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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周刊

□ 岳小琳 唐 昊 张 帆

进 入 农 历 腊 月 ， 寒 潮 笼 罩 了 昆 仑 山

脉，海拔近 4000 米的雪域高原上气温降

至 零 下 30 摄 氏 度 。 雪 山 旷 野 ， 人 迹 罕

至，只有火箭军高原骑兵巡逻在冰封雪裹

的崇山峻岭间。

火 箭 军 某 旅 骑 兵 连 组 建 于 上 世 纪 60
年代，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唯一的骑兵分

队，担负着守护“国宝”外围警戒安全的

任务。

由于任务特殊、禁区面积较大，连队

10 多个哨所散落在数百平方公里的无人

区。这里高寒缺氧、气候恶劣，每年 9 月

就开始下雪，直到来年 4 月才迎来冰雪消

融，很多点位封山期长达 3 个多月。

60 多 年 来 ， 这 支 高 原 铁 骑 驻 守 在

“生命禁区”，出色完成了每一次警戒执勤

任务，确保了“国宝”的万无一失。

一

一场大雪过后，阳光爬上山巅，高原

骑兵又踏上了巡逻路。按照惯例，连队每

个 月 都 要 对 禁 区 进 行 一 次 全 线 巡 逻 。 这

天，他们整理好装具，开始春节前的最后

一次巡逻，这也是新兵下连后参加的第一

次全线巡逻。

山高路险，巡逻车无法通行，战马却

可以攀越，这就是骑兵仍然存在的价值。

每 一 次 巡 逻 ， 官 兵 们 都 会 面 临 未 知 的 风

险，他们能够倚仗的只有胯下“无言的战

友”和自身千锤百炼的骑术。

骑兵连连长马兆成介绍，为了确保能

够在各种地形进行巡逻，每年新兵下连后，

都要针对性地开展乘马越障训练。

骑兵连的马术训练场里修建了一条长

200 米、宽 2 米的骑术训练通道。通道内设

有三道障碍：第一道障碍是 1 米宽的土沟，

第二道是 1.5 米高的障碍物，第三道是 1 米

宽的水渠。通道两边是 1.5 米高的土墙，中

间障碍物处土墙随之加高，形状类似桥拱。

在通过障碍时，不少新战士一看到障

碍物就心生胆怯，于是拉扯马嚼子，导致战

马跳跃时迟疑，两条前腿没有并排着地，马

腿一前一后着地的结果就是人仰马翻。

面对这种情况，马兆成站在通道口，看

到速度放慢的战马就立刻扬鞭呼喊，让战

马飞跑起来。他说：“在险阻面前，骑兵

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骑兵连的老战士们讲，开车是越开越

顺溜，骑马同样是越骑越胆大。经过在通

道内的反复摔打磨炼，骑兵们的速度逐渐

放开，骑术不断提高。当战士们驾驭战马

都 能 顺 利 跳 过 三 道 障 碍 时 ，“ 高 原 铁 骑 ”

便锻造成型。

出发前，大家最后一遍检查鞍具，排

查隐患。新战士们紧紧抓握缰绳，约束战

马保持队列。军马不时打着响鼻，在冰冷

的空气里喷出一道道白印。

回头看了一眼整装待发的队伍，马兆

成一声令下：“出发！”随后便一马当先，向

着茫茫雪原开进。

二

约摸过了 1 个小时，平坦的雪原走到

尽头，眼前是一片光滑的冰原。这里原本是

一条河，冬天冻结的冰凌堵塞了河道，水流

漫开在低温下结冰，将宽广的草滩覆盖。

这 是 骑 兵 连 官 兵 巡 逻 路 上 的 必 经 之

地，以往，马兆成都会派出一名经验丰富的

老骑手打头阵为大部队勘察出一条安全的

路线。

在溜光的冰面上牵马步行，人、马脚底

都打滑，只能一路溜过去。更可怕的是，有

些冰面并不牢固，战马通过冰面时，不停听

见冰层断裂的“咔嚓”声。连队的四级军士

长黄巍就曾在这里遭遇过险情。

2017 年冬天的一次巡逻，他奉命执行

探路任务，尽管十分小心，战马还是在冰面

上滑倒，顷刻间砸碎浮冰，他连人带马摔入

湍急的河水中。冷水将他淹没，刺骨的低温

几乎瞬间让人休克，黄巍死死拽住缰绳，战

马恢复平衡后一点一点把他拉上了岸。

现在，黄巍不用再以身涉险。巡逻官

兵 在 岸 边 远 远 地 放 飞 无 人 机 ， 从 空 中 看

去，冰层的厚度和暗流走向一目了然。无

人机在空中盘旋，骑兵队伍紧紧跟随，有

惊无险地穿过了冰原。

巡逻队伍继续向前，绕过一片低矮的

黑石山，山势越走越险，草地逐渐退化露

出红褐色的山石，这里没有泥土，也没有

野草。

红石山因裸露红褐色山石而得名，这

里海拔超过 4300 米，是禁区内的最高点

位，与山脚下落差近 1000 米。山顶最宽处

不足 3 米，最窄处仅能容得下一人一马单

行，通过时必须小心再小心。马兆成知道，

真正的挑战从这里才算开始。

三

“与其说是行走，不如说是绝壁攀岩！”

在新兵旦正才旦看来，脚下的山路似乎只

有黄羊、雪豹才能翻越。

面对近 60 度的陡坡，车辆根本无法

通行。无人机的旋翼也无法抵御峰顶的狂

风，一起飞就被吹得失去控制。唯有坚韧

的蒙古马，才能承载官兵们在雪山上艰难

跋涉。

蒙古马原产蒙古高原，体格矮小而四

肢短粗，外表看上去其貌不扬，但它生命

力极强，不畏寒冷，能适应极粗放的饲养

管理，可以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经

过调驯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

猛无比。

上世纪 60 年代连队组建之初，针对

禁区的恶劣自然环境，官兵们就选择了蒙

古马作为军马的主要马种。近年来，连队与

马场开展合作，挑选优秀的军马精心选种

选配、优化繁殖，进一步改进了马群质量。

海 拔 超 过 4000 米 的 雪 山 上 ， 含 氧 量

仅为平原地区的 60%，在这里巡逻相当于

在平原负重 20 公斤行走。如果没有“无

言的战友”作为坚实依靠，官兵们很难到

达目标区域。

“ 危 险 是 天 然 屏 障 ！” 在 连 长 马 兆 成

看 来 ， 山 路 越 艰 难 阵 地 越 安 全 ， 但 骑 兵

只 有 比“ 敌 人 ”更 适 应 山 地 ，才 能 保 卫 好

阵地。

去年夏天，周边哨所在日常瞭望时发

现有可疑分子从红石山翻越，闯入禁区进

行盗挖虫草和偷猎活动，严重影响到禁区

安全。连长马兆成了解情况后，迅速带领

搜捕小组赶往事发地点。

他们仔细完成现场搜索和记录取证工

作后，顺着脚印、盗挖痕迹展开追捕。夏

天的红石山一样艰险难行，一路上灌木丛

生、荆棘遍地，人马穿行其中，官兵们脸

上和脖子里扎满了倒刺。军马裸露的皮肤

也被荆棘割得鲜血淋漓，不时发出焦躁的

嘶鸣。

从白天追到夜里，在满月的照耀下，

他们绕到了不法分子的前方，最终人赃俱

获。事后，连队在违法分子闯入的地点再

次修补加固了围栏网，堵上了漏洞。

越往山上走，风雪越大，狂风吹起的

冰粒打在脸上生疼。马兆成不停提醒大家

注意安全，新兵们学着老兵的样子紧紧抱

住战马，贴着山腰喘气，这样就不会被强

风吹落山下。

不知过了多久，巡逻队伍终于爬到了

山顶。此时风雪渐渐止息，冰晶漂浮在透

明的空气中闪闪发亮，不远处的雪山洁白

而庄严。

马兆成将从山下运上来新配发的无线

报警装置，布设在围栏网的铁丝上，这样

一旦有人闯入，附近的哨所点位就能第一

时间收到警报。布设完毕后，他带着战士

们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围栏网的完好，确保

这个地点已经万无一失。

四

队伍在山顶休息片刻，便准备下山离

开，这时已近下午两点。常言道，“上山

容易，下山难”。但比起道路艰险，连长

马兆成更担忧另一个问题，“这里，山连

山、物似物，很容易迷路。”他说。

山野覆盖着白雪，白茫茫一片，放眼

望去根本无法看清下山的路在哪里。要想

准确地找到返回路线，必须对周边地形地

貌完全了然于胸。

骑兵连上士田存良就有这样的本领，

他被战友们称为“禁区活地图”。田存良

不是骑兵连最老的兵，但在许多哨所官兵

心中，他堪称连队最强“辅助”。

在骑兵连服役的 12 年里，田存良有

一半时间都处于“游击”帮带状态——哪

个 哨 所 人 最 少 就 去 哪 里 ， 哪 个 哨 所 任 务

最 重 就 在 哪 里 ， 哪 个 哨 所 兵 最 “ 新 ” 就

到哪里。

入伍当兵 12 年，除了休假，田存良几

乎没有离开过大山。数百平方公里的禁区

内，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都格外熟悉。

这次下山又是他在前方带路，而与田

存良同行的则是新兵宁齐凯，他操作着北

斗手持终端紧紧跟随着老班长的脚步。

19 岁 的 宁 齐 凯 从 未 到 过 红 石 山 ， 由

于在学校接触过测绘专业，连队的北斗手

持终端他使用得很熟练。连队对宁齐凯寄

予厚望，让他使用终端来校正前进路线，同

时也可以采集区域内更详细的地形数据。

田 存 良 通 过 记 忆 找 到 地 标 ， 指 认 方

向。而宁齐凯则打开北斗手持终端查询坐

标，与地图进行比对后，结合田存良给出

的方向，形成一条最便捷的路线，随后利

用终端的信息发送功能将路线发送给后面

的大部队。就这样，巡逻队伍迅速有序从

山上撤了下来。

夕阳西下，巡逻队伍来到山脚下。宁

齐凯在落日余辉中远远望见一片红柳林。

他很好奇，因为在高原上“栽活一棵树比

养活一个孩子还难”。他问老班长，是谁

在这荒山野岭种下了这片树林。

红柳林也叫烈士林，这里本无红柳，

甚 至 还 是 夏 季 山 体 滑 坡 的 多 发 地 。 多 年

前，该旅警卫营副教导员曹新节，将红柳

从山下移植到这里，红柳逐渐成林从此缓

解了这里的险情。曹新节却因为长年繁重

工作，牺牲在岗位上。

冬日的红柳林积雪皑皑，枝叶凋零。

听完老班长讲的故事，宁齐凯觉得树林里

蕴含着无限生机，“到了春天，这里一定

会绿意盎然吧。”

简单休整后，骑兵连又出发了。“我们

是雪域的钢刀，寒光出鞘所向披靡⋯⋯”新

兵 们 将 稚 嫩 留 在 身 后 的 高 山 险 谷 中 ， 他

们 的 歌 声 和 老 兵 的 歌 声 彻 底 融 在 一 起 ，

不分彼此。

雪山上的骑兵

本 报 讯（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王 裴 楠
通 讯 员 魏 寅 邵 龙 飞）1 月 15 日 下 午 ，

军 事 科 学 院 举 行 首 届 “ 最 美 军 科 人 ”

评 选 活 动 颁 奖 典 礼 ， 张 树 德 、 王 祥

山 、 谭 凤 旭 、 强 晓 刚 、 姜 涛 、 刘 瑞

朝 、 易 主 任 、 王 锐 华 、 郭 修 起 、 徐 凯

旋 等 10 名 入 选 者 先 后 登 台 领 奖 。 为 落

实 疫 情 防 控 有 关 要 求 ， 此 次 颁 奖 典 礼

采 取 “ 云 播 放 ” 方 式 ， 组 织 全 院 人 员

在 线 观 看 。

本 次 评 选 活 动 于 2020 年 上 半 年 启

动，经各单位遴选推荐，拟定 14 名候选

人 。 院 内 报 纸 和 公 众 号 公 布 了 候 选 人 简

介 ， 开 启 大 众 投 票 通 道 ， 全 院 各 单 位 近

50 人组成的评审团对候选人事迹进行了

集中评审。通过对大众投票、集中评审进

行加权计分排名，位居前十的候选人获评

该院首届“最美军科人”。

据 了 解 ， 此 次 入 选 的 “ 最 美 军 科

人 ” 来 自 该 院 各 单 位 不 同 领 域 、 不 同 战

线 、 不 同 岗 位 ， 既 有 军 事 理 论 、 军 事 科

技 领 域 的 学 者 ， 也 有 军 事 工 程 、 军 事 标

准 方 面 的 专 家 ； 有 躬 耕 多 年 的 前 辈 师

者 ， 有 崭 露 头 角 的 后 起 之 秀 ， 也 有不让

须眉的巾帼英才；有军官，也有战士。

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院，汇集了全

军数十家科研、试验、编研机构的人员，

形 成 了 高 水 平 、 大 规 模 、 复 合 型 人 才 方

阵。“军事科学院将人才视作最宝贵的战

略 资 源 ， 作 为 最 大 的 家 业 来 看 待 、 来 经

营。”该院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说，为抓

好人才队伍建设，该院推出一系列务实举

措 ， 使 人 才 队 伍 激 “ 能 量 ”、 拓 “ 增

量”、盘“存量”各方面都取得突破性进

展 ， 涌 现 出 一 批 先 进 典 型 ，“ 最 美 军 科

人 ” 就 是 他 们 中 的 部 分 优 秀 代 表 。 组 织

这 次 评 选 ， 是 对 人 才 队 伍 的 阶 段 性 “ 检

阅 ”， 旨 在 表 彰 模 范 人 物 、 鼓 励 创 先 争

优、推动强院兴研。

“关键不在于评出 ‘ 最 ’， 而 在 于 弘

扬‘ 美 ’。” 据 介 绍 ， 该 院 党 委 把 铸 魂 育

人摆在突出位置， 在 广 泛 讨 论 的 基 础 上

形 成 以 “ 忠 诚 、 研 战 、 创 新 、 求 实 、

情 怀 ” 为 内 核 的 新 军 科 精 神 ， 有 效 起

到 了 聚 人 心 、 筑 同 心 的 作 用 ， 增 强 了 全

院 人 员 的 身 份 认 同 感 和 集 体 归 属 感 。 这

种 精 神 气 韵 ， 在 “ 最 美 军 科 人 ” 身 上 得

到 集 中 体 现 。 组 织 此 次 评 选 ， 将 进 一 步

强 化 新 军 科 精 神 的 价 值 引 领 作 用 ， 进 一

步 凝 聚 起 建 设 高 水 平 军 事 科 研 机 构 的 意

志力量。

军事科学院首届“最美军科人”评选揭晓

□ 王 鹏

2020年12月27日，日本《产经新闻》
以《高超声速武器拦截系统将于明年开
始研发》为题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将于
2021 年度启动高超声速武器拦截系统
的研发工作。同时，日本还将加快“攻击
用高超声速制导导弹”的研发进程。这
意 味 着 ， 日 本 将 在 高 超 声 速 武 器 的

“攻”“防”两个领域全面开花。日本在
高超声速武器领域的积极动作，已经成
为其防卫政策转向的重要标志。

日 本 防 卫 装 备 厅 2016 年 出 台 的
《中长期技术规划》 中谈到离岛作战
时，明确提出要发展全新的高速/高超
声速打击武器，以满足离岛作战需求。
随后，日本披露了多个高超声速武器研
究项目，体现出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导弹
与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两条路线并行发展
的规划思路，并在防卫预算中对高超声
速武器进行大规模投入。

2019 年 11 月，日本防卫省在“日
本防卫与军警装备国际展”上发布文件
称，日本计划在 2030 年研发出速度达
到 5 马赫或更高的巡航导弹，从而加入
美 国 、 俄 罗 斯 的 高 超 声 速 “ 军 备 竞
赛”。该文件声称，日本高超声速武器
的研发愿景是“实现多域及更强的防卫
力量”，特别是须研发可在对手有效防
区外实现排拒能力的相关技术。而这种
排拒能力需要有具备生存性及远程高超
声速性能的武器，以对抗高度威胁型目
标，确保己方人员安全。

为此，日本防卫省重点在火控技
术、制导技术、推进技术和高超声速飞
行器机体和弹头技术等领域展开快速研
发。日本政府在文件中明确表示，计划
在 2030 年左右部署一种超燃冲压发动
机高超声速导弹，随后再部署一种改进
型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同时，还将在
2030 年中期部署一种高超声速助推滑
翔导弹系统。

2020 年 3 月，日本政府在防卫省采
购、技术和后勤局网站发布了一份名为

“实现多维一体化防卫力量领域的未来
科研工作前瞻”文件，更加具体阐述了开
发、部署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
滑翔导弹两种防区外打击武器系统的构
想。其中，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将由超燃冲
压发动机提供动力，外观与导弹相似，但
可以更高的速度巡航远距离飞行；高超
声速助推滑翔弹则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
动机，主要是将有效载荷提升至高空后
再分离，利用高空滑翔高速撞击目标。

在应用层面，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
高超声速武器的应用也优先放在海战场
上。据悉，日本正在开发两种先进的反舰
战斗部，分别为用于打击敌方大型水面
舰艇研发的“海上克星”和用于打击各类
水面舰艇、固定和移动地面目标的“多重
爆炸成形穿甲弹”，两者都将用于正在研
发的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弹和高超声速巡
航导弹上。

高超声速武器难以被现有的导弹防
御系统拦截，被视为有可能打破未来军
事力量平衡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日本
重视高超声速武器作为进攻利器的同
时，也在关注对高超声速武器的防御。

为了应对以超过 5 马赫速度飞行并
能穿过雷达网的高超声速滑翔武器，日
本政府计划从 2021 年正式开展相关研
究，主要是使用人造卫星探测导弹的办
法探测突防的高超声速武器。日本防卫
省计划通过数百颗甚至上千颗低轨道运
行的小型人造卫星组成“卫星星座”，将
监视来袭武器的“眼睛”置于外太空，以
此实现对高超声速武器的早期探测和跟
踪。为此，日本防卫省已经在 2021 年度
预算中列入了两亿日元与“卫星星座”计
划相关的研究款项。

近年来，日本防卫政策主动性日趋
明显，对发展攻击性武器的态度也日益
坚决，特别是竭力想要拥有空海一体化
防区外打击能力，高超声速武器成为体
现这一能力的核心标志。更重要的是，日
本通过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想要在战略
态势与地区局势上实现多种战略意图。

在战略态势上，日本意在兼顾体现
牢固的军事同盟与一定的防卫自主。总
的来看，日本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思路，
既有沿袭美国高超声速武器发展路线的
成分，也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其对于高
超声速武器防御的研究，具有极强的前
瞻性，“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可用于拦
截高超声速武器的技术”。

在地区局势上，日本以“防御”为名，
行“进攻”之实。尽管日本一再声称发展
高超声速武器的目的是进行“离岛防
御”，但这种借口无法掩盖这是一种典型
进攻性武器的实质。日本研制高超声速
武器所携带的弹头从本质上来看主要用
于两类目标，即旨在打击航母甲板的穿
甲弹头，以及旨在摧毁“反介入/区域拒
止”节点的爆炸成形弹丸，目标指向性非
常明显。

日本对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制寄予厚
望，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日本耗资巨
大，在 2018 年、2019 年拨款总计达 1.7 亿
美元的基础上，2020 年又投入 2.3 亿美
元。同时，由于日本已经拥有了再入飞行
器设计与飞行实践经验，使其具备了发
展高超声速武器的坚实基础。一旦拥有
高超声速武器，将使日本获得攻击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战略能力，这将给地区安
全环境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日本全力推进
高超声速武器研发

蒋 龙 刘冰冰 肖艳飞文并摄

1 月 17 日，中原腹地，空降兵某部
组织百余名空降空投骨干进行新机型
试训试跳任务，他们重点围绕多门多
路、重装空投、人装同降等复杂课目展
开，着力提升空降空投骨干空投保障
能力。

为有效准确地掌握新机型数据参
数，给大部队普跳提供数据支撑，此次
参与试跳的跳伞员均为各单位空降空
投主任、科长和经验丰富的高级士官，
为给部队形成一套提升战斗力的有效
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针对新机型特点，在前期的训练
中，他们大力研究探索投放员位置、拉
绳长度、投放间隔等影响跳伞安全的
各类不确定因素，做到人人知悉飞机
参数性能，确保了跳伞安全。通过此次
伞降训练，有效培养了该型飞机伞训
教练员 100 余名，搜集了组训标准、拉
绳回收、空中开伞密度等 6 类 18 项数
据，为该机型空降训练培养了一批专
业人才。

百余名空降空投骨干
试跳新机型

火箭军某旅骑兵连官兵执行巡逻任务。 薛 泉/摄（资料图片）

跳伞员采取多门离机方式跳出飞机。 大批空投物资飘向预定位置。

空投物资滑离机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