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时节，东海某海域云飞浪卷、

硝烟弥漫。水下一艘狡猾的潜艇隐蔽

潜 行 ，水 面 上 一 张“ 猎 鲨 ”密 网 正 悄 然

织起。

郑州舰上，声呐技师、三级军士长

崔 涛 头 戴 耳 麦 ，目 不 转 睛 盯 着 显 控 台

上 的 回 波 图 形 ，监 听 着 水 下 的 一 举 一

动。各种频段的声波不断涌进崔涛的

耳朵，他不时皱起眉头，轻滚鼠标截取

可疑信号。

“ 报 告 ，发 现 水 下 目 标 ！”凭 借 过

硬 的 本 领 ，崔 涛 率 先 抓 到 目 标 。 随

即 ，郑 州 舰 作 战 指 挥 室 态 势 大 屏 上 ，

出 现 了 声 呐 战 位 推 送 的 水 下 目 标

信 息 。

声呐兵担负着水下探测、反潜等任

务，是舰艇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也被

称为“水下听风者”。

近日，记者走近郑州舰声呐班，聆

听 一 群 声 呐 兵“ 水 下 听 风 ”的 青 春

故事。

“那一刻，我真正感

受到了声呐战位的意义，

再久的等待都值得”

声呐兵的世界有多大？

在舰上，声呐兵的战位其实很小，小

到只能挤下两人。自从当上声呐兵，他

们的军旅生涯便与这个小小的战位密不

可分。

战 位 虽 小 ，但 他 们 的 世 界 很

“ 大 ”。 战 舰 所 到 之 处 ，水 下 声 音 尽 收

耳中。

“ 水 下 的 世 界 仿 佛 有 一 支 管 弦 乐

队 在 演 奏 。 我 们 声 呐 兵 要 根 据 不 同

声 调 和 音 色 分 析 出‘ 乐 器 ’名 称 。”崔

涛 对 记 者 说 ，水 下 是 一 个 有 着 美 妙 旋

律的世界。

有 多 美 妙 ？ 带 着 期 待 ，记 者 坐 上

台 位 。 听 了 几 分 钟 ，记 者 就 忍 不 住 摘

下 了 耳 麦 。 嘈 杂 刺 耳 的 声 波 冲 击 着

耳 膜 ，一 个 黑 洞 般 的 世 界 在 脑 海 中

浮现。

“刚开始我也听不下去，差点就不

想干了！”中士付鹏成回忆，第一次听音

训练，在枯燥、繁杂的噪声环境中，他压

根找不到班长说的声音特征，内心几近

崩溃。

直到一次海上训练，正在值更的付

鹏成同时听出了海豚的鸣叫声、船只螺

旋 桨 的 颤 动 声 和 海 底 管 道 的 涌 动 声 。

这些声音时而轻柔如丝，时而激越如瀑

布，它们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礼物，

让人沉醉于这神秘的深蓝之中。通过

不断地比对和识别，他慢慢找到了探索

声音的乐趣。

“水下世界的声音很丰富，但大多数

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很明

确，就是‘潜艇’。”作为反潜部门的重要

战位，声呐兵肩负着第一时间侦察预警

“敌情”的任务。每一次任务，都是一次

对能力的考验。

崔 涛 讲 起 自 己 的 一 段 经 历—— 在

一 次 中 外 海 上 联 演 任 务 中 ，我 方 舰 艇

与 外 舰 同 台 比 拼 ，看 谁 能 率 先 发 现 水

下潜艇。

“敌人”在哪里、何时会出现，这些要

素全然不知。耳机里的“万马奔腾”并未

扰乱崔涛的思绪，他在成百上千组噪声

信号中判别目标特征，不知不觉间，他的

额头渗出一层汗珠。

突 然 ，一 段 微 弱 的 声 音 一 闪 而

过 ，又 消 失 无 踪 。“ 那 规 律 的 、干 净 的

声 音 ，太 不 寻 常 了 ！”崔 涛 瞬 间 绷 紧 神

经 —— 这 很 可 能 是 一 艘 潜 艇 正 在 附

近潜行。

捕捉到蛛丝马迹，崔涛定下心神沉

稳操作，经过细致分析和判别，成功把目

标揪了出来。

这 次 成 功 捕 获 目 标 ，获 得 有 关 方

面 高 度 评 价 ，“ 幕 后 功 臣 ”崔 涛 荣 立 三

等功。

“这次考验，坚定了我在声呐专业继

续深耕的决心，也让我感到，作为新时代

水兵，履职尽责做贡献的时候是最光荣

的。”崔涛话语质朴。

如今，崔涛已经连续 6 年被评为支

队声呐专业“首席军士”，是郑州舰官兵

心目中首屈一指的技术大拿。在他倾心

培养下，一批优秀声呐兵走上战位、走向

深蓝。

听风解语，在声呐兵的世界里没有

浪漫的色彩，那是使命之锚牢牢维系的

沉潜与关注。

1999 年出生的翁家欣是一名大学

生 士 兵 ，通 过 听 音 测 试 选 拔 后 来 到 声

呐班。

“最难忘的是第一次捕捉到潜艇声

音的那个时刻。”翁家欣说，前期长时间

的反潜训练，让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但

当亲耳听到潜艇的声音、看到潜艇的波

段，他瞬间一个激灵，全身汗毛竖起，那

来自海底神秘而低沉的声音，深深刻在

了他的脑海里。“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

了 声 呐 战 位 的 意 义 ，再 久 的 等 待 都 值

得。”翁家欣说。

“出海就是大考，稍

有不慎便会出局，代价是

我们承受不起的”

一名优秀声呐兵的养成，需要多久？

放在过去，答案可能是 5～6 年。但

如今，“时不我待，练兵备战任务越来越

繁重，倒逼我们成长提速。”声呐班班长

朱海舟对记者说，班里一共 6 人，有一半

以上在近两年的支队水声专业比武中拿

到名次，其中包括刚入伍 3 年的翁家欣

和付鹏成。

“这得益于班里定期开展的听音判

型小比武，让我们基本功更扎实了。”翁

家欣体会很深。

听 音 判 型 是 声 呐 兵 的 基 本 功 ，也

是声呐兵最难掌握的一项本领。由于

水 下 目 标 的 大 小 、形 状 、质 地 不 同 ，对

声 波 的 吸 收 系 数 和 反 射 系 数 也 不 相

同 ，声 呐 兵 需 要 大 量 的 听 力 训 练 和 学

习 记 忆 ，才 能 在 遇 到 特 情 时 快 速 作 出

判断。

2021 年，支队下发了一份听音资料

库，帮助水声专业官兵进行听音判型训

练。但很快，朱海舟发现，大家学习的积

极性不高，动力不足。

“出海就是大考，稍有不慎便会出

局，代价是我们承受不起的，必须打牢基

础，才能提升整体战斗力。”于是，依托听

音库，朱海舟开始定期组织全员开展听

音判型小比武。规则很简单，现场随机

播放录音，班员依次回答，挺到最后的为

胜利者。

规则简单，通关不易。朱海舟记得，

第一次小比武，所有人都没能挺过 3 轮，

很多人羞愧地低下了头。慢慢地，他发

现，班里学习氛围开始浓厚起来，有的

同志开始主动加班做笔记，还有的同志

吃饭时都在讨论专业问题……如今，不

少 人 可 以“ 一 站 到 底 ”，听 音 成 绩 节 节

攀升。

由于声呐战位的重要性，郑州舰各

级领导都很重视对声呐兵的培养。

跟随郑州舰出海训练，记者发现，声

呐战位和各战位之间的通联非常频繁。

只要在值更状态，收到声呐战位值更人

员的目标比对请求，各战位值更人员有

问必答，毫不迟疑。

舰 领 导 表 示 ，声 呐 战 位 快 速 准 确

上报目标信息是影响指挥决策质效的

重要环节。在训练中，他们发现，声呐

班新同志在上报、比对、确认目标信息

环 节 曾 存 在 使 用 专 业 术 语 不 精 准 、上

报不流利、口播信息出错的现象，亟须

改进。

于是，他们要求声呐兵在值更时，对

所有能探测到的水下目标进行记录，并

积极主动上报目标的方位、转速、航速等

信息，随时跟各相关部门进行目标比对，

一方面验证和锤炼判情能力，一方面锻

炼各部门密切协同。

这一举措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

大家上报目标信息越来越自信娴熟，失

误率明显降低，这对声呐班的能力生成

和保持起到很大作用。

练就“水下听风”硬功，学懂弄通声

呐装备的使用和操作尤为重要。作为支

队声呐专业尖子，崔涛主动帮带新人。

除不定期组织声呐班全员理论授课，他

还利用每周固定的装备检修保养时机，

为 班 员 们 进 行 实 装 操 作 讲 解 和 答 疑

解惑。

下士王海源，在班上成绩经常吊车

尾。但在最近的一次出海训练中，面对

真假两个目标，他根据运动轨迹率先作

出准确判断，让人惊喜不已。

“这离不开崔班长的帮助。从装备

结构到操作要点，从常见故障症状到排

除故障方法，崔班长跟我们讲得很细，我

也很受启发。他是我学习的榜样。”王海

源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郑州舰还通

过积极探索协同训练、装备互学、结对帮

带等方式，推动声呐班人才培养进入“快

车道”。

声呐班亦不负众望。他们紧密协

作，出色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在比武竞赛

中名列前茅，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 前 进 ，前 进 ，亲 爱

的战友们，时刻准备上

战场”

一个声呐班，能走多远？

自郑州舰入列以来，声呐班跟随郑

州舰先后参加了国内外多项演习演练任

务，足迹遍布各大洋。

航迹很远，但思维的“航迹”可以更

远。崔涛带领声呐班，着眼舰艇编队搜

攻潜、声呐装备效能发挥等专业课题进

行研究攻关，并逐步取得突破。

声 呐 班 的“ 高 光 时 刻 ”，崔 涛 记 忆

犹新。

初冬的大海，白浪翻腾，雾气弥漫。

郑州舰顶着寒潮一路劈波斩浪，参加海

军组织的对抗性考核，围绕 10 余项高难

科目进行专攻精练。

战舰锁海，声波激荡，对潜搜索攻击

科目考核开始。经过数小时的搜索查

证，搜潜编队依然毫无收获，这让参训的

各舰声呐兵们一筹莫展。原来，模拟目

标神不知鬼不觉地拉远了与编队的距

离，同时关闭了一切不必要设备，以最大

程度提升训练难度。

“常规方式无法发现目标，必须转换

思路、转变方法……”郑州舰上，一场“头

脑风暴”会正在激烈进行，经报舰指挥员

同意，声呐职手们最终决定启用某型老

装备。崔涛坦言，老装备设计定型较早，

伴随着现如今潜艇加速更新换代，老装

备的效能短板愈发明显，许多兄弟单位

都减少了使用频率。

“熟练操纵装备的人，是战争胜负

的 决 定 性 因 素 。”刚 入 伍 时 ，班 长 的 这

句 话 一 直 刻 在 崔 涛 脑 海 里 ，他 也 常 常

这样告诉班里的年轻战友。秉持着这

一 理 念 ，全 班 从 未 放 弃 对 老 装 备 的 研

究使用，他们积极联系厂家院所，通过

深研作用原理、装备构造，在实践中反

复 优 化 操 作 流 程 与 技 巧 ，探 索 出 了 不

少新战法。

“ 发 现 水 下 可 疑 目 标 ！”通 过 分 析

复 盘 ，海 上 指 挥 所 判 定 郑 州 舰 首 先 发

现 目 标 。 随 后 的 侦 搜 中 ，崔 涛 带 领 全

体 班 员 ，根 据 水 文 条 件 变 化 不 断 调 整

设 备 参 数 ，灵 活 运 用 战 法 一 次 次 探 明

目 标 踪 迹 ，以 100％ 正 确 率 通 过 搜 潜

考 核 。 参 与 考 核 的 专 家 竖 起 大 拇 指 ：

“ 没 想 到 你 们 将 老 装 备 用 出 了 新 境

界！”

那次任务以后，兄弟单位的声呐职

手常常慕名而来学习取经，朱海舟毫无

保留地与同行们共享研究成果，崔涛也

多次受邀赴兄弟部队和厂家院所分享经

验、讲授心得。一时间，郑州舰声呐班成

了“明星班”。

“水面舰艇反潜是世界各国海军公

认的难题，还有一个又一个难关等着我

们去闯。”面对荣誉和肯定，声呐班这群

年轻人都很坦然，他们深知手中执掌的

装备，是舰艇水下的“耳目”，对于舰艇的

作战和生存能力至关重要，因此从不敢

懈怠，而是不断挖掘装备潜能、创新战法

训法。

夜幕降临，战斗警报再次响起。声

呐班官兵迅速奔向战位，他们目光如炬，

胸有成竹。一如郑州舰舰歌中唱的那

样：“前进，前进，亲爱的战友们，时刻准

备上战场……”

走近东部战区海军郑州舰声呐班—

“水下听风”的心灵解语
■本报记者 李 倩 范恩达 通讯员 沈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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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舰船的耳目，他们是郑州舰

的声呐兵。他们聆听着深海，他们远航

在大洋。

“对于舰船来说，最大威胁在水下。

而水下的防御关键在声呐，反潜是重点

也是难点。”声呐班班长朱海舟经常向班

员们提醒战位的重要性。

大海是声呐班的战场。声呐技师崔

涛已经在这个专业深耕了 11 个春秋，那

些旁人看来早已把耳朵磨出茧子的声

音，在他耳中却暗藏“杀机”。对于刚刚

来到声呐班的新人来说，海底的每一组

信号仿佛都在向他们呼唤，引领着他们

探寻神秘的大洋。

浩瀚的海洋中，他们与时间赛跑，

与声音作战，他们时刻保持高度警觉，

用 敏 锐 的 听 觉 探 测 着 海 底 的 异 常 ，他

们 从 那 些 纷 繁 复 杂 的 噪 声 中 ，探 寻 一

道道波形、一条条信息、一个个转瞬即

逝的战机。

每 一 次 反 潜 ，他 们 像 一 群 无 声 的

猎 人 ，潜 伏 在 深 海 中 ，等 待 着 猎 物 的

出现……

聆听，需要心如止水的沉潜，需要心

无旁骛的关注。时光流转，声呐班的年

轻人从青涩变得成熟，从稚嫩变得坚定。

聆 听 ，需 要 沉 潜 和 关 注
■本报记者 范恩达

又是一次航渡，耳机里传来我熟悉

的鱼群、暗涌和礁石的“声音”，我幻想

自己像鱼儿一样在水底悠然畅游，这是

专属于声呐兵的快乐。

但刚当声呐兵时，这些嘈杂的声音

曾是我的梦魇。

一开始，被选为声呐兵时，我自认为

这个专业很简单：不需要舞枪弄炮，也不

用修理复杂的管路系统，有耳朵就行！

但真正走上台位，戴上耳机，我瞬

间懵了——几十种声音同时传来，我的

脑子嗡嗡作响。

掌握声呐装备操作、辨别各种声音

来 源 ，是 一 名 合 格 声 呐 兵 的“ 看 家 本

领”。但学了半年，我依然不得要领。

“我是不是不适合干这行？”这种焦

虑让我产生了“到点退伍”的念头。

一次海上训练，班长朱海舟把大家

带到海图室，指着操作台上摆放的巨大

海图说：“战舰目前抵达的这片大海，可

能遍布‘敌人’，随时威胁我们一船人的

生命。没了声呐兵，水下的安全谁来保

障？”

班长的提问振聋发聩，让我整个人

都愣住了。当天晚上，我辗转反侧。

第二天，我向班长吐露了自己在业

务技能上的担忧。班长说：“咱声呐班

这个大家庭，谁也不会落下。”这句话，

我至今印象深刻。我暗下决心，要成为

一名合格的声呐兵。

往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在台位上

一待就是一整天，班长也绞尽脑汁对

我进行专业帮带，技师经常询问我的

学 习 进 度 并 随 时 答 疑 解 惑 …… 渐 渐

地，我能听出各种频率的特征。再后

来，嘈杂的频率在我脑子里也有了旋

律感。

不久后的一次攻防训练，我坐上了

值更席。各种频段的声波纷扰袭来，我

努力稳住心神、冷静判断。忽然，我听

到一声非常微弱的噪声。

“报告，发现水下目标！”率先发现

目标，我激动地站了起来。

训练结束，上级专门提出表扬。看

到班长欣慰的眼神，看到战友们认可的

大拇指，我知道自己“蜕变”了。

谁说后进生不能前进？这几年，我

两次获得嘉奖，两次在支队声呐专业比

武中获得名次，自信心倍增。

明年，我又要面临走留抉择，但我

已不再迷茫。

（本报记者李 倩整理）

一名声呐兵的成长路
■中士 徐海琛

图①：郑州舰破浪前行。

图②：声呐兵进行技术研究。

图③：声呐兵进行听音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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