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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挑
战。

“以特战旅特种侦察营一连为骨干，组建‘攻坚英雄
连’英模部队方队准备参加阅兵。”今年初，当总部的命
令下达到兰州军区第21集团军，相当一部分人心里并没
有多少底。

在兰州军区和第 21集团军的历史上，还没有一支部
队参加过阅兵盛典。组队经验少、骨干人才缺、训练起
步低等问题，成为方队官兵面前的一个个难题。

而且，作为胜利日阅兵中唯一由特种兵部队抽组的
方队，“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还面临着先天劣势：
由于特种兵训练大纲里正步仅为选训内容，全方队中有
约1/3的队员几乎没有正步基础。

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从零起步、爬坡攻
坚。

不畏强敌、攻坚克难，是这支部队的精神血脉。
1945 年 5 月中旬，“攻坚英雄连”的前身、新四军 4

师11旅31团1连，随团参加宿南战役。全连官兵浴血冲
杀，干部党员一马当先，冒着枪林弹雨一举攻破敌伪 15
师特务3团坚固堡垒，揭开了豫皖苏抗日军民对日伪军大
反攻的序幕。

先辈们留下的光荣传统指引着大家，“攻坚”要靠官
兵戮力同心。

方队两名将军领队、集团军副军长田福平和周建国
身先士卒、严训苦练——每天集中训练8个半小时，晚上
还要加班加点；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四遍，把每一
个动作都练到极致。

田福平脚部有旧伤，每踢完一次正步，就要利用短
暂休息时间进行冰敷，往往疼痛还没有消退，就再一次
走到队伍前。

一天下午，徒步方指组织合练，各方队都利用难得
的机会强化训练。田福平忍着疼痛，带领方队一个下午
在观礼台前来回踢了17次正步。训练结束时，他的双腿
已几乎无法站立。

方队长赵健宏告诉记者，通过“肩并肩吃苦训练，
面对面交流体会，心贴心鼓劲加油”，将军领队为战士们
树起了好样子、立起了高标准，实现方队上下“合成一
条心，凝成一股劲，踢到一个点，踏准一个音”。

列兵李东两脚拇指有甲沟炎，但他强忍疼痛坚持训
练；上等兵焦云龙扭伤腰部，军医强制要求休息3天，但
他内心焦急，第二天能下床时就马上投入训练；下士邵
明晨不慎磕破头部，缝合伤口后依然坚持训练……

教练员袁大庆曾 3 次参加国庆阅兵。他告诉记者：
“这个方队从组织者到参训者基础都为零，但部队的作风
扎实、特点鲜明，那就是永远训练比别人多、流汗比别
人多、脚上打泡比别人多。”

赵健宏介绍，参训以来，几乎所有人脚底都打起了
血泡，不少官兵踢坏了 3 双陆战靴，但没有一人叫苦叫
累、落伍掉队。

训练成绩自然也就不可阻挡地上升。
7月底，阅兵联指组织地面方队第一次全要素合练，

“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优胜
方队锦旗。

9月2日夜，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首都夜空的
宁静，一支重装车队迅速驶入天安门广场外某集结
地域。伴着一声急促的哨音，所有驾驶员迅速离开
驾驶室，跃上平车，协力推下钢制渡板，解除捆绑加
固器材，受阅装甲装备在指挥员夜间指挥棒的指挥
下，快速准确地驶下装载平台，马上集结编队，汇聚
成滚滚“铁流”，驶向天安门广场。

9月3日上午，当在新闻画面里看到接受检阅
的装备车辆隆隆驶过长安街分毫不差时，在集结
地域的分队长王鹏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时，距离他在阅兵训练场说出“受阅装备
已装载完毕，请指示”那句话时，已经过去10多
个小时。

这是一支没有在阅兵现场露面的军队，却又
是一支极其重要的部队，承担着把庞大的受阅装
备安全地送往天安门的重任。

据了解，这是我军阅兵史上首次动用重装备
运输车输送受阅装备，执行此项任务的是来自总
后某汽车团的全军首支重装备运输分队。他们的

任务是：运用重装备运输车将参阅的陆战队两栖
突击车和履带步兵战车两个受阅方队，从阅兵训
练场投送至几十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可以说
是肩负着打好阅兵保障第一仗的重任。”王鹏说。

68公里，是装载车场到预定卸装地域的距离。
该部部队长丁庆顺介绍说：“为了把新型装

甲装备安全投送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我们必
须全力以赴、精准极致，确保万无一失。”

为了确保这次任务的圆满完成，这个分队积
极与受阅装备方队展开各类装备装载、卸载等科
目的对接训练，着力破解训练难题难点。装备运
输车在承载受阅装备后超宽、超高、超重，给输
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为了确保阅兵期间精准高
效将受阅装备投送至指定地域，分队仔细勘察行
驶路线，精心制定输送计划方案，组织现地推
演，反复论证检验。

“装甲装备装载要求高，哪怕是1厘米的偏差
都会造成安全隐患。”该部参谋长万立军说。

万立军讲述了一个小故事：在对接训练中官
兵们发现，在装载陆战队两栖突击车后，重装车辆
的装备高度达到 4.55 米，超过了限高桥梁的最大
通行高度。最好的办法是放下突击车的悬架，从
而降低装备高度。可是，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这
样一来，突击车头与运输车鹅颈之间的间隙将变
小，在输送途中极易发生剐蹭，损伤装备。怎么
办？分队成立的攻关小组，在3天时间里仔细研究
车辆的结构和性能，在训练场反复试验，一厘米一
厘米地比对测量，终于总结摸索悬架降低与装载
点位后移的切实可行方法，顺利解决了难题。

9月3日中午，当走下阅兵场的受阅装备缓缓
驶进集结地域时，分队官兵一下子沸腾了。看着
英姿勃发的受阅官兵，战士贾强的眼睛湿润了：

“看着他们胜利归来，全分队官兵这么多天的辛
苦努力没有白费。这一刻，我感到自己和他们一
样光荣！”

国旗护卫方队：

200人寓意
“两个一百年”

叶晓楠 牛成浩

受阅装备：

68公里的重任
叶晓楠 冯 佳 赖瑜鸿

编队飞行：

效果震撼米秒不差
本报记者 赵树宴

唯一特种兵受阅方队：

永远比别人有“三多”
新华社记者 王经国 任 珂

9 月 3 日上午，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庄严肃
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
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

在隆隆的礼炮声中，王丙乾领头拔刀、举刀。
作为阅兵庆典上升旗仪式护卫方队的方队长，王丙
乾的动作是整个阅兵活动中最威武、最庄严、最潇
洒的之一。

和王丙乾一起，196 名官兵统一着武警升降旗
礼服、穿马靴，组成了升旗仪式护卫方队，行进在天
安门广场中轴线上。他们虽然不是阅兵方队，但位
置十分突出，展示着国威军威、振奋着民族精神，万
众瞩目。

这196名官兵，年龄在17岁到25岁之间，新兵人
数占51%。担负升旗仪式任务的共有200名官兵，分
为护旗和升旗两个部分。护旗方阵196人的规格为旗
组3人（1名擎旗手擎国旗、2名护旗手挂56－1式礼宾
冲锋枪）、带队指挥员1人（佩带指挥刀和77式手枪）、
队员192人（成12路16列队形，携带56－1式半自动礼
宾步枪）。升旗组4人包括2名升旗手和2名哨兵。

那么，为什么是200人担负升旗仪式任务呢？
升旗方队教导员刘双林介绍：200人的寓意，代表

着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从纪念碑北

侧平台出发，寓意新中国是由无数人民英雄的牺牲获
得的。在隆隆的炮声中，护卫队沿中轴线向北行进，在
4分20秒内走完227米的距离，准确走出253步，其中
正步121步。这121步也有讲究，寓意着从1894年甲午
战争至今121年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不平凡历程，中华
民族不畏艰难，满怀信心，走向未来。

与阅兵方队在平整的长安街上徒手或挂枪行进
不同，升旗仪式护卫方队是唯一托着八斤半重的礼宾
步枪踢正步的方阵。到达国旗区后，队伍从中间分开
向两边走，形成6列横队面向天安门站立，护旗组将
国旗交给升旗手进行升旗，升旗仪式需要56秒，护卫
队站立直到纪念活动结束，全程要求纹丝不动。

9月3日，空军受阅机队掠过京城上空，极
其震撼。其实，早在3个月前，中国空军某飞行
大队就开始在华北某飞行基地训练。投入训练
的空军飞行员们驾驶着中国第三代国产战机反
复开展起飞、编队、降落等科目的训练，整个
过程紧张而有序。

空军某师三代战斗机参阅部队是空中梯队
的第七机群，全部由国产新型的三代战斗机组
成。师长雷凯大校亲自带队飞行受阅。该参阅
部队是全空军唯一一支5次参加过国庆阅兵的部
队，其中 5 人 6 次获得“金头盔”奖。“金头
盔”是空军在每年一度的歼击航空兵部队对抗
空战竞赛性考核中授予飞行员的最高荣誉，因
奖品为金色头盔而得名。这次阅兵，他们的目
标是“效果震撼，米秒不差”，因此精准、精细
成为重中之重。

如何实现万无一失、整齐划一？空中梯队
指挥部打的是一场“数据化战争”。据介绍，指
挥部收集汇总了每架飞机的性能参数、起飞着
陆、民航航路等几十万组数据。从大编队起
飞、加入基准航线，到返航、着陆、集合方法
等，都进行了严谨的推算、推演。之后，他们
将设计出的航线反馈给部队。这样，经过验
证、修改、演算、再反馈等十几个回合，才在
首都上空划出一条条趋近完美的航线。

空中护旗方队初教—6中队也是首个拉烟的
空中梯队，七道彩烟如彩虹一般绚丽悦目，象
征着从烽火硝烟中走来的中华儿女气贯长虹地
奔向未来。

空中护旗方队初教—6中队的飞行员，全部

来自空军三支表演队之一的航空大学“天之
翼”飞行表演队。他们都是飞行教学一线的教
官，有着丰富的飞行经验和高超的驾驶技术。

初教-6 飞机服役至今已经长达
半个多世纪，为我军培养出了数
以万计的飞行员，航天英雄杨利
伟、翟志刚，英雄航天员费俊
龙、聂海胜，新中国第一位女航
天员刘洋以及现役的所有飞行
员，都是从这一机型起步飞上蓝
天的。该机型被誉为“摇篮机”

“功勋机”，此次是它在阅兵盛典
的首次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4位女飞行员
——余旭、盛懿绯、陶佳莉、何
晓莉。她们在 2009 年国庆 60 周
年阅兵时曾驾机从天安门广场飞
过。此次她们作为八一飞行表演
队的成员，再次接受祖国和人民
的检阅。

“天之冀”整装待发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天之冀”整装待发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装备运输中 冯 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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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机梯队接受检阅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核导弹方队接受检阅 牛成浩摄

直升机梯队飞过天安门广场
卢炳广摄 （新华社发）

外军方队有何特色
俄军派出“脸面部队”
俄罗斯此次来华参阅的官兵均来自第154独立

警卫团。154团的出镜率极高，除了国家级典礼和外
国元首来访，纪念碑揭幕、博物馆剪彩、青少年教育等
活动上都能看到他们醒目的身影，是俄军名副其实的

“脸面部队”。因为成员之间相似度越高，整体视觉
效果就越好，所以有很多士兵是亲兄弟上阵，双胞
胎更是抢手。

蒙古国方队30%是军官
蒙古国每年都有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周

年的传统。特别是今年，全国范围内隆重纪念第
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活动。75人组成的蒙军
方队首次来到中国，参加阅兵式的军人全部是由
一线部队人员组成，其中有30%是军官。

巴基斯坦方队战功卓著
巴基斯坦方队此次由享有盛名的第八边防团总指

挥官塔雅布中校率领受阅。第八边防团是巴基斯坦军
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部队之一，这支部队曾在1965年和
1971年的两次战争中立下了卓越功绩。此外，该部队
还在克什米尔地区和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地区等地执行
反恐任务，并参与了联合国索马里维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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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使命 崇尚荣誉
受阅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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