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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

和行动30周年。30年来，中国军队

积极适应国际安全形势发展变化，参

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发生了历史性的

变化。

维和力量多元拓展。1990年至

2000年这一段时间，除了向联合国柬

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派出2批维和工程

兵大队外，中国军队向联合国维和行

动派遣的维和人员主要以军事观察

员为主。进入21世纪，中国军队逐步

加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兵力支

持。2003年至2012年，中国军队先后

向联合国在刚果（金）、利比里亚、黎

巴嫩、苏丹等国的维和行动派出工

兵、运输、医疗分队，中国维和官兵的

人数迅速增加到平均每年1700人左

右。2013年以来，中国军队派出维和

力量类型实现新的拓展，先后向联合

国在马里、南苏丹、苏丹达尔富尔地

区的维和行动派遣了警卫分队、步兵

营、直升机分队，中国维和官兵数量

增加到每年2500人左右。

维和职能任务多维延伸。30年

来，中国维和官兵所执行的任务从最

初的监督停火、支援保障等基础任务

拓展到稳定局势、保护平民、安全护

卫、协助人道主义救援等多种核心维

和任务。中国军事观察员在冲突一线

通过执行巡逻、观察、报告等任务，监

督冲突各方对停火协议的履行情况，

为维持停火协议、减少冲突、维护地区

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维和保障

分队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重要工

程、运输、医疗后勤保障，为维和特派

团提供了坚强的支持。中国维和安全

部队官兵通过武装巡逻、隔离冲突等

行动稳定安全局势，通过警戒、护卫等

行动为当地平民、特派团人员和设施

提供安全保障。

维和贡献全面升级。中国是联

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是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出兵最多的国

家。除了资金、人员等有形贡献外，

中国对维和行动的贡献逐步向提供

方案、智慧升级。近年来，中国军队

派员主持或参加了联合国维和工

兵、警卫、卫勤、维和军事情报等多

个领域行动手册、培训材料和维和

政策的编写修订工作，为联合国维

和行动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

2020年 3月，中国倡议并提交的首

个关于维和人员安全问题的决议草

案，在安理会获得一致通过，充分彰

显了中国在维和领域从行动实践到

观念引领的深刻转变。

这些变化之外，中国军队参加联

合国维和行动也有许多不变的地方。

初心和使命始终不变。中国军

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始终牢记履

行大国担当、维护世界和平、服务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和使命，为

世界和平英勇出征。30年来，中国军

队认真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忠实

履行维和使命，为冲突地区实现和平

发展带去更多信心和希望。新时代

的中国军队，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为世界和

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始终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

边主义原则。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

社会共同的责任，联合国维和行动是

多边主义的重要实践，中国军队始终

不渝地坚持通过多边主义支持联合

国维和行动。30年来，中国维和部队

始终以实际行动支持友邻维和部队、

联合国民事人员、人道主义机构，以

协调促团结，以团结促合力，圆满完

成任务，维护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合法

性、公正性，坚定维护联合国在维和

行动中无可替代的权威地位。

爱民助民优良传统永远不变。

30年来，中国维和官兵始终胸怀人

间大爱，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在圆满

完成各项维和行动任务的同时，充分

发挥人民军队爱民助民优良传统，通

过协助人道主义救援、参与战后重

建、传递温暖爱心等活动，为当地提

供更多公共服务产品，积极参与同当

地民生和发展相关的医疗卫生、人道

救援、环境保护、技术培训、文化交流

等活动，为当地谋和平，为当地人民

谋幸福。

“变化”是“不变”的具体实践，是

对“不变”的积极回应；“不变”是“变

化”的根基，是“变化”的依托。中国

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的历

程，完美诠释着“变”与“不变”的辩证

统一，也见证了一批批维和官兵坚守

并践行着履行大国担当、维护世界和

平、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

和使命。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副教授、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高

级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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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热映的中国首部海外维和战
地纪实电影《蓝色防线》，记录了中国维
和步兵营保护南苏丹当地难民营安全
的真实故事。三赴南苏丹执行维和任
务的我，就是在这片红土地上筑起“蓝
色防线”的维和官兵之一。

为了制止暴力犯罪、掌握安全形
势、显示联合国存在，维和步兵营要在
联合国营地和难民营执行观察警戒、武
器禁区巡逻等常态任务，此外还有长短
途巡逻、城区巡逻、武装护卫等临时任
务。要说最艰难的，还要数长途巡逻。
最远的长途巡逻单程有 300多公里，且
路况极差。我和战友们每天迎着朝霞
出发、披着星光歇脚，途中还要面对战
火的威胁。

2017年 8月的一次任务中，步战车
车队行经一处密林，突然被四五十名武
装分子拦住了去路。对方每个人都荷

枪实弹，身后还停了辆架着重机枪的皮
卡车，现场气氛异常紧张。我一边迅速
向上级报告情况，一边命车队所有人做
好战斗准备。

这时，对面一名指挥官模样的人带
着十几个人端着枪向车队靠近。我带
着翻译迎上前去。一番交涉才明白，由
于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持续交火，双方
地盘并不固定，车队经过的地方，现在
已经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经过耐心沟
通，气氛慢慢缓和下来，对方最终让开

了道路。
“我的两个儿子能不能跟你们走，

加入中国的维和部队？”一位当地居
民提出的这个无法实现的请求，令我
至今难忘。在南苏丹维和，任务越是
艰难越是危险，维和军人越能体会当
地民众的无奈和不易。“你们过来巡
逻 ，我 们 就 安 全 了 ，不 再 怕 抢 劫 偷
盗。”当地民众这句话蕴含着感激，也
饱含着期盼。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想，

在海外维和战场筑起“蓝色防线”，是重
大的任务，更是播撒希望、带去和平的
行动。

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连长米秀刚——

战乱之地播撒和平希望

我先后在苏丹、南苏丹和马里执行
维和任务，每次回国后，都会把获得的
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收藏进一个小抽
屉。3枚勋章边上，还静静地躺着一罐

沙子、一块石头、一根羽毛。
2009 年 1月，我作为中国第 2批赴

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组长，第一
次踏上了维和征途。

当时，中国大使馆决定为当地援建
一所中苏友谊小学，施工任务交给了工
兵分队。为了让孩子们早日坐到教室
里上课，我和战友们加班加点施工，有
时饭都顾不上吃。但每次看到工地旁
当地群众期盼的眼神，我们就又充满了
干劲儿。任务期结束前，学校终于建
成。回国时，我用一个蜂蜜罐装上当地

的沙子带了回来，感到甜甜的和平味道
一直流淌到心里。

2015 年 1 月，我担任中国首批赴
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副营长，再一次踏
上了维和征途。一次长途巡逻途中，
步兵营接到当地村民的求助，希望将
一位腿部受伤的老人送往医院。那段
时间，南苏丹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正
在激烈交火，外出行动面临危险极
大。我带着翻译和双方多次沟通，取
得了他们的信任与理解。医生说，如
果再晚来一天，老人就要面临截肢，

甚至有生命危险。
这一次，我带回国一块光滑透亮的

石头，和那块营门口刻有“中国营”的巨
石形状特别像。我想，这块迷你版的
“中国营”石头是一种纪念，但更多的意
味着一种坚持。

2019 年 5月，已经年过 40的我第 3
次出征。这一次，我担任的是中国第 7
批赴马里维和部队指挥长兼警卫分队
队长。巡逻、警卫、护卫，是我的日常。
近 3公里的巡逻线，我穿戴着厚重的装
备不知道走了多少回。每当看到当地
民众朝中国军人竖起大拇指，我就觉得
所有的一切都值得。

从马里归来时，我带回了一根飘落
在营区路边的珍珠鸡羽毛。捡起那根
羽毛时，我想起了在海地地震中牺牲的
维和女警察和志虹的那句话：大千世
界，我也许只是一根羽毛，但我也要以
羽毛的方式承载和平的心愿。

赴马里维和部队指挥长刘勇——

小抽屉里收藏梦想荣光

“当你从这里走过，一定会与来时不同。”
踏上黎巴嫩这片土地时，一位即将

回国的战友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回
顾参加维和任务以来走过的道路，这句
话竟是如此深刻而清晰。

我的身份是任务区首位中国女新
闻官。不过，工作中往往一切都得靠自
己。一开始连“左右声道”“推拉摇移”
等术语都不懂的我，愣是在出国前硬着
头皮，用不到 7天时间速成了电视新闻
采编播“一条龙”技术。我的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技术参数、拍摄要
领、快捷键，甚至还画了好多草图，生怕
有一丝遗漏—关键时刻，它将是唯一
能为我解惑的“老师”。

都说宣传工作离不开“吹拉弹唱、打
球照相”，8个月时间，我几乎练成了“十
项全能”。我还在分队领导支持下，创办

了双语维和刊物《八一蓝盔周刊》，将中
国维和医护人员的风采展示给联合国工
作人员、当地民众以及维和友军。

回国后，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中的
一段宝贵记忆。然而，维和带给我的馈
赠并没有到此为止：回忆维和生活的文
章获得中国军网征文一等奖；维和期间
拍摄的一张照片获得全军摄影大赛年赛
银奖；参与编排的舞蹈《维和天使》获得
第八届全军“战士文艺奖”创作、表演双
料一等奖，还斩获全国业余舞蹈门类最
高奖“群星奖”……随着眼界的开阔、思
维的拓展、格局的提升，自己也变得更加

成熟：外事活动不卑不亢、重大场合心里
不慌、处理棘手问题从容不迫……

国外走一遭，也是从他乡回望故乡、
从异国认识祖国的过程。在黎巴嫩，每
每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总会热泪盈眶，
看到五星红旗也别样亲切温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随解放军
援鄂医疗队为拯救生命出征。面对突
如其来、生死未卜的考验，维和经历让
我再度生出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敢打
必胜的信心。

在武汉期间，我不止一次回想起维
和那段经历。这两次任务，都在世界看
中国的聚光灯下—你怎样，你背后的
中国就怎样。抗疫胜利回撤时，我背着
背包轻松走过写有一个巨大“胜”字的展
板。那一幕被记者抓拍下来并传到网
上，引起网友热烈关注。其实，我内心深
深感谢那段维和的经历—不管面对怎
样的困难，都有一个声音在鼓励着我：
“当你从这里走过，一定会与来时不同。”

赴黎巴嫩维和医疗分队队员罗杨——

维和经历激励我成长

赴苏丹达尔富尔执行维和任务期
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协助飞行员勇闯
反政府武装的盘踞地点——迈拉山地
区，执行救援任务。

2018年 9月 19日，我赴苏丹达尔富
尔维和直升机分队收到联非达团司令部
通知：迈拉山地区因连续降水导致山体
滑坡，前往救灾的坦桑尼亚维和部队被
困于苏尼地区，请做好空中支援准备。

山区飞行，条件恶劣，任务区域无
导航、无地标、无气象数据。这些困难
都还可以克服，最让人担心的是安全
形势——反政府军宣称，会击落一切
进入迈拉山地区的联合国飞机。根据
联非达团的安全评估，该地区是风险
等级最高的“5C”级别。

尽管如此，分队仍迅速做好了救援
行动预案：一个机组先期进行航线勘
察，明确友军受困位置坐标，第二个机
组展开物资投送。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却迟迟收不到

进入“禁飞区”的批复，救援计划一拖再
拖。在此期间，分队频频收到友军部队
的实况通报：油料告急、食物告急、药品
告急……

24日晚，分队收到了飞行命令。次日
上午，第一架直升机立即出动前往救援。

在营地里，地面指挥组通过机载卫
星终端回传的信息，实时监控直升机的
航迹。屏幕上曲线的变化，牵动着在场
所有人的视线，也牵动着大家的心。当
看到直升机盘旋建立航线、飞行速度降
至0时，作战指挥室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
声和欢呼声——“太好啦，我们成功了！”

此次任务历时 2天，共计飞行 10个
架次，运送了 2.5吨救援物资，并将 6名
病患转运至超级营地内接受治疗。联
合国对这次行动给予高度评价，称赞我
们是“联非达团不可或缺的航空力量”。

其实，分队执行任务过程中会遇
到很多挑战。苏丹的旱季，平均每两
个星期便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沙尘暴。
有一次，我作为机组成员驾驶直升机
运送人员从任务点返回时，就遇到一
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我们保持最大
速度飞到距离我们最近的备降机场，
才脱离了危险。

让和平之光照亮任务区每个角落，
是分队全体官兵的共同心愿。在距祖国
万里之遥的地方，我们全力履职担当，展
示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中国战鹰，时
刻准备为和平翱翔！

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飞行员赵嘉文——

中国战鹰为和平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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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

“中国蓝盔”彰显大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