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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生活》杂志近日组织军地艺术家走进边防

一线部队，送文化下基层，送艺术到边关。图为青年歌

唱演员曾德洪在内蒙古满都拉口岸为正在执勤的边防

战士演出后，赠送最新录制的光盘。 祁振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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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在弦上，引而待发，风雨骤，风
雨骤，为了胜利我们不惜所有，除了胜利
我们一无所求。”4 月 25 日，记者来到东
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一登上威猛的导弹
护卫舰常州舰，就领略了常州舰舰歌 《今
夜准备战斗》 中张扬的水兵血性。驾驭这
艘新型战舰的，是曾获联合国维和荣誉勋
章、当选中国 2012 年度海洋人物的舰长
梁阳。

当舰长，是梁阳从军的梦想。1992
年，当了两年水兵后，他考入海军工程学
院，1996年毕业分配到某导弹护卫艇大队
担任副机电长。因为工作表现出色，几年
后他被选拔进入机关工作，后又被选派到
联合国任观察员。然而，无论在哪个岗位
上，梁阳的目光都始终盯着舰艇，如饥似
渴地学习舰艇知识。他说，宁可备而不
用，不可用而无备。海外维和的经历更加
坚定了他当舰长的决心，“不管付出多少
努力，我一定要干舰长，守卫好祖国的蓝
色国土”。

熟悉海军的人都知道，从一名军校

学员成长到舰长的淘汰率极高。支队长
严正明说，“梁阳是个很有天赋的舰长，
他用 2 年半时间，走完了其他人 10 年甚
至更长时间才能走完的路。”2006 年，
梁阳终于成为一名副舰长。合肥舰的官
兵们至今记得当年那个特别用功的梁副
舰长，天天学习到零点以后。要成为合
格的舰长，必须通过副舰长全训考试。
两年时间，他熟读了与舰艇长全训有关
的 208 本 专 业 教 程 ， 涉 及 舰 操 绘 算 的
题，他做了一遍又一遍。

那年冬天，东海潮起浪涌，梁阳迎来
了自己的大考。舰艇操控、打飞机靶、打
拖船靶、打目标舰，一路过关夺隘，最后
一项是与潜艇进行对抗，如果失败，“舰
长”可能成为他永远的梦想。经过斗智斗
勇，深藏海底的潜艇最终被他牢牢锁定。

2010年3月，梁阳走马上任新型导弹
护卫舰常州舰首任舰长。此时，万里之外
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中国海军的护航
行动已进入常态化。2012年 7月，常州舰
破浪起航向亚丁湾进发。

护航中的一天，常州舰接到巴拿马籍
商船“德航”轮的紧急呼救，2 艘海盗快
艇从商船左、右后方高速接近。“中国海
军常州舰已向你赶来，请高速机动摆脱海
盗，并做好停车撤到安全舱的准备！”驾
驶室里，梁阳一边通过甚高频指挥“德

航”轮采取应对措施，一边长鸣汽笛向海
盗船高速冲去。先是爆震弹震慑，随后穿
插至“德航”轮和海盗船之间。在强大的
武力威慑面前，海盗将火箭筒和枪支等武
器丢入海中，狼狈逃离。

历时 120 多天的护航行动中，常州舰
先后护送31批139艘中外船舶安全通过亚
丁湾海域。

走在常州舰上，触手可及之处都一尘
不染。观通报务兵相入远说，舰长擦地
时也和每名水兵一样，把每个角落都擦
净。准备打仗的战舰，何以如此在乎这些
小节？梁阳说，海军作战就是决斗。决斗
中，细节决定成败。平时对细节一丝不

苟，才能在作战中滴水不漏。
曾登上过数十艘国外舰艇的梁阳向记

者坦言，“应该承认，我们和世界海军强国
还有差距，正因为这样，我们追赶的脚步
才需要更快”。梁阳告诉记者，他正在研究
海上网络战。将来，舰艇可通过自身的信
息化作战平台，把海空潜岸各种作战力量
融成一体，根据战场态势自主实施打击。

梁阳还要求各部门作战长交流任职，
让方面作战长都能胜任对海、对空、反潜
立体作战任务。经过这样的磨练，对海长
李明图自信地说，“就算只剩我一个方
面作战长，我也能完成全舰的作战指挥
任务”。

驾新型战舰保海疆
——记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常州舰舰长梁阳

本报记者 张 忱 通讯员 林 健

驾新型战舰保海疆
——记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常州舰舰长梁阳

本报记者 张 忱 通讯员 林 健

2012 年金秋，日不肯村橘子园主人拉布拉
辛迎来又一个丰收年。他把采摘的第一批橘子径
直送到了中国维和部队。难道是中国维和官兵能
给他一个好价钱？“我是来和中国兄弟一起品尝
丰收喜悦的。”

这段友情还得从 2006 年的秋天说起。那
时，黎以边境战火刚熄，中国维和部队奉命前往
交战区域排除地雷、炸弹等未爆弹药。10 月 27
日，时任副指挥长唐尚平带领官兵到日不肯村搜
排未爆弹。拉布拉辛火急火燎地把唐尚平拉到挂
满果实的橘园，眼前的情景让官兵们惊呆了：枝
头黄澄澄的橘子和遍地“金灿灿”的子母弹“交
相辉映”，几枚挂在树枝上随风晃动的子母弹更
令人胆战心惊。拉布拉辛心急如焚，“如果不把
这些炸弹排除，今年我就白辛苦了”。

如果就地引爆，拉布拉辛一家赖以生存的果
园肯定不保，唐尚平决定将子母弹移出果园销
毁。就这样，官兵们和死神“掰起了手腕”。茂
密的果园里，他们“眼观六路”，冒着极大危
险，将一枚枚子母弹放入沙箱。挂在枝头的子母

弹，就像悬在头顶的利剑，士官李军踩着战友的
肩膀，小心翼翼一枚枚摘除。

果园保住了，拉布拉辛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摘了一大筐橘子，硬往官兵怀里塞。自那以
后，每年橘子成熟时，他都把最好的橘子送给
这群冒着生命危险保住自家“命根子”的中国
兄弟。

扫雷在国际上是挣大钱的职业。中国维和官
兵扫雷排爆个个身怀绝技，无论巨型航弹、各式
炮弹、防坦克雷、防步兵雷，还是天女散花般的
子母弹、变化多端的诡计雷，都能手到擒来，让
一些国际职业扫雷公司十分眼热，纷纷以各种丰
厚条件“挖人才”。曾有一家意大利扫雷公司找
到扫雷连连长陈代荣说，“陈中校，你到我们公
司来，只提供技术指导，年薪 10 万美元，如
何？”陈代荣笑答，“我不是‘雇佣军’，我是中国
军人，奉命前来维和扫雷，这才是我的职业”。

2013 年 4 月 18 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工兵
团政委黄艾俞。他说，2006 年至今，该团赴黎
巴嫩维和官兵共排除未爆弹 15673 枚，探查疑似
雷区、爆炸物散落区 196.4 万平方米，使一条条
道路重新通畅，一片片田园重现生机。

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盖埃诺由衷
称赞工兵团维和官兵，“中国军人为世界维和树
立了榜样”。

“为世界维和树立了榜样！”

中国维和工兵走向扫雷作业场。 凌 涛摄

国防聚焦

延伸阅读

中国“蓝盔”在雷场上闪亮
——成都军区第 14 集团军工兵团赴黎巴嫩维和记事

本报记者 李争平 通讯员 向 辉

生长在长江边的刘东盟，用 4 年的时间诠释了他与
高原边关的情缘。他热爱这片雪山之巅的土地，习惯于
从这片土地上汲取力量：累了，钻进羊圈避避风；困
了，躺在地上缓缓神，然后继续前进。2012 年 11 月 19
日，这名年轻的公安边防战士倒在了海拔 4380 米的执
勤哨位上，走完了 24年的短暂人生。

刘东盟打小就向往军营，立志做一名保家卫国的军
人。2008年12月，他报名参军，圆了人生最大的梦想。

那一年，南京、青岛、西藏等地的部队都来刘东盟
的家乡征兵，而他毅然选择了去西藏。家人提醒他，西
藏高寒缺氧，条件十分艰苦。刘东盟却回答说，“当兵
就不能怕苦，怕苦就不去当兵。只有到最艰苦的地方当
兵才有意义”。

“你们等着，我先上。”工作中，刘东盟总是冲在最
前面，争着做最危险、最难办的事，抢着干最苦、最
脏、最累的活。

刘东盟所在的日喀则边防支队聂拉木大队机动中
队，驻地位于中尼边境一个半山腰上，山陡路险，条件
艰苦。而仲宗执勤点距中队驻地 10 公里，山高林密，
交通更加不便。战士们每 3 天就要回驻地背一次物资。
刘东盟不但争着去这个最苦的地方执勤，每次背东西也
少不了他。背着 100多斤重的物资，而且通过很多地方
只能靠爬：一只手抓紧肩上的物资，一只手攀住树枝灌
丛，每走一步都累得气喘吁吁。

一次，刘东盟带了几个战士回驻地背物资。走到半
途遇上泥石流，前面一个战士刚过去，桥就被冲垮了。
他砍了棵树横在沟壑之上说：“你们等着，我先上。”待
他摇摇晃晃走过去，确认安全之后，才向后面的战士
喊，“小心点，踩着我的脚印走”。

在塔杰林执勤点，刘东盟带班负责拉布吉山口和塘
桑岗姆山口的巡逻任务，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战
士们一天 24 小时分两班巡逻。山上全是羊肠小道，时
有坠石。战士们穿着防弹衣、戴着头盔，携带枪支、饼
干、水壶，负重 10 多斤，巡逻一个班次要徒步行走 10
余公里。高原氧气稀薄，体力透支严重。尤其是夜间巡
逻，晚上八九点出发，早上六七点才能回来，气温在零
下十几摄氏度，寒风刺骨。困了，只能在山上简陋的羊
圈里避避风，再继续巡逻。

到塔杰林执勤点后，刘东盟的任务虽然繁重，但他
总不忘为当地群众做好事、解难事。挖土豆、收青稞、
挑水，他样样干得起劲。2012 年 8 月的一天，突降大
雪，村民达娃、扎西家的牛羊走散了，怎么找也找不
到。天色渐黑，他们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下，想起了
刘东盟。此时，刘东盟刚巡逻回来，腹中空空、疲惫不
堪，正在吃饭。听明来意，他放下饭碗、拿起手电筒就
往山上走。寒风凛冽，大雪满山，刘东盟深一脚浅一脚
地前行，跌倒了爬起来，没走几步，又是一跤。如此这
般，经过四五个小时的寻找，终于把牛羊找了回来。

孤残老人阿旺桑布家房前有一处坡地，出行不
便。刘东盟找来工具，用石头为老人砌起一级一级的
台阶⋯⋯

这几年，刘东盟到底做了多少好事、捐了多少钱
物，没人数得清、记得住。刘东盟走了，但他留给人间
的大爱似雪山融水一般充盈绵延，浸润着周围的人。

当兵就去

最艰苦的地方
——追记西藏日喀则边防支队战士刘东盟

本报记者 苏 琳 通讯员 张 宇

今年 2 月，我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在给国内的一份报告中，称赞成都军区第 14 集团

军工兵团赴黎维和官兵“已经成为我在黎开展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

从 2006 年至今的 7 年间，工兵团 7 次抽组部队赴黎维和。头顶维和部队蓝色头盔

的中国军人，冒着枪林弹雨，克服艰难险阻，出色完成扫雷排爆、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项

维和任务，官兵们的卓越表现征服了维和友军和当地群众。安南、潘基文两任联合国

秘书长，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历任司令先后接见这些中国军人，高度赞扬他们在

维护世界和平中的突出贡献。联合国为他们出具的一份书面鉴定中说，“你们为联合

国和中国，赢得了尊重、荣誉！”

军旅人生

2006 年 4 月，应联合国邀请，我国首次向
黎巴嫩派出维和部队。这群在和平环境下长大
的“80 后”、“90 后”官兵，还没等领略旖旎的
异国风光，就领教了“炮弹不长眼”，切身感受
了战争的残酷。

2006 年 7 月 12 日当地时间上午 10 时许，
黎以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联合国驻黎巴嫩维
和部队营区处于交战区域，炮弹从头顶呼啸而
过，弹片在营区附近“嗖嗖”四溅。就是在如
此危险的状况下，中国维和官兵仍多次执行联
黎部队司令部交派的任务。8 月 6 日当地时间
10 时 20 分，一直让官兵担心的事发生了。那
天，扫雷参谋周峰和战士朱浩、田祥福在弹药
库执勤。突然，1 枚火箭弹从天而降，“轰”的
一声巨响，周峰只觉一股巨大的热浪迎面扑
来，瞬间失去知觉。醒来时，已躺在医院的病

床上。在那次冲突中，我国派出的 4 名联合国
军事观察员遇难。

黎巴嫩南部地区东侧的黎巴嫩山，与以色列
交界。沿山脊走向，一个个直径 2 米、高 2 至 3
米，用钢筋水泥浇筑标有“UN”字样的蓝筒依
次设置，连接成线，这就是联合国划定的黎以两
国停火线——“蓝线”。这里，遍布地雷！

2012年8月12日，官兵们奉命到“蓝线”执
行蓝筒栽设任务。赶到现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施工点山体最陡处约70度，建材存放处到作业点
约 2 公里，通道宽不足 2 米，两侧荆棘丛生，地
雷、未爆弹密布。此前，联黎司令部曾安排他国
维和部队前来施工，但都以各种理由推辞。

“再难，也一定要啃下这个‘硬骨头’！”建
筑连连长林振益带领官兵展开作业。机械施展不
开，他们就靠肩扛手抬，用锹镐开道。整整 1 个
月，像“蚂蚁搬家”，将 50 多吨建材物资运上山
顶，浇筑栽设了 6 个蓝筒，创下联黎部队单月栽
筒最多的纪录。

联黎部队战斗工程处专门致信中国维和部队
指挥长黄艾俞，“你们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十
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速度’！”联黎部队原司令皮
雷格里尼将军被中国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精神感动，离任时专门前来告别，“中国
军人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向你们致敬！”

“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中国人民解放军 1990 年向联合国中东维和任务区派遣 5

名军事观察员，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992年向联合国柬

埔寨维和任务区派出 400人的工程兵大队，首次派遣成建制部

队。迄今为止，人民解放军共参加 23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

派出维和军事人员2.2万人次。中国参加维和行动的所有官兵

均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有 3 名军官和 6 名士兵在执行维和

任务中牺牲，被授予联合国哈马舍尔德勋章。目前，中国是联

合国安理会 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

是联合国 115个维和出兵国中派出工兵、运输和医疗等保障分

队最多的国家，是缴纳维和摊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排除一枚锈

迹 斑 斑 的 未 爆

弹。

凌 涛摄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海外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

组成部分，海外能源资源、海上战略通道，以及海外公民、法人的安全问题日益凸

显。开展海上护航、撤离海外公民、应急救援等海外行动，成为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

利益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方式。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并经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于

2008 年 12 月 26 日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截至

2012 年 12 月，共派出 13 批 34 艘次舰艇、28 架次直升机、910 名特战队员，完成 532

批 4984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

吉林省白山市公安边防支队的军医们和当地卫生

防疫部门联合在长白山林区和鸭绿江边建立55个候鸟

流动监测站。图为军医申耀山日前在鸭绿江边一处野

鸭蛋窝前向当地群众讲解如何保护候鸟，预防H7N9禽

流感知识，教育群众不要捡拾江边的野鸭蛋。

赵建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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