的实践性外事活动，有力地支撑和

促进了战略层面的大外交。

我想，无论是先进的武器装备，还是

精细的各类保障，抑或是官兵展现出的

自信自豪，都折射出伟大祖国的繁荣富

强，体现出这 10 年来国家不断提升的经

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有这些

作支撑，未来国际演训场上中国官兵的

表现，更加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梅世雄、许怡真、刘 敏

采访整理）

见证新时代大国演兵新气象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 李抒音

强军强军··感怀感怀

强军强军··见证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