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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一线 ，他传承 “红门
精神”；警徽在肩，他熟谙航海

灯语；使命在身，他坚守中非阵地；东海前哨，他升空保卫祖国；走
下讲台，他两赴战区维和；铁血背后，他真情为民服务；医德在心，
她穿上军装登舰。

他们，相同的品质是担当，共同的名字是军人。强军梦，因为这
群标兵而丰满；强国路，因为这群先锋而宽阔。

用军绿装点青春，他们把泪水留给自己；用军魂凝聚力量，他
们把生命交给国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塑造出中国军人忠诚
勇敢的形象，展现了中华儿女的风采和应有模样。

建军90周年，向胸怀家国的军人楷模致敬！

建军90周年，向胸怀家国的军人楷模致敬
强军新标兵

卓泽旺：为使馆筑起“铜墙铁壁”

今年2月，卓泽旺带领七名特战队员

从中非共和国安全归来。此时，距离他赴

中非执行任务已过去整整487天。一年多

来， 他先后完成重大现场安保任务396
次，护送大使出行236次，处置重大险情

12次，用忠诚和信仰、责任和担当在异国

他乡书写了中国军人的战区精神。
40岁的卓泽旺是上海反恐精英 “猎

豹突击队”首届成员，也是现任武警上海

市总队第九支队三大队教导员。 2015年

10月，卓泽旺主动请缨，愿向险而行，前

往海外执勤。
在危机四伏的中非，战区就是战场，

执勤就是战斗。第一次开会，大使交给卓

泽旺一把土枪。尽管初来乍到，但卓泽旺

深知，这不仅是交枪，更是交命。 面对未

知的动荡形势， 强烈的国家荣誉感让他

暗下决心，哪怕“横着回去”也要捍卫好

国家利益。
首次担负要人随卫，卓泽旺差点有去

无回。 他清楚记得那是2015年11月5日下

午，所在小组刚刚完成医疗队现场评估的

警卫任务，正在返回途中，突然爆炸声此

起彼伏， 浓烟和尘土一下子席卷整个街

道，小组和车队深陷交火区。 生死攸关之

际， 卓泽旺立即让要人穿上自己的防弹

衣，一边用盾牌加固防护，一边派出侦查

兵寻找突围路线，最终顺利撤离现场。
中非合作论坛会议结束后， 卓泽旺

和大使乘坐的车辆被突来的子弹击中轮

胎，车辆瞬间跑偏。 下一秒，卓泽旺条件

反射地扑在了大使身上， 同时命令队员

迅速组成人盾，掩护大使快速换乘。卓泽

旺告诉记者：“在战区， 像这样的事还有

很多。 每个人都是‘揣着遗书上战场，提
着脑袋往上冲’。 ”

“浴火”15年，一身伤疤一身功勋
周祥参与灭火、抢险救援战斗5000多次，救出群众300余人

周祥的手臂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
是在一次交通事故救援中留下的。那个

雨夜， 一辆出租车与一辆载重车追尾，
出租车头和司机都卡在载重车下。急于

破拆救人的周祥，将手臂伸进变形的车

架里狠命一拉， 不仅拉去了半边袖子，
还拉去了好大一块皮肉。这是周祥人生

中的第一道伤痕，而在此后的训练和灭

火一线，他又攒下了大大小小的新伤旧

伤。他的战友们说：看得见的伤叫疤痕，
看不见的叫功勋。

“老兵”不减当年勇

周祥是黄浦支队车站中队中队长，
今年5月19日被公安部授予 “全国特级

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这位入伍15
年的“老兵”至今仍在灭火一线摸爬滚

打，被人誉为“尖兵中的尖兵”。
2011年8月举行的全国公安消防铁

军比武竞赛，是我国消防史上首届全国

性的灭火救援业务技能竞赛。29岁的周

祥被上海消防总队选中，参加了长达10
个月的竞赛备战。 进驻集训队后，周祥

坚持每天至少训练12小时，磨掉的手套

不计其数。 比赛当日，他和战友默契配

合，在该项目上成功折桂。
如今， 周祥已经连续6年参加高级

别集训比武，可这柄锋利的“宝刀”一直

“未老”。2012年，总队基层干部大比武，
周祥以技能第一、理论第一、综合第一

的优异表现，被评为“十佳优秀基层指

挥员”；2015年，已经33周岁的他在总队

春运会、 夏季执勤岗位练兵竞赛中，穿
戴着20公斤重的装备，再次获得1500米

负重跑项目的冠军。

“干部，就要先干一步”
周祥所在的车站中队，是全国消防

部队中首个被国务院、 中央军委评为

“模范消防中队”的基层单位。 2015年3
月，荣誉的交接棒递到周祥手中，他成

了新一代“模范消防中队”的擎旗人。
2015年6月23日， 上海波涛建材市

场突发大火。 作为车站中队指挥员，周
祥第一时间应援到场。 经过总体判断，
他决定带领内攻小组深入火场，寻找火

源、打击火点，从而遏制火势。在烈火的

炙烤和浓烟的熏呛下， 周祥以水枪开

道，缓慢摸索前行，终于在某处发现了

火源。 可就在这时，背上的空呼报警器

却响了。 为免贻误战机，周祥当即命令

班长带领战士撤出，自己则在火源处守

住阵地。 当战友们重新返回，接替氧气

不足的周祥时，脱下面罩的他已经满脸

黑色印痕，皮肤被高温严重灼伤。
秉持着“干部，就要先干一步”的思

想， 周祥每逢队里士官的家属前来探

望，都会主动承担值班任务，让他们多

一点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队里战士有点

头疼脑热，他会主动嘘寒问暖。 在他的

带领下，中队至今已荣立三等功2次，并
相继被公安部消防局评为“执勤训练先

进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
15年来，他共参与灭火、抢险救援

战斗5000多次，救出群众300余人。这个

来自苏北大地的憨厚农家子弟，用坚韧

质朴的精神，在沪上书写了一段属于自

己的“红门传奇”。

当好中国海警的全能“同传”
陈腾飞不断提升海军通信专业技能，尽职尽责完成任务

见到外舰打出“你很棒”的信号后，
陈腾飞舒了口气———在这次与外军的

交流中，发挥得还不错。
在2011年一次国际联合搜救演习

中， 陈腾飞作为负责舰艇灯光通信、无
线电通信、报务等工作的信号兵，负责

与外舰进行国际信号通信及编队运动

信号演练。
外方发来的国际信号灯光速度极

快。烂熟国际通讯电码的陈腾飞立即意

识到，这是对方发出了“比试”的邀请。
向来不甘示弱的他决定奉陪到底。他一

边操作着信号灯“应邀”，一边继续紧盯

对方的灯光信号，在脑中行云流水般地

进行同步翻译。 随后，他迅速将译文送

达指挥员。其反应之及时、处理之专业，
得到了首长的肯定。

练出来的功夫

陈腾飞高中毕业后穿上了日思夜

想的海军蓝。 在为期半年的专业集训

中，他被分配到了信号培训班。在这里，

他从零学起，一遍遍强化对各种信息符

号的记忆。 专业集训结业时，他的成绩

稳居班里第一。
由于专业水平突出，陈腾飞被选入

国际信号班，继续参加为期三个月的业

务培训。对于一名合格的国际信号兵而

言， 熟练掌握航海英语是必备的技能。

尽管陈腾飞的英语底子薄，经过突击学

习，短短三个月，他以出色的口语水平

和专业素质收获了人生中第一个“优秀

学员”称号。

拼出来的荣誉

在海上，陈腾飞依旧保持了良好的

学习习惯。 2013年，陈腾飞在海军通信

专业比武中一举荣获国际信号个人技

能第一名、全能第二名。
在南沙海域进行战备巡逻时，陈腾

飞始终尽职尽责， 在100天的巡逻任务

中， 他共计收发报文138份而无一点差

错，为南沙战备巡逻任务的圆满完成做

出了突出贡献，他本人也因此荣立个人

三等功。
2015年9月，因海防建设需要，陈腾

飞进入海警序列。 很快，新的挑战来到

他的面前———中国海警第一届军事专

业比武。 渴望为海警机动支队31241舰

争得荣誉的他， 拼命在工作之余挤时

间———早上，战友们还在熟睡，他的灯

光信号已经划破天空；熄灯后，他依然

在收看灯光程控仪发送的灯光信号。最
终，眼睛几乎“肿成熊猫”的他获得了海

警局信号专业灯光通信技能第一名。
“中国海警正处于跨越式大发展的

时代。 ”陈腾飞说，“我希望为祖国的海

洋强国战略贡献自己的所有力量。 ”

“蓝精灵”守卫祖国领空前沿
每次驾机升空，王新峰都做好性命相搏的准备

肩负“东海空防前哨”重任，驻沪空

军某部副参谋长王新峰带头在飞行员

中当起了“三通”：战法技法通、我情敌

情通、武器装备通。 这名拥有2100多小

时飞行经验的特级飞行员，曾参与紧急

战斗起飞上百次，多次成功处置不明空

情，圆满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演训任务，
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二等功1次。

坚持在一线部队磨练自己的王新

峰扎根崇明岛，一干就是13年。 这里是

祖国东大门的安全屏障，亦是守卫祖国

领空的最前沿，这激励他用百分之百的

热情和精力投身于日常的飞行训练。
作为驻沪唯一一支空军航空兵部

队，王新峰所在的团队长年担负上海要

地防空和东海防空识别区24小时战备

警戒任务。 王新峰总说：“升空就是作

战，起飞就是迎敌。 ”每一次在沪空作

战，他都做好了性命相搏的准备。
某次，王新峰作为长机对外军的大

型侦察机进行外逼驱离，可在他的语音

警告之后， 外军侦察机仍执意不愿离

开。 王新峰当即指挥僚机继续跟队，自
己则逐步缩小与外军机的距离，并在敌

机飞行员的可目视范围内做了 “外逼”
动作，明确示意“如果再不立即驶离，我
机将实施进一步的处置动作”。 眼见形

势不对的外军机此时终于知难而退，迅
速调转机头而去。

“在海的那边、路的那头有一只蓝

精灵，他坚强又勇敢，聪明又能干，他很

爱我们更爱开飞机。 ”这是王新峰妻子

教给女儿的一首自编歌曲。 在她们心

中，王新峰宛如一个身披蓝色战袍在空

中飞舞的 “精灵”， 在承担国家使命同

时，也承载着家庭的幸福和未来。 王新峰登机执行飞行训练。

周祥 （右二） 在烈日下与战士们一起进行 1500 米携空气呼吸器跑训练。

陈 腾 飞 在

火热的甲板上

操练信号灯。

丁盛：亲赴战场获取一手“教案”

翻开丁盛的“维和札记”，扉页上写

着这样一段话：“‘名师必晓于实战’，军

校教学的核心是为战、教战、练战、研战，
军校教员的第一身份理所 应 当 是 战 斗

员。”十多年来，从课堂教学到军事侦察，
从西撒哈拉到马里加奥， 丁盛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自己“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

赢育人才”的事业追求。
丁盛是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战时政治

工作教研室副主任， 却曾两次参加联合

国维和任务， 且两次获得联合国维持和

平荣誉勋章， 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中国

维和军人的良好形象。
2013年6月，丁盛受国防部委派赴联

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担任军事

观察员。一年中，他提前一周以全优成绩

通过了巡逻队长认证考试，累计完成200

多次地面、空中侦察任务，实现了从一名

军校教员向专业、高效的“战斗员”的转

变。 离职时， 特派团司令给他的评价为

“Outstanding”（突出贡献）———这是联合

国对军事观察员工作表现的最高评价。
去年， 丁盛再次被派往联合国马里

综合稳定特派团东战区担 任 训 练 处 处

长，驻守在世界上最危险的任务区加奥。
在马里，他负责督导、协调14支不同任务

类型的部队， 并筹划组织了 “撒哈拉之

刃”等三次多国部队联合军事演习。
在暴恐 活 动 频 繁 的 “刀 尖 ” 上 行

走， 丁盛不止一次成功处置过炸弹袭击

事件。 他不仅出色完成了联马团赋予的

各项任务， 而且在拼搏和坚守中展现了

当代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为祖国赢得了

荣誉。

■ 坚守中非战区487天，圆满完成驻外警卫任务。 不论是使馆国

庆招待会，还是中非新任总统就职典礼，只要有大使在，就有卓泽旺

令人心安的身影

盛睿方：异国女孩的“中国妈妈”

“Chinese Mama（中国妈妈）！ ”七岁

的孟加拉国女孩钦（Chin）抱着刚下码头

的盛睿方亲了又亲， 怎么也不舍得和这

位“中国妈妈”分开。 这对“异国母女”重
聚的温馨一幕出现在今年5月中国海军

护航编队访问孟加拉国时。
47岁的盛睿方是海军第411医院麻

醉科的副主任医师。 要解释她与小女孩

钦之间的缘分，那还得从七年前说起。
2010年11月， 盛睿方随和平方舟医

院船赴亚非五国执行“和谐使命-2010”
医疗援助任务。 刚刚靠泊孟加拉国吉大

港，孟方就向医疗船求助，称有一位患有

先天性心脏病的产妇需要立即进行剖宫

产手术———这是一项麻醉风险极大的手

术，但如果没有麻醉，手术将不能进行。
由于孟方当地医疗条件有限， 所有人的

期待都落在了有近20年麻醉经验的盛睿

方身上。尽管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盛
睿方依然第一时间给大家传递了坚定的

信息：“麻醉没有问题！ ”
她连夜制定了详尽的麻醉方案和应

急抢救预案， 最终以娴熟的技术成功实

施麻醉，保障了女婴的安全降生。为表达

对中国军医的感激之情， 女婴的父亲为

她取名“Chin”，意思是“中国”。

■ 身为国防大学教师，两获联合国维和荣誉勋章。站上三尺讲台

的丁盛从不满足于“纸上谈兵”，他更希望向学生“传战争之道，授战

胜之技”，让军校真正成为走向战场的“出发地”

李旭：像一颗子弹随时准备出膛

“小伙子，你看我这鞋还能不能补？”
八一前夕， 当连长李旭带领八连官兵像

往常一样来到驻地宝山区大场敬老院，
开展为民服务活动时， 一位花甲老人手

捧一双旧鞋上前询问。 “能！ ”李旭接过

鞋，爽快地答应下来。 今年以来，李旭所

在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已累计为民理发

1364人次，补鞋1738双，缝纫269件次，量
血压1521人次，配钥匙231把。

李旭常说 ：“不管形势如 何 发 展 变

化，无论军队如何转型，军人始终要像一

颗上膛的子弹， 随时准备肩负打赢的使

命脱膛而出。 ”
2008年，李旭请缨参加军区“猎人集

训”，纯步兵专业出身的他为了达到和侦

察兵一样的水准， 主动增加两三倍强度

的训练量，最终顺利通过极限体能考验，
获得了“猎人勋章”。 在2013年的全军特

种兵大比武中， 险被刷下的他凭一股韧

性，从替补逆袭为冠军，被原南京军区授

予“一等功”。 “我是八连的干部，如果我

被淘汰了，那就对不起八连。 ”
在带兵方面， 随机处置能力灵活的

李旭也是行家。 他坚持从严、从难、从实

战出发，每周组织应急处突演练，钻研城

市特种作战战法。 2015年8月，他所带的

连队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上海警备区组

织的侦察兵比武团体总分第一。

■ 入伍12年来，先后六次参与地铁7号线、世博园区等上海市重

点工程建设。这名从沂蒙山区一路走来的“活雷锋”，秉承爱军为民的

忠厚和质朴，积极为第二故乡上海的发展添砖加瓦

■ 先后随舰远赴深蓝执行十余次重大卫勤保障任务， 航程约15
万海里，总天数达550余天。作为东海舰队出海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

女军人，被誉为“中国海军作战舰艇第一女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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