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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空军预警学院组织的“雪

莲绽放的沃土”主题活动中，一位特殊的

校友——79 岁的雷达老兵詹玉华重返

校园。

院史馆陈列柜中，学院历届毕业学

员的戍边申请书整齐摆放，申请书上那

一个个红彤彤的手印，令詹老的思绪飘

回 50 年前——

“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年，临近毕业

的詹玉华向上级递交申请书，主动要求

到艰苦地区的连队去。

上级批准了詹玉华的申请。随后，

他奔赴驻疆雷达某部，并在那里度过了

军旅生涯。

“ 当 时 ，同 批 战 友 来 自 大 江 南 北 ，

他们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故事，深深

感染了我。”詹老在一张泛黄的照片前

驻足。

照片中，正是青年时期的詹玉华在伏

案读书。詹老对身边的青年学员代表说，

在校学习期间他就坚定了决心：苦地方、险

地方，恰恰是雷达兵建功立业的好地方。

如 今 ，“ 到 边 疆 去 ，到 艰 苦 的 地 方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已经内化

为 学 院 一 代 代 学 员 的 共 同 价 值 追 求 ，

应届毕业学员实现“100%写戍边申请、

100% 服 从 分 配 、100% 按 时 到 部 队 报

到”。

空军预警学院，是空军雷达兵的“摇

篮”。在甘巴拉雷达站的云端战位，他们

守望空天；在天涯海角的惊涛骇浪中，他

们架起“电磁长城”；在极寒之地的北疆

冰雪中，他们织就“天网”拱卫苍穹。

此刻，老一代雷达兵鬓角的霜华与新

时代学子肩上的肩章，相映生辉。光影定

格的瞬间时空重叠，一代代雷达兵薪火相

传的意义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75 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春天，新中

国第一个雷达营奉命组建，我军雷达兵

登上历史舞台。1951 年起，多批雷达分

队陆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有力夺取战

场制空权，保障作战部队击落敌机 743

架、击伤敌机 1654 架。

没有刺刀见红，没有奔突厮杀，雷达

兵在无形战场上与敌对垒，在方寸屏幕

间博弈较量。

75 年的坚守，化作历史的回响。时

光变迁，透过屏幕看空天，空军雷达兵的

阵地在变、装备在变、能力在变，一双双

“千里眼”越来越明亮、深邃，一张张“天

网”越来越坚韧、绵密——

由线到面、布点建网，伴随着新体制

雷达相继列装，逐步向雷达组网预警、联

合空情预警模式转变，“空中地面结合、

固定机动结合、常规新质结合”的立体预

警网遍布天地。

组网协同，融入杀伤；灵活机动，即

时补网；借力数智，拓展新质……步入新

时代，雷达兵紧跟“空天一体、攻防兼备”

空军战略转型步伐，以“最先为祖国按响

警铃”的使命感紧迫感，开启了由防空预

警向战略预警的转型升级之路。

山河无声处，空疆有弦歌。伴着空

军的战略航迹，空军雷达兵正让“天网”

覆盖得更远更高。新时代新征程，空军

雷达兵将以始终如一的战斗状态，筑起

国家空天安全屏障。

“ 最 先 为 祖 国 按 响 警 铃 ”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记者 鲁泰来

一块昆仑石，见证生命禁
区里的“攀登”——

只要关乎战斗力，再
难的路也要开辟出来

春暖花开，西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

“昆仑山上好四站”荣誉室翻新工作也提

上日程。

“从山上背回来的这块昆仑石，这次

一定要摆进展柜”“任务分队在新雷达阵

地的合影也要上墙”……该站黄指导员

发动官兵集思广益，寻找相关图片资料

和实物，为新荣誉室增辉。

一块普通的昆仑石，为何在这群雷

达兵眼里如此“金贵”？这还要从那次任

务说起。

风渐起，油机轰鸣，一队军车正在喀

喇昆仑山间蜿蜒行驶。一路上，李站长

反复研究任务背景和上级要求，表情愈

加凝重。几天前，他刚刚受领任务，带领

雷达站一队精锐骨干出征高原。

此前，全旅各站点之间机动轮换已

成常态。然而，他这次带领任务分队从

驻地出发，到陌生地域遂行机动任务，面

对的挑战更多：阵地环境、战场通信情况

都很陌生。

“战争不可能总在熟悉的战场打响，

雷达兵也不能囿于‘一方水土’。”出征

前，该旅领导在军事训练会上明确指出，

要让雷达“活”起来，雷达兵就必须“动”

起来，哪里有威胁，哪里有需要，就要能

机动到哪里。

开展适应性训练、通过准入能力考

核、完成阵地勘探……尽管充分准备、提

前预想，许多情况还是令人始料未及。

喀喇昆仑，冻土如磐。抵达任务地

域后，李站长迅速带领官兵为雷达阵地

开展工事挖掘工作。大家抡起锹镐凿向

地面，冰碴混着火星四溅，号子声此起彼

伏。

从 大 漠 边 陲 到 高 原 雪 山 ，海 拔 陡

升。没过多久，便有战士因高原反应，蹲

在地上喘着粗气。李站长把大家召集在

一 起 ，捧 起 望 远 镜 ，指 向 对 面 的 山 腰 ：

“看，那就是我们‘昆仑山上好四站’的旧

址。”

陡峭的山壁上，被硬生生“抠”出一

块平坦的空地。60 多年前，雷达兵前辈

们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靠肩扛手抬，在

生命禁区开山裂石，筑起了守望西部空

天的“云端哨所”。1964 年 9 月，这个雷

达站被空军授予“昆仑山上好四站”荣誉

称号。

“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铺就了我们

‘昆仑山上好四站’的来时路。现在，咱

们有了新型装备，更要有信心和底气完

成任务！”李站长说。

装备调平，雷达起竖，官兵斗志满

满，顺利完成装备展开，投入战备任务。

不久，新的难题接踵而来。一次演

训任务中，搜索雷达车内，操纵员史孟玺

第一时间发现来袭“敌”机。

李站长果断下令“对目标进行跟踪

监视”。谁知，狡猾的对手高度骤降，并

进行机动变向。

此时，无论操纵员如何切换搜索模

式，荧屏内都不见目标踪影，无法为指挥

所提供空情信息……

失利之后，官兵们展开热烈讨论，大

家一致认为：目前雷达阵地虽海拔较高，

视野开阔，但受地形影响，依旧存在盲

区。

“盲区虽小，对战斗力来说却是致命

的。”李站长与雷达技师陈建经过勘探研

判后认为，如果进一步提升阵地海拔高

度，雷达探测效果将大幅增强。

然而，阵地向山顶推进，必须通过一

段“断肠路”。山路仅容一人通行，一侧

是绝壁，另一侧是悬崖，想要在此开凿出

供车辆行驶的路面，困难重重，风险极

大。怎么办？战勤研究会上，临时党支

部成员陷入两难。

“如果片面追求万无一失却脱离了

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标准，一切等于零。”

李站长一席话点燃了官兵的信心斗志。

帐篷外，战士们攥着请战书等待号

令。一级上士郭威代表大家说出了心里

话：“没有走不通的路，修路我要求第一

个上！”

任务分队将提议呈报上级，旅党委

意见高度一致：只要关乎战斗力，再难的

路也要开辟出来，必须全力保障任务分

队科学施工。

于是，官兵们做好安全措施，操作工

程设备，逐段开拓路面；旅机关多方协调

大型器械，辅助分析最优开凿路径……

开山裂石过程中，不知谁发现一块

足球大小的昆仑石，上面有一片美丽的

纹路，便特意留作纪念。

跨不过去，千难万险；跨过去，别有

洞天。装备车辆最终越过山巅，雷达顺

利部署展开。为了验证新课题，他们充

分开发新型雷达的功能，既保证了雷达

最佳探测效果，又确保了极端条件下雷

达的作战能力。

后续任务中，分队各专业官兵结合

任务实际需求，积极开展小创造、小革

新，不断挖掘装备潜力，持续完善作战场

景，形成一系列经验成果。

站在山顶雷达阵地远眺，云从身旁

飘过，山在脚下绵延，这是雷达兵心中最

美的风景。此刻，这群雷达兵，比喀喇昆

仑还要“巍峨”……

一组老照片，启发官兵们
抗压求变——

越是艰难时，越要把
如山责任扛起来

大漠边陲，雷达站营院里的葡萄藤

枝越发粗壮，旅半年考核如期而至。

一直以来，这个雷达站的军事训练

水平走在全旅前列，考核比武经常摘金

夺银。现在，黄指导员却满面愁容。

原来，李站长和全站一多半精锐骨

干力量上山遂行机动任务。站里日常

战备值班任务依旧繁重，人员数量却锐

减，留守的骨干少，工作经验也不够丰

富……

年轻骨干李继福找到黄指导员说：

“之前，有老班长们顶在前面，自己感觉

不到太多压力；现在，我第一次扛起担

子，总觉得没底。”

果不其然，这次半年考核，该站遭遇

“滑铁卢”，成绩下滑严重，战士们个个垂

头丧气，感觉愧对外出执行机动任务的

战友们，黄指导员更是自责不已。

装 着 沉 重 的 心 事 ，黄 指 导 员 向 上

级 求 教 。 一 位 旅 领 导 的 话 语 重 心 长 ：

“ 越 是 艰 难 时 ，越 要 把 如 山 责 任 扛 起

来 。 现 在 ，是 考 验 你 这 个 基 层 主 官 本

事的时候了。”

训练间隙，黄指导员走进站荣誉室，

“昆仑山上好四站”组建之初的一组老照

片映入眼帘，给他提供了思路——

当时，部队刚刚组建，作战经验不

足，成熟骨干较少。前辈们一边艰难摸

索，一边向兄弟单位求教，在短时间内便

形成战斗力。

“现在，机动任务中的人员不便打

扰。我们能否邀请兄弟雷达站的行家能

手们为大家教学帮带？”黄指导员想。

那天，李继福刚值完班回到雷达方

舱休息室，便接到一个军线电话，电话

那头竟是闻名全旅的“金牌操纵员”戴

钦欣。

兄弟雷达站的二级上士戴钦欣，年年

在比武竞赛中名列前茅。戴班长为何突

然点名找自己？李继福一时又惊又喜。

一场“隔空教学”就此展开。从如

何 高 效 判 定 目 标 性 质 ，到 组 训 教 学 中

遇 到“ 疑 难 杂 症 ”怎 样 解 决 ，戴 班 长 事

无 巨 细 向 李 继 福 娓 娓 道 来 ，还 叮 嘱 他

每 天 一 有 空 就“ 连 线 ”，课 后 一 定 要 抽

时间练习。

那段时间，在黄指导员的协调下，这

样的“隔空教学”电话在油机班、操纵班

不时响起，来自全旅各站、各专业领域的

技术大拿们，纷纷倾囊相授。

创造良好环境只是基础，激起大家

的拼搏血性才是关键。为此，黄指导员

定期组织官兵展开“训练小考核”和“学

习交流会”。渐渐地，一些新骨干的部分

课目成绩，甚至超越了此前老骨干创下

的纪录。

下士李相博在交流会上坦言：“比我

强的班长都去执行机动任务了，逼着我

必须提升能力，扛起重担。”

对标实战要求，黄指导员带领官兵

动 态 推 演 空 情 变 化 ，不 断 调 整 训 练 计

划。“无条件、无背景的强化训练，有助于

解 除‘ 眼 界 ’的 限 制 ，真 正 提 升 应 对 本

领。”他说。

经过半年的沉淀积累，留守官兵大

都成长为各专业的“精兵强将”，具备了

独当一面的能力。

雷达站参加年终考核前几天，出征

大半年的任务分队终于归建。但这次，

任务分队官兵正处于休整期，留守官兵

主动“担纲”年终考核。

令人欣慰的是，留守官兵在年终考

核中表现优异，一举夺得第一名。旅党

委评价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

借 力“ 他 山 之 石 ”加 快 骨 干 培 养 ，

巧 用 外 压 激 发 官 兵 动 力 加 速 奋 进 ，黄

指导员和留守官兵交上了一份合格的

答卷。

一幅练兵新图景，激发转
型“群效应”——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每个战位都有“推背感”

在 机 动 任 务 总 结 会 上 ，李 站 长 又

搬 出 那 块 昆 仑 石 。 他 说 ：“ 机 动 训 练 ，

并 不 是 换 个 地 方‘ 守 山 头 ’，而 是 意 味

着 空 情 质 量 标 准 更 高 、嵌 入 作 战 链 条

更紧密。”

任务期间，他们边试边训，进一步掌

握了辅助目标搜索发现方法，探索物资

“模块化”存放，完善了针对不同区域、机

型的搜索发现策略，在陌生条件下应急

应战能力显著提升。

返回驻地，老技师郭威第一时间跑

进方舱。看到年轻的指令标记员李浩

恒，记录航迹更加准确高效，还能够兼顾

报务岗位，郭威欣慰地笑了。

人员“分兵”，反而加速了人才队伍

成长。从专岗专责到一专多能，雷达站

更多年轻官兵在本职岗位深钻细研，对

其他领域也更加熟悉。

一个雷达站，兵分两路，任务不同，

却共同立起当代“昆仑山上好四站”官兵

谋打赢、练打赢的好样子。

一站两地的练兵备战新图景，背后

是该旅转型之路的崭新探索。今年以

来，该旅因势利导，全员开展平原点位

机动转移训练，按照“原地分组—模块

编组—全要素合成”的步骤，逐步增强

机动能力。

情报分析技师、二级军士长王淘是

一名有着 20 多年兵龄的老骨干。刚入

伍时，他学历并不高。为了让手中装备

尽快形成战斗力，他和战友只能没日没

夜加班学习训练。当时，装备的最远探

测距离、最优操作流程，都是他们边战

斗、边实践摸索出来的。

部队列装新雷达那天，老兵王淘兴

奋得彻夜难眠。很快，他带着年轻骨干

集智攻关，短时间内摸索出一套行之有

效的组训新办法。

这 次 ，王 淘 跟 随 任 务 分 队 走 上 高

原 ，对 手 中 装 备 又 有 了 新 的 理 解 ：“ 机

动 作 战 对 快 反 能 力 提 出 更 高 要 求 ，那

些与新作战理念相违背的做法必须简

化掉。”

王淘与战友们创新“轻量化”战斗班

组，为极端条件下单元作战提供更优解；

验证电站远程供电模式，为实现新战法

创造了充分条件；进一步优化装备参数，

实现更早发现目标，留有充足时间分析

判断。

“ 人 在 阵 地 在 ，人 在 天 线 转 ，人 在

情 报 通 。”人 ，是 雷 达 兵 完 成 任 务 最 核

心的要素。该旅许多兄弟雷达站的官

兵 曾 鼎 力 支 持 过 黄 指 导 员 的“ 他 山 之

石”计划，也目睹了“昆仑山上好四站”

官 兵 如 何 顶 住 压 力 、突 破 极 限 的 奋 斗

过程。

“军事训练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只有主动抗压，才能倒逼自己突破原有

的‘舒适区’，激发内在创新活力。”举一

反三，各雷达站官兵积极作为，练兵备战

有了“群效应”。

某演训任务中，某雷达站高指导员

主动请缨，要求挑“重担”。旅党委批准

他们的申请后，他带领党支部一班人研

究新问题，开拓新思路，不断精简优化雷

达站指挥战斗流程……

一次对抗中，空中多型战机激烈对

抗，操纵员紧盯屏幕上一个个光点。突

然出现一片“雪花”，受“敌”电磁干扰，雷

达丢失了目标。

“采取反干扰措施。”该雷达站值班

指挥员根据当面“敌”情，及时下达处置

口令，装备恢复正常，再次锁定目标。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每个战位都

有‘推背感’。”该旅一名参谋介绍，面对

转型新要求，该旅机关不断优化训练体

系框架，更新作战能力指标，深化装备

全功能使用、全效能发挥、全状态管控，

“一站一案”完善雷达阵地防护，为任务

分队提供坚强支撑，全旅战斗力正在迈

上新台阶。

4 月的一天，黄指导员拨通了曾在

“昆仑山上好四站”服役的老班长肖永姬

的电话：“老班长，马上就到咱空军雷达

兵成立 75 周年纪念日了，我们想听您讲

讲当年的奋斗故事，也和您分享一下咱

们雷达站的转型足迹！”

电 话 那 头 ，老 班 长 的 声 音 喜 悦 而

豪 迈 ：“ 好 啊 ，这 故 事 还 得 从 昆 仑 山 上

讲起……”

一 个 雷 达 站 的 转 型 足 迹
■冯恩实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记者 鲁泰来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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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下，空军雷达兵坚守战位。 周潇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