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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9版 离国家大事最近
的女兵们

2014年5月12日 ， 在国
家主席习近平为土库曼斯坦总

统访华举行的欢迎仪式上， 仪
仗女兵正式亮相。 这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组

建60多年来首次出现女兵 。
仪仗大队大队长李本涛说 ，
“增加仪仗女兵是为了与国际
接轨， 有利于全面彰显国威军
威， 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有利于国际交往。” 站军姿 、
踢正步等专业训练占据了女仪

仗兵们的大部分时间， 甚至化
妆也是她们训练的一部分。 和
同龄的女孩子相比， 女仪仗兵
的生活显得单调、 辛苦， 但她
们却见识过各类大场面， 一名
女仪仗兵说： “我们每天都在
创造历史！”

10版 “阿尔玛塔”坦
克，第四代主战坦克先行者

在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
大阅兵上， 俄罗斯新一代主战
坦克 “阿尔玛塔” 坦克终于露
出了庐山真面目 。 “阿尔玛
塔” 坦克的确切命名是T-14
坦克， 这是俄罗斯陆军研发的
新一代重型坦克。 作为第四代
主战坦克的先行者， “阿尔玛
塔 ” 坦克使用了大量最新技
术， 信息化程度高， 结构上采
用独创的隔舱化设计和遥控无

人炮塔技术， 并配备全新设计
的125毫米滑膛炮 ， 火力强
悍。 但是， 也有一些西方专家
认为该坦克并没有俄罗斯说的

那么完美。

为了标齐重7斤半的礼宾用枪， 同一排面的女兵们会在刺刀上横一根
长棍反复练习，最终达到礼宾枪端在一条直线上。 万晓军/摄

自2014年8月1日起， 三军仪仗队启用新式礼宾服， 帽徽改为仪仗
队特有的帽徽， 白色腰带改为金色腰带， 既有军队元素， 也有礼
仪元素。 万晓军/摄

拔军姿纹丝不动 ， 只为站
出 “精气神”。 万晓军/摄

2014年5月12日，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土库曼斯坦总统访华举行的欢迎仪式上， 首批仪仗女兵正式亮相。 截至今
天， 仪仗女兵已经无差错完成了51次仪仗司礼任务。 资料图片

本期军事周刊同步推出全媒

体作品《啥样的女神才能成为国家
的脸面》，敬请扫描二维码关注。

离国家大事最近的女兵们
本报记者 王 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960平方米的训练场上， 让人印象最深刻
的是几百双马靴一齐砸向地面发出的 “咔
咔” 声。

这也是女兵中队中队长程诚最喜欢的

声音。 每天清晨， 她都要带领仪仗女兵昂
首挺胸走向训练场 ， 踢出威风凛凛的正
步。

5月9日 ， 在俄罗斯 “胜利日 ” 阅兵
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方阵威武
亮相， 被网友称为 “中国第一男子天团”。
其实， 在多次重大任务中， 女兵们的表现
同样抢眼。

“自1952年组建至今， 仪仗大队万无
一失地完成仪仗司礼任务3800多场。” 提
起这些， 程诚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而对于仪仗女兵来说， 这个数字才刚
刚开始———2014年5月12日， 在国家主席
习近平为土库曼斯坦总统访华举行的欢迎

仪式上， 仪仗女兵正式亮相。
这是仪仗大队组建60多年来首次出现

女兵。 那次亮相的图文也被作为珍贵的资
料放进了队史馆。

“第一次觉得自己离国家
大事这么近”

2014年2月10日， 19岁的女兵徐子杰
兴冲冲地赶到仪仗大队报到。 和她一起前
来的还有从北京军区范围内选拔的30名女
兵。

她们是三军仪仗队的第一批女兵。 同
年8月1日， 仪仗大队再次从沈阳军区、 济
南军区、 空军和海军4个单位选拔35名女
兵， 并于9月初第三次征集应征入伍的新
兵。

当迈进那座写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
军仪仗队” 的雄伟大门时， 徐子杰的心脏
一阵狂跳： “简直太 ‘高大上’ 了！”

她知道， 自己即将加入的仪仗大队担
负着迎送外国元首、 政府首脑、 军队高级
将领及纪念、 庆典等重大国事活动的仪仗
司礼任务。

“第一次觉得自己离国家大事这么
近。” 这个脸蛋圆圆、 笑容灿烂的90后感
慨说。

徐子杰来自内蒙古某边防团。 她2013
年9月入伍， 不久就听到三军仪仗队要选
拔第一批女兵的消息。

“我和战友们特别兴奋。” 徐子杰和
很多女兵立刻报了名 ， “但也有些纳闷
儿， 仪仗队为什么要招女兵？”

实际上， 选拔女兵的计划始于2013年
10月。 “世界上80%的主权国家仪仗队都
有女队员。” 仪仗大队大队长李本涛介绍
说， “增加仪仗女兵是为了与国际接轨，
更好展示我国民族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
有利于全面彰显国威军威， 有利于增强民
族凝聚力， 有利于国际交往。”

不久， 仪仗大队训练处处长朱振华便
出现在内蒙古军区的会议室里， 他是此次
女兵选拔的面试官。 刚见到朱振华， 徐子
杰忽然觉得有些面熟。 翻开统一发放的笔
记本 ， “他竟然在其中一幅插图里 ， 是
2009年国庆阅兵的军旗手！”

那天， 参加考核的人挤满了会议室。
根据选拔标准， 通过初选的都是身高1米
73以上的女兵。 朱振华要对每一名应试者
进行面试和体能测试， 并由专业医疗机构
进行体检， 从中选拔 “政治合格、 素质过
硬” 的女兵。

徐子杰发挥得很不错。 在面试环节，
朱振华最后问： “仪仗兵担负着光荣的任
务， 但是训练也非常艰苦， 你能坚持吗？”

“能 ！” 这名干练的女兵高声回答 。
之后没几天， 她就提着行李来仪仗队报到
了。

“我们每天都在创造历史”

在仪仗队里， 徐子杰认识了更多被层
层选拔进来的女兵。 她们 “大部分都是90
后， 有的刚刚入伍， 有的已经转为士官”，
之前都在通讯 、 卫生和文艺等岗位上服
役。

30名女兵组成了女兵分队， 队长是曾
参加过2009年国庆阅兵并荣立一等功的程
诚。 那年， 她因训练刻苦、 队列动作出类
拔萃 ， 第一个被确定为三军女兵方队领
队。 正是由于出色的表现和丰富的带兵经
验， 当5年后组建首支仪仗女兵队伍时 ，
相关领导第一个想到了她。

一同报到的还有来自河北任丘的女兵

赵颖。 她的父亲赵双进是上世纪70年代的
老仪仗兵， 退伍后一大爱好是翻录新闻里
的仪仗兵镜头 ， “内存卡里总是爆满 ”。
受父亲的影响， 听说三军仪仗队选拔女兵
时， 赵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提起三军仪仗队， 她们有一种共同的
感受： 威武、 神圣、 震撼。 这种感觉在观
看完一场仪仗表演更加强烈： “100多人
动作整齐得像一个人， 太不可思议了！”

报到后第3天， 女兵们就投入了训练。
根据计划， 她们3个月后就要正式执行仪
仗司礼任务。 从开始训练到正式上场， 女
兵们需要经历基本动作、 连贯正步分解动
作、 枪法练习和合成练习等步骤。

“通常情况下， 仪仗男兵要经过8个
月的训练才能上任务， 但留给我们的时间
只有3个月， 所以每一分钟都很宝贵。” 程
诚说。

仪仗大队为女兵分队配备了5名男兵
教练班长， 从最基本的站军姿、 转体、 齐
步和原地摆臂练起。 很快， 赵颖就发现了

训练的不同之处： “比如站军姿， 班长不
会要求我们把胳膊夹得特别死， 而是要做
到自然大方， 还经常让我们想一些高兴的
事儿。”

根据她的理解， 班长不希望她们死板
地站军姿， 而是 “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
挺拔的气质， 一种精气神”。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女兵们有时要在
训练场上纹丝不动地站足6个小时 。 3月
里， 街上的行人还穿着羽绒服， 但女兵们
单薄的训练服总是被汗水湿透， “汗水顺
着头发滴到地上”。

虽然训练艰苦， 但赵颖形容自己和战
友们“整天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徐子杰分
析说：“大家训练时有一种使命感， 因为我
们是仪仗队历史上第一批仪仗女兵。”有人
则直接说：“我们每天都在创造历史！”

“能得到表扬是一件很酷的事儿”

有时， 大队长李本涛会来女兵中队指
导训练。 看到有女兵军姿不够挺拔， 他就
提高声调说： “有人怎么站得跟齐白石笔
下的作品似的！” 话音刚落， 女兵们都憋
着笑， 身板挺得更直了。

时间长了， 徐子杰发现大队长虽然要
求很严格， 但 “说起话来特别幽默， 能让
人高高兴兴地投入训练”。

在李本涛那里 ， 这种幽默和激励是
“快乐训练法” 的一部分。 这是他在2009
年国庆阅兵训练中总结出来的方法， 通过
营造一种令人愉悦而振奋的氛围， 让大家
“自主、 自发、 自愿地去训练”。

当女兵们在训练中情绪低落时， 训练
处处长朱振华也来鼓劲： “人生中总有几
件回想起来让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事

情， 但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听
到这句话， 女兵们的 “使命感” 又被调动
起来， 很多人还把它作为 “金句” 写进了
日记里。

“累并快乐着。” 赵颖这样形容那时
的状态。 事实上， 这群充满活力的女兵总
有办法在枯燥的训练中找到乐趣。

那段时间 ， 仪仗队采用的 “分层训
练” 徐子杰印象深刻： “我们训练的进度
并不是统一的， 练好上个动作的人马上被
选去练新的动作， 大家都比着看谁学得更
快。”

在教练班长王振伟的印象里， 女兵们
“领悟能力非常强”， “不到两周， 所有人
都完成了基本训练， 进入到连贯正步分解
动作的练习中”。

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 女兵们都铆足
了劲儿练动作， 希望得到认可。 有名第二
批进来的女兵说： “在三军仪仗队， 能得
到表扬是一件很酷的事儿！”

同时， 这些表扬也是衡量女兵训练水
平的重要指标。 “大队表扬记10分， 中队
表扬记5分， 分队表扬记3分。” 而量化积
分则作为仪仗司礼任务选拔、 评选 “十佳

标兵” 的重要标准。
“荣获 ‘十佳标兵’ 的女兵家长还将

获邀参观仪仗队， 这对女兵和家长来说都
是莫大的鼓舞 。” 赵颖说 。 2014年11月 ，
正是因为她的出色表现， 阔别仪仗队40多
年的父亲赵双进受邀再次踏进这片承载昔

日荣光的土地， “被老部队的新面貌感动
得热泪盈眶”。

那几天， 赵双进和爱人每天5时多起
床， 等在训练场一角看女儿训练。 “就像
我们当年一样刻苦、 严格。” 这位老仪仗
兵不禁感慨， 这群女兵身上有着三军仪仗
队的优良传统， “绝对堪当重任”。

梦里都在训练

在连贯正步的分解动作中， 原地踢腿
是一个重要环节。 为了提高女兵的出腿速
度 ， 教练班长安排她们和男兵一起练 。
“女兵站在男兵身后， 两人一齐出腿， 如
果女兵速度够快 ， 就能踢到前面男兵的
腿。 如果速度太慢， 收腿时就容易被男兵
踢到。” 赵颖介绍说。

那段时间， 女兵的集体荣誉感空前强
烈。 用徐子杰的话说， “大家都憋着一口
气， 不能在男兵面前丢面儿！” “但是”，
她话锋一转， 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这中
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一天， 有名女兵终于在训练中踢到了
男兵的腿， “特别高兴， 越踢越带劲儿”。
结果直到前面的男兵忍不住提醒， 她才低
头一看， 原来踢错腿了， “一直踢在了人
家另一条腿上！”

虽然闹了笑话， 但这种训练方式也大
大激励了女兵的训练热情。 很快， 她们的
出腿速度有了明显提高。 也是在这个环节
中， 很多女兵出现了 “训练伤”。

在三军仪仗队， 走正步讲究 “踢腿带
风， 落地砸坑”。 “要做到 ‘落地砸坑’，
首先必须做到 ‘不压膝盖不出腿， 不压脚
尖不落地’。” 中队长程诚介绍说， 如果膝
盖和脚腕松动， 砸地时的力道可能会损伤
膝关节和踝关节； 如果脚尖压不平， 落地
时不是全脚掌受力， 而是脚尖或脚踝先戳
到地面， 可能会造成发炎肿胀。

与 “训练伤” 的叫法相比， 曾参加过
1999年国庆阅兵的军医方波更愿意把它看
作身体在高强度训练下的适应过程。 朱振
华对此也有个形象的比喻： “就像拳击手
打沙袋手会磨破一样， 这是女兵们掌握新
动作的必经之路。”

经历半个多月的正步分解动作练习，
枪法训练开始了。 在检阅场上， 女兵们端
着礼宾用枪走正步的飒爽英姿令人印象深

刻。 但在训练中 ， 这也是一个需要 “适
应” 的艰苦过程。

“7斤半的礼宾用枪托得手腕生疼 ，
中午吃饭握筷子的手都在抖。 枪放下时有
一个动作要把枪杵在胳膊上， 几天训练下
来胳膊青一块儿紫一块儿 。” 尽管如此 ，
那段时间她们晚上看 《新闻联播》 都在端
枪站军姿。

根据方波的观察， 仪仗女兵群体的一
个突出特点是 “荣誉感强， 意志坚定， 特
别能吃苦”。 这一点也得到了李本涛和朱
振华的一致认可。 那一阵， 很多女兵腿肿
得连马靴都很难脱下来， 但是没有人主动
提出休息， “都是军医强制要求才有人不
情愿地离开训练场”。

“我们都想着第一批执行任务， 谁也
不愿意请假， 要不过两天回来就跟不上大
家的节奏了。” 徐子杰说。

在高强度的训练条件下， 仪仗大队也
采取了许多措施保障女兵。 炊事班为女兵
们准备了具有调理功效的艾叶薏仁粥和种

类丰富的水果 ， 还把馒头 、 花卷做成小
熊、 小兔子和蝴蝶的形状。 女兵楼内的形
体室也建立起来， “鼓励大家业余时间锻
炼健身， 培养耐力”。

训练场上的同甘共苦也让女兵们的心

紧紧连在一起。 “训练结束后， 我们就用
仪仗大队配发的红花油互相搓关节， 用醋
泡脚。” 那种互帮互助的氛围和着红花油
和醋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宿舍， 让徐子杰久
久难以忘怀。

很快， 这个开朗的女兵又被另一个细
节逗乐了： “晚上熄灯后， 有好几次我突
然抬起胳膊， 醒了一琢磨， 原来做梦都在
练摆臂。”

她把这件事当笑话说给别人听， 结果
发现自己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许多女
兵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大半夜躺在宿
舍里， 有出胳膊的， 有踢腿的， 这画面会
不会太壮观了？”

妆容也是训练的一部分

进入4月， 除了专业训练外， 仪仗女
兵们又多了一项新任务———学习化妆。

对此， 中队长程诚解释说： “我们在
执行仪仗司礼任务时代表中国女军人的形

象， 同时也是为了表达对来访对象的尊
重 ， 所以根据国际礼仪的标准化淡妆 。”
妆容的标准是 “端庄、 自然、 大方、 有精
气神”。

“这种淡妆能更好地体现中国女性的
美，化起来也很方便，十几分钟就能完成。”
徐子杰说，“化淡妆不是为打扮和装饰，而
是为了展示出我们自信的精神面貌。”

为了保证执行任务时不出纰漏， 平时
训练前女兵们都会按要求化淡妆， “这也
是训练的一部分。” 事实上， 化妆会影响
排汗， 但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的女兵们却
毫无怨言： “一切为了上任务！”

考虑到其他国家仪仗女兵大部分都是

盘发 ， 仪仗大队为女兵们设计了发髻 。
“这种发髻形状扁圆， 两侧微微上翘， 外
面用发网固定， 搭配上卷檐帽， 显得整齐
利落”。

“女兵头上的发髻体现了东方女性的
古典美， 又充满了现代气息， 同时美观、
简洁、 稳固。” 程诚说， 这种发髻颇受女
兵欢迎， “不仅端庄大方， 而且盘起来速
度很快， 两个女兵一组互相盘， 两分钟搞
定！”

对于普通电视观众来说， 三军仪仗队
的镜头也许只是一闪而过。 但就是为了这
精彩的瞬间， 女兵们会精心雕琢每一个细
节， 把完美的女军人形象展示在世人面
前。

在苦练正步的间隙， 女兵们最喜欢的
事是被叫去量礼服和马靴的尺寸， 这意味
着离执行任务又近了一步。

赵颖告诉记者， 第一批女兵大都已经
穿坏了好几双马靴 。 “靴筒被保养得锃
亮， 靴底却磨出了一个大洞， 都是天天踢
正步磨坏的”。

4月初， 女兵开始和男兵进行合成训
练， 每天在训练场上踏乐行进。 这是执行
任务前的最后一项训练。

迎接外宾通常分为3种规格： 第一种
是由151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主
要迎接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第二种是由
127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主要迎
接国防部长、 参谋总长； 第三种是由101
人组成的单军种仪仗队， 主要迎接外军的
军兵种司令。

按照计划， 女兵们将要参加的是第一
种规格的仪仗司礼任务 。 “根据任务规
格， 首批需要13名仪仗女兵上场。” 训练
处处长朱振华介绍说， “其他队员列入预
备队 ， 她们也都具有上场执行任务的能
力。”

首批上场的13名女兵如何选出来 ？
“过关！” 程诚的回答非常简练。

“过关 ” 是仪仗大队一个独特的传
统。 遇到上任务前需要选拔仪仗兵， 大队
长李本涛会把5个中队全部集合起来， 让
选拔对象逐个在700多人面前走正步。 5位
评委手里拿着乒乓球拍儿， 根据选拔对象
的表现作出评判 。 “红色的一面代表通
过， 黑色的一面代表淘汰， 3票以上才算
过关”。

“这非常考验仪仗兵的心理素质 。”
经历过 “过关 ” 场面的程诚笑着说 。 那
天， 第一批女兵全部上场。 在评委们的多
方考察下， 队长程诚被选为空军护旗手，
赵颖和11名女兵分3组编在陆海空军种方
队的最后一列接受检阅， 徐子杰和其他女
兵作为预备队员一同参加任务。

仪仗女兵 精彩亮相

2014年5月12日下午， 151名仪仗兵乘
大客车赶往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他们
将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土库曼斯坦总统别

尔德穆哈梅多夫访华举行的欢迎仪式接受

检阅。
根据仪仗大队的惯例， 女兵们在10日

下午就开始了任务准备。 在训练场上， 男
兵和女兵进行着任务前的合练， 一遍遍地
走检阅程序。 休息时， 仪仗兵们开始熨烫
礼服， 打理马靴， 确保以最好的姿态走向
检阅场。

队长程诚边训练边观察着12名女兵的
状况， “看看眼睛红不红， 脸色怎么样，
会不会紧张 ”。 看到所有女兵状态良好 ，
她才放下心来。

在开往人民大会堂的客车上， 每个人
都抓着扶手， 坐得笔直， 不能接触靠背，
这样是为了 “保证礼服上不留下褶皱”。

程诚记得， 那天的天气非常好， “阳
光柔和， 微风拂面”。 第一次参加重大任
务的90后女兵们面向人民大会堂东大门立
定， 显得庄严肃穆。

15时30分， 欢迎仪式正式开始。 军乐
团奏两国国歌， 赵颖把身板拔得直直的，
“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 上任务
之前， 她曾经担心自己会紧张， 但站在队
伍里才发现， “满脑子都是检阅的动作和
流程， 根本没有时间紧张”。

接受检阅时， 仪仗女兵的眼睛注视着
土库曼斯坦总统， 目迎目送， 匀速摆头45
度。 这个动作曾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赞叹
不已，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中国仪仗队
是我看到的最出色的一支……当我沿着长
长的队列走去的时候， 每个士兵在我经过
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 在密集的行列中产
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

觉。”
走分列式时， 仪仗兵们的步伐整齐划

一， 礼宾枪在阳光下泛着光泽， 短促有力
的 “咔咔” 声回荡在东门外广场上。 有现
场的记者写道， 13名仪仗女队员 “礼仪动
作干净利落， 展示出中国女性巾帼不让须
眉的性格和风姿”。

仪仗女兵的精彩亮相立刻引发众多关

注。 赵颖记得， 任务刚刚结束， 车队还在
路上， 她们的新闻就已经在各路媒体上迅
速传播。

在大客车上， 女兵们难以掩饰自己的
激动。 “任务成功了！ 许多战友都掉下了
眼泪。” 赵颖说， “大家觉得3个月的努力
没有白费。”

车子刚开进大院， 赵颖就看到王振伟
和几名教练班长等在路旁。 “我一看见她
们的表情， 就知道成功了。” 望着这群可
爱的女兵， 王振伟的眼圈也红了。

这时， 赵颖忽然想起了朱振华处长的
那句话： “人生中总有几件回想起来让自
己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事情。” 想起3个月
里付出的汗水， 她的眼角也情不自禁地泛
起了泪花。

当天晚上， 很多女兵的父母都在 《新
闻联播》 里看到了女儿的身影。 此后， 女
兵们接受中外领导人检阅的画面频繁出现

在新闻中。 截至目前， 她们已经成功完成
了51次礼宾任务。 除了第三批选拔的入伍
新兵尚处于训练期， 前两批仪仗女兵大部
分都曾上场接受检阅。

为了看到女儿， 有的父母换了带有回

放和记忆功能的新电视， 有的父母把网上
所有能找到的女儿照片都拷到手机里， 逢
人就要炫耀一番。 还有的父母把女儿身穿
礼服的照片在家庭聚会上循环播放， “感
觉老有面儿了”。

而他们的女儿依然奋战在960平方米
的训练场上， 在汗水中踢出铿锵有力的正
步， 准备着下一次任务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