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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澎 成传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我是孙占元的传人，我宣誓……”5
月上旬，空降兵某连隆重举行出征仪式，全

体官兵面向孙占元铜像庄严宣誓，而后展

开数千公里跨区机动。

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该连排

长孙占元在两腿被炸断、子弹打光的情况

下，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被追授为一级英雄。近年来，该连深挖红色

资源，坚持用孙占元英雄精神赓续英雄魂、

立起英雄志、激发英雄气，助推连队全面建

设迈向新台阶。

赓续英雄魂

初夏时节，一场新兵体能考核正在紧

张进行，该连新兵蓝茂成扛着一面连旗，向

着终点冲去。

“第三名，好样的！”听到自己的名次

后，蓝茂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从全营新兵

体能垫底到迈入前三名，逆袭的路上是英

雄精神时刻激励着他奋勇争先。

下连已两个多月，但回忆起入连仪式

上的场景，蓝茂成仍然感到心潮澎湃，学

习连史、面向孙占元铜像宣誓、授予荣誉

编号……那份前所未有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油然而生。

然而，第一次新兵体能考核，蓝茂成的

成绩位列全营倒数。站在孙占元铜像前他

羞愧不已，蓝茂成暗下决心：“绝不能给老

排长抹黑。”

在英雄精神的激励下，他奋起直追，仅

两个月时间体能综合成绩就由当初的“吊

车尾”步入全营新兵的前列。

“蓝茂成的逆袭得益于连队近年来不

断厚实红色底蕴，让每一名官兵一进连队

的门，就能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连长叶

鹏介绍说，连队官兵奋勇争先的变化还得

从几年前说起。

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没多久，叶鹏到该

连任职时就很困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连

队被原志愿军第 15 军授予“攻得勇猛、守

得顽强”荣誉称号，二排排长孙占元更是被

誉为抗美援朝“五大烈士”之一。虽然连队

历史厚重，但全面建设却并不拔尖。

一些官兵认为，上有旅里的上甘岭精

神，下有“上甘岭特功八连”这样的窗口连队，

相比而言，自己的连队并不起眼。一级上士张

伟坦言：“连队的历史荣誉厚重，但在传承形式

上却跟‘上甘岭特功八连’差距很大，官兵们对

连队自身的历史和荣誉认同感不强。”

光荣传统不能丢，英雄精神更不能忘。

找准问题后，他们借鉴知名连队好的做法，

在连队建起荣誉长廊，每天晚点名呼喊“孙

占元”名字，每逢新兵入连举行入连仪式，

学习孙占元英雄事迹、续写连队“家谱”，并

为他们授予荣誉编号……

2021 年年初，连队主官发现，战斗英

雄所在的连队都有自己的英雄铜像，而自

己连队却没有孙占元的铜像，征得上级领

导同意后，制作铜像的事很快摆上日程。

“我们将牢记老排长英雄事迹，珍惜连

队荣誉……”2021年 4月 16日注定载入该

连史册，一场孙占元铜像入连仪式隆重举

行，全连官兵面向孙占元铜像庄严宣誓。从

此，连队有了自己的传家宝。

指导员李文毅自豪地说，如今，每逢孙

占元牺牲纪念日和重大任务，连队都会组

织官兵面向铜像宣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还会带着铜像随队出征。官兵们都说，在连

队深吸一口气都有英雄的气息。

立起英雄志

“全连注意！向前沿阵地发起冲击，执

行！”4 月下旬，一场连战术训练在某训练

场打响，面对复杂“敌情”，连长叶鹏带领连

队官兵密切协同配合，一举夺取目标，将英

雄的旗帜插到了“敌人”的阵地上。

看着“孙占元生前所在连”的连旗在阵

地上飘扬，叶鹏百感交集，经过这几年的努

力，连队战斗力终于实现了涅槃重生。

叶鹏清楚地记得，刚到连队的时候

本想在英雄连队大展身手，可一次考核

却让他看到了差距。十几个机步连中，连

战术考核连队排名第十，排战术考核第

八名，班战术考核第四名，面对训练考核

“全面溃败”，叶鹏感到压力如山：抗美援

朝战争中，连队被原志愿军第 15 军授予

“攻得勇猛、守得顽强”荣誉称号，并荣立

集体一等功，如今的考核成绩不仅与光

荣的历史格格不入，也愧对革命先辈的

流血牺牲。

重拾连队的优良传统并不难，但要在

战斗力建设中拿回属于英雄连队的荣誉任

重而道远。考核结束后，叶鹏把全连官兵拉

到训练场，面对连旗立誓：必须拿回属于连

队的荣誉，绝不给孙占元老排长丢人。

在英雄精神的激励下，全连官兵铆足了

劲儿，只为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他们从打

牢训练基础、强固训练根基开始，制订连队

战斗力建设规划，围绕训练制度落实、训练

方式创新、骨干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入查找薄

弱环节，制订针对性措施。连队官兵齐心协

力抓训练、解难题，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

后来，旅里组织战术考核，全连官兵凭

借过硬的战斗素养，最终取得连战术第三、排

战术第二、班战术第一的优异成绩。胜利的消

息传来后，整个连队都沸腾了，全连官兵用这

场久违的胜利兑现了对老排长的誓言。

“拿回了荣誉，更要保持荣誉和创造新

的荣誉。”叶鹏感到，唯有脑子里始终想着

打仗的事，战斗力建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次旅里组织班战术考核，由于某班班

长不在位，由副班长临时顶替，因副班长对

指挥流程不熟练，最终成绩不理想。这件事

引起了叶鹏的重视，万一实战中关键岗位出

现战斗减员而无人接替，就有可能吃败仗。

针对这一战斗力短板，他在连队实行换

手训练，让每名官兵既精通本专业，也掌握相

关专业，经过近一年的坚持，全连干部和骨干

人人掌握空降战车三大专业，个个能熟练指

挥分队行动，实现了战斗力链条不间断。

随着一项项训练难题迎刃而解，该连战

斗力建设水涨船高，不仅出色完成“空降砺

剑-2020”“西部·联合-2021”演习等多项重

大任务，还取得“军事训练一级连”“军事体

育先进单位”“四铁”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激发英雄气

“我们是谁？”“我们是孙占元英雄传人。”

“我们的连魂是？”“攻得勇猛、守得顽强。”“五

一”前夕，一场跨昼夜战术拉练出征前，全连

官兵面向孙占元铜像高呼连魂、庄严宣誓。

面对极限距离、复杂“敌情”带来的考

验，全连官兵高举孙占元旗帜英勇冲锋。然

而，在距离终点不到两公里时，上等兵朱祖

豪因身体不适掉到了队伍最后。

“把枪和背囊卸下来给我！”指导员李文

毅见此情况后快速跑到他跟前准备帮一把。

“指导员，我能坚持，我不能给老排长

丢脸！”朱祖豪捶了捶自己的胸口，大吼一声，

向着队伍前面的连旗冲了过去，到达终点的

那一刻，他两腿一软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有的体能跟不上，有的脚底满是水

泡，还有的旧伤复发，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

鼓。”李文毅介绍说，孙占元不怕牺牲、顽强

战斗的大无畏精神早已融入官兵血脉，激

励着大家在任务中冲锋陷阵。

上甘岭战役中，两腿被炸断的孙占元

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依然坚守在阵地上，

子弹打光后，他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扑向

敌人。如今，该连的武器装备早已更新换

代，但官兵们依然保持着孙占元老排长当

年的那股气。

一次高原驻训，排长罗杰在排战术摸

底考核中铩羽而归，站在孙占元铜像前，他

立下誓言：“一定把荣誉夺回来。”然而正式考

核前夕，他却发烧了，如果不能参考，成绩将

直接判为零分。他找到营长坚定地说：“孙占

元老排长连死都不怕，我发点烧算什么。”

营长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他参加考核，

并叮嘱他实在扛不住就退出考核。作为孙

占元的传人，罗杰的字典里就没有“退出”

这两个字。他发着高烧奔赴战位，在低压缺

氧的高原环境下带领全排顽强战斗，最终

取得全旅第二名的好成绩。

英雄之气孕育敢打敢拼的兵。近年来，

该连多次参加国际军事比赛和中外联演，

每逢任务出征，他们都会组织官兵面向孙

占元铜像宣誓，在任务中叫响“像孙占元一

样冲锋”的战斗口号，激励官兵发扬“攻得勇

猛、守得顽强”的连魂，不断砥砺血性胆气。

一次，该连中士胡钦盛参加国际军事

比赛“空降排”项目选拔。在国内预演中，由

于风速过大，空降着陆时他一下坐到了地

上，剧烈的疼痛让他双腿颤抖不止。但他二

话不说背着伞包就冲了起来，最终如愿获

得参赛资格，并在正式比赛中敢打敢拼，以

优异射击成绩斩获“最佳射手”称号。

2021 年 9 月，该连参加“西部·联合-
2021”演习，在合练中，空降着陆时下士刘

燚嘴巴被骆驼刺划破，顿时鲜血直流，地面

救护人员劝他立即停止演习，可他坚持不

下火线，直至任务结束。

“这样的故事在连队随处可见，在连队

官兵看来，作为孙占元英雄传人，就算倒也

要倒在冲锋的路上，绝不能丢老排长的

脸！”李文毅说，孙占元的精神就是他们克

服一切困难、完成一切任务的精神瑰宝。

像英雄一样冲锋

□ 吴敏文

5月19日，西方七国集团（G7）年度峰
会在日本广岛开幕，峰会邀请巴西、印度、
印尼、越南、库克群岛等“全球南方”国家与
会，并将“全球南方”作为议题列入。此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外相林芳正已经围绕
这一活动展开大量外交活动，将“全球南
方”国家拉入地缘博弈的意图十分明显，这
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实 质

此前，国际社会把一些摆脱西方殖民
统治的南半球经济欠发达国家称作“南方
国家”，把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叫做“南南
合作”。“全球南方”则是这一概念的拓展延
伸，“全球南方”是相对“全球北方”而言的，

“全球北方”指经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而
“全球南方”则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
家。美国、加拿大和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
是“全球北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发
展中国家均属“全球南方”。

虽然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将“全球南方”
界定为77个国家加中国，但并没有得到广
泛的认同。印度、巴西这样的大国自称“全
球南方”当然没有问题，近年来经济增长强
劲的越南、印尼等国，也被认为是“全球南
方”。总的来说，“全球南方”国家被广泛认
为具有以下主要属性。

一是“非西方”。相对而言，南北分际不
如东西之分那样鲜明，如果说区分东方、西

方的主要是地缘政治、文化、制度等因素，
那么，区分“全球南方”“全球北方”主要是
地理位置、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等因素。与
西方具有整体鲜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并且在国家、国家集团的划分上壁垒分明
不同，“全球南方”国家历史文化多样、价值
观多元，且缺乏明显的范围划分。但是，“全
球南方”国家的“非西方”属性是分明的。从
这一点上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虽地理
上属于广义的南半球，但不是典型的“全球
南方”国家。

二是“反干预”。由于历史上很多“全球
南方”国家都有被西方国家殖民的经历，
其国家独立大多是在二战后的民族自决
潮流中完成，这决定了这些国家的人民
具有悠久的反帝、反殖民的政治诉求和
民族情感。国家独立之后，前殖民者仍想
方设法通过培植政治、文化精英作为代
理人，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渗透和干涉，
这些国家的人民也从未停止反干涉。当
前，具有“全球南方”自觉意识的国家，大
多在反对“全球北方”国家主导的不公平
的国际秩序等方面，具有共同的政治、经
济利益诉求。

三是“谋发展”。由于经济发展相对
落后，人均收入大大低于“全球北方”或
西方国家，觉醒的“全球南方”国家政府

和人民，都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
自己的首要任务。它们不再满足于向发
达国家提供廉价的自然资源和低端消
费品市场，要求着眼国家发展和民生改
善，发展与“全球北方”和西方国家之间
的合作。

图 谋

今年1月12日至13日，年度G20主办
国印度邀请120 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外
长和财长等，举行了“全球南方国家之声”
线上峰会。2 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设置了

“南北合作”专场，强调西方要拓展在“全球
南方”国家的影响力。

作为今年G7主办国的日本，1月4日
至11日，外相林芳正访问墨西哥、厄瓜多
尔、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4月29日至
5月5日，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埃及、加纳、肯
尼亚、莫桑比克等4国，加强对“全球南方”
展开外交攻势。对此，有评论认为，西方终
于认识到要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关系，才
能在一些议题上达到目的。

由于“全球南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
对落后，西方的殖民历史在这些国家和地
区留下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加之内部纷争
持续，西方精英和“全球北方”国家过去对

“全球南方”国家是不重视的。
然而，“全球南方”国家人口占全球人

口的七成，达63亿之多。近几十年来，“全
球南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尤其是印
度、巴西、印尼、越南等国，更是表现优异。
虽然哪些国家属于“全球南方”国家缺乏清
晰界定，但其经济总额肯定是巨大的，而且
经济发展的后势强劲，这是西方和“全球北
方”国家不能忽视的。

此外，基于历史、现实、文化传统等方
面的差异，“全球南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
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方面，与西方和“全球北
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全球南方”国家在
不少重大问题上不听西方号令，使西方国
家不得不重视、改善与“全球南方”国家之
间的关系，其重要的目的就是推动“印太战
略”效应外溢。

在美国通过各种联盟拉帮结派实施以
应对和遏制中国崛起为目的的“印太战略”
背景下，西方国家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
的关系，也离不开推行“印太战略”这一主
旨。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联盟和进行
军事部署的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在此
基础上，美国的“印太战略”开始向世界其
他地区拓展。其中，一方面是将北约这样的
欧洲地区联盟机制向亚太拓展，北约已经
准备在日本开设代表处；另一方面，将遏制

中国崛起的举措向“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
拓展。

影 响

美国和西方正在构建全面围堵中国的
阵营，G7已经从主要是经济集团变成了地
缘政治博弈和对抗的阵营，今年日本将“全
球南方”国家拉入其中，其本质是将其拉入
地缘博弈，目的是加强自身和阵营的力量。
毫无疑问，这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和
利益不符，影响必然是消极的。

一是阻扰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近年
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
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机制和平台，不仅
给“全球南方”国家经贸发展带来了机
遇，也给这些国家的自身治理和社会发
展提供了借鉴，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格局
的多极化发展。

但是，习惯于霸权逻辑和冷战思维的
西方国家却对此大为紧张。去年以来，美国
接连主办“美国-东盟峰会”“美洲峰会”和

“美国-非洲峰会”等，其主要目是加强对
“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推动国际局势
向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发展。

二是挑动阵营对抗。在西方和“全球北
方”国家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时，

无不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印太”的旗号，这
事实上是“印太战略”阵营对抗的赤裸宣
示。西方国家把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纳入

“全球南方”国家，“掺沙子”的意图很明显。
韩国、澳大利亚都是典型的印太国家，韩国
是美日韩三边联盟成员，澳大利亚是“四方
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其服务“印太战略”的
图谋欲盖弥彰。

三是保持“全球北方”的霸权地位。“全
球南方”概念本来就是相对于“全球北方”
而言的。“全球北方”与西方在概念上有差
别，但本质上却有很大的重叠，同样都是
指经济发达和西方意识形态国家。今年 1
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美期间表示，

“如果对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全球南方’视而不见，我们就会成为少数
派，很多政策问题的解决也会变得毫无意
义，应该同‘全球南方’一起维护基于法治
的国际秩序。”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加强与“全球南
方”国家的关系，目的是将“全球南方”国家
纳入“全球北方”国家的轨道，从而维护“全
球北方”国家的霸权地位。

“全球南方”国家应该认识到，在过去
的殖民历史中，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南
方”国家极尽侵占、掠夺之能事，今天他们
也没有变成侠客和慈善家。“全球南方”国
家面对的最大任务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平
稳定是发展的基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国家急于将“全球南方”国家拉入地缘博弈
的图谋，无视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很不厚
道，更不道德。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把“全球南方”拉入地缘博弈很不厚道

□ 王 健 杨云翔 温 彬

“战斗警报！”一阵急促的警铃声响

彻由大连舰、长沙舰、柳州舰和岳阳舰

组成的舰艇训练编队。“编指通报，多

批低空慢速小目标持续向我接近，编队

各舰根据责任扇面组织梯次抗击。”

近日，南海某海域云卷浪飞，一场

编队协同防空演练拉开帷幕。大连舰、

长沙舰、柳州舰和岳阳舰等多艘主战舰

艇组成对空防御队形，协同抗击“来袭

目标”。

大连舰作战室内，编队指挥员紧盯

目标态势，沉着应对，迅即下达作战指

令，灵活调整编队队形，确保随时做好

抗击准备。

“雷达加高压、侦察预警系统加强

对‘敌’雷达信号侦搜！”编队各舰人

员迅即落实部署，密切协同操作，各武

器系统快速备便。协同侦搜预警、编队

机动规避、梯次组织软硬抗击……在编

队指挥所统筹指挥下，编队各舰综合运

用实射干扰弹、释放烟幕、主副炮对空

抗击等多种手段应对“空中威胁”。

“空中威胁”刚刚解除，“水下敌情”

又接踵而至。反潜部位发现不明水下目

标，岳阳舰舰载直升机立即前出，在编队

指挥所引导下开展立体侦搜。确认目标

后，由柳州舰前出至攻击阵位，运用实射

鱼雷、火箭深弹等方式对潜实施攻击。

编队指挥组组长、作训科参谋杨国

鑫表示，“我们组织包括大连舰在内的多

型舰艇开展编队协同训练，把握新质战

斗力建设特点规律，合理配置作战编

组，探索创新编队协同、情报信息支

撑、武器平台协同等多项战法训法运用

手段，推动新装备加快形成实战能力，加

快融入作战体系。”

据悉，为期 4 天的编队实战化训练

中，大连舰、长沙舰、柳州舰和岳阳舰

组成的舰艇训练编队先后开展编队协同

防空、编队对潜作战、编队对海突击

等多课目训练，锤炼编队指挥所组织

指挥和编队各舰协同配合水平，为全面

加强练兵备战、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提

高及时妥善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打下坚

实基础。

南 海 砺 剑
由大连舰、长沙舰、柳州舰和岳阳舰组成的舰艇训练编队实施对海突击。图为长沙舰、柳州舰主炮齐射。 杨云翔/摄

本报讯（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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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 胡畔畔）5 月

18 日至 19 日，由

军事科学院主办，

国防科技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协办

的第四届“军事大

数据论坛”成功在

北京举行，大数据

领域有关院士和知

名 专 家 、 学 者 等

400余人参会。

本届论坛由军

事科学院军事科学

信 息 研 究 中 心 承

办 ， 以 “ 数 据 制

胜：军事大数据综

合 治 理 与 融 合 应

用”为主题，以战

建备领域军事大数

据 应 用 为 目 标 牵

引，积极探讨适应

未来战争的军事大

数 据 建 设 热 点 难

点、技术途径和发

展趋势，积极营造

军事大数据建设良

好生态。论坛采取

主旨报告、论文交

流、成果展示等形

式，开展大数据理

论、技术和实践应

用等方面的学术思

想碰撞，展示军内

外 大 数 据 研 究 成

果，推动军事大数

据事业创新发展。

“近年来，我

军大数据建设进入

快车道。高质量数

据是智能计算的源

头活水，数据的多

源融合将催生大量

智能应用，为我军

智能化建设发展赋能增效。”军事科学

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晓颖介绍，本

次论坛主题聚焦“综合治理”和“融

合应用”两个突出问题，下设 5 个分

论坛，包括跨域治理、异构信息融

合、系统构建等，主要探讨基础问

题、关键技术，力求促进应用牵引、问

题导向的科研工作。

为大力推动大数据技术成果在战备

训练、演习演训、装备试验等领域应用

落地，走“需求-技术-成果-应用-反

馈”能力转化路子，加快推动军事数据

科研对部队战斗力生成赋能增效，军事

科学信息研究中心创建了“数智砺战”

创新实践合作机制，活动启动仪式在论

坛举行。

据 悉 ， 军 事 科 学 院 自 2018 年 以

来，已成功举办 3 届“军事大数据论

坛”，在军内和业界引发强烈反响，为

广泛探讨和研究推进军事大数据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本届论坛是在全球大数

据技术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日益深化的

大背景下召开，受到部队和学术界广泛

关注。知名专家学者分量重、创新成果

数量多、合作交流范围广是本届论坛的

显著特点，会议参会人员规模、研讨热

烈程度均远远超出预期。

“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技术互

相促进发展，深度融合运用，将给国防

和军事带来革命性的改变。”军事科学

信息研究中心主任耿国桐在参加论坛后

表示，“我们要牢牢把握科技之变、军

事之变、战争之变的潮流走势，以新时

代强军目标为牵引，紧前筹划布局，大

力协同攻关，努力在世界军事大国的竞

争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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