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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临近，但对于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的官兵们来说，一切似乎没有

太大不同，他们依旧枕戈待旦坚守在战

位上——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官

兵正在西北高原执行实弹发射任务，官

兵 们 用 实 战 化 训 练 来 庆 祝 建 军 94 周

年；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正在高

原上开展实战化对抗演练；西藏山南军

分区某边防团的官兵们冒雨巡逻在谷深

林密、沿途布满悬崖峭壁的边防线上；

遥远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海军第三十

八 批 护 航 编 队 刚 刚 圆 满 完 成 了 第 1422
批护航任务。

在 这 个 专 属 于 中 国 军 人 的 节 日

里 ， 坚 守 在 战 位 上 的 官 兵 们 用 行 动 践

行 着 铮 铮 誓 言 ： 战 位 有 我 ， 祖国和人

民请放心！

打 赢

7 月 30 日下午，一马平川的西北戈

壁 滩 卷 起 沙 尘 。笔 直 的 公 路 上 ，火 箭 军

“常规导弹第一旅”官兵驾驶着巨龙般的

发射车梯队，向戈壁滩深处全速前进。

“年年上高原，今年不一般。”这是发

射 五 连 指 导 员 龙 崛 起 入 伍 的 第 九 个 年

头。在他眼里，今年执行实弹发射任务的

日子不比寻常，“赶上了八一建军节，意

义更加重大”。

龙崛起所在的部队是我军第一支地

地常规导弹旅，自上世纪 90 年代组建以

来，“第一”两个字就与这支部队密不可

分：战略导弹部队序列中第一枚常规导

弹从他们手中腾飞；同类导弹部队发射

数量第一，收获“百发百中旅”称号。该旅

还两次荣立集体一等功、连续 20 多年被

评为全军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这个王牌部队的官兵始终坚信，自

己 血 液 里 流 淌 着 一 种 名 叫“ 荣 誉 ”的 基

因，“见红旗就要扛，见第一就要争”是他

们的传统。几个月前，该旅曾被授予“导

弹发射先锋连”荣誉称号的发射三连连

长马瑞，为了此次能够率领连队执行实

弹发射任务，特意敲开了旅领导房门主

动请战：请首长给三连一次机会，旅队创

造历史的时刻，我们“导弹发射先锋连”

想站在“C 位”。

作为“大国执剑者”，一切努力都是

为 了“ 亲 手 把 导 弹 成 功 送 上 蓝 天 那 一

刻”。眼下，高原实弹发射任务筹备如火

如荼，大家都期待着“导弹发射先锋连”

能打出导弹的最佳精度。

“八一”前夕，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旅也在西北高原驻训。但与火箭军官兵

不同的是，高原对于空军飞行员来说并非

绝佳的训练场，而是危险的“生命禁区”。

高原飞行一度被视为世界性飞行难题。

“ 不 能 让‘ 高 原 禁 区 ’成 为‘ 飞 行 盲

区’！”飞行员李天宇是空军与清华大学联

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员，近年来，为了克

服高原飞行训练难题，李天宇和战友们想

尽办法改进训练方法，一次次向雪域高原

进发。

高原气候环境对人体最突出的影响是

缺氧。每周，李天宇会定期在航医“多对一”

的指导下，“进入逐渐充进氮气、挤出氧气

的密闭房间，找缺氧的感觉”。为了让体能

达到要求，他还制订了长跑、俯卧撑、仰卧

起坐、深蹲起立等训练计划。

“与健康体魄同等重要的，是心理上也

必须快节奏克服‘高原反应’。”李天宇说，

高山峡谷多，气候变化快，夏季鸟情复杂，

这些对飞行员的注意力分配和驾驶技术都

是很大考验。

为此，他们开展了低空鸟撞、编队偏航

迷航、低空单发停车等 20 多种特情处置演

练，并对照高原飞行视频、飞参等资料，研

究飞行各项性能指标与平原时的差异。如

今，依托高原驻训的经验，旅里已研练出多

套适应高原特点的训法战法，在高原地区

组织自由空战、全员普训低空山谷突防、大

场次跨昼夜训练已经成为常态。

7 月底的一天，朝阳的霞光洒上高原雪

山，机场上空再度响起战机的轰鸣声。呼啸

声中，李天宇驾驶长机升空，直刺目标空域。

面对“敌”电磁压制、截获锁定，李天宇

设法规避，并一举“反杀”对手，赢下关键一

战。走下战机，体力精力大量消耗的李天宇

额头上挂满汗珠。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笑起

来，“这些年旅里参加的演训任务越来越频

密，大家的个人能力素质都在快速提高。”

他说，“我心中的‘大国空军梦’正在不断变

成现实。”

守 护

在 90 后飞行员李天宇驾驶战鹰飞越

雪山时，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 13 连的

一支巡逻小分队正在征服另一座高山。他们

冒雨出征，这一次的巡逻终点是 4950高地。

这里没有战车轰鸣、炮声隆隆，只有幽

深的峡谷密林和云遮雾绕的陡峭山崖。巡

逻车无法直达，“铁脚板”是巡逻最主要的

工具。30 公里的巡逻路不长，但往往需要

走上三天两夜。

滂 沱 的 大 雨 是 巡 逻 路 上 的 第 一 道 难

关，每天雨水定量却不定时。官兵们总结规

律，雾起山谷雨即来。雨水来时，分体式的

雨衣套上裤子后攀岩爬坡不便，官兵们便

只披雨衣上衣前进，迷彩裤暴露在大雨中，

不到 10 分钟裤腿就能拧出水来。

在 雨 中 行 走 ，上 士 罗 克 扬 最 有 经 验 。

2014 年 9 月大学毕业后，罗克扬投笔从戎

来到高原，至今已参加了 25 次巡逻。第一

次巡逻时，罗克扬一路蹦蹦跳跳，走到一半

就没了力气。如今中途休息，他会站着或靠

着石壁，不能坐下，因为“坐久了容易产生

惰性，就不想走了”。 (下转 T2)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
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
全面系统保障军人地位和权益的基础性、综合
性法律，它的生效有利于强化全社会的国防意
识和忧患意识，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支持国防
和军队建设，并进一步激励广大官兵忠实履行
职责使命，积极投身强军事业。

当前，中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
也面临着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反分裂斗争形
势更加严峻，国家安全还存在外部挑战，海外利
益经常遭受地区动荡、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等影
响，太空、网络安全威胁日益显现，自然灾害、重
大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不断上升。现
在的中国更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捍卫国家主
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维护国家海外利益
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军事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果失去军事力量这个保底手段，文化再璀
璨也只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南唐，经济再
发达也只会是“只把杭州做汴州”的南宋，疆土
再辽阔也只能是兵败甲午的晚清。拥有几千年
历史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认识到，军队是一
个国家繁荣强盛的重要保障。和平与发展是当
今世界的主题，但国际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并不太平。想一想那些被
欺凌、被压迫的国家，看一看那些饱受战乱之苦
和经济衰退影响国家的人民，就会明白，我们为
什么要尊崇军人，为什么要爱护军队。

解放军自诞生之初就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
肉联系，军队为人民打败了侵略者、赶跑了反动
派，人民为了军队可以“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
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个亲骨肉送
去上战场”。今天长达几十年的和平环境来之不
易，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曾几何时，一些打着

“还原历史”“寻找真相”“重新评价”等幌子的历
史虚无主义言论在网络上传播，这不仅触碰了
社会道德底线和国家法律红线，更引起了广大
爱国群众的强烈愤慨。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
雄辈出。2020年6月，面对外军的非法侵权挑衅
行径，团长祁发宝在激烈战斗中身负重伤，营长
陈红军和战士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为捍卫祖
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卫国
戍边英雄群体的事迹感动了亿万中国人民。当
烈士陈祥榕的骨灰运回家乡，部队领导问他的
母亲有什么需要时，英雄的母亲说，“家里没什
么困难，我没什么要求，我只想知道我儿子在战
斗的时候，勇不勇敢⋯⋯”这就是新时代的革命
军人，这就是新时代的人民群众，英雄的事迹让
广大网友瞬间泪目的同时，更点燃了中国青年
参军报国的热情。

国家虽无战事，军人时有牺牲。2020 年 6
月，第 77 集团军某旅火力科科长倾志明因高强
度工作、过度疲劳引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牺
牲在海拔 4500 米的青藏高原上；2020 年元旦，
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吉布哨所哨长欧阳
叶，突患暴发性心肌炎因公牺牲。还有张超、余
旭、郭豪、姜涛、鲁朋飞、李剑英⋯⋯一个个英雄
的名字，讲述着一个个平凡而又壮烈的故事，这
些天之骄子用生命回答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
信仰。

除了这些被人们深深铭记的名字，还有众
多人民子弟兵默默地驻守在祖国的高原、沙漠
和海岛，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的重任。他们为了
提高和保持战斗力，常年在高温、高寒或者低
压、缺氧的条件下苦练杀敌本领，客观条件使他
们与家人常常聚少离多，军嫂往往为了孩子的
教育，或者照顾双方年事已高的父母，不得不与
军人丈夫天各一方。孩子升学、父母养老、配偶
就医时，那种找不到人、使不上力、帮不上忙的
无助感曾深深困扰过不少军人。

绝不能让军人既流血又流泪，必须要为冲
锋陷阵、英勇杀敌的子弟兵解除后顾之忧。我们
要以国家法律形式明确军人的地位、维护军人
的荣誉、保障军人的待遇，优待抚恤军人、烈士、
残疾军人和他们的家属，更要对诋毁、贬损军人
荣誉以及侮辱、诽谤军人名誉的个人和组织依法
给予严处，而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
和权益保障法》颁布和实施的目标所在。这部法
律将尊崇军人从道德层面转化为制度安排、固化
为法律规范，有力地确保了军人合法权益的落
实，必然更加激励军人履行职责使命，让军人成
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今天的中国文
明、富饶、美丽，全社会对军人的尊崇会进一步
增强军队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这样也必
然会有更多的优秀青年自豪地驾驶战车、战鹰
和舰艇，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和
平繁荣，人民更加富裕安宁。

我们为什么
要尊崇军人

□ 方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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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舰编队正在组织海上补给。 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2017 年 7 月 30 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在位于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 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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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 静 韩向阳

7 月 末 的 一 天 ，仲 夏 黄 昏 ， 舰 体 巨

大的航空母舰辽宁舰静静地停靠在码头

上，舰员们在两个足球场大小的甲板上

忙碌着。他们中间有服役多年的老兵，

更多的则是年轻的 90 后、00 后。

对于这艘朝夕相处的“大船”，年

轻人有自己的理解。辽宁舰某中队女教

导员朱悦萌用“梦想”一词来形容它，

90 后 某 中 队 班 长 黄 卫 ， 则 在 这 里 “ 留

下青春的印记”。

“我与航母共命运，我与航母彼此

见证成长。”朱悦萌说 ，“ 大 船 ” 是 舰

员 们 给 辽 宁 舰 取 的 一 个 亲 切 昵 称 。 在

他们心中，“大船”是最亲密的战斗伙

伴，“自己可以平凡一点，但辽宁舰必

须辉煌。”

2015 年 夏 天 ， 刚 刚 从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海 军 航 空 大 学 研 究 生 毕 业 的 朱 悦

萌 还 没 有 见 到 日 后 被 自 己 称 为 “ 家 ”

的辽宁舰。那时，这个 90 后姑娘唯一

的念头就是“到航母上去，到最大的船

上去”。

想要登上辽宁舰、正式成为其中一

员并不容易。每一名官兵都要经过重重

考核筛选，在登舰后，还必须通过上舰

资格认证才能正式上岗。大多数人通过

认证需要 1-3 个月，他们要熟记舰上的

区域划分和 3000 多个舱室的位置，以

此证明自己具备了“在航母上生活下去

的能力”。

严 苛 的 选 拔 没 有 消 磨 朱 悦 萌 的 热

情 ， 反 而 让 她 备 感 兴 奋 ，“ 航 母 果 然

很 酷 ， 就 是 与 众 不 同 ”。 她 期 待 在 辽

宁 舰 大 干 一 场 。 准 备 认 证考核时，舰

上 3000 多个舱室，她半个多月就记得

烂熟。

朱 悦 萌 承 认 ， 她 为 了 “ 航 母 的 光

环 ” 而 来 ， 但 现 实 一 度 与 期 待 不 尽 相

同。经过层层筛选，热血满满的朱悦萌

等来在辽宁舰上的第一项工作——装备

检拭，把武器装备一个个拆开检查再拼

起来，“琐碎又单调”。

是一位老班长的话改变了她：“每

个岗位看似平凡，但就是这些平凡的齿

轮合在一起，才能让辽宁舰运转如常。

每一份平凡汇聚在一起，就是一股伟大

的力量。”

朱悦萌后来见到了这股“伟大的力

量”。任教导员后，一次保障飞机加油任

务，整个中队全员出动。朱悦萌看到穿着

黄、绿、红等各色识别服的战友们突然散

开，“像一朵花突然盛开在了甲板上”。她

看到一位已是一级军士长的老兵抱着油

管冲在最前面，几个刚上舰的年轻新兵

跟在他身后，斗志昂扬地狂奔。

“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个人都无比

热爱自己的岗位。”朱悦萌说，“大家都

是为了辽宁舰。只要辽宁舰好了，我们

就好。我的工作辽宁舰知道，而别人看

到辽宁舰就够了。”

作为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

在入列短短 9 年时间里，已经树立了诸

多“里程碑”。第一次出海航行、第一

次舰载机首飞成功、第一次在海上阅兵

中亮相⋯⋯朱悦萌和战友们则把这些时

间点称为自己的“人生巅峰”。

2018 年 中 国 南 海 海 上 阅 兵 式 ， 辽

宁舰首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歼-15 战

斗机进行了舰机起降训练，让世界看到

了中国航母这一“新生力量”。

当 天 负 责 指 挥 保 障 的 90 后 某 副 中

队 长 林 均 鹏 站 在 飞 行 塔 台 内 ， 透 过 玻

璃，看着飞机从甲板上轰鸣起飞，呼啸

升空。巨大的机翼扫过他面前，林均鹏

感到一种“由衷的航母人的自豪”。

90 后 机 电 班 长 黄 卫 常 年 在 深 舱 工

作，海上阅兵任务中，他从“幕后”走

到了“台前”。活动当天，第一次在甲

板列队受阅的黄卫，看到一艘艘战舰在

前方驶过，他昂首挺胸地站在队伍中，

“特别有在航母当兵的感觉”。

但更多的时候，“打仗”才是官兵

们 聊 天 的 主 要 话 题 。

“如何一步步提升战斗

力，让辽宁舰从打仗迈

向打赢，是我们关注的

重中之重。”朱悦萌说。

在舰员们看来，每

一次任务纪录被刷新、

工作难题被攻克，都是值得纪念的“高

光时刻”。为此他们想尽办法，年轻人

们更是充分发挥创意。飞机冲洗车的管

道重量较沉，影响冲洗速度，该中队的

战士们就买来细软管道尝试替换，结果

大大提高了保障效率。一名战士已手握

20 多项专利。

1998 年 出 生 的 某 部 门 战 士 宋 相

平，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主动报名加

入损管队，承担起区域舱室的消防灭火

任务。去年舰上组织损管综合比武，宋

相平代表所在损管队出战，以比第二名快

了近 6 秒的成绩拿下冠军。这同时也是所

在 区 域 在 舱 段 损 管 专 业 比 武 中 的 首 个 冠

军 。听 到 夺 冠 的 消 息 ，小 伙 子 激 动 得 跳 起

来，高举双手大叫。

有时朱悦萌觉得，这群年轻人的命运

已经和辽宁舰紧紧联系在一起。“人民海军

有自己的梦想，辽宁舰也有辽宁舰的梦想。

而我们的梦想在辽宁舰上，我们希望和她

一起走向更远的海洋。”

在“漂泊无依”的远海上，年轻人也为

这座“海上城市”带来了青春的气息。他

们创办了舰上专属的电台、报纸和电视，

电视 《战斗快讯》 是就餐时间段的王牌节

目。线上局域网论坛更受 90 后、00 后年

轻人追捧，大家以匿名网友的方式交流，

畅所欲言。

(下转 T2)

辽宁舰上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