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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外媒报道称，日本正在努力

研发国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F-3 战斗

机，并计划于 2030 年用其取代 F-2 战斗

机。该机的研制将由日本的技术主导，不

是 采 用 F-22 战 斗 机 和 F-35 战 斗 机 的 设

计，并且隐身性能与美国的两款五代机相

比 将 更 佳 。 这 是 自 “ 心 神 ” 技 术 验 证 机

后，日本在先进战斗机研制领域的又一重

大进展。

F-3 战斗机定位为重型隐
身战斗机

根据日本的计划，F-3 战斗机的研制

工作于 2018 年～2021 年全面展开，由航

空技术研发能力最强的三菱重工负责 F-3
战斗机的整体设计与开发。如果研制进度

顺 利 ， 将 于 2025 年 ～2026 年 前 完 成 首

飞， 2030 年前后装备日本航空自卫队。

实 际 上 ， 早 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 ， 日

本防卫省就曾声称将于当年 7 月展开 F-3
战斗机的招标，总金额达到 400 亿美元。

日本三菱重工将作为日本国内的主要承包

商，而美国的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

公司则被邀请参加这一计划。同时，三菱

重工表示，新的 F-3 战斗机作为 F-2 战斗

机 的 替 代 品 ， 将 与 F-35 战 斗 机 和 F-15J
战斗机的升级同步进行。当年 11 月，在

日本防务省举办的技术研讨会上，日本公

布了 F-3 战斗机的数字图片和风洞模型照

片。随后日本防卫省公布了其第五代战斗

机 设 计 的 定 稿 方 案 ——26DMU， 即 F-3

战斗机的原型机。

2018 年 11 月，美国 《航空周刊》 报

道称，日本防卫省希望在 2019 年 4 月 1 日

开 始 的 财 政 年 度 内 启 动 “ 未 来 战 斗 机 ”

（F-3 战斗机） 的全尺寸开发，并希望第

一架原型机能够在 2025 年首飞。11 月 30
日 ， 在 2018 年 东 京 国 际 航 空 航 天 展 上 ，

日 本 防 卫 省 采 办 、 技 术 与 后 勤 局 官 员 表

示，日本下一代战斗机 （F-3 战斗机） 项

目将具有五个关键特征，即确保对潜在对

手的空中优势、易于进行新出现技术的升

级、不依赖海外许可而自由在日本国内进

行升级和维护、日本本土企业可以深度参

与升级与维护，以及“现实可行”的成本

效益。

在 设 计 之 初 ， 日 本 航 空 自 卫 队 就 对

F-3 战斗机的作战能力进行了明确定位，

即能够深入敌方领空，对敌地对地导弹发

射基地或者巡航导弹发射基地进行先发制

人的打击。其中，充分体现了日本对下一

代战斗机提出的“F3”+“3i”概念，即

“先敌发现”“先敌攻击”“先敌摧毁”+
“信息化”“智能化”“快速反应”。为此，

F-3 战斗机将采用光传操纵系统，以对抗

强 电 磁 干 扰 ； 装 备 使 用 新 型 综 合 火 控 系

统，以快速实现敌我识别；使用大推力涡

扇 发 动 机 ， 以 具 备 超 机 动 性 和 超 音 速 巡

航。在此基础上，日本最终还要在 F-3 战

斗机上实现云计算控制无人机，以及使用

包括高功率激光和微波在内的光速武器。

根据目前的信息综合来看，日本 F-3
战斗机属于双发重型制空战斗机，具有展

弦比大、机翼面积大、机身宽大扁平、升

力系数大的性能特点。尤其是空重甚至将

超过 F-22 战斗机的 19.7 吨，达到 21 吨左

右，从而在作战半径、载弹量上与 F-22
战斗机相当甚至更大。在关键的核心装备

上，日本为 F-3 战斗机新研制的有源相控

阵雷达，类似于美国 F-35 战斗机上配备

的 AN/APG-81 雷达，探测能力是日本现

役 机 载 雷 达 的 两 倍 。 而 新 研 制 的 XF9-1
小 涵 道 比 涡 扇 发 动 机 最 大 推 力 达 到 15
吨，可以同 F-22 战斗机配备的 F-119 战

斗机相媲美。日本计划未来将其与进口的

F-35A 战斗机形成高低轻重搭配。这与之

前自研 F-2 战斗机与进口 F-15J 的搭配方

式正好相反，这一轻重角色的“换位”体

现了日本在航空技术领域的雄心壮志。

研制 F-3 战斗机的基础与
面临的挑战

日 本 在 2000 年 F-2 战 斗 机 刚 刚 列 装

航空自卫队时，就开始研究积累下一代战

斗机的重要技术。其中，包括雷达隐身设

计、新型航空发动机与矢量推进技术、先

进航电等关键领域。2010 年 8 月，日本防

卫省发布了 《未来战斗机研究与发展趋势

展望》 文件，系统提出了日本下一代战斗

机的研制需求、关键能力需求和主要技术

特征，分析了日本在研制下一代战斗机方

面所具备的技术基础和拥有的科技优势，

并初步规划了发展路线图。正是以此为牵

引 ， 日 本 先 后 展 开 了 隐 身/反 隐 身 设 计 、

机体结构、内埋武器舱、发动机、网络化

协同交战火控等 10 余个未来战斗机关键

技术的研发项目，从而为 F-3 战斗机研制

的启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日本成功研制了

X-2“心神”技术验证机，使其成为亚洲

第二个具备本土研制隐身战斗机能力的国

家。“心神”技术验证机自诞生之日起就

一直为外界广泛关注，但其本身只是日本

发 展 未 来 战 斗 机 过 程 中 的 一 个 小 尺 寸 样

机，即轻型战斗机，旨在演示验证先进战

斗机隐身、飞控和航电关键技术。作为日

本自研隐身战斗机的试验品，“心神”技

术验证机在经过 32 次测试飞行，对隐身

技术和推力矢量进行验证之后，随着日本

对 XF-91 涡扇发动机、新型机载有源相

控阵雷达等关键技术的突破，2018 年 11
月中旬，“心神”技术验证机在日本航空

自卫队岐阜基地举行的航空开放日活动中

进行了“告别演出”，随后被拆解，完成

了它的历史使命。

尽管技术储备不少，但日本在自研先

进战斗机方面依然存在不少短板。其中，

最大的问题即无法摆脱美国的制约。实际

上，日本在此之前已经先后研发了两款战

斗机。第一款是以“美洲狮”战斗机为蓝

本的 F-1 支援战斗机，主要用于对海防御

作战，其性能一般、表现平平；第二款是

以 F-16 战斗机为蓝本仿制的 F-2 多用途

战斗机，主要用于对地面和海上目标实施

攻击，并兼具一定的空战能力。F-2 战斗

机是世界上首款采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战

斗机，日本在研发过程中受尽了美国的摆

布，导致其战后几十年间几乎没有独立研

发现代喷气式战斗机的经验。

这 一 软 肋 在 日 本 装 备 F-35A 战 斗 机

的过程中又暴露无遗。近年来，日本已经

在三菱重工位于爱知县的小牧南工厂建立

了 F-35A 战 斗 机 的 组 装 线 ， 同 时 该 厂 也

是 亚 洲 唯 一 的 F-35A 授 权 生 产 线 ， 曾 经

被认为是日本复兴本国战斗机产业的起点

与 希 望 。 但 是 ， 由 于 自 己 生 产 F-35A 的

成本始终居高不下，再加上美国不断施加

压力，日本被迫决定在组装完第 42 架 F-
35A 战斗机之后将工厂关停，改为直接从

美国进口整机。日本为了生产制造这 42
架 F-35A 战斗机花费 200 亿美元，均摊下

来差不多 5 亿美元 1 架。

这样的局面充分体现了美国对日本航

空工业的控制与限制。与此同时，日本政

府计划以 1 万亿日元的高价进口 100 多架

F-35A 和 F-35B 战 斗 机 ， 替 换 已 经 严 重

老化的 F-15 战斗机，这又是一笔高昂的

装备采购费用。因此，日本航空工业面临

着自己造也贵、买也贵的尴尬境地。

日 本 将 采 取 多 种 方 式 推
动 F-3 战斗机的研制

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始终难下决心是

否推进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制。2018 年 3 月

5 日 ，日 本《朝 日 新 闻》报 道 称 ，日 本 防 卫

省已经决定不再考虑 2030 年之前开发国

产 战 斗 机 。在 F-2 战 斗 机 退 役 之 后 ，对 后

续机型的考虑将以国际共同开发为基础，

也不排除继续引进 F-35A 战斗机。

然 而 ， 第 二 天 日 本 防 卫 相 小 野 寺 五

典 就 在 记 者 招 待 会 上 对 航 空 自 卫 队 后 续

机型的国产开发问题表示，“关于如何判

断 ， 尚 未 有 决 定 。 已 放 弃 国 产 开 发 不 属

实。”这一前后矛盾的表述从另一个侧面

显现了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纠结。

实 际 上 ， 日 本 防 卫 省 非 常 希 望 能 够

独 立 开 发 F-2 的 后 续 机 型 ， 防 卫 省 官 员

曾表示，“独立开发对保持日本自己的战

斗机技术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日本自

研 战 斗 机 却 又 面 临 着 如 独 立 研 制 能 力 不

足 、 资 金 不 足 、 关 键 系 统 开 发 进 度 滞 后

等诸多难题。

为 了 解 决 这 些 现 实 问 题 ， 日 本 采 取

了 较 为 灵 活 的 应 对 措 施 。 2017 年 6 月 ，

美 国 《航 空 周 刊》 网 站 报 道 称 ， 英 国 和

日 本 正 在 探 索 联 合 开 发 作 战 飞 机 ， 此 举

将 使 两 国 防 务 技 术 合 作 更 加 紧 密 。 两 国

将 开 始 互 相 交 换 相 关 信 息 ， 其 中 包 括 日

本 的 “ 未 来 战 斗 机 ” 计 划 和 英 国 的 “ 未

来空中作战系统”。同时，两国合作相关

计 划 的 时 间 表 大 致 相 近 ， 日 本 计 划 于

2030 年 用 其 替 换 F-2 战 斗 机 ， 英 国 则 计

划 于 2040 年 前 用 其 替 换 “ 台 风 ” 战 斗

机 。 因 此 ， 在 美 国 严 格 控 制 对 外 输 出 先

进 战 斗 机 技 术 的 情 况 下 ， 日 本 可 能 会 依

据 现 实 条 件 ， 灵 活 选 择 在 美 国 与 英 国 帮

助 下 自 主 研 制 、 与 英 国 联 合 研 制 等 多 种

方式推动 F-3 战斗机的研发。

同 时 ， 美 国 方 面 也 在 积 极 争 取 继 续

与 日 本 在 这 一 领 域 的 合 作 。 美 国 洛 克 希

德 · 马 丁 公 司 于 2018 年 4 月 明 确 表 示 ，

希 望 为 日 本 提 供 融 合 了 F-22 战 斗 机 和

F-35 战斗机技术的新型战斗机。2018 年

7 月 ， 美 国 诺 斯 洛 普 · 格 鲁 曼 公 司 也 对

日 本 的 信 息 征 询 作 出 回 应 ， 表 示 愿 意 参

与 F-3 战 斗 机 的 项 目 研 发 ， 并 提 供 了 相

关的技术清单。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日 本 防 卫 省 希 望 能

在 2019 年至 2023 年间正式启动 F-3 战斗

机 的 项 目 ， 以 配 合 日 本 防 卫 省 中 期 防 卫

计 划 的 实 施 。尽管日本希望能够主导该

项 目 的 进 行 ， 但 是 仍 将 与 BAE 系 统 公

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和诺

斯洛普·格鲁曼等外国承包商合作以降低

技术风险，最终目的是确保 F-3 战斗机能

够如期服役。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

日本全力推进国产重型隐身战斗机研发

陆文凯
视频制作 江一帆

越野车在国道 318 线上奔驰着，层峦

叠嶂的雪峰不停向车后掠去，路的坡度越

来越大，弯道越来越急，几乎要把人甩晕。

同行的武警某部交通第三支队养护十七中

队指导员简宇生说，这里就是川藏线上有

名的“天路 72 拐”。

它 从 海 拔 4658 米 的 业 拉 山 顶 到 2800
多米的嘎玛沟，30 多公里路落差达 1800 多

米，因其坡陡、弯多、凶险而得名。这里环境

恶劣，气候无常，地质结构复杂，自然灾害

频发，常在川藏线上行车的老司机走这段

路 也 得 小 心 翼 翼 ，驾 驶 员 们 称 它 为“绝 望

坡”，但武警某部的护路兵，对这些早已习

以为常。

“ 天 路 72 拐 ”是 全 国 有 名 的“ 魔 鬼 路

段”，集中体现了川藏线的奇险和灾害，这

段 路 被 有 关 专 家 称 为“ 公 路 病 害 百 科 全

书”。养护十七中队主要担负川藏线田妥镇

到怒江沟段 90 公里道路养护保通任务，和

那些在演习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友不一样，

护路兵们说，“养护工具就是我们的武器，

道路就是我们的战场，敌人就是泥石流、塌

方、雪崩和山洪。”

护路就是战斗

中午时分，笔者从邦达镇踏进该中队

营区，只见院子停满了拖车、履带挖掘机、

轮式挖掘机、装载机、翻斗车、沥青车、灌缝

机、压滚机等大型抢险救援机械装备和道路

养护设备。司务长贺青松正准备送午饭到养

护作业现场，他说，最近正值养护大干期，搞

好战友保“胃”战，才能提高官兵战斗力。

跟随送午饭的皮卡车，不一会就来到

业 拉 山 顶 。道 路 上 ，有 的 官 兵 在 用 电 锤 打

坑，有的在烧制沥青，有的在摊铺沥青，有

的在碾轧路面⋯⋯为保障这条国防要道畅

通，官兵们常年坚守雪域“天路”，处于超负

荷、超强度养护作业状态。

对 于 他 们 来 说 ，养 护 作 业 就 是 战 斗 。

2014 年 8 月，嘎玛沟突发大型泥石流，造成

百余辆车滞留。“当时我开运兵车，由于路

况条件差，车辆差点打滑翻下山去。”四级

警士长曹江说，当时双手使劲拽紧方向盘，

让车头靠向内侧的挡墙，才避免了一场重

大事故。

2015 年 6 月，养管路段出现大量坑槽，

严 重 威 胁 着 过 往 司 乘 人 员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为改善行车条件，那个夏天官兵们整整

在路上鏖战了 3 个月，常用车灯照明填补

坑槽到深夜，机械的轰鸣声和官兵作业的

工具敲击声一直回荡在“天路 72 拐”的山

谷里。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作为护路兵，往

往越是节假日就越繁忙。”中队助理工程师

姜宇鹏说。

跟很多新兵一样，上等兵李新俊问过

班长：班长，我们怎么不练枪法，而是天天

去路上“打扫卫生？”班长回答他：护路兵手

中的铁锹、十字镐、电锤就是武器，养护的

90 公里道路就是我们的主战场！

一年过去了，李新俊对班长的回答渐

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谁说护路保通就不是

英雄？”他说，像机械操作手袁广奎那样能

抢险、抢大险的就是英雄。

2017 年 8 月，操作手袁广奎接到赶赴

怒江沟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的紧急电话。

正在 100 公里外八宿县医院体检的他，立

即拔掉抽血的管子，转身就离去，医生怎么

都劝留不住。

这位中队有名的操作手遇到了至今回

想起来都冒冷汗的一次抢险：施工现场在

怒江沟谷底，一侧是几乎与路持平的湍急的

怒江，一侧是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当时暴雨

如注。虽然安排了两名安全员，但他心里明白，

稍有不慎，机械连同人随时都会被卷走。

6 小 时 的 艰 苦 紧 张 鏖 战 ，路 面 上 的 泥

石流堆积物被全部清除，袁广奎累得浑身

湿透，紧握操作杆的手几天都伸不直。

铁骨比岩石硬

行走在“天路 72 拐”，放低速度慢走，

不一会也会感觉呼吸困难，全身使不上劲，

迈不开脚步；即使穿上棉大衣，寒风袭来依

然让人瑟瑟发抖。

“‘天路 72 拐’环境艰苦，养护难度也

相当大。”四级警士长张洪林说，在高海拔

地区高负荷工作本身就是高危职业，护路

兵常年奋战在“生命禁区”，面临的困难常

常不为人知。

中队养管路段大多位于雪山之巅，泥

石流、塌方、山洪、暴雪等自然灾害频发，雪

崩、冰冻、路基坍塌等险情无处不在。去年

8 月，嘎玛沟发生山体塌方灾害，400 多立

方米堆积物将 100 米道路完全掩埋，100 多

辆车及 400 多人滞留于此，情况万分危急。

现 场 正 好 处 于 一 个 路 窄 、弯 急 、坡 陡

处，“那种环境中，对操作技能要求极高。”

官兵们冒着落石不断的危险展开了一场生

死之战。安全员紧盯山体灾情，操作手快速

作业。通车时，官兵们紧紧相拥，喜极而泣，他

们是为再次安全无事故完成任务而流泪。

2018 年 10 月，上等兵葛冬铭第一次参

与安装防护栏任务，“左脚不慎踩中石子

打滑落空滚下，幸好反应迅捷抓住了旁边

的一棵小树。”葛冬铭说，要不是那根小树，

自己可能就坠入悬崖了，整个过程，大约只

有 10 秒，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心有余悸。

“天路 72 拐”不仅泥石流、塌方灾害随

时发生，冰霜降雪也很常见，每年 11 月到

次年 4 月，这段路霜雪不断，仅去年 11 月到

今年 5 月，官兵们就已执行除雪任务 8 次。

下 雪 时 ，路 上 最 低 气 温 达 零 下 40 多 摄 氏

度，官兵们手脚被冻得失去知觉，脸颊、嘴

唇也被紫外线灼伤，嘴巴开裂出血把整个

嘴唇都染得血糊糊的。

在这里，每一条边沟都记录着他们可

歌可泣的故事，每一个坑槽留下了他们奋

斗的足迹。杨作善是该支队远近闻名的“补

坑”能手，当兵 8 年，其中 7 年坚守在“天路

72 拐”，他和战友总共用掉 1000 多吨沥青

砂石料，修补路面坑槽数以千计。

补沥青最大的难度在于对原料的配比

和烧制时的温度把握，稍有不慎，原料就会

成为废料。他说，补沥青要耐得住 160 摄氏

度的高温，以及熏得人恶心想吐的气味，也

要经受得起野外的日晒雨淋。

“护路兵要有‘工匠精神’，道路才能使

用年久。”今年 4 月，中队召开了一次道路

养护现场会。一条直直的道路呈现在战友

们眼前，这段道路路面无杂石、边沟畅通、

路肩线型整齐，一般人找不出它有什么毛

病。但是，中队长陈鹏直面问题，在现场批

评了班长、骨干。原来，这段道路边坡只刷

了距离路面的 4.9 米，比规定的养护标准少

了 10 厘米。

10 厘米，值得为它兴师动众地开一次

现场会吗？“值得！”护路兵的可贵之处正在

这里，敢于较真！现场会上，排长做了“没有

严格执行标准，关口把得不好”的检查；具

体负责施工的班长，检讨自己作风不严不

细，工作不认真。战士们立即戴上手套，抄

起铁铲，把不足 5 米的边坡，一一按 5 米标

准执行。他们说：“咱们要彻底铲掉的，不只

是 10 厘米内没铲的石块，而是马马虎虎、

凑凑合合的坏作风！”

筑路护路为民

天色刚蒙蒙亮，雪山还在沉睡，一阵

机械轰鸣声划破了宁静的邦达小镇。营区

内，官兵们迅速登车完毕。“出发！”随着

中队长陈鹏一声令下，5 辆机车按指定顺

序向养护一线开进。

其 实 ， 当 一 辆 辆 汽 车 行 驶 在 川 藏 线

“天路 72 拐”时，很少有人知道，这条中

国最美的景观大道，由这些年轻的武警官

兵守护。

护路兵的工作环境与外界几乎处于隔

离状态，“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是

他 们 的 生 活 写 照 ， 为 了 消 除 孤 寂 记 录 美

好，官兵们都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四级警士长张永俊告诉笔者，由于缺

少对孩子的关爱陪伴，前几次休假回家，

孩子见到他都叫“叔叔”，“那时一股心酸

涌 上 心 头 ， 泪 水 情 不 自 禁 往 下 掉 。” 他

说，今年退役后，要好好弥补，承担起作

为父亲的责任，让他快乐健康地成长。

然 而 ， 孤 寂 并 没 有 压 倒 坚 强 的 护 路

兵。2000 年 9 月出生的列兵彭德强是一名

大学生士兵，怀着拳拳报国心参军入伍。

新兵下连第二天就遭遇高反住进医院。他

说，这儿太苦了。

和彭德强一起来的 9 名同年兵，刚开

始也很不适应，如今大家渐渐爱上了这片

热土，都决定扎根高原，把青春的种子播

撒在西藏，等到来年和美丽的格桑花一起

绽放。

留 恋 这 片 高 原 的 还 有 今 年 服 役 满 16
年的四级警士长杨在洪，他在“天路 72
拐”一待就是 14 年。杨在洪说，原来只

是把这里当成工作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

“家”的一部分，战友们是亲密无间的兄

弟，说离开还真舍不得。

守 护“ 天 路 72 拐 ”

陈万金 彭荣国

山城初夏，丛林深处一场特殊的“较量”正在进行，随着现

场指挥员一声令下，只见士官长封宇恒带领应急班直插“罪犯”

窝点。一时间硝烟弥漫，枪声、爆炸声此起彼伏⋯⋯如果光看指

挥素养，不注意领角的领章，你绝对想不到眼前这个指挥员是一

名士官。

封宇恒现任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队五中队士官长，入伍

11 年 来 ， 被 表 彰 为 全 军 优 秀 “ 四 会 ” 政 治 教 员 ，2018 年 荣 获

“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十大标兵

士官”，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3 次。

“士官长不仅要尽好‘兵’的义务，还要履行好‘官’的职

责。”在封宇恒看来 ，士官长的“长”不能仅长在兵龄上，更要

长在能力素质上，必须善于从指挥员角度思考问题，具备指挥训

练、辅助决策能力，成为能参善谋的“新智囊”。

3 月上旬，一场方案演练实战化背景下的“红蓝”对抗刚结

束，封宇恒就和中队长周平“杠上了”。

“你这不是故意刁难吗？这是要排名打分的军事考核，不是

一般的演练。”“如果真发生情况，犯人是不可能按照你的想法跑

的！”原来，演练中担任“蓝军”模拟“犯人”脱逃的封宇恒没

有按照中队长“要求”出现在预定位置，而是跑出大门就藏进工

地车间里，弄得参演官兵当场发蒙，没能按“预案”成功实施抓

捕。

在封宇恒看来，士官长作为主官助手，直接参与部队日常管

理和带兵训练，就不再是一般的班长骨干。

“中队长，这样的编携配装跟实战不符，得改！”“那咋行！

支队规定的岂能说改就改！”这天，检验性拉动刚结束，士官长

封宇恒就围绕“三人应急小组”弹夹的携带问题，跟新任中队长

周平提意见。

原来，小组长把所用弹夹装进挎包里而不是弹袋里，看似

方便了，实则遇有情况经常忙中出乱，耽误最佳处置时机。周

平感到封宇恒分析有理，决定准备两套装备，既讲规定又讲实

战。几天后，在支队执勤形势分析会上，封宇恒的建议得到大

家认可。

士官带了长，说话就得响当当。一次党支部议训，一开场封

宇恒就站起来，向经常因备课、开会偏训漏训的指导员樊子龙

“开了一炮”。“按照规定，主官应严格跟班组训。书记不带好

头，还怎么带领大家？”会上，封宇恒的发言有理有据，樊子龙

心服口服，当场作了自我批评。

“领导放权了，这让我感到腰杆儿硬了！”封宇恒不仅“敢

说”，更“敢做”。去年年初，中队主官参加总队纲要集训，一走

就是 7 天，正好赶上支队落实贯彻新大纲，中队示范擒敌、体能两个课目。时间

紧、任务重，封宇恒主动牵头补位。

从场地部署、划分职责到规范口令，封宇恒带领班长骨干加班加点逐一统一标

准、逐个研究分析，最终带领官兵成功完成演示任务。

任士官长以来，封宇恒提出合理化建议 30 余条，创新“梯步协调跑”“音乐腹

部操”“三人协作跑”等 7 种训练方法，革新 6 类 20 多种训练小器材，有效解决了

训练场地受限的现实难题。

步枪实弹射击，以往习惯打 100 米固定靶，而封宇恒却把射击距离设在 90 米、

110 米、160 米等不同距离上，靶子也是时隐时现，逼着大家养成准确判定距离的

习惯；擒敌刺杀训练，用真刀真枪换下塑料刀，自己主动当配手，锤炼血性虎气

⋯⋯用官兵的话说：“只要往训练场一站，封宇恒就是激活实战的因子。”

“走出训练场就能上战场。”封宇恒经常这样说。为了随时可能到来的战斗，他

一点点蓄势发力，只为战斗那一刻。

一天，封宇恒担负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监外就医警戒任务，狡猾的张某企图借

肚子痛上厕所之机，利用厕所里的通风窗口逃跑。卫生间里长时间没有动静，封宇

恒觉得有蹊跷。

“不好，嫌疑人要逃跑！”他飞奔过去一脚踹开门，只见张某正在翻越窗口，封

宇恒大吼一声：“不许跑！”张某气势汹汹地转身，将手铐当头砸来，封宇恒迅速闪

身，上前一个猛抓，顺势折腕跪压，牢牢将其控制，成功避免了执勤事故。

士官长封宇恒 （右二） 带领全班战士进行战术训练。 曹 峰/摄

士官长的作用有多大

5 月 8 日下午，“蓝色突击-2019”中泰海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五指山舰举行，标志着为期一周的中泰海军联训结束。此次联训分港岸训练、
海上训练两个阶段，中泰双方共有 7 艘舰艇、5 名观察员、千余名官兵参加。联训指挥所中方指挥员、南部战区海军副参谋长黄凤志在闭幕式
上表示，此次联训为中泰两国海军交流拓宽领域、构建平台，成为中泰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新起点。
图为 5 月 8 日，“蓝色突击-2019”中泰海军联合训练展开两栖突击登岛反恐作战演练，两栖战车进船坞。 孙宏韬/摄

第一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