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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莫小亮 孙飞

　　4月23日，山东省青岛市海军博物馆庄严肃穆，

致敬人民海军英雄仪式在这里举行。74年前的这一

天，人民海军成立。

　　4月22日的青岛港3号码头，前来参加“2023年海

军成立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的市民络绎不绝。舰艇

悬挂满旗，以海军最高礼仪迎接人民海军成立74周

年这个重要的日子。

　　导弹驱逐舰开封舰、导弹护卫舰大庆舰、综合补

给舰可可西里湖舰、综合援潜救生船洪泽湖船靠泊

展示，这些开放舰艇参加过亚丁湾护航出国访问、联

演联训等重大任务。市民不仅能登舰参观，而且可以

和海军官兵面对面交流。

　　进入新时代，人民海军全面建设不断提质增速，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

既是这个时代的印记，也是一个军种转型发展成就

的集中体现。

　　放眼辽阔海疆，人民海军正以前所未有的豪迈

姿态奋进在新时代的逐梦航道上。

持续巡航万里海天

　　站在安阳舰后甲板，通过望远镜遥看不远处的

台湾中央山脉，海岸线清晰可见，东部战区海军某支

队反潜部门鱼雷兵李阳心潮澎湃。

　　去年8月，李阳随海军安阳舰参加慑压行动，连

续多天前出担负警巡任务。这一刻，被镜头定格成历

史，成为李阳的高光时刻，也是人民海军的高光时

刻。“解放军海军首次逼近台湾海岸线”成为那几天

的热议话题。

　　持续巡航万里海天，夙兴夜寐练兵备战，对海军

部队来说，早已成为常态。

　　近日，“万吨大驱”遵义舰与延安舰、焦作舰、湛

江舰、荆门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编队实战化训练。官

兵就主炮对海应用射击、舰机协同联合搜救等课目

进行专攻精练。

　　海军党委始终坚持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

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大力推进战训

耦合、体系练兵、科技练兵，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

升级，全面提高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

　　走进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这支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部队，如今成长为一支坚强的

水下突击力量，先后创下首次公海远航训练多项历

史纪录，出色完成百余项重大战备演练任务。

　　4月21日，记者来到胶东半岛某野外训练场，海

军陆战队某旅正在这里开展实战化条件下野外驻

训。该部队近年不断创新举措，加速新装备形成战斗

力，推进新装备人才培养。他们紧盯实战探索信息化

指挥模式，将信息化装备互通融入实装训练，聚焦练

强指挥能力，在实战实训中磨砺部队信息化作战

硬功。

　　近年来，海军着眼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特点，

高质量推进以航母编队、核潜艇、两栖作战编队等新

域新质力量为重点的海上力量体系建设，加速远海

远域、新型军事力量融入作战体系综合运用，努力缩

短战斗力生成周期。“基于能力的基础训练、基于任

务的实案训练”等一批战法训法在部队广泛推广，一

系列立足困难复杂条件的演习演练相继展开。

　　在南海，在黄东海，在西太平洋，一艘艘军舰不

舍昼夜巡航，一架架战机来回不断巡逻，在一线对

峙、大风大浪中练战法，练体系，练攻防。

　　4月上旬，山东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实战

部署演练，舰载机频繁起降进行舰机协同、对海突

击，从容应对外军舰机滋扰挑衅，在大风大浪、远海

大洋中锤炼编队体系作战能力。

　　如今，海军舰艇出岛链训练已成常态，航母编队

体系化训练持续推进，三大战区海军舰机定期砺兵

大洋，创下参演兵力最多、训练要素最齐全、攻防难

度最大等多项纪录。

大国重器相继亮相

　　去年6月17日，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在上海江

南造船厂下水命名，这是新时代人民海军转型发展

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这些年，不断有这样的里程碑时刻。国产航母、

两栖攻击舰、新型核潜艇、大型驱护舰密集入列人民

海军，一系列大国重器相继亮相、捷报频传。

　　2021年4月23日，长征18号艇、大连舰、海南舰等

海军三型主战舰艇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集中交接

入列。

　　从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交付海

军，到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交

接入列，再到如今福建舰下水命名，10年间，人民海

军进入“三航母时代”。

　　三艘巨舰就是中国航母技术的三次飞跃：续建

国外滑跃起飞航母——— 自行建造完全国产化航

母——— 建造电磁弹射的平直通长甲板大型航母。这

个过程，正是新时代人民海军埋头苦干、奋斗强军的

征程。

　　2018年4月，山东舰副舰长徐英驾驶歼-15飞机，

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这次

阅兵也是海军航母编队首次以战斗编组形式接受

检阅。

　　徐英仍然记得那个壮观的场景：海面上洪流滚

滚，舰阵巍巍，48艘各型战舰铁流澎湃，劈波斩浪。

　　“飞越整个编队只用了几十秒，但海军从成立之

初的舢板小艇到今天的航母编队却用了70多年时

间，那一刻我看到的不只是一支威武的航母编队，而

是一部浓缩的海军发展史。”徐英感慨地说。

　　从首艘航母辽宁舰，到自主设计、配套、建造的

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再到首艘我国完全自主设计

建造的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中国海军航母发展不断

实现新的突破，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在一次次突

破中实现跨越提升。

　　作为舰船在海上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海上补给

也在实战淬火中不断跑出加速度，让舰艇走得更远、

更久。

　　这些年，海军持续推进重大战场设施配套建设，

加强海上投送、海上补给、海上医疗救护等保障力量

建设，构建起岸基、海上、岸海一体的综合保障链，为

航母编队远航提供了有力支撑。

人才培养全面加速

　　2021年12月28日，中宣部向全社会发布授予海军

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时代楷模”称

号的决定，称赞他们是忠实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的

光辉典范。

　　为培养更多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海军成功打

通生长培养路径，形成“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双

轨并行的舰载机飞行员培养格局，闯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舰载机飞行员培养新路。

　　近年来，随着海军转型备战全力推进，新型装备

接连入列，既对人才素质提出急切需求，也为人才成

长提供了广阔舞台。“生长模式”培养舰载机飞行员，

就是海军着眼转型备战加速推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

带来的可喜变化。

　　强军10年，山东舰副舰长闾勇军当过4型舰的领

导，从3000多吨的登陆舰舰长，到20000吨的船坞登陆

舰舰长，再到40000吨的两栖攻击舰舰长，到现在

60000多吨的航母副舰长。

　　履新后的闾勇军深感“压力山大”，除了吃饭睡

觉，他把所有时间精力都投向学习掌握新装备上。

　　据统计，实施复合培养以来，南部战区海军累计

遴选80余名年轻优秀军官，在陆勤与海勤、小艇与大

舰、作战舰艇与辅助舰船之间交流任职，通过复合锻

炼催生人才拔节成长。

　　近年来，海军采取超常措施加快人才队伍结构

战略性调整，推动与部队组织形态和力量运用方式

高效匹配。

　　舰载机飞行人才和航母指挥人才培养实案推

进，空中战勤、水下攻防、侦察预警等专业人才培养

质效全面提高，舰艇长等关键岗位人员培养模式不

断优化，院士、高层次人才、高新科技骨干“三级培养

工程”稳步推进，一批40岁左右的青年科技英才崭露

头角，在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中担纲领衔，一大批科

研成果成为催生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天上的事，天大的事”，这是北部战区海军航空

兵某团官兵的共识。该团飞行一大队是我国第一支

舰载机大队，自组建以来，官兵们开拓进取，实现了

海军航空兵从岸基向舰基的跨越。

　　“我们坚持从严施训、依法治训，常态组织指挥

员上塔台、飞行员进座舱、教员在身边，优化组训模

式，构建新的飞行秩序和安全平衡，练兵备战不断取

得新突破。”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政治工作处中

校主任陈军对记者说。

　　这些年，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从选拔机制、

培养方式等方面综合施策，探索完善远海训练人才

培养模式，对照未来作战需求细化培养路径，在人才

转型中铺实舰载深蓝之路。

军队建设法治先行

　　2021年以来，海军部署开展“海疆普法行”法治

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活动，定期邀请中央政法委领

导、院所专家教授为官兵专题辅导。海军院校和训练

机构及时充实完善法治教材。海军部队常态开展“送

法下基层”活动，组织普法讲师团、普法小分队深入

高山海岛、码头场站，为官兵解疑释惑。

　　“我们不断加大涉军维权力度，邀请律师走进军

营，为官兵开展警示教育、进行法治宣传，让官兵用

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理论武装头脑，学会运用法治思

维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宣传

处上校处长石垚鑫告诉记者。

　　2021年，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条

令（试行）》施行，这是海军舰艇部队正规化建设迈上

新台阶的标志。

　　2022年9月21日，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

队查干湖舰出海执行任务回港后，没有占用官兵休

息时间进行舰容舰貌整理，而是第一时间安排官兵

进行补休。“基层依法依规抓好补休制度落实，保障

官兵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官兵战斗力的保持和提

高。”该舰政委王红刚说。

　　强军10年，海军扎实开展法规制度“废改立释”

工作，对不适应新体制新任务新要求的，该废止的废

止、该修改的修改、该整合的整合。47本海军作战条

令、6册580余本训练大纲等一大批改革急需、备战急

用的法规文件，陆续制定颁布或修订实施，逐步形成

了覆盖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个领域的科学配套

法规体系。

　　海军是礼仪最多的军种。随着海军执行多样化

任务和对外交往越来越多，礼仪工作的作用也越来

越突出。为适应形势任务发展需要，海军制定了《海

军礼仪规范》，并在青岛组织《海军礼仪规范》样板集

训。2015年6月，经海军首长批准，下发部队试行。

　　“我海上兵力一举一动代表着国家形象，执行海

外任务时更要严格依法行动。”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

舰支队紧贴执行远海任务实际，定期开展国际法和

武装冲突法教育训练，帮助官兵熟悉掌握海外非战

争军事行动基本规则和法律原则。

　　民法典实施后，海军政治工作部信访和法律服

务室及时推出“典亮航程·法治同行”系列普法文章，

逐篇解读重点法条，帮助官兵提高运用民法典依法

履职维权、防范风险纠纷的能力。

　　近几年，海军律师和法律服务骨干队伍深度融

入部队使命任务，积极参与军事行动方案拟制、特情

处置等工作，及时预判法律风险、预设应对措施，为

远洋护航、海外撤侨、维权执法、训练演习等重大任

务提供了有力法律保障。

携手世界守卫和平

　　“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如需帮助，请在16频

道呼叫我。”初春，第43批护航编队正在亚丁湾执行

护航任务，过往商船的电台里响起熟悉的声音。在

“16频道”的千余次呼唤与承诺，成为这片波诡云谲

的海域最让人心安的声音。

　　15年来，人民海军已派出43批100余艘次舰艇参

加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完成1560批7000余艘中

外船舶护航任务，解救、接护各类船舶近百艘，其中

外国船舶占50%以上。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先后10次走出国门，航行

26万余海里，服务43个国家和地区，为25万余人次提

供医疗服务，实施手术1400余例。

　　2013年11月，超强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中国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紧急前往救助。

　　2021年4月，印尼海军“南伽拉”号潜艇失事，中国

海军派出舰船，赴相关海域协助印尼开展救援行动。

　　2022年除夕，应汤加王国请求，中国海军五指山

舰、查干湖舰组成编队，星夜兼程将1400余吨灾区急

需物资全部及时送达。

　　这一系列举动让世界看到：日益强大的人民海

军，不仅保卫着祖国海空安宁，这支和平之师也为世

界和平作出重要贡献。

　　近年来，中巴、中泰、中伊俄、中俄南非、中国-东

盟等双边多边海上联演、国际军事比赛等机制性联

演联训联赛常态化举行，中国海军与各国海军合作

持续深化，加强专业交流与友好互动，提高应对多种

安全威胁的能力，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

　　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

人民海军的行动越来越多，航迹越来越远。

时代印记见证海军强军航迹
记人民海军成立74周年

  图① 4月23日，致敬人民海军英雄仪式在青岛海军博物馆海军英雄广场举行。

本报通讯员 张付华 摄  

  图② 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 本报通讯员 万全 摄    

  图③ 2022年11月11日，“和谐使命—2022”任务医疗服务在印尼雅加达丹戎不碌港码头和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上同时展开，图为医疗服务现场。 本报通讯员 蒲海洋 摄  

  图④ 2022年6月17日，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下水命名，图为仪式现场。

  图⑤ 2022年8月，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

练。图为海军安阳舰战士正在瞭望取证。 本报通讯员 林健 摄  

  图⑥ 4月22日，参观青岛港3号码头舰艇开放活动的市民。  本报记者 廉颖婷 摄    

  图⑦ 中国海军航母编队在远海大洋乘风破浪。 本报通讯员 莫小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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