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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准空姐”袁远，剪掉披肩
长发，毅然报名参军，走进驻藏某部；5
年后，经过高原训练场的风、紫外线、铁
疙瘩的锤炼，她蜕变成“全能炮手”。在
袁远看来，不负青春年华的方式有很多
种，而她选择带着绿色梦想，走进火热
军营，书写充满战斗气息的青春诗行。

空姐逐梦到军营

2014年，袁远通过全国“空姐”面
试，顺利考取四川某大学。谁知刚入
学，她就被军训班长的一身迷彩服深深
吸引，于是瞒着家人应征报名，而且入
伍的地点选择了西藏。

就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军装梦，
袁远来到了驻藏某炮兵旅。凭着川妹
子的那股泼辣劲，她克服强烈的高原反
应，以优异的成绩从新兵中脱颖而出。

由于新训期间表现出色，新兵下连
不久，袁远就入选新成立的女子战炮
班。部队从海拔 3700米的营区，进驻
海拔5000多米的野外训练场。从通信
兵到炮兵，从固定营房到野外帐篷，高
寒缺氧、生存极限的无人区，让首次踏
入最高训练场的袁远和战友脱胎换骨。

新装备炮兵是智能、技能、体能的
综合集成。炮弹装填有机械抓弹，但三
四十斤重的固弹夹需要手工操作。西
藏高原，只有冬天，没有四季。为了精
准操作，训练装填炮弹、安装拆卸固弹
夹，女兵们从不戴手套。袁远的双手又
黑又粗糙，脸与男兵晒得一样黑。

2015年 7月，在海拔 5200米的高
寒地域，作为炮长的袁远，指挥新装备
首次独立作战，首次满管齐射，准确命
中目标，受到领导机关称赞，女子战炮
班荣立集体三等功，袁远也荣立个人三
等功。但袁远却有点高兴不起来。因
为她们实弹射击的时候，那些重要的技
术检测等工作，全是靠男兵保障完成。

袁远自问，真的上了战场，女兵还
要当配角吗？袁远对全班女兵说，我们
要当名副其实的能打仗的“全能炮手”！

有男兵调侃说，女兵嘛，学啥专业，
关键时候按个按钮就可以了。

袁远却说，女子战炮班决不当训练

场上的“花瓶”！当，就要当未来战场杀
敌制胜的尖兵！

一人带动一个班

要当好“全能炮长”，首先要成为训
练场上的“难不倒”。训练场上，袁远总
是站在男兵骨干的身后，目不转睛地盯
着男兵怎么进行技术检测，一个劲追问
数据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这么计算、
这么检测？男兵对袁远的评价是——

“问得最勤、问得最全、问得最深！”就是
靠着这股韧劲，袁远攻破了许多训练难
题、维修难题和检测难题。

袁远学习新装备火炮的技术原理、
火炮的技术检测、火炮的故障排除等理
论知识，记了一大摞训练笔记。参加全
营组织的电台联通、解算诸元、参数装
定、对位装填等多个训练课目比武考
核，袁远屡胜男兵。后来，营长干脆对
袁远特许免考。她创造的解算诸元全
营训练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一根手指，不如一个拳头。袁远还
想带领女兵班整体“超越”男兵班。不
仅要在理论考核和实际操作上占上风，
在那些诸如擦炮、脱炮衣等男兵占优势
的体力课目上，袁远也从不轻易认输。

为了实现自我训练保障火炮，袁远
还带领女兵班练擦炮，清洗、涂油、保
养、防锈。野外训练受地形影响大，机
械化清洗施展不开，她们只能用炮刷手
动清洗炮管，常常弄得满身都是油味、
锈味。

从火控手、地控手、装填手、吊臂
操作手和驾驶员，袁远都要求自己能
独当一面。她认为，只有自己充分掌
握了动作要领，才能更好地帮助队
友。尤其是一些险难课目的训练，袁
远更是精益求精。

“对中”是袁远最较劲的一个训练
课目。要把炮车与装填车对接，完全靠
肉眼校正。正常情况下送弹退弹很快，
如果地形发软、不平，“对中”不准，在导
轨上把固弹环碰掉脱落，就需要重新安
装，还要把张开的几个尾翼使劲压回去，
再安装固弹环，耗时会较长。为了“对
中”零差错，袁远在训练中反复陪练。

练兵备战在路上

2016年 8月，在海拔 5000多米的
高山峡谷中，袁远担任炮长，指挥女子
战炮班圆满完成实弹射击演训任务，全
班荣立集体二等功。

庆功会上，袁远却闷闷不乐：这种
按照事前想定，提前准备好的发射，真
的适合真实的战场吗？袁远的“脾气”
上来了。她找到连长、营长讲，女子战
炮班想做的就是要挑战极限，最大限度
逼近真实的战场。请求营连让她们大
胆地试，大胆地闯！

袁远所在连的连长钟正壮说，袁远
有闯劲，她指挥女子战炮班在高原打了
4次实弹射击，除第一次是车外射击、
提前准备外，其余3次都是按打仗要求
车内发射。袁远感慨地说，女子战炮班
不挖掩体，不提前准备，即时进场，快打
快撤，打完就走，这才是真正的实战化
演训！

2017年7月，袁远所在营奉命进行
新弹种实弹射击。那天，营长王赟果找
到袁远说，都说你胆子大，这次我们营
要打某新型火箭弹的试验射击。这种
新弹种对气象条件要求非常高，很有可
能会出问题。你袁远敢不敢打？如果
不敢打，我就换男兵班打。

袁远一听，反“将”了一军：军人的
天职就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你营长敢
打，我就敢打！那天，袁远指挥女子战
炮班，首次在无气象条件保障的情况
下，多次、多发发射某型新弹种，全部落
达指定地域、命中目标。

这次实弹射击，女子战炮班荣立集
体二等功，袁远荣立个人二等功。今年
1月 4日，作为全军备战标兵中唯一的
女士官，袁远还受到习主席的亲切接
见。面对沉甸甸的荣誉，袁远并没有骄
傲，她只是说：“战场不分男女，我相信，
未来女兵一样能火线立功，这也是我的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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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开主战位开主战位
今年年初，全国各大媒体头条都刊发了一张习主席与全军备战标兵单位代表和标兵个人的合影。

合影里，唯一一张女性面孔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西藏军区某旅女子战炮班班
长袁远。

袁远的入选，从一个侧面生动反映出中国女军人“战位”的变化。新时代新征程，越来越多的女军人
走上作战一线，走上主战岗位。这些怀揣从军梦、报国志的女军人把个人的理想融入铿锵的强军使命，
以飒爽的英姿投入到火热的练兵备战实践——

“方位070，多批快速小目标，向编
队靠近……”近日，正在亚丁湾执行护航
任务的许昌舰驾驶室传来紧急报告。“一
级反海盗部署！”该舰值更官闻讯立即进
行综合数据比对，果断下达战斗命令，一
场反海盗演练随即展开。

指挥镇定自若，口令铿锵有力，颇
有大将风范的现场指挥员，正是该舰
唯一的女值更官——张玲。

别看如今的张玲如此神气，她刚
上舰任副航海长那会，可遭到不少质
疑：“女干部能把海图看明白吗”“‘女
司机’的方向感靠谱吗”……面对质
疑，张玲没有太多豪言壮语，只是埋头
海图室伏案作业。

航海专业，需要过人的几何绘算
技艺和高超的空间想象能力，一向都
只有“理工男”才能胜任，更是舰艇指
挥员的必备技能。想当好大洋“女司
机”，就必须过这道难关。

面对难关，张玲白天在烈日下学
天文定位，夜间在摇曳的海图上不停
练习绘算。慢慢地，老航海们发现，这
位脸蛋经常晒得通红的姑娘，上报的
数据又快又准，绘图也更加通透清晰。

周而复始，日夜不息。张玲用了一
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航海部门全训考
核。而且，她还在支队航海专业比武
中，夺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从此，舰
上再没人敢说“女司机”不靠谱，张玲也

顺利成了舰上第一个女值更官。
上任没多久，张玲就迎来了一次

严峻考验。那年，超强台风肆虐南海，
正在海上捕鱼的 72名渔民下落不明。
该支队接到救援命令后，派出舰艇火
速赶往事发海域。

大舰顶着台风掀起的巨浪高速驰
骋，船舱跟着波峰浪谷剧烈摇摆，张玲
平生头一次感受到强烈晕船症状，呕
吐不止，舰领导劝她下更休息。但她
坚持要把自己绑在战位上，完成了第
一次海上值班。从此，她再也没有在
风浪面前倒下过。

然而，张玲对自己的要求并没有
止步于此。刚休完产假的她，不顾众

人劝阻，主动要求学习第二专业——
反潜。

反潜是世界海军三大难题之首。
而张玲当时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全新
的业务领域和复杂先进的装备仪器，
还有部门战士缺编、骨干力量断层的
困境。

从来就爱啃“硬骨头”的张玲，再
次从零做起，一声不吭地扎进声呐室，
潜行研究反潜。一年后，她再次一鸣
惊人，她带领反潜专业声呐班，参加战
区海军比武竞赛，一举夺得桂冠。

去年深秋，南海某海域波涛汹涌，
一场反潜演习在陌生海域悄然展开。
海浪像小山一样朝驾驶室扑来，作为
反潜方面作战长，张玲一边战狂风斗
恶浪，一边与潜艇斗智斗勇，最终实现
了海军水面舰艇反潜某方面的首个零
突破。女将张玲，再次成名。

上舰 5年来，数十项重大任务，
近千日的以海为家，数万里的深蓝航
程……远方的那片海不在眼前，却始
终在张玲心中。

张玲：女将驾舰闯大洋
■李 维 黄渝淞 周演成

从体弱多病的“娇娇女”到唯一一
名体能“特三”的女兵，从品学兼优的
大学生到师史上首位坦克女驾驶员、
首位坦克连女指导员，马和帕丽用实
力证明了女军人的“战场地位”。

2013年，马和帕丽大学毕业，不甘
平凡的她满心憧憬地踏入军营，穿上
梦寐已久的军装。军装梦很美，但军
旅路却不好走。新兵连期间，每一个
训练课目都让她觉得“难于登天”。

一次次躲在被子里掉眼泪，一次
次内心的恐惧无助，让马和帕丽一度
怀疑自己的选择。但就在所有人都
以为她要放弃时，倔强的她却擦干眼
泪，戴上头盔，穿上装具，又一次站
到了队列的最前面。新训结束时，她
被评为“最佳新兵”。一年后，马和
帕丽又以优异成绩被解放军通信学
院录取。

年龄的增长，并没有改变马和帕
丽倔强的性格。军校毕业时，她坚决
要求分到一线作战部队，在教员和同
学“心疼”的目光中，她来到了新疆军
区某师装甲团。装甲部队的女军官，

有两个“绕不开”：一是绕不开男兵，二
是绕不开坦克。当排长时，马和帕丽
是男兵排的女排长；当指导员时，她是
坦克连的女指导员。

履新指导员后第一次带领连队训
练，男兵们就心照不宣地“使坏”：“指
导员，给我们教一下怎么驾驶坦克
吧！”通信专业的马和帕丽从来没碰过
这“铁疙瘩”，别说怎么驾驶了，“从哪
里进去都不知道”。

被“激怒”的马和帕丽一边学习理
论补足专业知识，一边向老士官请教
练习操作经验。没过多久，马和帕丽
已经能驾驶坦克前进了。

这一天，连队正在组织“限制路”
驾驶训练，这个课目要求驾驶员要驾

驶坦克通过 5根限制杆中间的道路。
马和帕丽决定“杀一杀”男兵的“威
风”：“我来试试！”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马和帕丽已
经钻进驾驶室发动了坦克。踩油门、
拉操纵杆、注意观察……她一边驾驶
坦克，一边默念着操作技巧。终于，在
一阵烟尘中，坦克到达终点，马和帕丽
跳出驾驶室准备接受男兵们的“膜
拜”，可低头一看，傻眼了——5根限制
杆全部被压扁了！

回到宿舍，马和帕丽两眼通红，心
里别提有多委屈了。但坦克可不懂得

“怜香惜玉”，想驾驭它，可不能光靠
“倔强”和“赌气”。

第二天，马和帕丽和战士们一起

钻进了驾驶室，挤在那个高温且又充
满铁屑灰尘的狭小空间里，像新兵一
样从头学起。数月“卧薪尝胆”过后，
她不仅以满分成绩完成了限制路课
目，还通过了驾驶员考试，成为全师历
史上第一位女坦克驾驶员。

在向来被视为男性世界的坦克
团，马和帕丽这个性格阳光爽朗、做事
雷厉风行的哈萨克族姑娘用实力赢得
了男兵的尊重，然而这对马和帕丽来
说只是开始。眼下，她已经主动跟连
长拜了师，向着她最想突破的坦克作
战指挥技术发起进攻。她相信，“一线
岗位绝不只是男兵的‘专利’，女兵同
样有着独特的优势，未来战场，女兵一
定能实打实地撑起一片天！”

马和帕丽：驾战车驰骋沙场
■李梦奇 张 谨 本报记者 黄宗兴

曾有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但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战争从

没有让女性走开，无论是和平年代的
军营方阵，还是在烽火硝烟的残酷战
场，女兵的身影从未缺席——

90年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胡
毓秀、杨庆兰、陈兆森等 30多名女兵
就在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中，成为人民
军队的第一批女兵；红军时期，第二独
立师组建的女子特务连就是第一支由
女青年组成的正规武装，史称“红色娘
子军”。

新时代，在人民军队向强军目标
迈进的新征程中，我们更是欣喜地看
到，越来越多中国女兵走上作战一线，
走上主战岗位。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军区某旅女
子战炮班班长袁远，参军 5年两立军
功，带领全班扎根“生命禁区”，书写炮
火芳华，刷新了多项旅队纪录；同样是
全国人大代表的新疆军区某师装甲团
坦克五连政治指导员马和帕丽，驾战
车驰骋沙场，不仅是单位唯一一名体
能达到“特三”的女军人，还成为全师

历史上第一位女坦克驾驶员、坦克连
的女指导员……

这些绽放在一线作战岗位的巾帼
之花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在中国
军队日益发展的今天，一大批优秀的女
舰艇指挥员、女飞行员、女导弹兵、女侦
察兵、女防化兵、女空降兵不断涌现，这
些怀揣从军梦、报国志的女青年把个人
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军队建设事业，
努力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在蔚
蓝大海、边疆海岛、深山密林、荒漠戈
壁、雪域高原留下一串串坚实的忠诚足

迹，书写出璀璨的青春诗行，用她们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鲜活故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赢得了
人民的认可与褒奖。

蜀锦征袍自裁成，桃花马上请长
缨。未来战场呼唤女兵们有更多的担
当，要求女兵们走向最前沿，同时也为
女军人建功立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家国边关，青春无悔。我们坚信，每一
名投身军营、矢志强军的女军人都能
在未来战场上撑起一片天，成为祖国
的骄傲、人民军队的骄傲。

桃花马上请长缨
■黄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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