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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北国寒风呼啸，南海某岛礁

却依旧郁郁葱葱。伴着潮湿的海风，顶

着火辣的太阳，记者登上南海之滨某小

岛，探访驻守在这里的海军航空兵某场

站气象台。

“湿度有些大。”气象百叶箱旁，记

录完最新一次数据，气象观测员陈韬告

诉记者，无论晴天还是雨天，每小时测

一次数据是他的工作常态。就在记者

登岛前，岛上刚下过一场大雨，湿度数

据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与天地对话，与风云共舞，气象兵

就这样在俯仰之间观风测雨。陈韬说：

“ 海 岛 的 天 气 就 像 小 孩 的 脸 ，说 变 就

变——也许这就是气象的迷人之处。”

海浪声声，战机轰鸣。在气象变化

无常的南海，为天气“号脉”、为战机护

航，气象兵们并不觉得自己的舞台小。

“心向大海，梦想花开，多浪漫！”班

长于占斌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

看到海岛时的喜悦。

几年前，作为一名定向直招军士，于

占斌主动申请上岛。“我姥爷年轻时打过

仗，父亲曾在部队工作多年。作为军人

的后代，我一定要去海岛，去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说起上岛的初心，于占斌自

豪地给记者讲起自己当年的想法。

“那会儿，赶上海况和天气不好，设

备就容易出现故障……”于占斌告诉记

者，身处海岛，很多问题都要靠自己解

决。上岛之后，他最强烈的感觉就是

“本领恐慌”，为了掌握操作技能，于占

斌逼着自己加班加点学习。

驻守岛礁，眼中是变幻莫测的风

云，心中有向战为战的信念。为解决工

作训练中遇到的问题，于占斌积极搞起

了技术革新。2023 年，他利用休假时

间，寻找适合海岛气候环境的抗腐蚀材

料。回到岛上后，于占斌利用带回的材

料反复试验，成功研制出一款气象百叶

箱自动化照明设备并投入使用，解决了

气象百叶箱照明设备故障率高的难题。

“人生之路漫长，但军旅生涯有限，

总要干出些成绩来，给岛上留下点什

么。”看着远处蔚蓝的海面，于占斌动情

地说，这个远离陆地的小岛，生长着他

建功军营的梦想。

小岛离大陆很远，但官兵的心却离

祖国很近。“爱国爱岛，乐守天涯”这 8个

字，见证着一代代气象兵的坚守与奉献。

走进气象台小楼，值班室里的几块

大屏幕如同观察海况气象的窗口，不断

更新的气象数据和卫星云图，是官兵与

大自然之间的“加密通话”。

气象是个小专业，却是飞行任务中

至关重要的一环。飞行任务能不能实

施？哪个时段可以飞？解答这些疑问，

都需要各类气象数据支撑。

值班室内，电话铃声、键盘敲击声

此起彼伏。官兵神情专注，有的在键盘

上快速敲击，输入、比对、分析各类气象

数据；有的紧盯屏幕上的雷达回波，精

准捕捉云层变化的蛛丝马迹……

一次，值班干部李海超分析测雨雷

达数据时，突然发现有雷暴正向机场方

向移动。

“缩短时间间隔，准确提供观测实

时数据……”台长甘爱军迅速部署。经

综合分析研判，飞机起飞时有大雨，但

雷暴尚未到达机场上空。甘爱军立即

向飞行指挥员建议“按计划起飞”，同时

做好飞机去往备降机场的准备。

果然，飞机起飞后不久，机场上空

就出现雷暴。甘爱军带领官兵准确预

报天气可能出现的变化，并向飞行指挥

员提出合理化建议，既保证了飞行安

全，又确保了任务圆满完成。

每一架战机的平安飞行，都离不开

气象兵的守护。该站干部颜合流告诉

记者，在气象站，“能打仗、打胜仗”是每

名官兵的不懈追求。

“报告！某点位发现雷达回波与云

图不匹配……”一次训练，刚从军校毕

业不久的新干部李辉发现，有回波长时

间没按合理路径运动，且与驻地气象站

同步数据不匹配。经验不足的他一时

有些紧张。

“这种现象与雷达工作模式有关，

你顺着这个方向看……”一直默默比对

数据的气象保障工程师彭奕武放下手

里的工作，耐心地给李辉解释雷达技术

原理。在气象岗位工作 20 年，彭奕武

的工作热情始终如一。

青春在哪里扎根，梦想就在哪里绽

放。在李辉身上，彭奕武仿佛看到了当

年的自己，眼里满是欣赏与期待：“年轻

干部能发现问题，说明他在观察、在学

习、在进步……”

20 年前，彭奕武军校毕业响应组

织号召，义无反顾来到海岛。“那时，岛

上住宿条件简陋，10 个人一个房间，只

有两台吊扇……”彭奕武告诉记者。

“坚守海岛，守的是一种传统、一

种精神。”彭奕武说，如今，气象台搬进

了新营区，装上了空调，以往的艰苦随

着硬件设施的改善一去不复返，但一

代代官兵爱国爱岛、扎根奉献的信念

从未改变。

“南海离家很远很远，水兵与党很

亲很亲……”傍晚时分，广播里传来熟

悉的旋律，营区中央的五星红旗随风飘

扬，远处绚丽的晚霞映照在波光粼粼的

海面。官兵嘹亮的口号声穿透椰林，传

出很远很远。

结束一天的保障任务，体能训练时

间到了。这支最大年龄差超过 20 岁的

队伍，在几名老兵的带领下，迎着温热

的海风加速奔跑……

观风测雨，护航战鹰，气象兵的胸

膛里始终燃烧着一种信念——海防有

我，请祖国放心！

左上图：官兵操作便携式气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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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海军航空兵某场站气象台，感悟官兵家国情怀—

观 风 测 雨 护 航 战 鹰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通讯员 傅金泉

本报讯 吕昆鸿、记者孙兴维报道：

日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赛图拉镇支行工

作人员走进驻守雪域高原的某部营区，现

场为官兵办理借记卡激活等业务，受到官

兵欢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财务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自 2021 年 4 月中国工商银

行在该区域开设首家固定银行网点以来，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相继

在高原部队驻地开设银行分支机构，为军

地单位和个人提供账户开设、资金划拨、

现金提取等服务，让边防官兵身处雪域高

原也能享受无差异银行服务。

为给驻高原部队官兵提供及时快捷、

精准周到的银行服务，近年来，中央军委

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先后协调 3 家金融

机构，探索创新保障方式，让“流动银行”

直达雪山哨卡。在驻训单位多、官兵需求

集中的驻地，采取固定网点正常营业，自

助银行和自助设备全天候保障，移动银行

车按需及时补充的方式实施保障。在驻

训单位少、官兵需求零散的驻地，采取网

点固定时段和预约服务相结合，移动银行

车灵活机动伴随保障，自助银行、自助设

备和高原驻地军人服务专线全时段服务

的方式实施保障，满足官兵存取款、还款、

转账等日常服务需求。

高原某驻训地没有网络信号，最近的

银行网点也在几百公里外，官兵办理业务

十分不便。中国工商银行在高原探索创

新无网络个人业务手工办理模式：在无网

络环境下，官兵办理取款、汇款业务时，只

需向前出服务的保障人员出示身份证和

银行卡，填写申请并由经办人员和复核人

员核实后，为官兵给付现金或办理转账汇

款。待前出人员回到保障点后，再进行后

续记账处理。

针对部队应急任务保障需求，中国农

业银行积极探索适应集中收付特点、符合

高原驻地实际的应急资金保障服务新模式，先后在边疆一线设立为军服务支行，配

齐配强重点区域移动银行机动服务力量，优化应急资金保障业务流程，构建形成“网

点+移动银行车+单位结算卡+线上平台”四位一体的应急资金保障体系，形成了快

速反应、高效处置的综合保障能力。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的银行服务保障模式，整合运用固定网

点、临时网点、自助银行和移动银行车等力量资源，简化业务办理流程，完善利军惠

兵举措，努力打通为军服务“最后一公里”，为驻高原部队官兵持续提供便捷高效的

银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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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 31511 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61267 部队 41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2815 部队 88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247 部队 61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662 部队 66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756 部队 51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31015 部队三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某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891 部队一室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

光 荣 榜
全军备战标兵单位（10个）

中央军委审计署 王海英

东部战区联合参谋部 钟 磊

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 洪志平

西部战区联合参谋部 黄宏愿

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 程东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021 部队 陶 奇

中国人民解放军 69221 部队 32 分队 郭强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 77629 部队 50 分队 许 凯

海军参谋部 顾大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 92330 部队 96 分队 王晓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 91526 部队 韦 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636 部队 王 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456 部队 51 分队 步佳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726 部队 40 分队 徐红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833 部队 52 分队 万亚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12 部队 贾 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032 部队 岳智宏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057 部队 丁 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 31121 部队 李耀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谋部 徐荣灵

全军备战标兵个人（20名）

本报讯 韩帅、杨茂生报道：“发现

‘伤员’，迅速前出救援！”寒冬时节，密林

深处，陆军某旅野外训练场上，一场实战

化卫勤保障训练拉开战幕。

硝烟弥漫中，侦察组放飞无人机侦察

“敌情”，指挥员根据情报信息研判战场态

势、确定行进路线。穿越“染毒”地带、遭

“敌”强电磁干扰……救护组官兵突破重重

阻碍，抵达目标地域，火速展开救援。

“只有以实战需求为牵引，构设逼真

战场环境，才能真正摸清战场卫勤保障

需 求 ，确 保 随 时 拉 得 出 、上 得 去 、救 得

下。”该旅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紧盯战

场需求制订卫勤保障训练计划，着重围

绕战场搜救、开放性伤口处置等重难点

课目，以训考结合的方式倒逼官兵找准

能力短板，展开专攻精练，提升战场卫勤

保障能力。

此次训练，该旅通过在复杂战场环境

下临机设置多种特情，推动官兵将作战救

护一体训、体能技能融合练，有效检验提

升实战背景下卫勤分队保障水平。

“‘伤员’中弹，大面积出血……”训

练现场，判明“伤情”后，救护组官兵立即

为“伤员”包扎止血，随后将其转运至装

甲救护车上。

“‘伤员’右大腿骨折，相关救护器材

受损。”后送途中，导调组临机给出新特

情。与此同时，警戒组成员李占国发现

有小股“敌”快速逼近。救护组官兵立即

利用简易工具对“伤员”骨折部位进行固

定，并借助烟幕掩护有序撤退。

训练结束，官兵就地展开复盘研讨。

该旅领导告诉笔者，下一步，他们将根据

训练中暴露的短板弱项，针对性制订改进

措施，不断提升战场救护能力。

陆军某旅组织实战化卫勤保障训练

作战救护一体训 体能技能融合练

2月 7日，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

飞行训练。

左图：登机检查。

下图：加力升空。

陈 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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