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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星

“我想在军营干出一番事业。”这是很多人问“为什么要

入伍时”，我内心澎湃、激荡的最真实想法。

但参军的路并非一帆风顺，高考时报考军校落榜，大学

时前两次应征入伍接连失败，2021 年夏天应征时被淘汰，在

与家人通话时不争气地哭了出来。幸运的是，2022 年春季第

三次报名，我如愿以偿收到入伍通知书，光荣地成为海军岸

导部队的一员。

“都大三了，为何不读完书毕业再去，现在去合不合适？”

“是不是想保研考研加分⋯⋯”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还是固执

地坚持了自己的决定，既然怀抱梦想就要脚踏实地、勇于追逐。

从校门到营门，这是一个少年的梦。

家 人 们 总 是 毫 无 保 留 地 支 持 我 的 “ 少 年 热 血 ”。 入 伍

前，外婆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忠孝难两全，在部队好好

干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报答。”我也能想到，父亲向别人介绍

我时满眼的骄傲，他肯定会说：“这是我儿子，他是海军。”

但初入军营，新兵连里没有战场厮杀、战火硝烟，只有

整不完的内务，练不完的队列。整个新兵连期间，只下过两

次雨。但就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一样，刚结束隔离第一次开

训，便遇上大雨。但暴雨并没有影响安排好的训练，我们在

大雨中整整站了一节课的军姿。伫立在雨中，雨滴拍打着脸

庞顺着脸颊流下，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整理内务，床单但凡有一点褶皱都会被班长掀掉。条令

条例背错一个字就会迎来劈头盖脸的批评：“就这水平？这

么简单都背不下来？”每天“三个一百”练着，体能久久不

见起色。单个军人队列动作，我做起来好像机器人跳舞，战

术战伤救护训练也是一塌糊涂。满心欢喜写好了 400 字的广

播稿，十几句话，被班长修改得只剩两句。

我喜欢骑行，考上大学时，我顶着大多数亲人的反对，“逞

能”一人一车，从南到北，从江苏常州用 7 天时间骑行到河北

唐山，“自讨苦吃”抵达华北理工大学，那是我青春启航的第一

站。骑行最吸引人的就是那份潇洒自由，想去哪儿骑上车就

走，可在军营里，这份潇洒自由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军事素质薄弱，专业知识基础不牢，做事没有眼力见儿⋯⋯

军营就是军营，初来乍到便让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硬是撞到了

一堵墙。

“直线加方块”的生活，磨砺的不只是身体，修炼的也

是灵魂。兵之初，领路人是一个服役多年的老兵，他总能深

入浅出地给我这个在地上蔓延生长的瓜蔓，提供向上的思想

支架。“人无我有，人有我特，这是立身；珍惜当下，务实

戒虚，这是修身。”老班长的话，装进我的心里，让我走正道

不偏航，在多学多记中一步一个脚印成长。

在 我 家 乡 的 应 征 青 年 中 流 传 着 一 句 话 ，“ 俯 卧 撑 做 不

了，用脸撑着、用胸口顶着，都不能膝盖着地，这是咱们徐

州人的骨气。”

体能训练上，“三个一百”不行，我就“八个一百”，吊杠吊

到手指都伸不直，跑步背上武器装备负重跑，慢慢地，体能成

绩终于碰到了优秀线。队列不行，我就对着镜子练敬礼，只要

走路就练摆臂。战术动作一动接着一动地爬，衣服被铁丝划破

就自己缝起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终我的动作也能跟上标

准，弯腰驼背消失不见，脸上褪去幼稚气，兵味渐显。

曲曲折折的成长，让我不停地问自己：我是谁？我要到哪里

去？我该怎样做得更好？我把自己定位为“五花肉”——五花肉要

小火慢炖，一点一滴接受各种调料的“洗礼”，才能变成色香味

俱全的红烧肉。

“我所需要的是平时与自己多较劲，作风要更硬，体能要更好，专业要更精，

绝不能带着骄气和娇气。珍惜当下无比广阔的奋斗舞台，修得一身精艺，做一匹脱

颖而出的千里马。”我在心得体会中激励自己。

军营的磨砺不仅有苦，更有甜。“苦在身上，甜在心中。”入伍后，我慢慢地对

这句话体会越来越深。

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我在待射区听着枪声双手拿着两个弹匣一直在抖，一旁的

政委走过来亲切地摸摸我的手心，温和地告诉我：“这么多人里，我一看你就紧张，小

伙子别害怕，相信自己！”说罢，他便拍拍我的肩膀，使我紧张的心情逐渐放松。

浓郁的战友情，一直滋润着我，温暖着我，也激励着我。那是春寒料峭、天气冷暖

不定的时候，区队长在查寝时放轻脚步走进来，小心翼翼地把踢开的被子盖好。这些

种种原本以为只存在电视剧里的情节，也真切地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当然了，这里还有一群“损”友，时刻鞭策我。

当拉单杠到力竭时，他们会大声呼喊让我再坚持一会，别给他们丢脸；内务整

不好，他们会嘲讽说，“看看你的大坦克，我用脚都比你叠得好，来赶紧掐这条

线”；但公差勤务，他们总是抢着去，生怕被我“抢”了风头。

“战士碗不满，干部不端碗。”打饭时，包章晓连长、杨亿超指导员永远排在战士后

面。为及时了解掌握我的困难问题和思想状态，并为我的军旅梦想指引方向，下连没

有一个月，指导员和班长前前后后找我谈心三次。年底评优评先，连党支部坚持公开

透明，充分发扬民主，让我真切体会到什么是表率，什么是尊重，什么是公正。

军旅最美的是情谊，在被真心温暖的家中怎能不好好珍惜？唯有拿出一份真情

心存感恩，以热血回报。

前不久，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和战友们坐在学习室里，边观看、边思考、

边聆听、边记录。习主席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

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作为新时代青年、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备感振

奋、深受鼓舞，我和战友一定会勇毅前行、不负韶华。

如今，告别大学校园来到绿色军营已经 9 个多月，回首入伍后的点点滴滴，变

化和成长已装进我的行囊。我坚定地告诉自己，在人民海军快速提升战斗力的过程

中，我要找到自己的成长位置，把理想的小火种投入到军营建设的大事业中去，让

青春之火迸发耀眼而持久的光芒。

（作者为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战士）

从校门到营门

这是一个少年的梦

□ 马玉彬 徐涛涛 杨 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一批护航编队，一条商船，两次会

面⋯⋯”护航 14 周年之际，在茫茫亚丁

湾海域，海军第四十二批护航编队淮南舰

正劈波斩浪护送南京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

司“海澜之友”号商船，顺利地通过高风

险海域。

这是淮南舰与“海澜之友”号的第二

次会面。2022 年 11 月上旬，这艘商船向

编队临时递交申请，编队指挥所指派淮南

舰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实施伴随护航。

分航时，船员自发地悬挂起“感谢祖国海

军护航”的横幅，并跑上甲板，兴奋地展

开五星红旗，向淮南舰挥手，随后发来感

谢信表达谢意。

此次分航时，“海澜之友”号商船又一

次悬挂起横幅，上面手写 7 个鲜红大字“人

民海军为人民”。他们还通过甚高频电台、

发送感谢信等方式，向编队官兵表示感谢。

“ 在 茫 茫 大 海 上 与 海 军 淮 南 舰 重 逢 ，

就 像 遇 到 了 久 违 的 亲 人 ， 从 内 心 深 处 感

激 人 民 海 军 为 我 们 在 亚 丁 湾 海 域 撑 起 一

片 天 空 ，让 我 们 身 在 海 外 的 游 子 备 感 自

豪，同时也深切感受到人民海军的强大！”

听 着 甚 高 频 电 台 中 被 护 船 舶 船 员 激 动 的

话语，编队官兵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国家利益所至，舰艇航迹必达。”编

队领导表示，党和国家赋予编队在亚丁湾

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神圣职责，护卫祖国

商船安全通过高风险海域，编队官兵义不

容辞。

身在异国他乡的陌生海域，看着祖国

商 船 上 同 胞 们 激 动 地 用 各 种 方 式 表 达 感

谢，护航编队官兵从中读懂了军人的责任

和 使 命 ， 也 对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中 强 调 的

“ 增 强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能 力 ”“维 护 我 国 公

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等重要论述有

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保卫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不仅关系我

国 经 济 发 展 ， 也 关 乎 世 界 经 济 秩 序 的 稳

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世界和

平 与 发 展 ，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行动有力表明，

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

力量。

亚丁湾风高浪 急 ， 但 中 国 海 军 一 直

不 曾 缺 席 。 自 2008 年 12 月 26 日 开 始 护

航行动以来，中国海军已连续派出 42 批

护 航 编 队 远 赴 亚 丁 湾 、 索马里海域执行

护航任务。

经 南 海 ， 过 马 六 甲 海 峡 ， 跨 越 印 度

洋 ， 抵 达 亚 丁 湾 、 索 马 里 海 域 ， 全 长

4400 余 海 里 ， 在 这 条 奋 进 的 航 线 上 ， 一

批批海军护航编队接力传承、赓续奋斗，

阔步向前走过了 14 年的漫漫征程，这里

的每一朵浪花都见证着人民海军护航官兵

的豪情与荣光。现如今，亚丁湾护航已经

成为人民海军成立以来，在海外维护国家

战略利益、履行大国责任义务、常态部署

时间最长、动用兵力最多、活动范围最广

的重大军事实践。

如果说，2009 年 1 月 6 日，当首批编

队抵达亚丁湾时，更多的是对陌生海域的

未 知 与 探 索 ， 那 么 时 间 来 到 2022 年 10
月，当第四十二批护航编队接力出现在亚

丁湾这片熟悉的海域时，则是“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无比自信地向世界展现着人民

海军的风采。

这些年，人民海军一批批护航官兵勇

闯大洋、战风斗浪，从近海走向深蓝，在

广袤的亚丁湾摔打锤炼、迅速成长，舰领

导 历 练 了 指 挥 能 力 ， 飞 行 员 练 硬 了 “ 翅

膀”，军士们成为“专业大拿”，年轻水兵

扛起了使命担当。

海 军 官 兵 克 服 了 护 航 线 上 的 “ 海 盗

关 ”， 他 们 在 一 次 次 危 急 关 头 挺 身 而 出 ，

灵活采取舰艇拦截外逼、小艇查证驱离、

直升机临空威慑、特战队员武装示形、武

力营救等手段，及时慑阻海盗袭扰，在伴

随护航的基础上，针对不同被护船舶，视

情采取随船护卫、区域护航、接力护航等

方式，确保护船舶安全。

官 兵 们 克 服 了 远 海 大 洋 的 “ 保 障

关”，他们不光能够走出去，更努力让舰

艇走得更远，编队 实 现 了 由 单 纯 依 靠 海

上 伴 随 保 障 ， 向 海 上 伴 随 保 障 与 海 外 技

术 停 靠 保 障 、 海 外 基 地 化 定 点 保 障 相 结

合 的 模 式 转 变 。 特 别 是 2017 年 8 月 1
日 ， 海 军 驻 吉 布 提 保 障 基 地 部队正式进

驻营区，标志着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建

成和投入使用。

他们克服了心理上的“枯燥关”，护

航官兵航渡一路，训练一路，学习一路，

成长一路，注重将传统的 经 常 性 思 想 教

育 、 灵 活 多 样 的 文 体 活 动 ， 与 越 洋 连

线 、 视 频 通 话 等 相 结 合 ， 构 建 岸 海 一

体 、 动 中 抓 建 的 远 海 政 治 工 作 新 模 式 ，

“甲板运动运动会”“大洋生日会”“亚丁

湾 护 航 之 星 ” 现 已 成 为 海 军 部 队 的 特 色

文化名片。

与此同时，官兵们还克服了外交舆论

上的“法理关”，面对狡猾的海盗，他们

师 出 有 名 、 行 动 有 据 ， 综 合 运 用 雷 达 侦

察、目力警戒、光电观测、技侦监控等手

段，及早发现并判别目标，严格按照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

全非法行为公约》 等国际条约依法行动、

令行禁止，相继总结编修了 《护航行动教

令》《护航行动条例》，形成了一整套行之

有效的护航组织模式和方式方法。

“ 我 是 中 国 海 军 护 航 编 队 ， 如 需 帮

助，请在 16 频道呼叫我⋯⋯”这条以汉

英两种语言播发的通告从未间断，已经成

为 航 经 亚 丁 湾 、 索 马 里 海 域 中 外 商 船 的

“平安之音”。10 多年间，中国海军护航

编 队 安 全 护 送 1500 多 批 7100 余 艘 次 船

舶，其中外籍船舶超过 50%，为维护国际

重要水道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感谢海军第四十二批护航编队的伴

随护航，我船已安全顺利地通过了亚丁湾

高风险水域，谢谢编队为我们来往商船带

来满满的安全感！”日前，日照舰安全护

送外籍商船分航后，编队再一次收到被护

商船的感谢信。

“执行护航任务两个多月时间收到 10
多封感谢信，每次分航时被护商船都对编

队安全、高效、专业的护航表示感谢！”淮

南舰驾驶室内，编队参谋长莫霖的语气中透

着自信，他指向远方的商船说，“一些商船

宁可等上几天，也要让中国军舰来为他们护

航，我们要练强本领，不能辜负这份来之不

易的信任。”

“亚丁湾护航，为海军官兵开辟了更加

广阔的练兵舞台。通过护航实践，编队积累

了遂行海外军事行动任务的宝贵经验。”编

队指挥组组长刘兴周表示，“习主席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深 入 推 进 实 战 化 军 事

训 练 ’。 编 队 坚 持 用 护 航 行 动 带 动 整 体 训

练， 把 护 航 和 训 练 融 为 一 体 ， 通 过 组 织 高

强 度、 不 间 断 的 军 事 训 练 ， 实 现 了 以 战 载

训、 以 训 促 战 ， 实 现 护 航 行 动 和 军 事 训 练

两促进。”

远海大洋环境陌生 、 外 军 舰 机 周 边 环

伺、 战 场 环 境 更 加 客 观 真 实 ， 用 战 斗 力 标

准 这 把 尺 子 衡 量 ， 编 队 官 兵 看 到 了 差 距 ，

也努力蹚出了一条联合训练的有效路径。

反海盗演练、轻武器射击训练、狭水道

航行训练、舰载直升机跨昼夜训练⋯⋯翻看

编队厚厚的训练计划表，每天都安排得满满

当 当， 实 战 化 训 练 课 目 一 项 接 着 一 项 。 舰

艇、直升机 、 特 战 队 等 原 本 隶 属 于 不 同 建

制 的 多 个 兵 种， 临 时 组 合 汇 集 在 一 起 协 同

作 战， 一 定 程 度 上 拆 除 了 制 约 多 兵 种 间 联

合 训 练 的 藩 篱。 执 行 护 航 任 务 中 ， 即 便 是

模 拟 演 练 ，“ 火药味”也很浓，单兵之间、

舰机之间和舰舰之间各层次、多种情况下的

协同能力，都得到大幅度提升。

“护航一路、训练一路、检验一路、提

高一路。”编队紧贴护航任务开展海上实战

化练兵活动，大力开展各类演练操练，从主

副炮射击到战伤救护，从联合反海盗到武力

营救⋯⋯在远海护航这块“磨刀石”的磨砺

下，无论舰艇完成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备

便时间，还是特战队员部署到位速度，对比

执行护航任务前，都有显著的提高，部队远

海兵力运用、远海指挥控制和遂行远海多样

化任务等能力得到全方位锻炼，打赢高端海

战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压题图片：海军第四十二批护航编队正在护

送商船。 马玉彬/摄

□ 吴敏文

2022 年 12 月 16 日，广受瞩目的日本
政府关于防务与对外关系的三大战略文
件，即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
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正式发
布，宣布在未来 5 年将防卫费提升至前所
未有的 43 万亿日元。其中，将中国定位
为“最大战略挑战”。日本防卫政策的这
一变化和近期的相关举措，值得引起高度
注意和警惕。

力量建设大幅加强

由于二战后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防
卫力量的发展一直处于重质轻量和比较低
调的状态。但是，随着美国的全球战略
向印太转移，加紧实施旨在遏制中国崛
起的“印太战略”，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
尤其是印太地区的地位上升。俄乌冲突
则使得日本找到了加强防卫力量建设的
借口和契机。

一是防卫经费实现陡增。自 1960 年
以来，日本防卫费长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以下，如 2017 年这一比例为 0.93%。
2020 年，比值首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2021 年，达到了1.24%，这是半个多
世纪以来，日本防卫费首次超过国内生产
总值的1%。

2022 年 12 月 5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将财务大臣铃木俊一与防卫大臣滨田靖
一召集至首相官邸，正式下达未来 5 年防
卫费总额提升至 43 万亿日元的指令。这
是前一个 5 年防卫费总额 27.47 万亿日元
的近 1.5 倍。紧接着在 2023 年，日本防卫
费就上升到6万亿日元，至2027年，日本

防卫费将占日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2%，这是美国要求其北约盟国年度防务
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二是网络和太空领域备受重视。日本
在网络和太空领域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
但由于受限于和平宪法，日本在相应领域
的作战力量发展缺乏法理基础。但是，近
年来，日本采取变通方式规避限制，大力
发展网络和太空作战等新质作战力量。
2022 年以来，日本自卫队“网络防卫
队”已由 540 人扩展为 890 人，计划将在
2027年继续扩张到5000人左右。

日本一直重视太空能力的发展。2008
年，日本制定和通过了 《宇宙基本法》，
开始规避和逾越 1969 年确定的“和平利
用太空”原则。此后，日本定期和不定期
修订的 《防卫计划大纲》 和 《防卫白皮
书》，都为提升太空态势监视、情报搜
集、卫星导航和军事通信等太空作战能力
等作出规划、提供资源。

2022 年 3 月 18 日，日本防卫省在位
于东京都的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为新组建
的“太空作战群”举行了授旗仪式。“太
空作战群”在此前的“太空作战队”基础
上建成。

三是智能无人系统和装备超常发展。
目前，日本自卫队拥有主要执行警戒监视
和情报搜集任务的美制大型侦察机“全球
鹰”和小型侦察机“扫描鹰”，陆上自卫
队炮兵部队装备有无人直升机等近千架无

人机。日本防卫省认为，自卫队现有无人
机多为侦察型，急需加强攻击型无人机及
其编队建设。在 2023 年度防卫预算概算
中，日本防卫省首次提出了“整备攻击型
无人机”项目。

在加强无人机作战能力建设的同时，
日本防卫省也在开展反无人机研究，如开
发应对无人机蜂群作战的高功率激光和微
波武器。目前，日本川崎重工正在开发
100 千瓦的高功率反无人机激光武器。此
外，日本电气公司正在研发高功率微波武
器，可定向发射微波波束，瞬间压制、损
坏大范围内无人机设备，甚至瘫痪整个无
人机蜂群。

加紧融入北约体系

各方面的迹象表明，日本正在谋求加
紧融入北约体系。美国的诉求是以俄乌冲
突为契机，将日本纳入北约机制或在印太
地区复制北约机制。日本则急欲加强其全
球政治、军事地位，日本和北约在加强军
事联系上于是一拍即合。

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日本已经多次
参与美国组织的以支援乌克兰为目的的北
约防长和国家领导人多方会议，实质性参
与北约国家的集体活动。2022 年 11 月 4
日，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宣布，日本正
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这是继韩国加
入这一组织之后，第二个东亚国家加入北

约网络防御中心。
北约网络防御中心虽然不是北约理事

会这样的北约高层领导机构，加入这个组
织也并不等于日本成为北约成员国。但
是，北约网络防御中心毕竟是北约下属
的功能和专业机构，鉴于网络攻防在现
代战争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
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带来的影响和意
义不可低估。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努力使武器装
备发展融入北约体系。美日之间的紧密
军事联系由来已久，在武器装备发展
上，日本自卫队一直采用从美国购买和
与美国联合研制的发展迭代模式。如作
战飞机，日本一方面从美国采购 F-15、
F-16、F-35，另一方面与美国联合研制
F-1、F-2；如预警机，日本一方面从美
国采购 E-2、E-3，另一方面与美国联合
研制E-767。总之，日本此前主要与美国
合作。

2022 年 12 月 9 日，日本政府宣布将
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进行下一代战斗机的
研制，新研制的战机将在 2035 年投入日
本航空自卫队使用。这是二战以来日本首
次与美国以外的其他北约国家，开展主
战装备的研发和重大防务合作，具有标
志性意义。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可能逾越

“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未来向英国和
意大利以外的第三国出口新一代战斗机，
同时也使日本自卫队装备体系与北约开始

走向融合。
日本还在加强与北约国家武装力量之

间的军事交流和联合行动。2022 年，日
本与英国、澳大利亚签署 《互惠准入协
定》，使日英、日澳防务关系已具“准同
盟”性质。与此同时，美、日、韩、澳等
地区国家在印太地区频繁开展军事演习，
客观上使得日本成为这些活动的关键参与
者和地区盟友。

备战对象日趋鲜明

日本从 2011 年版 《防卫白皮书》 开
始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所谓“威胁”。2022
年是日本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
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等外
交和安全保障三大战略文件的修订和发布
年。虽然其文本未像事先传闻的那样将中
国定位为“威胁”，但文件将中国定位为

“最大战略挑战”。毫无疑问，这将给中日
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日本事实上已经突破延续
75 年的“专守防卫”的和平宪法原则，
将国家防卫政策转变为“先制攻击”。为
此，日本将提出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
力”，并将其界定为“能够对敌方导弹发
射基地进行攻击的武器装备能力”。为
此，日本政府计划在西南诸岛到九州为中
心的地区部署 1000 枚以上巡航导弹的基
础上，购买 500 枚美制“战斧”式巡航导

弹，以便攻击2000公里以外目标。
为了加大“印太战略”的落实力度，

2021 年 9 月 15 日，美国总统拜登、时任
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
森共同宣布，成立一个由美英澳组成的所
谓“国防和安全领域新的伙伴关系”三方
机制“奥库斯”，“奥库斯”机制针对中国
的意味浓厚。2022 年 12 月 9 日，日本和
澳大利亚举行外长、防长“2+2”会谈，
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正式邀请日本加入

“奥库斯”。
当然，日本自卫队雄心勃勃的扩张计

划并非没有阻力。首先，大幅度增加防卫
费对日本经济是巨大冲击，日本政府意欲

“防卫增税”已经激发民间反弹。日本
《京都新闻》 发表社论认为：在国家债务
超过 1200 万亿日元的情况下，政府在军
备扩张方面表现出的姿态令人感到危险；
其次，日本防卫能力的提升必然要求更
大的自主性，这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
上愿意“放虎归山”；第三，中日是搬不
走的近邻，以危害中日关系为代价充当
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马前卒”对日本
是否值当，是一个需要仔细权衡的问
题。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公开指出：“与
其买武器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不如与
中国建立长期和平友好的关系更有利于日
本的国家安全。”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
学院）

日本防卫政策的发展值得警惕

亚丁湾见证中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