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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一望无际，清澈如镜，令人神往。

然而，深海的水下世界，并不浪漫，漆

黑，寒冷，未知的危险会随时到来。对于南

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潜水员来说，这里就是他

们的战场。

这是属于勇者的事业。该支队潜水员

常年担负海上搜救、应急拖带、沉物打捞、抢

险救灾等使命。组建 70 多年来，面对风险

系 数 大 、技 术 要 求 高 的 防 险 救 生“ 水 下 战

场”，他们在战斗中成长、在任务中锤炼，用

一次次迅疾出动、一次次无畏冲锋，圆满完

成多项急难险重任务。

海天之间，镌刻着他们向险而行的身

影；奔涌的浪花，见证着他们为救命敢拼命

的誓言。

每一名潜水员，都会
义无反顾、勇下“头水”

清晨，金色的阳光洒在慢慢荡开的波浪

上，海边的军港码头显得格外宽阔绵长。支

队原潜水员、一等功臣刘志友挺立船艏。这

名 68 岁的老兵难掩激动，向新一代防救官

兵讲述起 40 多年前的难忘情景——

那天上午，某型试验导弹拖着长长的尾

巴砸向海面，凭空激起一个巨大水柱。

刘志友所在的远洋打捞救生船，主要担

负打捞回收数据舱的任务。“必须做到万无

一失，绝不能影响整个试验。”刘志友和战友

们毅然登上直升机，飞抵目标。随着直升机

高度不断降低，刘志友发现了随着海浪起伏

的数据舱。

悬停，索降，头顶螺旋桨搅动、脚下海浪

呼啸，刘志友感觉自己在空中摇摇欲坠。刘

志友在水文数据不全的情况下跳入海中，将

自己与数据舱死死绑在一起，用时 5 分 20 秒

完成打捞任务，荣立一等功。

海上作业，海况、暗流等因素不停变化，

下潜窗口期不确定性大。第一个入水执行

任务，被潜水员们称为下“头水”，意味着他

们需要面对未知风险和挑战。

“不同年代，相同选择。我们每一名潜

水员，都会义无反顾、勇下‘头水’。”刘志友

坚定地说。

当故事中的一等功臣出现在自己面前

时，一级军士长、一级潜水员周永生感觉自

己又回到了新兵时代。

“我入伍的时候，刘班长刚刚退伍，我就

睡在刘班长睡过的铺上。”周永生走到楼前，

指向自己当年新兵住过的宿舍。

从毕业分配到中队，周永生已在这座营

区战斗了整整 30 年，见证了一茬一茬的潜

水员从码头潜向深海大洋。

尽管娴熟的技术、科学的方案已经可以

规避绝大部分的水下风险，但对周永生来

说，他们从事的仍然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有的战友被水下断层的暗流吹出近百

米远，上面 3 个人都拉不住信号绳；有的战

友供气管被礁石割裂，漏气点发出“嘶嘶”

响声……据统计，仅一次常规深度水下作

业的安全风险就超过 200 项。周永生说 ，

“无论多么经验丰富、身体强健的潜水员，

在大海面前都像个孩子。”

一次打捞弹体任务，水下作业的潜水员

在上浮时突遇供气管绞缠险情，供气中断。

穿着近 100 公斤装具的潜水员被困水下，情

况危急。

按照任务流程，潜水员下水需要通过特

殊装置运送。但心急如焚的周永生等不得

这些，自己快一秒，战友生存的希望就多一

分。他凭着丰富的潜水经验，备好气瓶后直

接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快速下潜到了几十米

深度。他拼命加快手上的动作，解除绞缠，

护送战友出水。

拼命是为了救命。每一次下潜，潜水员

们 都 有 可 能 到 达 一 个 人 类 从 未 踏 足 的 地

方。险情总与恶劣的海况、未知的水域相

伴。面对风险，周永生和他的战友们总会主

动请缨第一个入水执行任务。

潜得越深，完成任务
的底气就越足

“平战一致，即刻驰援。”作为潜水员，必

须时刻做好接受大海的洗礼。

一次，该支队二级军士长袁盛国执行打

捞任务。他第一个入水，观察环境、调整姿

态、按预定潜区分散作业……然而直到最后

一个潜区，目标还不见踪影。不甘和焦急，

一起涌上袁盛国的心头。

突然，一个被淤泥覆盖、裸露面积仅有

乒乓球大的金属物体闯入袁盛国的视线。

直觉告诉他，那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目标。

调整呼吸，向目标靠近，可袁盛国却感

到吸气阻力变大。长时间的专注作业，让他

没有注意到气瓶的气压已飙红。再继续作

业，极有可能因供气不足而葬身大海。

是标记位置、立刻上浮，还是突破极限、

继续打捞？

袁盛国没有一丝犹豫，向战友打出手语

信号：“我已找到目标，开始实施打捞。”

捕获目标，请示上浮！袁盛国拉紧维系

生 命 的 信 号 绳 ，屏 住 最 后 一 口 气 ，疾 速 上

浮。水压的快速变化刺得他胸口剧痛，袁盛

国只能死死衔住咬嘴。

重回水面，袁盛国拔掉面罩，猛吸一口

气，用尽力气向着岸边挥了挥紧攥着目标物

的拳头，战友们的欢呼声随之响起。

尽管深知其中的风险，潜得再深一点，

依然是潜水员们不变的追求。

2010 年 9 月 6 日，一个纪录被载入中国

深潜史册。

潜水员李刚和 3 位战友历时 19 天完成

模拟 480 米饱和潜水实验——新的亚洲纪

录由此诞生。

饱和潜水，是一种使人直接暴露在高

压环境下，长时间、大深度工作的潜水作业

方式，广泛应用于失事潜艇救援、海底施工

作 业 、水 下 资 源 勘 探 、海 洋 科 学 考 察 等

领域。

“饱和潜水的深度决定着救援深度，是

防险救生链条上最末端环节。”在超过 120
米的深度进行潜水作业，潜水员往往在水

下只工作几十分钟，就需要数个小时的减

压上浮时间，上岸后仍需要在减压舱待上

数个小时。李刚说：“这样既严重影响救援

效率，又无形中加大了潜水员在水下面临

的风险。”

饱和潜水成为解决这个难题的有效方

案：潜水员进入一个主要由生活舱、潜水钟

以及各种管路组成的复杂设施中，使加压舱

中压力和目标深度水压相同。待人体中混

合气体达到饱和，再通过潜水钟将潜水员转

运到水下作业区域。结束作业后，他们再回

到母船上的生活舱休息。

李刚仍记得那终生难忘的 19 天。当加

压到模拟 400 米深度时，自己浑身无力，连

说话都成为一种负担，只能通过手势交流。

“ 潜 得 越 深 ，完 成 任 务 的 底 气 就 越

足。”李刚说，该支队每年组织大深度潜水

训练、连续多年组织饱和潜水训练，“无论

科技如何发展，潜水员顽强的意志永远不

可替代”。

始 终 为 更 艰 难 的 救
援做好准备

“潜航深海的某型潜艇突发险情，‘坐

沉’海底，与外界失去联系。”领受救援任务

的该支队多艘救生船和拖船快速前出，前往

疑似事发海域。前不久，支队联合潜艇、航

空兵部队以及军队医疗单位，展开了一场复

杂条件下的立体搜救演练。

这次演练，“失事”潜艇并未释放失事浮

标。潜艇在什么位置、在水下是什么状态

等，都要自主搜情、自主判情。在海空力量

协同配合下，编队成功定位“坐沉”潜艇，该

支队潜水员迅速穿戴装具潜入水中，使用新

型装备，使“坐沉”潜艇成功上浮。

“ 险 情 不 会 预 设 场 景 ，我 们 始 终 要 为

更 艰 难 的 救 援 做 好 准 备 。”该 支 队 领 导 介

绍 ，演 练 中 ，他 们 向 着 更 加 贴 近 实 战 的 目

标 摔 打 磨 砺 部 队 ，突 出 险 难 课 目 训 练 ，进

一 步 强 化 了 官 兵 分 析 形 势 、谋 划 救 援 、处

置情况等应急救援能力，多项新战法训法

得以检验。

自 1952 年从几套老式潜水装具、一条

渔船起家，支队潜水员们见证了救援理念、

训练模式、装备装具等发生的巨大变化。

2017 年，一场大深度打捞攻坚战在南

海深处打响，4 名资深潜水员交替下水，多

次接力作业，终于让大型沉物浮出水面。任

务中，潜水员们打破某型潜水装具水下作业

深度纪录，为后续类似任务提供了模板。

2023 年，某重型遥控潜器开展极限深

度边界试验。随着最后一个数据达到验收

要求，主操纵员完成全部作业试验，人民海

军在深海作业领域具备了全新手段。

近年来，该支队陆续接装多型救援平

台、多种救援装备，新质力量的投入使用使

得救援样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作业深度有了

极大拓展。

今年 5 月，在该支队码头举行的军营开

放日活动中，新质救援装备展区人头攒动。

人群中，一位老者走到一台重型遥控潜

器前，望着橙黄色的装备出神。阳光下，他

胸前的军功章熠熠生辉，残缺的左手格外引

人注目。这位矍铄的老人，是该支队一等功

臣邱步军。

1993 年 5 月 ，水 下 机 器 人 载 人 训 练 现

场，水下机器人即将入水时，滑车制动突然

失灵，十几吨重的设备带着链条飞速下滑，

发出巨响。霎时间邱步军下意识地伸手死

死抓住了一根链条，顾不上左手钻心的疼，

邱步军和战友合力将装备提升到码头，我国

第一台水下机器人完好无损，而邱步军的 4
根手指却从根部被截断。

看到眼前的新式装备，邱步军动情地

说，“有了更先进的装备，更科学的训练方

法，‘深海尖兵’一定能潜得更深更远。”

（符明凯参与采写）  

    图①：综合援潜救生船开展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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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潜水员入水作业。   张东杰摄

图③：潜水员凯旋。       张东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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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尖兵”是如何炼成的
本报记者   金正波

“单位很重视官兵的成长，在这里可以

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今年，我带领旅里

17 名战士编排的舞蹈在西藏军区文艺汇演

上获得了创作类一等奖。”西藏军区某旅中

尉张曦说，她与四川师范大学艺术类师生

在线交流后，掌握了更多开展文艺活动的

技巧。

为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

军事人才，该旅联合四川师范大学开展军地

共育人才活动，邀请学校知名专家加入人才

培养计划，常态化开展多层次共育、多方面

交流，帮助官兵提升专业技能、增长知识阅

历。同时，该旅广泛开展军体培训班、文艺

特长班、技能培训班等培训活动，培养 4 个方

面 180 余名骨干，有效助力官兵成长。

“我是中专学历，很想提升自身学识，却

无从下手，每次看到厚厚一摞专业书籍就犯

难。”该旅中士洪忠林说，前不久，自己利用

休假时间前往四川师范大学听课，学习相关

课程。该校老师不仅帮他量身定制补习计

划，还一对一为其辅导专业课。这是该旅与

四川师范大学开展军地共育人才活动的一

项重要举措，官兵可利用休假时间前往学校

上课。

00 后中级士官廖泽会是大专生，自从单

位与高校联学共建后，想长期在部队发展的

她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廖泽会说，除开训练

时间，她会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相关专业

知识。

“我会继续提升自己，争取早日成为一

名合格的新型军事人才。”廖泽会信心满满

地说。

军地共育人才活动涵盖了军事、体育、

艺术、技能等多个方面，旨在满足官兵多样

化的学习需求。“我们整合校内多方资源，集

中各类师资力量，灵活开展多种形式的联教

共育新时代军队人才活动，着力服务部队战

斗力生成，为官兵提供更多成长成才机会。”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郭勇说，通过线上专

题辅导授课、高质量通用知识视频课等方

式，为官兵架起求知求学的桥梁。

“高校资源是官兵学习的富矿，专业导

师针对官兵个人需求倾囊相授，有效激活军

地联教共育新时代军队人才的一池春水。”

该旅领导陈力表示，活动开展以来，他们积

极吸收地方院校优质育人资源和先进育人

理念，按照平等协商、互帮互育的原则，着力

推动活动走深走实。

下一步，该旅还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的合

作，邀请专家前往部队指导，完善“线上+线

下”学习路径，联手建立学习资源库，整合优

质教育资源，有效促进官兵成长成才。

“我们采取个人练特长、专业小培训、全

旅大竞技的形式组织培训，邀请各行各业的

知名专家等为官兵授课。”陈力说，助力官兵

真正掌握实用技能，推动军事人员能力素

质、结构布局全面转型升级，锻造德才兼备

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西藏军区某旅与四川师范大学携手开展共育人才活动——

为官兵提供更多成长成才机会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最美的青春，应当与时代

同行。

近日，北部战区某部为千名

新兵举行集体授枪仪式的新闻

获得广泛关注。仪式现场，新兵

们个个昂首挺胸、精神抖擞，从

带兵骨干手中接过钢枪，场景振

奋人心。网友留言，说出了对新

兵们的期许：“新兵们接过的不

只是枪，更是军人的使命和担

当”“愿你们磨砺出能干事、能扛

事、能成事的‘铁肩膀’”。

眼下正值秋季新训阶段。

当青春遇上橄榄绿，新兵们笔直

的身影、饱满的热情，为座座军

营注入新的活力。穿上军装、接

过钢枪，他们稚嫩的肩上便担负

起守护祖国和人民的重任。

新训阶段是新兵扣好“第

一粒扣子”的关键时期，也是他

们可能产生懵懂困惑的阶段。

随着初入军营的新鲜感逐渐退

去，一些新兵开始面临军旅路

上“成长的烦恼”：有的难以适

应雷厉风行的军旅生活，有的

在训练场上经历挫折，有的不

知道如何与战友相处……这些

烦恼，既是对新兵身心的考验，

也是他们军旅生涯中必须通过

的“关卡”。

战士们的成长路上，往往

正 是 一 些 当 时 看 似 艰 难 的 时

刻，如同炼金之火，铸就了他们

坚韧不拔的品格，使他们在跌

倒后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站起。

去年入伍的陆军某旅直招

军士覃文旭，在初入军营时，由

于上肢力量不足，他的训练成

绩并不理想。“选择军旅，就是

选择挑战自己、超越自己。”不

服输的覃文旭铆在训练场，日

复 一 日 不 断 加 练 ，将 力 量 、稳

定 、爆 发 力 等 难 点 各 个 击 破 。

汗水浸湿了衣衫，却浇不灭他内心的斗志与热情。拼搏换来收

获。今年 5 月，覃文旭代表国家出征国际军体第十二届水上救

生世锦赛，夺得男子 90 米沙滩跑项目金牌，为我军赢得了荣誉。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挫折中激

发潜能，在挑战中学会坚持，在任务中默契协作，才能不断突破

自我，实现由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蜕变。

路在脚下，梦在前方。既然眼下有一道道“关卡”，那便勇敢

地跨过去：积极拥抱军营生活，把被子叠出平整的面、笔直的线、

紧实的角，养成好的作风；努力完成好训练任务，在射击、战术、

体能等课目中比拼赶超，砥砺过硬的军事素质和“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血性胆气；业余时间多参加文体活动，学会在集体中

发挥作用，巩固战友情谊……新兵们军旅生活的“第一粒扣子”，

会在坚持和奋斗中扣好扣紧。

青年官兵过硬，军队才有未来。希望广大新兵能不负韶华、

不负戎装，用敢打必胜的真本事，扛好强军兴军的重担，把热血

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军营大熔炉里写就火热

的青春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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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通信R

“感谢医护人员，是你们用精湛医术治好了我的腰伤，让我

能重返战位……”10 月 15 日，某部战士给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

学中心骨科医学部康复医学科写来感谢信。这是解放军总医院

第四医学中心用心用情为军服务的缩影。近年来，中心党委始

终秉承“姓军为战、保障打赢”宗旨，不断深化优质服务，保障广

大官兵的身心健康。

军人的健康是战斗力的重要基础。中心以官兵就医需求为

导向，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整合各科室的医疗资源，确保军队伤

病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同时，中心还开展远程医疗

服务，通过 5G 网络等技术手段为偏远地区的官兵提供医疗咨询

和诊断服务，定期组织专家团队到基层部队巡诊和开办健康讲

座，将服务送到官兵身边。

军事医学科研创新，对于提升实战救治水平至关重要。中

心先后取得了 60 余项科研成果，并成功转化为新型战创伤救治

技术应用。未来，中心将始终瞄准战场需求，不断探索新的治疗

方法和技术手段，服务练兵备战，护航官兵健康。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用情护航官兵健康
赵双林

在湖南省长沙市“四方坪·双拥地铁站”，立功受奖官兵和

“最美退役军人”的大幅照片引来市民驻足观看，海军“长沙

舰”模型也成了网红打卡点。将崇军氛围营造融入城市人文

环境和市民日常生活，正是长沙努力建设“军人友好型城市”

的缩影。

近年来，长沙努力打造军人荣耀之城、幸福之城、奋进之

城。相关职能部门将崇军融入日常工作，与驻长部队面对面交

流，及时研究解决双拥工作中的问题，推动拥军优属等系列措施

落地见效。同时，聚焦官兵“三后”问题，为困难现役军人家庭拨

付援助金，为军人家庭送立功喜报……一项项拥军优属举措，让

广大军人军属、退役军人感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建设“军人友好型城市”，必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

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作为退役

军人事务工作者，不仅要用心用情服务广大退役军人，更要抓好

接收安置工作，鼓励他们在新的岗位继续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

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扎实做好双拥工作
宋尊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