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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逐日，踏浪蹈海。泰国湾附近，

战地记者李鹏穿梭在舰艇、地面和直升

机之间，将手中镜头对准中泰“蓝色突

击-2023”海军联合训练场上的官兵。

征战高原，横穿戈壁。天山南北，

战地记者李蕾踏访多个人迹罕至的边

防连队，透过阿拉马力、塔合曼等一个

个地名，将新时代戍边军人的家国情

怀诉诸笔端。

昼夜兼程，直抵震中。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战地记者杨明月第一

时间赶赴灾区一线，记录下人民子弟

兵坚决听从统帅号令、全力抗震救灾

的一幕幕感人瞬间。

……

这是一群永远在路上的人：他们

用“始终在战位”的姿态和“永远在路

上”的状态，上高原、穿戈壁、越大漠、

过 雪 山 ，走 向 万 里 边 关 、走 近 金 戈 铁

马、走在营盘沙场。

这是一群加速奔跑的人：他们不

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追寻强

军兴军的脚步越来越急，奔向战场的

步伐越来越快，深入全军部队，踏遍数

万公里边海防线。

3 年 前 ，迎 着 改 革 强 军 的 时 代 浪

潮，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正式成立战

地记者队，下沉备战打仗一线。从此，

一支强军思想宣传队、重大任务战斗

队、舆论斗争专业队、作风形象代表队

登台亮相。

战地记者——一个光荣的称号，

一支全新的力量。3 年来，从冰川雪原

到戈壁沙漠，从深山密林到远海大洋，

这支年轻的队伍努力践行习主席视察

解放军报社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抢

险救灾到应急处突，从维和护航到联

演 联 训 ，深 度 嵌 入 部 队 、加 速 奔 向 战

场、融入联合作战体系，见证着强军兴

军的崭新征程，吹响了向战而行的冲

锋号角。

（一）

子夜，23 时 59 分。

接到“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突

发 6.2 级地震”的消息，驻新疆战地记

者李蕾从床上一跃而起，整理行装，第

一时间奔赴震中。

比他更快进入震中的，是战地记者

李子怡。地震发生后，她 15分钟内嵌入

战区联指，随空军运-20直抵震中……

看到他们的身影第一时间出现在

抗震现场，任务官兵由衷感叹：你们的

速度真快！

“积石山速度”，折射出战地记者

队的打仗状态。从下沉之初，随时准

备上战场的紧迫感就萦绕在每名战地

记者心头。

时隔近 3 年，杨明月仍然难忘成为

战地记者后的第一次出差——四月的

西藏，寒风呼啸，飞雪漫天。她和队友

下沉西部战区，刚放下行囊，就从天府

之国飞到海拔 4334 米的邦达机场，然

后一路翻山越岭、爬冰卧雪，连续采访

21 天，行程近万公里，完成西藏和平解

放 70 周年采访任务。

回到队里，杨明月才发现，此时，距

离她到战地记者队报到已满一个月。

“刚刚‘满月’就已奔波万里。”她的

一句话，道出所有战地记者心声——

“军队是要打仗的，战地记者是要战斗

的，必须要有战的速度！”

“一报到就投入采访，一起步就加

速前行。”翻阅各战地记者队工作安排

可以看到，刚刚下沉一周，所有战地记

者就已分赴基层部队采访——

下沉东部战区不到 7 天，队员们集

体赶赴战区空军部队采访；到南部战

区报到第 5 天，队员们立即嵌入陆航旅

等多支部队采访拍摄；一到西部战区，

队员们就跟随汽车兵沿川藏线、青藏

线一路西行；到北部战区刚安顿好，队

员们就远赴三角山边防连，与官兵同

吃同住，感悟忠诚奉献精神；进驻中部

战区不到 4 天，所有队员便深入部队驻

训场，围绕“新时代官兵关系”展开采

访调研……

“使命责任要求我们，一起步就必

须拿出冲锋姿态、打仗状态。”几位队

长对此认识更深：战争年代，战地记者

打起背包就出发，哪里有炮火就冲向

哪里。今天，我们更须“战”字在前，向

战冲锋。

心里时时想着打仗，就会有枕戈

待旦的状态。河南特大暴雨，战地记

者连夜携装出发，次日清晨挤上最早

一班高铁，成为最早赶赴受灾现场的

中央媒体记者。华北东北抗洪，接到

命令不到 5 分钟，多支战地记者队就

已 整 装 完 毕 ，向 多 个 抗 洪 战 场 进 发 ；

云南镇雄发生山体滑坡 ，3 名战地记

者 一 路 乘 飞 机 、坐 汽 车 ，当 天 赶 到 救

援现场……

脑里时刻装着敌情，就能有闻令

而 动 的 作 风 。 前 出 某 海 岛 执 行 任

务 ，上 午 接 到 命 令 ，战 地 记 者 下 午 就

已 登 上 军 舰 奔 赴 远 海 大 洋 ；远 赴 国

外 执 行 救 灾 物 资 运 送 任 务 ，接 到 命

令 不 到 两 个 小 时 ，战 地 记 者 就 随“ 鲲

鹏”出征……

胸 怀 打 仗 ，向 战 而 行 。 那 年 ，刘

丹、刘敏等 6 名战地记者辗转 9 个城市

10 多 支 部 队 ，实 地 踏 访 空 军“起 飞 之

地”旧址，挖掘党史军史故事，探寻人

民空军胜战密码，精心打造系列融媒

体产品。

这些年轻队员在部队一蹲就是两

个多月。他们深入多个基层中队，连

续采访百余名官兵，每一处细节都反

复核实。掌握一手材料后，又专门奔

波两个城市近千公里，辗转寻找战斗

英雄及他们的后代了解情况，最终拿

出准确权威的新闻作品。

（下转第三版）

下 图 ：战 地 记 者 列 队 行 进（资

料照片）。 黄振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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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空军工程大学援建的

“八一爱民学校”揭牌仪式在青海省海东

市循化县建设塘小学举行。这是一所由

空军院校对口援建的少数民族地区“八

一爱民学校”。早在十几年前，空军工程

大学“金色哈达”爱心助学团队就与这所

学校结缘。

“金色哈达”爱心助学团队的发起人，

是全国人大代表、空军工程大学教员古清

月。2007 年，在青海参加一次集训活动

期间，古清月了解到当地群众的实际困

难，萌生了捐资助学念头。从以个人名义

向藏族儿童捐款，到发起组建“金色哈达”

爱心助学团队，十几年来古清月带动千余

名官兵相继参与到爱心助学活动中。

常年的助学经历让古清月格外关注

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成长成才。“如今藏族

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助学活动的重点

也向开展国防教育转变。”古清月说。近

年来，“金色哈达”爱心助学团队常态化

开展“线上+线下”助学支教活动，定期

组织学校专家教授赴少数民族地区开展

国防教育讲座。空军工程大学还与循化

县建立军地协同培育红色基因机制，探

索具有军队院校特色，与军地双拥、国防

教育融合发展的思政德育路径。结合学

校多年来在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国防

教育的经验，古清月邀请多位来自空军

的全国人大代表赴当地进行相关调研，

提交了依托军队院校资源优势开展国防

教育的议案。

“全民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

的基础。军队院校在国防教育中要发挥

师资优势，提升组织能力，通过设立军队

国防教育专家库等方式，推动国防教育

在少数民族地区走深走实，让学生们在

增长文化知识的同时增强国防观念，涵

养家国情怀。”古清月说。

健全军人子女教育优待体系、加强革

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军地联合开展空

军机场净空保护公益诉讼专项活动……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的履职实践，让古

清月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要胸怀国之大者，情系民之所

盼，不负重托、无愧使命。”古清月说。

为藏族儿童送去“金色哈达”
—访全国人大代表、空军工程大学教员古清月

■本报记者 李建文 通讯员 杨正中 孙璐雪

“ 按 照 新 大 纲 要 求 ，这 个 计 算 公

式 和 结 果 更 科 学 ……”夜 间 飞 行 训

练 开 始 前 ，南 部 战 区 空 军 航 空 兵 某

旅 战 术 研 究 室 内 ，一 场 关 于 如 何 提

升 某 型 武 器 攻 击 效 果 的 研 讨 会 正 激

烈进行。

初春时节，记者走进该旅，目睹了

一场跨昼夜飞行训练。上午，飞行训

练结束后，业务部门立即汇总分析训

练数据。针对飞行验证发现的问题，

旅 领 导 决 定 赶 在 夜 训 前 进 行 集 体 研

讨，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精研细训，让每一个架次都飞出

新高度。”该旅领导告诉记者，“通过训

练实践，持续完善和滚动更新战法训

法，才能加快目标能力生成。”

训 练 一 次 ，能 力 就 要 提 高 一 步 。

“每一次训练结束后，通过复盘总结、

飞行员自评互评、飞行指挥员点评等，

飞行员能够更清楚自身存在的问题与

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该

旅领导说。

为锻造过硬的“空中利剑”，近年

来，该旅聚焦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短板

弱项，紧盯武器装备发展新动态，有针

对性地研究战法训法，把“手中活”练

精、把“必杀技”练强。

夜幕降临，随着信号弹升空，一架

架战机呼啸起飞，消失在夜空中。

指挥平台上指示灯闪烁，飞行指

挥员有序发出指令。记者从指挥平台

上看到，完成攻击任务的战机编队，快

速从攻击航路上脱离，加入返航队伍。

晚 8 时许，轰鸣声中，战机次第着

陆。安全落地后，飞行员步履匆匆，奔

向战术研究室判读飞行参数。这次大

家目标一致，都迫切想验证一下此前

共同研讨的战术飞行数据的实际运用

效果。

“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奋

力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我们的任务

艰巨而繁重，必须以务实作风高标准

抓好军事训练，不断推动战斗力迈上

新台阶。”结束飞行训练，走下塔台的

飞行指挥员对记者说。

夜已深，飞行骨干还在利用飞行

训练视频，逐架次进行技术分析，为下

一阶段开展针对性训练做准备。

空军航空兵某旅—

“空中雄鹰”昼夜奋飞练新招
■本报记者 陈晓杰 通讯员 曲 笛 姜广振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驾驶训练。 许乃涛摄

东海之滨，春寒料峭。近日，记者

来到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迎

接执行战备任务归来的第五代“海上

猛虎艇”——海军红河舰。

一次海战中，一艘舷号 588 的小型

炮艇，创下人民海军史上“小艇击沉大

舰”的辉煌战绩。1966 年，该艇被国防

部授予“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前不

久，海军党委正式批复：新入列海军红

河舰继承“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驰

骋大洋守卫祖国领海。

登上红河舰，记者在舰艇通道的

一 块 展 板 前 看 到 ，一 群 官 兵 正 围 在

一 名 老 兵 身 旁 ，听 他 讲 述 红 色 故

事 。 这 名 老 兵 叫 路 宝 岭 ，是 一 级 军

士 长 。“老 一 辈‘ 猛 虎 人 ’以 小 艇 打 大

舰 的 无 畏 精 神 创 下 辉 煌 战 功 ，这 激

励 我 们 要 更 好 继 承 和 发 扬‘ 海 上 猛

虎 精 神 ’，履 行 好 职 责 使 命 。”路 宝 岭

动情地说。

探访红河舰记者感到，新一代“海

上猛虎艇”官兵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

紧 迫 感 ：“传 承 战 斗 精 神 ，把‘ 金 字 招

牌’擦得更亮！”

“战斗警报！”记者刚进驾驶室，战

斗警铃突然响起。顿时，引擎轰鸣、雷

达速转、人员飞奔……“海上猛虎艇”

官 兵 迅 速 奔 赴 各 自 战 位 。 对 他 们 而

言，全时待战、听令出击是一种常态。

“ 目 标 稳 定 跟 踪 ！”在 导 弹 发 射

战 位 ，一 名 年 轻 女 兵 口 令 清 晰 响 亮 、

操 作 行 云 流 水 。“ 这 是 导 弹 指 挥 仪 兵

潘 圆 元 ，前 不 久 她 凭 借 优 异 的 比 武

成 绩 登 上‘ 猛 虎 榜 ’。”该 舰 领 导 介 绍

说 。 为 弘 扬 优 良 传 统 ，他 们 专 门 设

立 光 荣 榜 。 记 者 注 意 到 ，舰 艇 通 道

内 的 光 荣 榜 上 ，有 不 少 像 潘 圆 元 一

样的年轻面孔。

“训练即战斗、出航即出征，我们

时刻准备着！”作战指挥室内，指挥员

告诉记者，部队提前 3 个月完成全训科

目、首次试射导弹成功命中……这些

数据和成绩让我们感受到“海上猛虎”

新传人奋斗强军的风采。

“我就是猛虎，王者当精武，海上

拼 刺 刀 ，劈 开 波 峰 浪 谷 ……”采 访 即

将 结 束 ，舰 上 播 放 起《海 上 猛 虎 之

歌》。 该 支 队 官 兵 正 以 只 争 朝 夕 、时

不 我 待 的 劲 头 ，牢 记 使 命 重 托 、锐 意

开拓进取，奋力谱写“海上猛虎”新的

辉煌。

海军某护卫舰支队—

“海上猛虎”辉煌战史励斗志
■刘礼鹏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记者 徐 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