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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雄马在维和任务区。 江斯航摄

▲军医张钊（左）夜晚紧急救助联合国雇员。闫骏花摄

▲季国顺（左一）在教战友们检修机械故障。徐怀武摄

听中国“蓝盔”讲述维和故事

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30多年
来，中国军队先后参加20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官兵近5万人次，有16人献出宝贵生命。
目前，共有2000多名中国军人在7个维和任务区和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

扫雷排爆、警戒巡逻、医疗救治、支援保障……中国“蓝盔”用生命践行着“忠实履行使
命，维护世界和平”的铮铮誓言。

2021年6月，我所在的单位开始
选拔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任务分队
人员。维和，意味着可以在近乎实战的
环境下锤炼自己的专业技术，可以在
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力量。

面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义
无反顾地报了名，通过层层考核，最终
如愿以偿入选维和集训队。

在集训队中，我发挥所长维修各
类工程机械。凭借优秀的技能，最
终被定岗为维和分队的一名工程机
械操作手，同年 9 月和战友们抵达
任务区。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机械
操作手，不仅要会操作，还要会维
护修理。前不久在维和任务区核查
装备时，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挑战
就这样不期而遇。

早上 8 点 30 分，我早早来到车
场，在检查一辆平路机时，发现装
备出现故障，无法点火发动，还散
发出烧焦的味道。昨天检查还是好
的，怎么会突然就发动不了呢？

眼看着联合国官员9点整就要核
查这台装备，这可把我给急坏了。

冷静下来后，我围着车辆查找
了几圈，仔细检修后发现了问题：
线路老化导致两股电线发生了短
路，包裹在外面的绝缘胶带被点
燃。找到故障位置后，我迅速找来
两根新的电线准备更换，却发现烧
坏的两条线路位于柴油滤芯后方，
难以下手。简单思考后，我决定先
将柴油滤芯拆下来，再更换线路。

在狭小的空间内，我一只手扶着
滤芯，一只手卡住扳手，只能仰着头
拆卸滤芯，这无形中增加了难度。经
过10分钟的作业，柴油滤芯被成功卸
下。随后我立即更换发生故障的线路，
重新安装滤芯，车辆成功启动。完成这
一切后，我才发现右手不知道什么时
候被剐了一条口子，鲜血淋漓。

面对突发状况，我没有自乱阵
脚，而是仔细想着如何抢修装备，
最终这台平路车成功通过联合国装
备核查。 李 鑫整理

做一名优秀工程机械操作手
■ 季国顺 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工程机械操作手

翻译组，顾名思义，是分队对
外沟通联络的枢纽，肩负着受领对
接工程任务、协调解决矛盾困难、
协助处置突发情况以及对外军事文
化交流的重要使命，发挥着“衔内
接外”的桥梁作用。

来到刚果 （金） 不久，我被派
往瓦伦古分遣队执行印度尼西亚快
反营营区扩建工程。作为翻译，我
在工作中经常和外国人交流协调各
种工作，其中第一次翻译任务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21年10月，联合国工程部来
了 6 名民事人员到现场勘察工程，

“你们的工作方法不行，这个门板不
能这样安装。”联合国工程部负责人
哈利菲·海亚说道。“这样安装可靠
吗？质量过关吗？”面对联合国民事
人员的“刁难”询问，我通过专业
的英语交流，向他们阐述了这样安
装门板的好处，最终成功说服他们
同意使用我们自己既方便可靠又安
全的施工方法。

在接下来的施工任务中，战友
们齐心协力、连续奋战，克服气
候炎热、疫情疾病、材料短缺等诸
多困难。不久，哈利菲·海亚一行再

次前来现场进行工程勘察。看见整
洁的营区、平整的水泥路面，她评价
道：“你们的施工方法是安全高效
的。”等走到营房前，哈利菲·海亚仔
细检查了我们安装的门板后说道：

“你们的工程质量让我们信服。”
后来，我将哈利菲·海亚说的话

翻译给官兵们听，大家纷纷表示，
我们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工程，就
是最好的外交证明，我们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作为大国形象代言人的承诺。
最终，经过长达4个月的艰苦施工，
战士们圆满完成了印度尼西亚快反
营营区扩建任务，创造了维和任务区
的“中国速度”和“中国质量”。

闲暇之余，我还教官兵们学习
简单的英语口语。慢慢地，官兵们
可以通过语言和手势同印度尼西亚
友军聊天。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
官兵们加深了对外军的了解，同时
也让外军对中国维和工兵分队有了
更为深刻的认识。

“做个有底气的‘外交官’。”以
专业的实力立起中国标准，以严谨
的作风展现中国形象，这是维和官
兵们在任务区无言却最有力的外交
证明。 闫骏花整理

“报告作战值班室，一号哨位外
有一名联合国雇员受伤，伤势严重，
请求我们救助！”去年10月1日凌晨1
时，正在熟睡的我猛然听见对讲机
里传出声音。我迅速穿戴好防护
服，背着医疗箱前往一号哨位对伤员
进行救治。此刻伤员已经昏迷，头上
一个长约5厘米的伤口正流着鲜血。
据陪同的当地警察介绍，这名伤员
是联合国雇员，在晚上执勤过程中
不慎摔倒，头部撞在了一块石头上。

这是我们部署任务区执行的第
一次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我一定得
把工作干好！我心里默念着。由于
语言不通，我一边为伤员清理伤
口，一边通过翻译官同已经清醒过
来的伤员交流，同时给予心理疏
导，以缓解伤员的紧张情绪。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全力救治，
伤员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谢谢

你！谢谢你！”包扎结束后，伤员用
生硬的汉语对我说着感谢的话，陪
同人员纷纷对我和战友竖起大拇指。

作为一名军医，我是维和分队
的一颗“螺丝钉”，紧紧钉在自己的
战位上，守护着战友们的身体健康，
为他们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保驾护
航，同时为当地民众送去希望，为
维护世界和平和展现大国形象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到维和任务区已经 9 个月
了，刚果 （金） 的安全形势愈发严
峻。我与战友们不惧危险，多点位
同步开展施工任务，高标准完成多
项工程任务，受到当地人的赞扬。

前几天和妻子通电话，我向她
讲述着近来经历的事情，她认真地
听着，仔细打量着手机屏幕上的
我，言语和眼神中满是自豪和骄傲。

徐怀武整理

创造“中国速度”“中国质量”
■ 苏泽威 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翻译

守护战友们的健康
■ 张 钊 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军医

一转眼，维和回国快一年了，
我们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点点滴滴
仿佛就像昨天。

2021 年 7 月 28 日，是中国第 19
批赴黎维和部队轮换回国的日子。我
们的车队刚刚抵达贝鲁特，车厢里传
来战友们的感慨：“爆炸物和垃圾都
清理干净了！”“很多房子也重建起来
了！”“路两旁盛开着鲜花，真漂亮！”

看着逐渐恢复生机的贝鲁特
城，看到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激
动和满足的笑容，我用相机悄悄记
录下这些美丽的瞬间。

时间再往前，来到2020年8月4
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发生
巨大爆炸，无数房屋被摧毁，数千
人伤亡，30 万人无家可归。14 天
后，我和战友们坐上了出征的飞
机。抵达贝鲁特港上空时，望着窗
外一片废墟、满目疮痍的城市，我
的心情十分沉重，不敢相信这里就
是曾经的中东“小巴黎”，黎巴嫩的
商业、交通、金融和文化中心。

完成部署没多久，中国维和部
队官兵就临危受命参与贝鲁特救援
重建任务。战友们每周工作6天，每

天作业近10个小时，佩戴五星红旗
臂章的中国维和官兵成了救援场上
最忙碌的身影……仅用 19 天，中国
维和官兵便同法国、西班牙、柬埔
寨等多国维和部队一起完成了贝鲁
特港近6万平方米的废墟清理、文物
遗迹搜寻、受损古遗迹保护加固和
黎巴嫩外交部大楼清理修缮等多项
任务，受到黎巴嫩政府军、联黎部
队友军和当地民众的高度称赞。

由于我们做了很多对当地很有
帮助、有意义的事情，所以黎巴嫩
民众对中国维和官兵十分友好，每
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路上，让我感
触最深的是他们的挥手和微笑。

有一次，一个大眼睛卷发帅气
的小男孩在很远处看到我们军车上
的中国国旗，他不停地招手，脸上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还有一次，一
位大叔在我们前面停下车以后，特
意下车弯腰摆出标准的绅士动作

“请”我们先行。这一切都仿佛在告
诉人们，中国在世界上正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大国作用。我为祖国骄
傲并自豪。

王 魁整理

为祖国骄傲并自豪
■ 刘雄马 中国第19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宣传干事

为祖国骄傲并自豪
■ 刘雄马 中国第19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宣传干事

时光荏苒，我参加赴黎维和行
动已10个月有余。

黎巴嫩有着宜人的气候和多元
的文化，被人称为“中东的后花
园”。黎巴嫩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中东的火药桶”。看似平和的环境
下，却有说不清的暗潮涌动。

抵黎第5天，以色列突然导弹空
袭贝鲁特，类似这样的对峙交火时有
发生。睡梦中的我被刺耳的防空警报
声惊醒，第一反应就是“出事了”！我
迅速穿好防弹衣跑进防空掩体。闷热的
掩体里，没有WiFi、信号、风扇，有的
只是静默和沉思，周围的空气仿佛都
凝固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战
争。对比国内生活，不禁让人感慨：
国家只有强大，人民才会享有和平。

在工作中，我经常能听到维和
友人用中文跟我们进行简单交流。
去年底，我接待过联合国驻黎巴嫩
军事观察员组织的一名瑞典籍少校
军官，他很自豪地提到自己的女儿
在中国工作；一直与我们分队有良

好工作关系的联黎部队雇员胡赛因
也曾一脸兴奋地告诉我，他的女儿
在中国学习针灸。从他们开心的表
情里，我感到了祖国的开放与强大。

还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
分队一名士兵因身体不适急需转诊
至百公里外的贝鲁特医院。因担心
沟通不畅，联黎部队雇员狄安娜主
动要求陪我们前往医院，直到半夜
才下班回家。事后我向她表示谢意
和歉意，她却一脸轻松地表示：“这
是我的职责，而且能为中国分队工
作，这也是我的荣幸。”

在大街上驾车行驶，经常会有
不到10岁的小孩拍打过往车辆的车窗
索要食物。望着车窗外那些瘦削的脸
庞，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年龄的
他们，本该在父母的呵护中成长，本该
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却过早被迫自
谋生计。这都是战乱带来的结果。
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和平的可贵，
也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在这里维
和的意义和责任。 庄小好整理

深切体会到和平可贵
■ 汤西西 第20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外联组组长

深切体会到和平可贵
■ 汤西西 第20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外联组组长

我今年 21 岁，作为即将踏出国
门执行维和任务的第四批扫雷女
兵，我和战友们正在进行紧张地训
练，备战是否具有执行维和任务能
力的行前考核。

当新兵时的班长是第一批赴黎
巴嫩维和扫雷女兵，当时我就被“扫
雷女兵”这4个字吸引住了，十分崇
拜她，也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今年
维和选拔一开始，我毫不犹豫地报了
名，经过严格的选拔淘汰，成为赴
黎维和分队的一员，成为和班长一
样的扫雷作业手。

刚开始训练时，教练班长带我们
学习理论知识，我常常记不住繁琐的
操作规程，于是身上就随时带着小本
本，理论知识和班长讲的东西我都会
记在上面，一有空就拿出来背。

到了训练场上，我所经受的考
验才刚刚开始。练习扫雷时，穿着
厚重防护服，握着探雷器练动作，

对体格偏瘦的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常常在完成一套扫雷作业程
序后，手臂要痛很久。为了让手更
稳，除了日常的体能训练外，我们
还要额外进行力量练习，举哑铃、
提砖头……我咬牙坚持，和另外3位
女兵战友一起互相加油打气。

训练挖掘作业时，我为了锻炼耐
力，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训练场上一
跪就是好几个小时，手上一直重复着
挖掘动作。高原毒辣的太阳让我们的
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头盔面
罩被水汽笼罩，啥也看不见。

训练确实很辛苦，我都不记得手
上打了多少个血泡、划伤了多少次，
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
小姑娘的手。因为出国执行维和任务
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很高，所以我觉得
现在训练多一分刻苦，等真正走上
雷场就会多一分底气，多一分安全
保障。 李竹林整理

多一分刻苦 多一分底气
■ 何美绮 第21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扫雷作业手

多一分刻苦 多一分底气
■ 何美绮 第21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扫雷作业手

▲何美绮在排雷训练场上刻苦训练。 李竹林摄

▲汤西西在维和任务区。 庄小好摄▲汤西西在维和任务区。 庄小好摄

▲苏泽威（左二）在和联合国官员商讨施工细节。闫骏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