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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铮文并摄

瓦罕走廊位于帕米尔高原深处，是古丝

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要通道与巴

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接壤，地

理位置十分重要，新疆喀什军分区某边防团

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就常年驻守在这里。

“大家把鞍子都固定紧些，确保安全！”

9 月 24 日，晨曦初露，克克吐鲁克边防连的

马厩里便开始热闹起来，一次骑马巡逻任

务即将展开。上士马小龙一边紧张有序地

备马，一边不停给年轻战士叮嘱着巡逻注

意事项。

克克吐鲁克，塔吉克语意为“鲜花盛开

的地方”，名字非常美丽，但真正来到这里

就会发现，满眼都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和

连绵不断的雪山。连队驻地平均海拔 4300
米，奇寒缺氧，年平均气温零下 10 摄氏度

左右，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1949 年 9
月 25 日，新疆和平解放。4 年后，这里开始

留下解放军的戍边足迹，连队随之成立。

尽管只是秋季，但驻地已经开始降雪，

寒意渐浓。当天，官兵要巡逻的点位距离连队

23公里，由于连日下雪，无法乘车巡逻，官兵

们便采取骑马结合徒步的方式展开巡逻。

一

“出发！”随着连队指导员朱征益一声

令下，这支巡逻分队迎着朝霞踏上了巡逻

路。23 公里的巡逻路程，在平原上乘坐高

铁、地铁或者驾车，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

连队官兵骑马巡逻这条边防线，往返一趟

需要一整天。

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克克吐鲁克边防连

与现代文明有一些脱节。长期以来，报刊书

信到达连队，都要晚 10 多天。2018 年，海拔

4700 多 米 的 连 队 前 哨 班 才 结 束 柴 油 机 发

电 的 历 史 ，哨 所 正 式 连 通 了 大 电 网 。2019
年，4G 网络信号终于延伸到这里。去年年

底，国防公路铺到连队门口，官兵下山终于

告别了“搓板路”的折磨。

“越是关键时期，我们越会加大巡逻力

度，确保边境一线安全稳定。”骑在马背上

的 朱 征 益 介 绍 ，老 兵 退 役 后 ，连 队 人 少 事

多，但官兵们都铆足了劲，无怨无悔地承担

起了繁重的巡逻任务。

连队哨楼在视线中渐渐模糊，巡逻分

队进入了深山峡谷中。两侧高耸入云的雪

山映入眼帘，雪线很低，薄雾漂浮在眼前，

似乎触手可及。这里的紫外线强度是平原

地区的 4 倍，朱征益到连队任职才两个多

月，已经被晒得面色黝黑、嘴唇发紫，看上

去饱经沧桑，其实他今年才 30 岁。“高原护

肤霜，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

抹了作用不大，现在都懒得抹了。”说到这

里，官兵们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从 海 拔 3000 多 米 的 团 部 到 海 拔 4300

米的边防一线任职，这是朱征益梦寐以求

的，但真正到了克克吐鲁克边防连，他才体

会到什么是“压力山大，使命催征”。

“自然环境恶劣是个挑战，但对我考验

最大的还是这里复杂的边情。”朱征益说，

连队担负着百余公里边境线守防任务，一

线连多国，任务艰巨，不能出任何闪失。

马队在雪地中行进，有着 11年兵龄的马

小龙说，这是入秋以来第二次骑马巡逻，尽管

有突击越野巡逻车，但走在这样的路上，车辆

容易熄火，骑马仍是不可或缺的巡逻方式。

队伍中的上等兵张洋是个新手，他的

马 术 就 是 马 小 龙 传 授 的 。“ 刚 学 骑 马 那 时

候，可没少被摔，这马也是有脾气的，认熟

不认生。”张洋笑着说，“我左腿上的两个伤

疤就是骑马巡逻留下的‘纪念章’，不过现

在我和我的伙计‘踏雪’关系好着呢！”

在这条人迹罕至的巡逻路上，马小龙见

识了什么叫“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但路上

的情况也在不断变化，“这一次是平坦大道，

下一次再来就可能变成天险”。说话间，一名

战友的马就因踩到旱獭洞，直接摔了个人仰

马翻。马小龙赶紧跳下马将战友扶起，一边

帮着拍打身上的雪一边说，积雪下面有坑

洞，所以摔马对连队官兵来说是“家常便饭”。

二

马小龙说的“家常便饭”背后，是一茬

茬戍边官兵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在这雪

域冻土扎下根来的真实写照。

面对巨大的生活环境落差，不是所有

人都能很快适应。在年轻战士中，张洋算是

适应环境比较快的。与张洋相比，王立辉的

适应期算是经历了一次“破茧重生”。

王立辉是广东人，参军入伍前都没见

过雪。雪域高原的寒冷气候对他来说是个

不小的考验。他也产生过逃离的想法，认为

“来到这里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就想快点离

开这里”。为此，他曾偷偷给父亲发过一条

短信：“爸，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这里太艰

苦了，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直到父亲告诉他，“当年我也是这么过

来的，戍边的日子就是成长的积淀，只要心

静下来，一切都会觉得很有意义。”王立辉

这才逐渐打消了逃避的念头。

王立辉的父亲曾是一名高原汽车兵，常

年奔波在阿里高原、帕米尔高原上运送物

资。他从小就听父亲讲述边防军人的故事，

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就是边防英雄的代表。

戍边的每一天，都让王立辉刻骨铭心。

站岗放哨、巡逻执勤、军事训练⋯⋯刚开始

站 岗 时，因 为 缺 氧 ，王 立 辉 经 常 脸 憋 得 发

紫。夜间站哨，山谷里传来一阵阵狼嗥，听

得人心里发毛。“刚来连队第一周，正好赶

上断水，脸也不用洗了。这种艰苦，是当初

想象不到的。”王立辉说。

改变在悄然发生。“现在好了，我早已

度过适应期，与雪山、哨卡融为一体。”王立

辉微笑着说。

不知过了多久，一座雪山挡住去路。所

有人下马、拴马，准备徒步巡逻剩下的 3 公

里路程。放眼望去，满是积雪的达坂陡坡足

有 45 度，这里被大家称为“绝望坡”。有一

年夏天，官兵们骑马巡逻到这里，突然遭遇

泥石流灾害，军马受惊，战士们被掀下马，

情况非常危险，“生死就在一瞬间。”

“这里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冰川，但它美

得有些恐怖。”队伍中的下士余强介绍，厚

厚的冰层下隐藏着无数突兀的冰锥。行走

在冰川上，不小心踩透日照后表面融化的

冰层，要么会被灌一鞋子刺骨的雪水，要么

踩到冰锥上，扎得脚疼痛难忍。

“在我们眼里，冰川就是‘鬼门关’。”在连

队守防 16年的四级军士长严建勇说，就是在

这条生死巡逻路上，曾有战友献出了生命。

有一次巡逻，在穿越一段陡崖时，下士

王新福突然脚底一滑，险些坠下山崖。时任

指导员李建阳一个箭步上前将他拽住，才

得以化险为夷。

今年 7 月 7 日清晨，连队下士、无人机

操作手帅佳宏因突发心源性休克倒在执勤

哨位上，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生命永远

定格在了 24 岁。

三

在冰川上行进不到半小时，余强的嘴

唇已是紫中带黑。剧烈的高原反应让人头

疼欲裂，心如擂鼓。但在官兵们看来，山高

路险也有好处，就是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别

人看不到的风景，例如雪豹、盘羊、狼，都是

边防线上的“常客”。余强大口喘着粗气，休

息时转身眺望十几公里外巍然屹立的雪山

时说，“眺望雪山，是我戍边最快乐的事。”

对于中士徐耀强来说，戍边最难忘的

事情之一是巡逻中看到雪莲花。

雪莲花生长在海拔 4800-5800 米的高

山流石坡和接近雪线的碎石间，曾被唐朝

边塞诗人岑参赞为“西域奇花”，平时很难

见 到 。去 年 春 天 ，徐 耀 强 跟 队 巡 逻 海 拔

5400 多米的点位，行进路上，官兵们在一

处半山腰处就遇见了圣洁的雪莲花。

“雪莲花个体不高，样子有点像卷心菜。

但株型美观，不畏严寒，傲然挺立在雪山之

上，为寒冷高山铺满春色。”徐耀强回忆说。

驻守在这寒冷的不毛之地，官兵们常

常被来自远方的关心温暖着。今年 3月，连队

接收团部送来的给养物资、训练器材时，余

强发现这批物资里还有两个特别的包裹，里

面装的是河南安阳 86 岁的赵中福老人给战

士们邮寄来的 40多条手工编织的围巾。

欣喜之余，余强取出包裹中的围巾，和

战友们相互传递着，感受着浓浓的暖意。

经过漫长的跋涉，巡逻队伍终于走到

了海拔 5420 米的冰川脚下。看着湛蓝的天

空 下 晶 莹 剔 透 的 原 始 冰 川 绵 延 在 边 界 线

上，一种雄浑壮阔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雪山之上，蓝天之下，五星红旗迎风招

展，官兵们仔细擦拭碑体，用随身带来的红

漆给界碑描红。

“这里是生命禁区，但在我们心中却是

最美的地方。”朱征益说。

“军校毕业，我还会再来这里守防！”前

不久，连队一名上等兵考取军校，离开连队

时他留下这样一句话。

官兵们为什么留恋这“没有鲜花”、满

目荒凉的边防线，高原给年轻官兵带来了什

么？连队 90后、00后官兵的话语解答了人们

心中的疑惑：“戍边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担当、

忍耐，懂得了吃苦就是吃补的道理。人生的

价值，就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

“作为一名边防军人，一想到自己守护

着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就觉得再苦再

累都值得！”

“ 虽然帕米尔高原一年四季看不到绿

色，但我们的心灵之树常绿，成长之花常开。”

“雪山巍峨，让人震撼。但山高人为峰，

我们边防军人驻守在雪山哨卡。有我们在

这里，祖国就会安宁和平。”

“这里还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朱征益

介绍说，近年来，连队先后有多名战士成为

留疆干部和特警，12 名战士考入军校，60
多名战士拿到各类技能证书。

巡逻归来，已是繁星满天。晚饭前，官

兵们高声合唱起《当那一天来临》。朱征益

说，没有人希望“那一天 ”真的到来，或者

说，官 兵 们 枕 戈 待 旦、厉 兵 秣 马 的 一 切 努

力，都是为了避免“那一天”来临。但官兵心

里都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决不把领土守小

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

“谁说克克吐鲁克没有鲜花？”连队的

官兵们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守卫着

祖国的边防线，与雪山相伴，与寒风共舞，

大家的心中充满阳光，“克克吐鲁克没有鲜

花，我们就是盛开在这里的‘鲜花’。”

克克吐鲁克没有鲜花 □ 蒋 龙 戚勇强 杨贯博

桂北山区，一场实兵实弹演练拉开

序幕。部队迅速集结、冲击准备、火力压

制⋯⋯空降兵某旅三连官兵向着“敌”目

标发起猛烈攻击，然而进入纵深区域后，

“敌”装甲目标如钢钉般楔在阵地上，切

断了三连官兵的进攻路线。

“火箭筒上！”危急时刻，上等兵赵阳

手提火箭筒冲向射击点位。估判距离、调

整位置、瞄准目标——“砰！”火箭弹呼啸

而出，“敌”目标被击中。紧接着，赵阳行

云流水般三次沉稳击发，山坡下的装甲

目标全部被摧毁。

“三发三中！”“天生的神射手！”演练

结束后，导调组人员向赵阳伸出了大拇

指。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上等

兵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正是靠着

一股不服输的拼劲儿，赵阳才一步步实

现了自己的“士兵突击”。

2019 年新兵下连后，赵阳来到了空

降兵某旅“黄麻起义红三连”。身处英雄

连队，赵阳渴望尽快干出成绩，可现实却

给了他“当头一棒”。

在一次体能小竞赛中，赵阳自告奋

勇和老兵 PK。站在跑道的起点，他摩拳

擦掌，不断调整起跑姿势。“开始！”排长

一声令下，赵阳紧随班长董秋涵冲了出

去。一圈、两圈、三圈⋯⋯终点越来越近，

可董秋涵的身影却越来越远。那天，班长

足足把他甩了一圈。

回到宿舍，满头冒汗的赵阳一屁股

坐在地上。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暗下决

心：“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今天丢的

面子一定要找回来！”

从此，赵阳在训练场上不断给自己

“ 加 码 ”，每 个 课 目 都 挑 战 最 大 训 练 量 ，

“每天起床后，我都要扶着墙走路，但这

酸痛感就是继续‘拼命’的动力。”赵阳回

忆说。

提高训练成绩既要拼体能也要讲方

法。训练结束后，赵阳经常“拦”住班长们

继 续 请 教 ，“ 像 个 影 子 一 样 缠 在 老 兵 身

边，不停地问东问西。”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多下来，赵阳

手上的茧子更厚了，皮肤更黑了，训练心

得也记了密密麻麻一本，在单位逐渐崭

露头角。去年年底，在上级组织的一次达

标考核中，赵阳再一次站在了跑道起点，

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全程领先，最终把不

少老兵都甩了一圈。

今年年初，在“空降尖兵”比武中，赵

阳层层“过关斩将”，如愿进了参赛名单。

然而，正准备大展拳脚时，他再次遭遇了

“滑铁卢”。

“加油，坚持住！”在比武前夕的一次

武装越野训练中，一阵阵异常的疼痛从

左腿传来，赵阳额头上的汗珠来得又急

又 猛 ，他 咬 牙 坚 持 着 ，翻 过 最 后 一 个 山

坡，一瘸一拐地冲向终点。过线后，他一

下子瘫坐在泥地里。

“左腿严重水肿，静养一个月。”听了

随队军医的诊断，赵阳的心里五味杂陈。

那天晚上，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难道我就这样放弃了⋯⋯不能服输！”

第二天一早，赵阳就找到了教员郑伟彬，

“腿伤了，我还可以练上肢。”

就这样，赵阳把宿舍当成训练场，把

床架当作单双杠，开始了新的冲锋。1 个

月下来，他的伤势逐渐恢复，床架护栏却

被他磨出了两道“抓痕”。

虽然错过了“空降尖兵”比武，但赵

阳把目光瞄准了“国际军事比赛-2021”

“空降排”项目，他决心拿到出国比赛的

“通行证”。

“ 怎 样 操 纵 降 落 伞 快 速 到 达 集 结

点？”“如何在现地找到目标点？”在记录

本上，赵阳仔细写下训练心得。作为赛前

集 训 队 里 兵 龄 最 短 的 队 员 ，这 个“ 两 道

拐”不仅要强化基础课目的短板，更要迅

速补上竞技技能上的不足。由于拼得太

狠，赵阳在一次跳伞训练中“挨了批”。

“赵阳请减慢运动速度，避开邻兵！

避开邻兵！”高空中，赵阳耳麦里传来地

面指挥员着急的声音。可他不仅没有减

速，反而操纵降落伞加速向集结点飞去。

关键时刻，他及时削减下降高度，与空中

的战友“擦肩而过”。着陆后，面对教员的

批评，赵阳低头解释说：“赛场上，时间就

是荣誉、就是胜利，我只想更快一点。”

也正是靠着这股拼劲，赵阳拿到了

“国际军事比赛-2021”“空降排”项目的

“入场券”。8 月的俄罗斯梁赞州日多瓦

空降场，第一个课目空降集结与急行军

拉开序幕。完成空降集结后，赵阳和战友

们迅速来到急行军武装十公里比赛的起

点，随着发令枪“砰”地一声响起，他们似

离弦之箭冲了出去。

刚 行 进 至 两 公 里 处 ，意 外 发 生

了 ——队员小李因岔气腹痛难忍，步伐

也逐渐慢了下来。紧急时刻，赵阳迅速掏

出腰间的弹力绳，一把套在小李腰部。剩

下 8 公里的路程，他拖着战友爬陡坡、越

沟壑，一直到终点。

凭着出色的表现，赵阳和战友们以

44 分 18 秒的成绩夺得第一名，在其他课

目的比拼中，他们也取得优异成绩，让五

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了赛场上空。

颁奖仪式上，看着胸前亮闪闪的奖

章，赵阳的眼眶湿润了。走下领奖台，面

对战友们的称赞，这位年轻的上等兵说：

“努力无止境，我还要继续自己的‘士兵

突击’！”

锻造“空降尖兵”

□ 吴敏文

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务院10月5日
发布的《美国核武器储备透明度》简报透
露，截至2020年9月，美国拥有处于实战
部署状态的核弹头数为 3750 枚。比 2019
年同期减少 55 枚。这 3750 枚核弹头包括
现役和库存核弹头，退役和待拆除核弹头
不在统计范围内。仅从核弹头数量上看，
呈现减少的趋势，但这并不代表美国的核
军力在下降。

要保持核弹头的就绪状态，需要花费
大量的资源进行维护和升级。为了降低资
源消耗、提高效率，冷战后美国一直致力于
缩减其核弹头种类并减少数量。但是，特朗
普政府于 2018 年推出新的《核态势评估报
告》及核战略之后，将发展新型核武器和战
术核武器作为美国核战略的重点。

特朗普执政期间还提出了“战术核武

器”概念，虽然遭到因为发射低当量核武器
暴露战略核潜艇位置“得不偿失”的批评，
但由于战术核武器可以将尺寸缩小至原来
的四分之三到二分之一，且因破坏性降低
从而具有更大的实战可用性和战术灵活性
等，依旧成为美国核武器发展的重要选择。

美军经过长期努力构建的“三位一
体”体系化核打击力量中，搭载核弹头的
导弹包括陆基、海基、空基三种，分别由
车载、战略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投放。搭
载和投放的主要平台有：空基 46 架载核
B-52 战略轰炸机以及 20 架载核 B-2 轰炸
机，陆基 400 枚“民兵”Ⅲ型洲际核弹道
导弹，海基 14 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
艇等为主力发射平台。

为实现“三位一体”核力量整体升
级，美军努力实现投放平台的升级换代和
多样化。对于海基投放平台，美军计划以
新型“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替代现有

“俄亥俄”级核潜艇。“哥伦比亚”级战略

核潜艇设计长171米，宽13米，潜航排水
量 2.08 万吨，单艇造价 124 亿-130 亿美
元，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大的潜艇，美军计
划建造12艘。

美军现役空基核武器投放平台主要有
B-52 和 B-2 战略轰炸机。美军正在研制
B-21“突袭者”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
将其作为下一代空射核导弹的投放平
台。9 月 20 日，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
德尔表示，有 5 架 B-21 轰炸机正在加州
棕榈谷的空军 42 号工厂进行最后组装，
预计将在 2022 年实现首飞。B-21 将取
代 B-2 战略轰炸机，不仅可以担负常规
远程打击任务，而且能够承担战略核打击
任务。

另外，美军正在积极发展运用战术飞
机投放核弹的能力。2020年8月，美军在
内华达州托诺帕试验场进行 F-35A 战斗
机投放 B61-12 核炸弹试验。今年 9 月 21
日，美国空军两架 F-35A 战斗机投放了

试验用 B61-12 核炸弹。这标志着 F-35A
完成核设计认证程序，可在作战中挂载该
型核弹。

经过一系列努力，美军已经发展出传
统的车载、战略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三
位一体”投放平台与战术飞机相结合，综
合、立体、多维核武器搭载投放系统，以
适应不同类型作战需要。

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努力推进核武器
系统指挥控制现代化。通过精确高效的指
挥控制，以最大限度缩短发起核打击的反
应时间，即通过提高预警探测能力，提高
指挥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
高情报侦察、判断决策、命令传输、发射
操作的效率等，将战略核武器的反应时间
缩短至分钟级甚至秒级。

2017 年 4 月，美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
成立了一个名为核指挥、控制和通信中心
的新机构，负责监督和指导空军核指挥、
控制和通信系统的运行，为美国国家领导

层下达核指令提供安全、可靠、灵活的核
打击指挥、控制和通信能力。

历届美国政府均未承诺在战争中“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民主党的核理念倾
向于降低核武器的作用。上一任民主党总
统奥巴马不仅倡导“无核世界”原则，而
且在任期内两次口头表述“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但这一原则在美国国内受到广泛
的批评，以至于奥巴马在其任内发布的

《核态势评估报告》 中，并没有将“不首
先使用核武器”承诺写进去。拜登政府上
任以来，尚未发布 《核态势评估报告》，
这引发关于拜登政府是否会承诺“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的猜测。对此，有关专家认
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依据是“拜登政府
正在非常明确地发出信号，将继续推进特
朗普政府开启的核现代化计划”。

特朗普政府任内，在美俄《新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这一硕果仅存的双边核协议
将在 2021 年 2 月 10 日到期的情况下，放
任条约到期失效。拜登政府上任后虽及时
挽救了这一条约，但绝对不会让条约削弱
美国的核战力。那么，让核武器减量增质
很可能是其继续采用的变通办法。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美国核武器减量增质

本 报 讯（郝 兆 建 余 豪）北 京 时 间 10
月 19 日 11 时 36 分，中国首批赴阿卜耶伊

维和直升机分队第一梯队 43 名官兵，按照

二级防护要求，陆续搭乘联合国米-8 直升

机、Q-400 运输机和中国空军伊尔-76 运

输机，从阿卜耶伊出发，经苏丹喀土穆、阿

曼马斯喀特等地区，历时 23 个小时抵达新

疆喀什，在海外连续执行维和任务 26 个月

后，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阿卜耶伊地区面积约 1 万平方公里，

是非洲苏丹与南苏丹之间存在争议的地区

之一。中国首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

队，由 2019 年 8 月出征的中国第三批赴苏

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在海外抽组而

成，编制 86 人，人员全部隶属于陆军第 82
集团军某陆航旅。

据了解，在达尔富尔执行任务期间，分

队先后复飞开辟任务点 19 个，航线总里程

达 3598 公里，圆满完成要员专机运输、紧

急医疗后送、陌生地域勘察、客货运输投

递 等 任 务 90 余 次 ， 运 送 人 员 1195 人 次、

货物 40 余吨，被联非达团 （联合国和非

洲联盟驻苏丹达尔富尔联合特派团） 司令

恩 贡 迪 中 将 誉 为 “ 不 可 或 缺 的 航 空 力

量 ”， 被 称 为 联 非 达 团 各 项 维 和 工 作 的

“标杆团队”。

根 据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第 2559 号 决 议 ，

联非达团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任务 。

自此，联非达团有效完成了在苏丹达尔富

尔地区长达 13 年的维和行动。当时，已

在海外坚守了 16 个月的中国第三批赴苏

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受令抽组成立

中国首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陆

续完成先期考察、物资运输、营区建设等

任务，于 2021 年 5 月圆满完成转隶部署，

被联阿安全部队 （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

安 全 部 队） 参 谋 长 阿 布 上 校 称 赞 为 “ 精

锐”部队。

中 国 军 队 参 加 联 合 国 维 持 和 平 行 动

31 年，如此轮换、裁撤、转隶再部署任

务同时落在一支维和分队肩上尚属首次。

86 名官兵历时两年辗转 两 个 任 务 区 ， 创

造 了 海 外 连 续 执 行 维 和 任 务 时 间 最 长 的

纪 录 ， 分 队 官 兵 连 续 获 得 了 2 枚 和 平 荣

誉勋章。作为阿卜耶伊地区首支中国维和

力 量、第 一 支 非 埃 塞 俄 比 亚 军 事 分 队 ，直

升机分队成功开辟新任务区，拓展了中国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地域范围，有效检

验了军队遂行海外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在

中国军队维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据悉，第一梯队 43 名官兵回国后，将

按照规定在新疆喀什组织核酸检测和隔离

观察，隔离期满确认每名维和官兵身体健

康后返回驻地归建。第二梯队 43 名官兵，

将继续在阿卜耶伊地区与下批分队完成轮

换交接，计划于 11 月上旬回国。

中国首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凯旋

扫一扫 看视频

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官兵徒步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