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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爽智、记者孙兴维报道：
今年全军将配发 17长袖体能训练服，与
短袖体能训练服区分季节穿着使用。这
标志着我军作训服装日趋体系化、系列
化、配套化。

新配发的长袖体能训练服不区分军
种，采用加厚吸湿快干面料，运动夹克式
设计，颜色稳重大方，款式简约时尚，贴

身穿着更加舒适，更好满足官兵春秋季
节体能训练需要。

据了解，今年还将为全军官兵陆续配
发17编织内腰带、轻便防寒鞋、17作战靴
和17布鞋。编织内腰带与作训服配套使
用，突出实战性、可靠性、救生性设计要
求。轻便防寒鞋首次配发高寒区士兵，具
有抗菌保暖、轻便舒适等特点，适合冬季

体能训练、劳动、日常生活时穿着。
17 作战靴采用轻软、速干、抑菌材

料，增加减震、松紧设计，与 07作战靴相
比，既保持防刺、抗砸、阻燃等防护功能，
同时还减重 20%，战术适应性、穿着舒适
性进一步提高。17 布鞋适用于业余活
动时间穿着使用，是对我军鞋类系列的
有益补充与完善。

全军将陆续配发17长袖体能训练服等新品种
不区分军种，更好满足官兵春秋季节体能训练需要

南国早春，依然风寒料峭。
包饺子、贴春联，赴战位、竖长剑，

行走在火箭军某导弹旅营区，记者感受
到火箭军特有的火热年味。

该旅是一支肩负提升国家战略遏
制能力的导弹新锐劲旅，党的十八大以
来，成功发射导弹数十枚，出色完成战
备抽点拉动、跨区对抗训练、实兵联合
演习等重大军事任务，成功实现某型导
弹从独立发射到整旅突击的能力嬗变。
“今年过节会忙一些，但气氛很热

烈。”该旅政委陈永华介绍说，眼下部队
刚移防新营地，百废待兴，赴外接装官
兵有的还在归途，新大纲施训、群众性
练兵比武正有序展开……
“号手就位！”说话间，营区一角传

来阵阵熟悉的号令声——有官兵正在
临时训练场进行导弹发射操作训练。

号手，是战略导弹部队对一线操作
官兵的特有称谓。号手就位，标志着导
弹发射操作流程马上开始，也意味着引
弓长剑即将出鞘。

训练间隙，发射一营一连下士阙永
超坐在新型发射战车上，满脸自豪向记
者介绍，不久前，作为指挥通信号手，他
与其他号手密切配合，亲手将一枚新型
导弹送上蓝天，精确击中靶标。

那一刻，第一次参加实弹发射的
他，感到大地在颤抖，空气被撕裂，大国
长剑挟雷裹电刺破苍穹，迸发出摧枯拉
朽的惊天力量。

那一刻，他们开创了实战化条件下
某新型导弹发射多个“首次”：载实弹跨
区长途机动无依托发射、接装即赴高原
极寒环境下发射、不同型号武器头体对
接发射，以及实现无线通信指挥发射。
“号手就位！”
这号令声，是他们练兵备战的常态

呈现。
选择发射诸元、液压取力、关闭底

盘……一连连长、指挥长陈偌紧盯屏
幕，沉着下达口令，指挥号手认真操作
每一个动作。

一个月前，为争取某新型导弹首发

机会，陈偌所在发射架和另外两组发射
单元，在全旅“海选”中脱颖而出，转战南
北驻厂研习见学。那时，别人在朋友圈
纷纷晒雪景，他们却在雪中潜心砺剑，经
多轮严格考核，陈偌带队最终赢得先机。

练兵时不我待，备战只争朝夕，何
止在一号一架。旅技术室高级工程师
马朝军清楚，新型长剑一飞冲天的背
后，是全旅官兵千余日夜的付出：研发
多套流程、5个一致的新装备模拟训练
系统，编写新武器《测试发射流程图》
《发射阵地操作规程》等 7类 10余种文
书、130 万字专业教材，数百名多能号
手、技术骨干走上核心岗位，一批全新
战法训法日渐成熟。
“号手就位！”
这号令声，是他们随时能战能力的

展示。
“3、2、1，点火！”在发射二连训练区，

整个下午，发射单元指挥长、排长田伟男
一遍遍组织演练发射流程。记者握了握
他刚用过的秒表，上面浸满了汗水。

一旁的一营营长贾飞虎介绍说，此
前为争取新年首发，考核中田伟男求胜
心切慢掐了秒表，导致该发射单元遗憾
出局。此后田伟男对自己痛下“狠手”，
经常一个人规程背讲、流程串讲到深夜。
“闻战则喜，是因为官兵心里有胜战

的底气。”那年7月，发射三营首次千里机
动到西北某陌生地域实弹发射，营里优
中选优，决定由五连排长徐文宝任首发
指挥。一心想打头阵的六连指导员童贵
强，是全旅第一个获得指挥长资格的政
治工作干部，作为备份心有不甘，最后由
机关出面用考核调停，他才肯作罢。

一次次“号手就位”后的你追我赶，
成就了该旅战斗力一直保持随时能战
状态。3年前，从抽组发射到抽点发射，
从训练发射到战斗发射，从单架发射到
整旅发射，他们在戈壁大漠完美上演某
型导弹“百剑腾飞”的壮美图景。
（下转第三版）

压题照片：该旅开展夜间训练。

丁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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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记者专程探访正在西非
塞拉利昂执行医疗援助任务的中国援
塞军事医学专家组，近距离感受他们在
异国他乡的工作情况。

2月 15 日，大年三十，记者跟随专
家组来到位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
塞军第 34医院传染病防控中心。这里
有大大小小 10 多个房间，最大的十来
平方米，最小的不过三四平方米。走进
房间，立即感到闷热难耐，没有空调设
备，只有头顶的吊扇缓缓转动，送来几
乎感受不到的微风。

尽管空间狭小，但记者看到，生物
安全手套箱、超净工作台、荧光定量
PCR 仪、电泳仪等实验设备根据传染
病感染控制流程被有序放置在不同的
房间内。“这些仪器都是从国内运来的，

保障我们开展必要的检测和研究工
作。”专家组组长、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研究员郭学军向记者介绍说。

另一个房间内，副研究员王铁成正
在使用检测试剂盒对第 34医院送来的
4个患者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其中
两个呈疟疾阳性。“塞拉利昂是传染病
高发的国家，疟疾和多种消化道疾病在
当地极为普遍。”王铁成一边记录检测
结果，一边向记者介绍。

生物安全手套箱前，记者看到科研
人员李乐天和孙伟洋正在解剖一只蝙
蝠。“蝙蝠可以携带多种病原体，是非常
重要的媒介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这
是我们从野外捕获的实验样本，希望通
过科学方法了解其携带病原体的情
况。”李乐天解释说。

此时室外温度已经超过 30 摄氏
度，专家组的同志们身穿白大褂，戴着
口罩和橡胶手套，工作一会就满头大
汗。不远处，中国援建的传染病防控中
心正在紧张施工中。“预计今年上半年
就能完工，将是一个现代化的传染病防
控中心。到时我们的工作条件就会有
很大改善，也将能够为塞拉利昂的传染
病防控工作作出更大贡献。”郭学军介
绍说。

返回驻地途中，专家组车辆经过弗
里敦市区，不时有当地居民友好地向我
们挥手，用中文说：“您好！中国！”除
夕，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军事医学专家
组正用忠诚、敬业和坚守，彰显中国负
责任的大国形象。

（本报弗里敦2月16日电）

春节期间，在海外执行医疗援助任务的中国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坚守岗位——

防疫一线的大国担当
■本报特约记者 庄颖娜 记者 邵龙飞

2 月 17 日，正月初二，千家万户正
沉浸在过年的热闹氛围中。早上 7点，
一阵刺耳的一等战斗值班铃声在北部
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六站营区响起。

当记者气喘吁吁赶到阵地时，操纵
员们已经坐在方舱中开始录取空情。

该雷达站是空军第一个迎接太阳
升起的雷达站，也被称为“东方第一
站”。春节期间，该站除了 24小时开机
值班外，还安排了不定时的战备演练。

在方舱内，记者看到代表着空情的
光点正在屏幕上不断移动，操纵员紧盯
着屏幕，熟练地录入空情参数。正在空
情源源不断上报的时候，忽然一大片雪
花出现在屏幕上。操纵员严亮立即上

报指挥员：“雷达遭遇电磁干扰，目标丢
失。”
“调整雷达工作模式，技师配合操

纵员进行反干扰操作！”很快，值班副站
长赵会鹏下达了指令。

严亮调整雷达工作模式后，屏幕上
的雪花消失，空情信号再次清晰地出
现，情报继续源源不断地传达到上级指
挥所。
“一等解除，演练结束，恢复二等战

斗值班。”随着指挥室传来消息，严亮轻
舒了一口气。

记者翻开该站春节期间战备值班
表，密密麻麻的值班安排映入眼帘，每
个时间段每部雷达都安排一位专业技

术过硬的一号班人员值班，以确保遇有
突发情况时能及时处置。记者了解到，
春节期间由于部分官兵休假，在部队坚
守岗位的操纵员每人每天要担负 6个
小时的战备值班，一人顶着两人干，更
是辛苦。

除夕、初一已经连续两天担任值班
指挥员的钱指导员说：“在全国人民欢
度新春佳节的时候，我们更要完成好战
备任务，这是军人的责任！”

（本报哈尔滨2月17日电）

下图：2月17日，东部战区陆军某

旅组织拔河比赛，丰富官兵节日文化生

活。 丁 磊摄

东方第一站：“千里眼”时刻瞪大眼睛
■李宪龙 本报记者 李国文 中国国防报记者 潘 娣

从北京到拉萨，3000 多公里，我们
坐飞机飞了5个小时。

从拉萨到无名湖山脚，300多公里，
我们开车走了3天。

从无名湖山下连队到哨所，1公里，
我们爬山爬了4个多小时。

边防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此去无名湖，是我最

勇敢的决定

“你们要去无名湖哨所采访？”西藏
军区某边防团副团长王祖桥对我们几
个女记者的提议既惊讶又佩服。
“那个连队，在 1999年之后就没有

女记者上去过。现在是冬天，大雪封
山，你们得从山的另一面爬上去，乱石
冰川，怎么也得爬 4个多小时啊！”王副
团长把困难说在前头，试图考验一下我
们的决心。
“爬呀！大老远来一趟，就是为了

看看边防战士，不爬上去，我们岂不白
来了！”虽然我对即将面临的高寒山路
也有些心里打鼓，但“见见边防战士”这
个单纯的愿望，覆盖了一切忧心忡忡。

这一夜，无眠。因为高原反应，也
因为对未来一天的种种期待。

来到西藏的第4天，终于要向无名湖
哨所进发。冬天的西藏真美，山峰高耸入
云，落雪染白了头；雾气荡漾，车子一转
弯，刚刚看到的山就悄悄隐匿。一路盘山
而上，眼前的一切让我这个初次进藏的平
原女孩变得不再矜持，忙乱地举起手机拍
拍拍，真想把整个西藏的美景带回家。

盘山路一走就是两个小时，上百个
发卡弯把我晃得晕头转向。“这个路不算
恼火，更恼火的路我们的车子根本开不
上去！”司机班长尹小波操着浓重的方言
笑着对我们说。而尹班长口中“不算恼
火”的路，最窄处将就能过去一辆车，由
于部分地基塌陷而变得颠簸不堪。行进
在海拔3000多米的盘山路，眼看着车子
在积雪的路上吱吱打滑，要说不害怕，那
是假的。“我们明明坐的是一辆越野车，
感觉却像坐的是拖拉机！”我们哈哈说
笑，尝试掩盖心中的不安。
“下车吧，过不去了……”前车的王

副团长对着我们喊道。塌方，落石，阻断
了我们的路。离原本计划的停车点还有
3公里，此刻我们只能徒步走过去。

走到“旺东桥”已是中午 12点。六
连的战士们早已把锅碗瓢盆搬到这儿，
为我们一行人做午餐。架上高压锅，炖
上辣油汤，切好蔬菜，备好调料，我们要
来一顿地地道道的野炊！这顿饭，足以
称得上高配版的“野外火锅”。遭受高原
反应3天的折磨，一直食欲不振的我，这
次竟然能够“放肆吃”。不夸张地说，这
顿野餐真的好吃爆了，身体里充盈着满
满的热量，特别是边防战友浓浓的情谊。

哨所就在前方，没有

你，我如何抵达

野餐过后，才真要迎来绝壁山路。
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1公里，直线距离只有 1公里，应该
不会太远吧？

我终究低估了这一公里的距离。
无名湖不是“路很难走”，而是“根

本没有路”。原始森林、悬崖绝壁、乱石
冰川，我来不及感叹大自然在这一公里
路途中的鬼斧神工，瘫软的脚已经不听
使唤开始打颤。
（下转第三版）

再见，抑或再也不见，
你都是我铭刻在心的英雄

■中国军网记者 李小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