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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出 10周年。10年来，在强军目标引
领下，全军官兵铸军魂、谋打仗、强作风、争一流，矢志精武强能、聚力岗位建
功，以奔跑的姿态跑出了强军加速度，展现出打赢新风采。请看来自基层部
队的几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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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你成为国际军事比赛冠军的秘

诀是什么啊？”

时隔这么多年，战友们经常这样问我。

而我的回答总是那句话：把手中武器练精，把

能力素质练强，锚定一流目标，不断突破自我。

2017 年，我第三次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苏沃洛夫突击”项目备战集训。回到曾经

挥洒汗水、奋斗逐梦的地方，每晚躺在床上，

我都难以入睡：此前两次参赛，两次与冠军

失之交臂。每每想到这里，心中的不甘就越

发强烈。

正是这年春天，我们旅从原来的步兵旅转

型为合成旅，力量编成焕然一新。当时大家心

里很清楚，这次参赛意义非同寻常，除了展现

中国军人的风采，还有中国军队改革的成果。

我和战友暗暗发誓，这次一定把冠军夺回来。

要想成为第一名，首先必须把前两次失

利的原因找到。

其实，与外军相比，我们的单兵能力素

质并不差，但为啥连续两次获得第二名？仔

细分析比赛数据，我们找到了答案：问题出

在车组成员协同配合的速度上。比赛全程

环环相扣，一个环节用时多一点，总成绩就

会被拉开。

“向时间要成绩，争夺每一秒。”当所有人

的想法出奇地一致，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正

如我们常说的那句话——不用扬鞭自奋蹄。

快一点，再快一点！为了强化车组成员

之间的默契，我和战友严抠一个个细节——

数不清多少次递接弹链，只为找到手握的最

佳角度，提高补充弹药速度；记不得多少次上

上下下，只为找准脚 踩 的 最 佳 位 置 ，提 高

人 员 登 车 速 度 ……5个月后，我们车组经过

一次次淘汰晋级，最终代表我军参赛。当时，

被淘汰的车组主动加入教练组，保障我们训

练，虽有遗憾但毫无怨言，因为大家目标一

致，那就是登上国际军事比赛最高领奖台。

有了集体的力量，复盘研讨也从原来的

一人讲几个环节到几人一组讲一个环节，问

题查摆越来越细，改进措施越来越实，训练

质效越来越高。终于等到比赛正式开始，这

一次我们必须夺冠，不容有失。

决赛中，我们车组密切配合，一路驾车疾

驰，一路过关斩将，最终以领先第二名 50多秒

的优势勇夺单车赛第一名，以及车组、车长、

炮长、驾驶员 4个最佳，创下了历史纪录。

当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升起，泪水在我

的眼里打转，“当最强的兵、当能打胜仗的

兵”的信念更加坚定。

一晃快 6 年过去了，那次夺冠是我一直

奔跑的驱动力。从普通士兵到国际冠军，再

到陆军“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我收获

了成长和荣誉；从步兵指挥班长，到步战车

车长，再到装甲指控技师，我完成了角色转

变。过去已去，未来已来，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的征程还会遇到很多挑战，我坚信只

要全军将士始终保持冲锋的姿态、疾驰的状

态，就一定能够抵达胜利的终点。

（本报特约记者海洋、通讯员刘冠良整理）

疾驰，瞄准一流的目标
■第 79 集团军某旅装甲指控技师兼班长 王鹍龙

亲爱的战友：

胜利，是军人的最高荣誉；冲锋，是军人的最美姿态。

80年前，革命先辈用一夜 80多公里的奔袭，以血性淬炼胜利刀锋，为我们排赢得了“飞毛腿排”的美誉。

时光流转，精神永存！作为“红军传人”，我们一定要继承先辈遗志，传承优良传统，在新时代书写更加精彩的强军故事。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特向全连官兵发出“强军有我，加速奔跑”80 公里主题长跑活动倡议，邀请战友们加入我们

的行列，一起奔跑！

请在每次跑步前告诉自己：我有信心！请在每次跑步后告诉自己：我有毅力！请在跑步时的每一分钟

告诉自己：我能坚持！

战友们，跑步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宣示，就是想告诉大家，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

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需要我们再来一场强行军。

时代眷顾奋进者，星光不负赶路人。让我们牢记初心使命，精武强能，砥砺前

行，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跑出加速度！

倡议人：“飞毛腿排”全体官兵

2022年11月15日

东北某机场，一架歼-20 战机披着晚霞呼啸而

来，稳稳降落在跑道上。空军某部飞行员张金龙又

一次完成了飞行训练。

走下舷梯，张金龙习惯性地回头看了一眼自己

的“战友”。虽然每日亲密相伴，他依旧会被这架先

进战机震撼。

“用‘漂亮’形容远远不够，应该是‘霸气’。”张

金龙说，“它的外形就像一把撒手锏。我每次坐进

座舱，自豪和自信便会油然而生，感觉有了它，就有

了胜战的底气。”

2017 年盛夏，一场盛大的沙场阅兵在朱日和上

演。彼时，张金龙尚未放单飞，仍在憧憬着未来。

当 3 架歼-20 组成的编队飞跃阅兵场上空，当世人

在为新型国产战机惊叹时，梦想的种子在他的心田

扎根了——飞最先进的战机，做最优秀的战斗员。

体能关、理论关、飞行小时关……实现梦想的

道路，并非一片坦途。

为了尽快达到歼-20 飞行员标准，张金龙一边

苦练精飞，一边研究战术战法。为此，他自愿放弃

了休假和疗养。

经过努力，张金龙很快获得了新机改装入场

券。一些老飞行员为此感到惊讶：“这么快的成长，

以前很少有人能做到。”

一次体系对抗演习，多机型同场比拼。张金龙

认为自己准备充分，空战胜算很大。没想到，在防御

阶段遭到对手压制，他一时无法准确掌握空中态势。

“新一代战机带来的改变是革命性的，一些战

术战法已被颠覆，一步慢就可能步步慢。”张金龙

说，体系作战背景下，飞行员不仅要具备出色的个

人空战能力，还要具备协同意识、全局观念。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不进就是退，进得慢

了也是退。谁率先完成能力迭代升级，谁就能立于

军事变革的潮头。”该部领导介绍，制胜未来战场，

击败强敌对手，需要追赶时间。

为了让新机尽快形成战斗力，该部在接装一开

始就进入“加速模式”——

单机训练增加挑战。指挥员经常命令塔台关

闭感知系统，让飞行员完全依靠自己掌控空中态

势，以此模拟战机与地面失联场景。

战术训练难到极限。把载荷拉到最大、将角

度飞到极限，往往完成固定课目后再来几次加练，

直到剩余油量警示灯亮起，飞行员才驾机返航。

训练效益力求最大。一改以往“起飞一个架次

只练一个课目”的做法，要求每个架次训练多个课

目，完成多个任务……

“每一次滑出跑道，都是与梦想同行；每一次振

羽高飞，都是向胜战抵近。”飞行员们说，改装这几

年，部队任务一项接一项，险难课目攻关、长航时跨

区机动、赴高原实弹打靶、执行远海警巡任务……

他们的航迹越飞越远，打赢能力越练越强。

开车，加力，起飞！又一个训练日到来，张金龙

再次驾驶歼-20 腾空而起。“看着机翼下的大好河

山，再苦再累都值得。那一刻，我心底只有一个想

法：守护好祖国的空天安全！”这是张金龙的心声，

也是“张金龙们”的青春宣言。

题图：歼-20战机腾空起飞。 杨 盼摄

奋飞，追赶时间的速度
■本报记者 胡 璞 通讯员 初 正

40 公里，双腿发酸；60 公里，膝盖疼痛；

最后 10 公里，脚上水泡磨破；到达终点，疲

惫一扫而光，只有自豪与成就感。这是第

83 集团军某旅“红一连”二排列兵孟凡强，

入伍以来最深刻的记忆。

去年 11月 15日，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不

到一个月，二排向全连官兵发出“强军有我，加

速奔跑”80 公里主题长跑活动倡议，希望通

过这个活动，激励战友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传承革命传统和作风，跑好属

于自己的强军兴军接力棒。彼时，下连不久

的孟凡强积极响应，主动报名。

1942年 11月 15日，日伪军在淮海地区展

开“大扫荡”。为断敌退路，“红一连”二排战

士一夜奔袭 80余公里，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

任务，被新四军三师授予“飞毛腿排”称号。

“强军新征程，跑出新风采。”“红一连”

指导员告诉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如

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

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需要每一名官兵

都保持奔跑姿态，全力加速前进。

那年，“红一连”列装某型新装备。二排

官兵把一天当成两天用，白天铆在训练场练

技能，晚上齐聚研战室搞研究，连续奋战一

个多月，探索出高寒山地通道作战班排编

组、多能射击“6 步法”等成果，最终实现了

“当年接装当年形成战斗力”的目标。

后来，连队由装甲步兵向合成步兵转

型。面对新挑战，二排组织开展“我为打赢献

一计”“克敌制胜三两招”创新活动，加速官兵

能力升级。排长刘永刚，几乎把所有课余时

间都用在学习上，自学《陆军合成营作战运

用》《合成营进攻战斗及战例研究》《合成营战

斗勤务》等教材；某新型步战车车长段海军，

利用休假时间前往 3个厂家和院校取经……

那段时间，不仅二排，整个“红一连”官兵都在

冲锋。

“现在距离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还有 4 年时间，同样需要一场强行军。”

谈及发出倡议的动因，二排官兵说，当年革

命前辈能做到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也能做

到，“我们必须接过革命前辈的火炬，以只争

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加速奔跑，创造新的

更大成绩。”

冲锋冲锋，，接过前辈的火炬接过前辈的火炬
■本报特约记者 胡瑞智 通讯员 王玉光 陈俊晖

王鹍龙所在车组在“苏

沃洛夫突击”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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