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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军 研 究 院 某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刘 丽 娇

的 办 公 室 ， 隐 藏 在 北京西三环中路的一

处 大 院 里 。 走 进 一 座 不 起 眼 的 砖 红 色 小

楼，二楼走廊尽头就是她的办公室，屋里

有一张办公桌、一把黑皮座椅和两个灰白

铁 皮 书 柜 ， 在 这 间 颇 具 上 世 纪 90 年 代

“画风”的小屋里，刘丽娇“战斗”了 20
多年。

这里没有多余的装饰，附近北京西客

站的嘈杂惊扰不到这里。整洁的桌面上，一

份份课题报告被分门别类摆放着，常用的

书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位置，身边的墙上

挂着一张世界地图，上面圈画了不少标记。

貌似与时代脱节的研究室，是刘丽娇

坚守了大半辈子的“阵地”。在这个连手

机信号都时有时无的地方，刘丽娇先后主

持参与 40 多项国家和军队课题，参加了

30 余项重大科研任务，“让海军军事理论

研究与远海大洋连接起来”。

在研究所，刘丽娇被同事们称为“人

脑搜索引擎”。“她做过的课题全部记得一

清二楚，别人记不住、不知道的理论知识

问她，她几乎都能脱口而出。”助理研究

员 苍 虹 旭 对 这 位 “ 老 大 姐 ” 非 常 敬 佩 ，

“她看过的书，涵盖历史、军事，甚至是

哲学、散文、小说等各个领域。”

今年 3 月，苍虹旭和刘丽娇一同参与

一项临时性重大任务。第一天的讨论中，

有人随口提及一个历史时间点，说错了。

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刘丽娇却

叫停了讨论，回到办公室找到相关书籍，

现 场 查 阅 文 献 找 到 出 处 ， 纠 正 了 这 个 错

误。

“ 别 的 可 以 随 意 ， 学 术 研 究 必 须 严

谨。如果有一天你的成果被推行到部队，

一点小的差错就可能导致重大失误。”那

天，苍虹旭第一次看到刘丽娇“好脾气”

之外的另一面。后来每次讨论，大家都会

提前整理好材料，反复确认核实无误。

刘丽娇大学毕业刚来研究所工作时，

被分配的岗位是业务资料室资料员。“看

着身边的前辈们加班做研究，思考的都是

千里之外远海大洋的事，就非常想成为其

中的一员。”4 年后，26 岁的刘丽娇考入

国防大学军事战略专业，开始涉足海军军

事理论研究领域。

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经常要撰写研究

报告。一份理论报告，呈现在纸上不过寥

寥数页，背后蕴藏的却是夜以继日的资料

整理、理论剖析、情况推演，推翻结构、

重新撰写也是常有的事。从事研究工作近

20 年 ， 刘 丽 娇 数 不 清 自 己 读 过 多 少 书 ，

记了多少笔记。

刘丽娇有随手摘抄的好习惯，“觉得

书里哪个知识点可用就抄下来，看到好文

章就背下来”。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女军

官，始终信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她 吃 过 “ 知 识 匮 乏 ， 思 维 固 化 ” 的

亏 。2005 年 硕 士 毕 业 后 ， 从 学 校 重 新 回

到研究所，刘丽娇接到任务，撰写一份关

于战略集训的研究报告。

苦 苦 钻 研 近 3 个 月 ， 一 篇 文 章 写 了

改、改了写，刘丽娇终于交上一份自认为

“写得很漂亮”的初稿，没想到反馈回来

的 评 价 却 是 “ 死 板 ， 空 洞 ， 只 会 写 三 段

论”，报告被退了回来。

刘丽娇没有灰心，她找来大量书籍和

近期的相关新闻报道，借来前辈的研究报

告比对，努力找出其中的差距。第一次任

务 的 “ 失 利 ” 让 她 反 而 获 得 一 种 动 力 ，

“不能做表面功夫，要沉下心做真正的研

究，写出切实有用的东西”。

这些年，耗时最久的一个课题，刘丽

娇做了 4 年。2009 年，她申请立项关于海

上安全问题的研究，却因那几年全球形势

与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的 变 化 不 断 调 整 研 究 内

容，直至 2013 年才结题。

“好的理论研究要为当下服务。”刘丽

娇相信，科研 的 力 量 最 终 “ 要 从 纸 上 转

化 到 部 队 的 战 斗 力 上 ”。2013 年 和 2015
年 ， 她 两 次 主 动 申 请 ， 随 “ 和 平 方 舟 ”

号 医 院 船 出 海 ， 执 行 “ 和 谐 使 命 ” 任

务 。 她 还 记 得 第 一 次 登 上 甲 板 的 感 觉 ，

“兴奋得像个孩子，到处走到处看。身为

海军的一员，终于来到了大洋上。”

跟 随 着 “ 和 平 方 舟 ” 的 航 迹 ， 刘 丽

娇 见 到 了 在 亚 丁 湾 护 航 的 一 线 官 兵 ， 还

随 舰 访 问 了 美 国 、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等

国 。300 多 天 、 近 4000 个 小 时 、5.3 万 多

海 里 的 航 程 中 ， 刘 丽 娇 忍 着 晕 船 的 痛

苦 ， 一 边 为 船 上 官 兵 辅 导 授 课 ， 一 边 参

观调研，参与了两本历史资料的汇编。

同 为 研 究 人 员 的 唐 莉 与 刘 丽 娇 共 同

执行了“和谐使命-2013”任务。她记得

当时刘丽娇晕船很严重，最初吃点东西就

会吐，但休息一会儿，刘丽娇又抱起笔记

本，扶着栏杆出现在走廊上，继续参观调

研船上的各个战位。

刘 丽 娇 对 任 务 中 晕 船 的 痛 苦 印 象 不

深，她最难忘的是每次任务结束都感觉收

获 满 满 ，“ 一 次 出 海 经 历 就 像 一 个 宝 库 ，

只有真正走进部队，才能知道未来的研究

方向该在哪里”。回到研究所后，刘丽娇

将调研成果梳理归纳，很快完成了 《医院

船战略运用研究》《加快大型医院船建设

发展的思考》 等相关课题研究。

“说起专业问题，她总有用不完的热

情 。 生 活 中 ， 她 就 像 一 个 暖 心 的 大 姐

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苍虹旭忘不了见

到刘丽娇的第一面。2019 年 1 月，苍虹旭

作为全军首批文职人员入职研究所。冬日

的寒风中，刘丽娇作为她的科室主任，亲

自跑到大院门口迎接她。这个面容平静、

嘴角挂着淡淡笑容的“老大姐”穿了一身

笔挺的冬季军装，“套着羊毛衫，戴着肩

章，说话温和又条理清晰”，构成了苍虹

旭对女军人的第一印象。

入职后不久，刘丽娇担心哲学专业出

身的苍虹旭跟不上理论学习，特意为她挑

选出每个阶段的学习书籍。苍虹旭如今珍

藏的一套上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 《中国海

军史》，就是刘丽娇特意联系好几位老研

究员，为她拼凑借来的。

“她在用自己的力量温暖我们，让更

多 人 留 下 来 ， 一 起 走 学 术 研 究 这 条 路 。”

苍虹旭说。

同 事 李 剑 对 此 深 有 同 感 。2008 年 ，

硕士毕业的李剑想要留在已经实习了两年

的研究所，却因任务需要没能如愿，必须

返回一线部队。临走前，刘丽娇专门找到

他说，“不要放弃科研，不要灰心，只要

坚持就还有机会”。

“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她的鼓励，我可

能就放弃研究了。”后来，李剑又调回了

海军研究院，如今和刘丽娇共事。在他看

来 ， 这 么 多 年 ， 刘 丽 娇 身 上 始 终 有 一 种

“沉静的力量”，“耐得住寂寞，受得住清

贫，她的身上最能体现这种精神。”

刘丽娇不喜欢逛街，厨艺也不精，作

为军人，她感兴趣的东西“都很大”，“我

们 的 战 场 不 在 潮 头 浪 尖 ， 而 在 书 本 和 案

前。但就是这方寸之间，连接着人民海军

越行越远的航迹。能够参与其中，我感到

很幸运。”刘丽娇说。

2018 年 ， 刘 丽 娇 跟 随 辽 宁 舰 编 队 出

海训练。5 天时间里，她走遍了舰上每个

舱室战位，全程参加每天的交班会和重难

点任务研讨会。回来后，她根据实际调研

充实完善了研究成果，获得了首届军队科

技进步 （军事理论） 二等奖。

事实上，早在数年前，中国海军对航

母的研究刚刚起步时，刘丽娇和战友们就

开始了超前的探索。几年时间里，她先后

领衔了 3 项有关航母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和全军重大课题。

近年来，刘丽娇参与完成的 《某海上

方向课题研究》 等 10 余项重大专项研究

任务，都为上级机关筹划海军建设发展和

部队战斗力建设等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前不久，她牵头 负 责 的 《深 入 推 进 海 军

转型建设的思考建议》《海上军事斗争历

史 经 验 研 究》 等 成 果 进 入 实 践 ， 成 为 推

进海军转型建设的有益借鉴。

“做战略研究，没有什么万众瞩目的

时 刻 ， 大 部 分 时 候 都 是 ‘ 板 凳 坐 得 十 年

冷 ’。 但 看 着 海 军 舰 艇 一 步 步 驶 向 深 蓝 ，

战 斗 力 不 断 提 升 ， 我 们 就 找 到 了 坚 守 的

意义。”刘丽娇说。

“我们的战场不在潮头浪尖”

□ 王 鹏

12 月 2 日，美国海军部长布雷斯韦特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正式确认，将在西太平

洋和东印度洋区域成立第 1 舰队，由印太

司令部的太平洋舰队负责管辖，与第 7 舰

队共同组成印太地区的核心战力。这是美

军在印太战区进行的又一重大战略布局。

恢 复 第 1 舰 队 ，补 充 印 太
战区兵力不足

第 1 舰 队 是 一 支 曾 经 撤 编 的 美 军 舰

队，其于 1946 年组建，隶属于美军太平洋

舰队，主要负责西太平洋地区。1973 年，第

1 舰队撤销，由第 3 舰队接替其任务区。应

该说，第 1 舰队的复活与当前美国海军力

量运用的现实情况紧密相连，即弥补日益

捉襟见肘的兵力空缺。

美国海军在全球范围的兵力布局主要

由两大方向组成。其中，大西洋方向主要用

于应对俄罗斯，包括负责西北大西洋的第

2 舰队、负责南大西洋的第 4 舰队、负责东

大西洋的第 6 舰队；太平洋和印度洋方向

主要用于应对中国，包括负责东太平洋的

第 3 舰队、负责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大部分

海域的第 7 舰队、负责印度洋与太平洋中

间 地 带 的 第 5 舰 队 。如 果 第 1 舰 队 得 以 恢

复，那么美国海军的编号舰队将由现在的

7 个增至 8 个。

在亚太地区，美国海军的主体是太平

洋舰队。目前，太平洋舰队下辖两支舰队，

即负责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东至美国西海岸

海域，包括东太平洋、白令海、北冰洋部分

海区防务的第 3 舰队；负责国际日期变更

线以西至印度洋海域，包括东亚、东北亚、

关岛在内地区防务的第 7 舰队。两支舰队

既有分工也有协作。

其中，第 3 舰队是美国海军实力最强

的舰队，编配了 4 个航母战斗群。该舰队司

令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正

是因为其有雄厚的兵力，第 3 舰队常常用

于 支 援 其 他 舰 队 的 作 战 行 动 。早 在 2015
年，美国海军就提出了“第 3 舰队前移”战

略，即将原本主要活动在东太平洋、中太平

洋的第 3 舰队部分力量，调往西太平洋，以

增强该地区的美国海军军力。近年来，第 3
舰队多次根据这一战略，派遣航母战斗群、

舰艇编队或军舰到亚太地区显示存在。

第 7 舰队虽然只编配有 1 个航母战斗

群，但也拥有 50-60 艘舰艇和潜艇、350 架

战机的规模，总兵力近两万人，战时可增至

6 万人。该舰队司令部设置在日本横须贺，

驻地包括日本冲绳、佐世保，韩国釜山、浦

项、镇海，以及关岛和新加坡等地，是美军

规模最大的海外兵力集团。近年来，第 7 舰

队由于连续发生撞船事故，导致美国海军

在这一热点地区的兵力出现不足。正是在

这种情况下，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 3 舰队

时常会调派军舰增援第 7 舰队。

随着印太战区的成立，美国海军对这

一地区也愈加重视，对于战区内太平洋、印

度洋两洋的控制则需要更多的兵力支撑。

恢 复 第 1 舰 队 正 是 为 了 迎 合 这 一 战 略 需

求，弥补美国海军因区域内任务繁重造成

的兵力不足。

紧盯印度洋-太平洋十字
路口，进行战略补位

对于未来第 1 舰队的主要任务区域，

布 雷 斯 韦 特 表 示 ，“为 了 改 善 我 们 在 印 度

洋-太平洋的地位，我们将重组第 1 舰队，

将其作为一支远征舰队，主要负责印度和

南亚地区”，“我们希望把这支舰队部署在

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我们要

真正在印太地区留下足迹”。这指明了第 1
舰队的主责区域是与第 7 舰队遥相呼应的

印度洋。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德雷克·格罗

斯曼表示，美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建立第

1 舰队再次表明，美国亚洲战略的着眼点

是印太，而非仅仅太平洋。

对此，美国海军认为，其不能仅依靠第

7 舰队来覆盖印太地区，第 7 舰队经常用于

执行在台湾海峡巡弋和南海地区的航行自

由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印度、新加坡

等盟国合作，并将一支编制庞大的舰队放

在那里。”而有学者表示，美军恢复第 1 舰

队旨在强化其在印度洋的存在，扭转长期

以来“重太轻印”的格局，从而使第 7 舰队

卸下东印度洋的包袱，更加专注于西太平

洋地区的任务。

美军的这一战略布局极具深意，因为

从波斯湾经北印度洋安达曼海，至马六甲

海峡，再进入南海、西太平洋，是世界上最

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之一。外界分析认为，美

军要在这里部署一支舰队，显然是要拥有

随 时 能 够 掐 断 这 条 世 界 经 贸 大 动 脉 的 能

力。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的报道认为，“未

来第 1 舰队的任务区是中国海上运输线以

及向中东和非洲影响力延伸的区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在印度洋的

活动日益频繁。11 月 24 日，美军 6 架 B-52
战略轰炸机飞抵印度洋迭戈加西亚基地，

以对伊朗进行威慑。紧接着在 12 月 6 日，美

国海军“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兵分两路进

入南海活动，美军多架侦察机分批多次进

入南海地区上空进行侦察。由此可见，美军

正在全力补位印度洋，使其成为能够在各

个方向发挥威慑效应的战略要域。

新 舰 队 部 署 需 要 军 力 支
撑与盟友支持

尽管有着确定的战略需求，美国海军

要重建第 1 舰队还需要一些内外因素的保

证。一方面，新的舰队需要新的军舰，即要

有足够的军力支撑。尽管美军考虑第 1 舰

队将从第 7 舰队抽调部分力量组建，但这

并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第 7 舰队当前已

经疲态尽显，恢复第 1 舰队需要美军大规

模扩充军力。

10 月 29 日，美国“海上力量”网站

报道称，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正式推出了“作战部队 2045 计划”，即要

求在 2030 年美军军舰数量达到 355 艘，然

后至 2045 年进一步增加到 500 艘军舰。尤

其 是 在 2022-2026 年 间 就 要 服 役 82 艘 新

军舰。在这批军舰中，美国海军将以分散

化、小型化为目标，即逐步放弃大型航母

这种大型作战平台，而是改为研发全通甲

板、可搭载 30 架 F-35 隐身战斗机的轻型

航母，从而达到以更少资金投入拥有更多

航母的效果。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将大批量采购以

无人军舰、无人潜艇为代表的新型无人化

作战舰艇。计划在未来 5 年内购买 10 艘排

水量达 2000 吨、可搭载各类传感器和武

器的无人战舰。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

不容易，美国海军顾问布莱恩·麦格拉斯

估计，一支拥有 500 艘舰船的海军成本将

比 目 前 增 加 大 约 1000 亿 美 元 。 他 表 示 ，

现在最关键的是，“大家都在想‘这笔钱

从哪里来？’”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舰队的海外驻扎

需要有盟友的基地支持。考虑到邻近马六

甲海峡的先天地理 优 势 ， 以 及 目 前 所 拥

有 的 大 型 造 船 厂 和 加 油 补 给 能 力 ， 外 界

普 遍 猜 测 新 加 坡 很 有 可 能 成 为 第 1 舰 队

的基地。

但 是 ，新 加 坡 对 此 回 应 并 不 热 情 。11
月 18 日晚，新加坡国防部通过官方网站发

布了一则简短的声明表示，“按照 2012 年

达成的协议，新加坡同意美国在本国轮换

部署最多 4 艘濒海战斗舰。这份协议至今

有效。美国国防部没有提出在新加坡部署

新舰的要求，新加坡也没有同美方进行相

关讨论。”

对此，有新加坡学者指出，部署舰队意

味着美国要在新加坡永久驻军，而新加坡

实际上一直在避免与美国建立正式永久的

军事同盟关系。对新加坡来说，允许美军建

设 永 久 性 基 地 带 来 的 损 失 要 远 远 大 于 收

益。因此，在新加坡部署第 1 舰队“几乎不

可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澳大利亚对

此非常“热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认

为，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通过演习、港

口访问和在北部地区的训练轮换等方式为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提供支持。因此，澳

大 利 亚 北 部 或 将 成 为 第 1 舰 队 的 重 要 基

地。而曾担任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特别顾

问的澳洲分析师巴贝奇也表示，美军第 1
舰队的母港位置明显是应该在珀斯的科伯

恩湾，与澳大利亚斯特灵海军基地一起，主

要原因是“当地处于一个极好的周转位置，

并提供了广阔的陆基战略纵深”。

这一冷一热充分体现了域内国家对美

军部署新舰队的不同战略考虑。美国亚太

安全分析师雷克赫·辛格对美国在此时宣

布恢复第 1 舰队提出批评，认为在本届政

府 即 将 卸 任 之 际 抛 出 这 样 一 个“ 重 磅 新

闻”，让美国盟友很难迎合。更为重要的是，

“本届美国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能量来实

现这一计划了”。

美国海军的这一战略举措只会加剧其

所谓印太地区的不稳定性。对此，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早在 11 月 19 日就对美

国这一意图回应表示，美国一些人习惯于

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实质上是为美国扩张

军力、增加军费制造借口，其真实意图是

谋求地区和世界霸权。同时，中方也敦促

美 方 摒 弃 冷 战 思 维 和 “ 零 和 博 弈 ” 的 观

念，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为亚太地区

的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军恢复第 1 舰队，加强印太战略布局

□ 孙 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得知部队领导要来送喜报，火箭军

“常规导弹第一旅”任务规划队队长彭

赞的母亲，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

专程购置了新衣服，准备迎接这“荣耀

时刻”。

今年以来，彭赞扎根本职、专攻精

练 ， 研 究 出 的 “ 火 力 卡 片 实 时 修 改 软

件”，荣获单位战法、训练创新奖，为

部队战斗力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喜

报送到家门口时，彭赞母亲高兴地说：

“ 知 道 娃 在 部 队 干 得 这 么 好,我 就 放 心

啦！今后一定继续支持他干好工作！”

今年以来，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

旅 ” 在 疫 情 防 控 、 抗 洪 抢 险 、 实 弹 发

射、军事比武等任务中涌现出一大批先

进 个 人 ， 其 中 获 得 三 等 功 的 就 有 79
人 。 近 日 ， 旅 里 开 展 “ 立 功 喜 报 送 家

门”活动，将 79 张立功喜报送到官兵

家中。该部领导表示，这是进一步发挥

表 彰 奖 励 的 辐 射 作 用 ， 提 高 官 兵 荣 誉

感、获得感的实际举措。

该部运输营房科科长史二巍始终默

默 奉 献 ， 累 计 制 订 军 运 计 划 50 多 次 、

安全行驶 5 万多公里，今年因表现优异

荣立个人三等功。该部领导握着史二巍

父 亲 的 手 说 ：“ 感 谢 你 们 培 养 的 好 儿

子，他是部队的骄傲！”

史二巍的父亲接过鲜花和立功喜报

高兴得合不拢嘴，母亲则在一旁流下幸

福的泪水。他妻子拿着“好军属之家”光

荣 牌 激 动 地 说 ：“ 一 定 全 力 支 持 丈 夫 工

作，丈夫在前方守好‘大家’，我也会在后

方守好‘小家’。”史二巍看着家人露出的

开 心 笑 容 ， 抚 摸 着 胸 前 金 灿 灿 的 军 功

章 ， 泪 水 湿 了 眼 眶 ：“ 感 谢 部 队 的 培

养 ！ 感 谢 组 织 的 培 育 ！ 我 一 定 更 加 努

力、再创佳绩。”

“每一份喜报的背后，都是官兵立

足本职、精武强能的先进事迹，每一枚

奖章背后都是军属的无悔坚守。”“常规

导弹第一旅”组织科科长童国林表示，

部队开展“立功喜报送家门”活动，是

营造拴心留人环境的重要举措，是提高

军人社会认同感、荣誉感的有力抓手。

在 该 旅 “ 立 功 喜 报 送 家 门 ” 活 动

中，部队还积极联系立功官兵家乡的军

分区、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

组成“送喜报小分队”，让军属真正收

获“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自豪感、

荣誉感。

在江苏南京，担任该部“导弹发射

先锋连”指导员的严恒之，因表现突出

荣立三等功。当地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地

方 媒 体 ，对 他 的 事 迹 进 行 报 道 。面 对 镜

头，严恒之的父亲说：“儿子在部队干出

成绩，让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云南楚雄，一条“热烈祝贺普俊

宏同志荣立三等功”的横幅穿街走巷、

格外醒目。村民自发组织起锣鼓队，站

在村口热烈迎接送喜报小分队。普俊宏

的父亲小心翼翼地接过喜报，郑重地挂

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军地领导围坐一

桌，现场介绍起普俊宏在部队中的突出

表现。父老乡亲听后都表示：“这是咱

们村走出去的娃，咱们也跟着沾光呀！”

不仅如此，该部还通过开展送一块

“好军属之家”牌匾、介绍一次立功个

人 在 部 队 表 现 、 协 调 当 地 新 闻 媒 体 进

行 一 次 宣 传 报 道 、 协 调 立 功 个 人 进 县

志 （年鉴）、现场解决一次家庭实际困

难等“五个一”活动，牢固树立起“一

人当兵全家光荣、有功之家无上荣耀”

的氛围。

“家里收到你的立功喜报啦，你在

部队好好工作，家里你放心⋯⋯”在该

部指导员之家，河南籍战士周盼毅通过

“钉钉直播”平台现场观看了喜报送到

家里的视频。

在今年抗洪抢险任务中，周盼毅抡

锹抡得虎口开裂、守堤晒得脖子起泡，

35 天 的 抗 洪 任 务 中 ， 他 和 战 友 圆 满 完

成了堤坝加固、灾后重建等任务，因表

现突出荣立个人三等功。

“立功喜报送家门”活动期间，周

盼毅担负战备值班任务未能跟随“送喜

报小分队”回家看看。于是，该部创新

开展“远程寄喜报、线上送祝福”的方

式 ， 让 周 盼 毅 在 军 营 感 受 到 组 织 的 温

暖。

视频那头，周盼毅家乡的武装部、

民政局等领导组成的慰问团举着“热烈

庆祝周盼毅荣立三等功”的横幅，敲锣

打鼓将喜报送到了他家中。视频这头，

周 盼 毅 对 部 队 无 微 不 至 的 关 怀 非 常 感

动：“没想单位领导这么重视，还专门

举办这么隆重的仪式！”

视频连线时，周盼毅的家乡媒体还

对他进行了现场采访。老家亲朋好友看

到新闻报道后，都为他竖起大拇指，周

盼毅成了家乡的“明星”。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要把喜报

送到家，这是官兵的期盼，也是部队的

关怀。”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领

导介绍，旅里还将邀请受到三等功以上

奖 励 的 官 兵 亲 属 、 家 乡 领 导 、 地 方 媒

体，到军营现地了解官兵突出表现和优

异 成 绩 ， 让 官 兵 家 庭 充 分 感 受 组 织 温

暖、分享喜悦荣光，进一步激发官兵投

身部队、建功部队的动力活力，持续营

造学习典型、争当先进浓郁氛围。

喜报来了

“和谐使命-2013”任务期间刘丽娇为船上官兵授课。 陈 萍/摄

近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开展军马教练员集训，训练课目包括骑兵队列、军马障碍、野
外乘骑、乘马射击等，通过集训有效提升了官兵训马控马能力，为一线连队开展军马骑乘
训练奠定人才基础，实现了传统执勤和科技管边控边的无缝结合。 侯旭涛/摄

“和谐使命-2013”任务期间刘丽娇随舰访问文莱。 陈 萍/摄

刘丽娇在办公室查阅资料。 陈梦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