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3 日，胜利日阅兵，作为我国阅兵史上首次

组建的解放军千人合唱团，亮相天安门广场中心位

置，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自合唱团组建短短 53天

以来，来自海陆空七所军校的 1200 名合唱团官兵，

用赤胆忠诚书写使命担当，用一流演唱展示强军风

采，用过硬作风彰显军人形象，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

赋予的光荣使命。

用赤胆忠诚书写使命担当

“使命在肩，战鼓催征！我们定以饱满的热情、

昂扬的斗志、百倍的干劲，苦学苦练，决战决胜！”队

员代表代成超在解放军合唱团成立动员大会上道出

官兵们的共同心声。

时间紧，任务重，抓牢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是

关键。“八年抗战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传承好抗战

精神，自觉履行好参阅合唱任务。”队员陈超在参观

完抗日战争纪念馆后感慨万千。合唱团组织全体官

兵走访卢沟桥和抗战纪念馆，请抗战老兵讲抗战往

事、邀航天英雄聂海胜讲述航天人出征太空的奉献

与牺牲……

“合唱团快报《军歌嘹亮》发刊啦！”消息传来，快

报便成为队员们热捧的“明星刊物”。上面刊登了一

篇篇日记、一封封家书、一段段感言……队员们将自

己的满腔报国情诉诸笔尖，与大家分享参阅生活中

的所思所感所悟。

武锦涛因病被干部劝下合唱台。但当他听到

“阅兵开始”的指令后，噙着泪水，独自站在台后和着

音乐，大声地演唱……

处处是课堂，润物细无声。上书“零失误，阅兵场

上没有万一”“1200-1=0”等内容的标语牌、展板等在

营区内随处可见。“为了使官兵练就世界一流的演唱水

平，合唱团采取多种举措夯实其思想根基，确保他们唱

出中国心、民族魂、强军志！”合唱团政委刘程说。

用一流演唱展示强军风采

诗言志，歌抒情。为了让合唱队员更加深入的

了解抗战歌曲的创作背景，他们制成人手一本小册

子，并定期组织观看抗日影视剧，以进一步加深对

歌曲情绪的把握。

“这就是《强军战歌》的作者印青！”面对受邀前

来辅导的音乐专家，队员们个个眼睛发光，围的里三

层外三层，有的拿着纸笔认真记录，有的凝神聆听范

唱，他们如饥似渴地向老师请教，唯恐落下一个音、

一句话……

建团之初，合唱团六队因基础差被贴上了“后进

班”“替补队”的标签。队员们很不服气，肚子里憋着

一股劲儿；别人动作练一遍，他们就十遍、二十遍的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全团的两次

业务考核中，该队顺利完成逆袭，分获“最佳动作队”“最佳音准队”的荣誉。

从不会唱到会唱，从唱会到唱准，从唱准到唱出艺术感染力，为了实现从合唱“门外汉”

到唱出世界一流水平的转变，队员们以“把歌谱翻烂，把合唱台站穿”的劲头，从音准到音色，

从表情到口型……他们精雕细抠，精益求精。

“只有确保人人唱准唱响唱美，整体有型有势有魄，继而达到千人同声的境界，才能充分

展示我军的良好形象。”合唱团团长于海如是说。

用过硬作风彰显军人形象

上合唱台就是上战场，这句话深入每一名合唱队员的内心。“决不能倒下！”合唱团队员

李根咬着牙对自己说。参加阅兵合练时突发肠胃痉挛，他疼痛难忍，手指紧紧扣在背后的栏

杆上。合练结束，战友发现此时的他早已昏厥，当即将他抬下合唱台抢救，而手上的手套竟

然已经粘在栏杆上……

被称之为“钢铁战士”的梁成龙入伍 9年，7度立功。入团以来，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折

磨着这名“老兵”，每次一犯病他苍白的脸上青筋暴起，双唇咬出血丝，整个身子都会不停地

颤抖，但他从来都没有缺席过一次训练。

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一组合唱团参阅前后的组图日前在网络上引起了广

泛关注。在烈日的炙烤下，队员们原先白皙的面庞变成巧克力的颜色，晒出了天然V领……

“一个都不能倒！”这是合唱团一队秉承的队训队风，以“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的训

练状态，创下了合练一人不倒、四小时军姿不走样的纪录；一天“两上天安门”，8小时高强度

训练，他们接受一次次生理心理极限的挑战，全面锤炼了队员们的意志品质和过硬作风，也

充分展现了中国军人好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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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资讯

9月 3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在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高昂洪亮的问答声、整齐恢弘

的脚步声、憾人心扉的战车轰鸣声，从这里

传向世界。负责阅兵拾音扩音的，就是北京

军区司令部某通信装备技术大队的上百名

官兵。

该大队大队长、高工吴晓辉大校告诉记

者，他们先后高标准保障过多次国庆阅兵的

拾音扩音，还高质量为上合联演、全军战法

集训等数十项重大军事活动拾音扩音。这

次阅兵，他们担负天安门阅兵现场和阅兵训

练基地平时训练、阅兵车和陪阅车、中外参

阅方队的拾音扩音系统建设与保障，以及阅

兵通信装备巡检巡修等任务。然而，相对于

以往阅兵，这次首次安排将军担任领队、首

次邀请外军方队参加阅兵、首次组建解放军

联合合唱团，这对阅兵拾音扩音保障带来了

全新挑战。

拾音扩音实现智能化数字化

阅兵训练开始后，该大队音响设备，陆

续由原来的模拟设备更换为官兵没见过的

全新数字设备。设备品牌不同操作方法也

有差异，尤其是主机房的调频台，密密麻麻

的操纵台上有数百个按钮，近百个通道，调

试过程复杂困难。

任务就是命令。吴晓辉给自己和全大

队官兵立下军令状：“不管多么复杂的设备，

当天来，第二天必须上岗。”

于是，他们边建设边保障，白天全力保

障阅兵部队正常训练；晚上，组织技术骨干

攻关，边研究说明书边调试设备。

该大队政委武晓军告诉记者：“我们大

队这次与历次保障相比，参加人数最多，工

作复杂度最高、任务强度最大，我们就是要

在有限时间里创造最高的工作效率。”

经过 10 个不眠之夜，新装备全部安装

调控完毕，实现了整个拾音扩音系统的智能

化控制和数字化传输，并首次实现了参阅部

队分区分训、互不干扰、远程控制，所有基站

实现无人化值守。

仅用一个月，该大队就完成了两条阅

兵训练道路约 5 公里的拾音扩音系统建

设，共有 18 个音响控制区，总计 133 个声

柱，设立了 39 个拾音点位，铺设了 480 条接

口线路。

记者在现场看到，28 个徒步方队（含

外军）和 27个装备方队，分区域训练以及合

练预演期间的拾音扩音保障，在主机房就可

以控制，特别是阅兵训练道路拾音扩音和徒

步分训拾音分系统，可实现整体控制与多区

域独立控制，可满足徒步方队任何时间、任

何区域、任何形式训练的扩音保障需求。

拾音扩音实现多音同步传输

阅兵训练初期，工程师靳晓超受领阅兵

车、陪阅车、护卫车的拾音扩音系统建设与

保障任务后，日夜琢磨如何把这项工作干到

一流。

任务是艰巨的，但完成任务的决心更加

坚决。靳晓超抽组工程师张海宁、助工庞兴

豪等人组成攻关小组，跑厂家、钻书店、画图

纸、做样机，不分昼夜进行攻关，历时 4 个

月，运用十多种科研技术，最终完成了阅兵

车数字扩音系统防干扰、防阻断、防插播的

升级改造，确保了阅兵万无一失。

大队长吴晓辉说：“我们把声音当作一

种艺术来处理，就是通过我们的岗位将采集

到的每一个声源清晰、准确、完美的传递到

广场的每一个角落。”

今年阅兵首次组建解放军合唱团，千

余名学员在盛典上高唱抗战歌曲、抒发抗

战情怀，他们惊艳的表现，受到世人关注。

他们完美的演出背后包含了该大队官兵的

艰辛。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是 340 米/秒，

话筒采集的电声由光纤传输几乎没有时延，

如果不做技术处理，在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

上就会先后出现两个声音，不但影响党和国

家领导人、外国政要和观礼人员的听觉，还

影响受阅部队的步伐和整齐度。

为此，他们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一

起，利用时延技术，重新编写程序。为不影

响白天正常交通，他们只能在夜里工作，通

宵达旦熬过一个个不眠之夜进行测算、试

验、调校，无数次走遍天安门广场阅兵现场

的各个角落，终于实现声音同步传输。

确保每个声音洪亮精准无误

50 多名中将少将担任阅兵领队在我军

尚属首次。由于他们年龄差异大，每位将军

的声音高低不同，而且有的低沉沙哑，有的

浑厚高昂。如何能既凸显每名领队的特点，

又能将最洪亮的声音展示出来，成为急需解

决的难题。

“不仅要发出最大声音，而且要保证不

失真。”该大队技术室主任郝立明在谈到这

次保障难度系数时说，“50 多名将军，50 多

种声音，不仅要调整压线 P 改变音量大小，

而且要调整均衡 P改变音色，否则发不出最

洪亮的声音。”

随后，该大队派专人对照领队名单在网

络上查找有关视频，扑捉每个人的声音特

点，并分析记录下来。然后，他们逐一跟着

受阅部队训练，进行不间断的数据采集和调

整，给每位将军“量身定做”一组数据，将最

洪亮的声音展示出去。

17 个外军方队，由于语言不通、口令不

同、行进速度和方式与我军有很大差别，按

照以往保障很容易覆盖其他方队口令，漏掉

本方队字节。

为能准确、完整地将外军方队的声音传

出去，他们反复听录音，回忆外军方队领队

喊口令的位置，计算出前后方队时间差，最

后通过在外军领队喊口令前后留几毫秒的

余量解决了这一难题。

如果说受阅部队是以秒来计算时间节

点，那在拾音扩音保障中，该大队的官兵则

要精确到毫秒。大队长吴晓辉解释道：“现

场我们多采集一秒就可能出现杂音，如果少

采集一秒，可能就会少出一个字的声音，为

了达到精准扩音，我们必须要精确到以毫秒

为时间节点。”

让阅兵声音传向世界
北京军区某通信装备技术大队阅兵拾音扩音纪实

□ 本报特约记者 张坤平 通讯员 潘晓妍 王国红

科技日报讯 （杨彦青 刘晓军 谢琦）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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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国防科大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组织党委机

关干部共 36人，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开展“勿忘历史、强军圆梦”现地教学活动。

参加这次现地教学活动的人员，大都承担着

高新武器装备研制和关键技术攻关重任，为科技

强军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灾难墙”前，见学人员

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敬献花圈并默哀，南京政

治学院王喆副教授应邀围绕“弘扬抗战精神、凝聚

强军力量”进行现地教学，随后大家走进纪念馆，

参观了《人类的浩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

实展》。参观中，大家心情格外沉重，屈辱和愤怒

充斥着每一名同志的内心，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落

后就要挨打的沉痛历史教训。

在随后开展的“弘扬抗战精神，争当军队好

干部”讨论交流时，大家踊跃发言。该院激光

陀螺研究所杨教授说：“今天穿着军装来看南

京大屠杀，心情格外沉痛，作为一名军队科技

工 作 者 ，就 要 把 试 验 场 当 作 弘 扬 抗 战 精 神 的

‘主战场’，不断推动激光陀螺技术创新发展，

使‘中国精度’更为精准，让一切心怀鬼胎的觊

觎者不敢来犯！”高能激光技术研究所王研究

员说：“历史的记忆不会被抹去，悲惨的历史绝

不会重演。作为伟大中国梦的保驾护航者，我

们要按照能打胜仗的要求，瞄准最尖端、最前

沿、最重要的领域和方向攻关，努力掌握核心

关键技术，让中华民族的‘腰杆越来越硬’。”高

功率微波技术研究所袁研究员说：“当前，学院

即将组织专家教授部队行，我们要深入部队了

解武器装备的现状和差距，把武器装备建设的

薄弱环节作为推进科技创新的突破口，赢得先

机、抢占高地，努力提升科技创新对战斗力的

贡献率。”学院政委万冬根作讨论小结：“能战

是一种实力，止战更是一种能力。当前，我们

承担的重大科研项目，大都是站在世界科技前

沿与强敌博弈，科研攻关就是打仗，我们要坚

持 强 化 战 斗 力 标 准 ，切 实 把 军 人 的 样 子 立 起

来，努力在科技强军路上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绝不让屈辱的历史重演！”

国防科技大学光电学院

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现地教学

9 月 3 日，天安门广场，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
年大阅兵，举世瞩目、举国振奋！它向世界展示
了我们国家的强大昌盛、军人的忠诚威武、装备
的科技先进，同时也表达了我们爱好和平的美
好愿望！

我们的军人是绝对忠诚的。当习主席站在敞
篷车上，向受阅三军将士们问好时，“首长好——
为人民服务——”官兵们的回答似惊雷滚滚，排山
倒海。“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受阅将士

铿锵誓言荡气回肠，诠释了素质过硬的军人本色，
表现了全体官兵的赤胆忠心！

我们的军队是能打胜仗的。27 个装备方队
及 12个空中梯队，全景式展示了海陆空二炮（武
警）等军种部队，装甲兵、空降兵、防空兵等兵种的
专业部队。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展示的武器装备
大多都是首次亮相！此刻，我内心的民族自豪感
喷涌而出！

如今，“科技强军”已经成为人民军队现代化

建设高扬的主旋律。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迅猛发
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巨大变化。

我们的国家是爱好和平的。大阅兵上，习主
席向全世界宣布裁军30万人，这说明我们阅兵不
是大秀肌肉，而是志在和平。

我们不愿看到7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
屡屡公然践踏国际秩序，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
他们从抛出“侵略未定论”，到否定南京大屠杀；从

参拜靖国神社，到解禁集体防卫权；从渲染中国威
胁论，到妄图窃取我钓鱼岛……像警钟一样时时
鞭策我们要保持高度警醒。

作为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名学员，我要时刻
牢记习主席的谆谆教诲，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抗战精神，用忠诚、担当、
血性、智慧去发奋学习，刻苦研究武器装备，
为强军梦，为祖国的强大做出自己更大的贡
献！

祖国强大让我们自豪
抗战胜利日70周年大阅兵观后感

□ 李 昂

科技日报讯 （李璇）“70 年前，人民英雄抛头颅洒热血，赢得

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国家主

权……”连日来，第二炮兵某部 65 分队党支部积极组织所属官兵通

过开展“抗日战歌我来唱、抗日历史我开讲、抗日故事我来说”等系列

活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并组织“强军实践怎么看”大讨论、

收看大阅兵直播等活动，受到官兵好评。

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开展，不仅加深了官兵们对于抗战历史的了

解掌握，更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恶行，极大激发了官兵们

“献身国防、不辱使命”的爱国情怀。“历史血淋淋的教训，警示着我们

军人要时刻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作为新一代革命军人，我们就更应

该以最饱满的心态积极投身到强军实践中去！”活动中，上等兵刘正

江慷慨激昂地说。

第二炮兵某部 65分队

系列活动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

科技日报讯 （刘畅 杜冰 王仁杰）“马步下劈！杀！腕花平刺！

杀……”装甲兵学院青年广场上，传来阵阵喊杀声。近日，该院干部

轮训大队学员八队组建了特色队伍——“大刀队”。该队教导员刘飞

说：“刀术的练习锻炼了学员的体魄，打牢了体能基础，更重要的是培

养学员军人血性，提升部队士气，铸牢了军魂。”

据了解，大刀是一种极具气势的武术，《大刀进行曲》中歌词“大

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正是描述当年抗日志士挥舞大刀抗击日寇

刀起头落的豪迈旋律。在《大刀进行曲》的豪迈旋律下该队官兵磨练

军人血性，书写军旅豪情。刀作为一种冷兵器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

台，但刀作为尚武精神的一种象征却永放光芒。学员们的一刀一势，

莫不脚踏实地、严守规矩与法度，一进一退的劈砍中，慢慢渗透出“刀

味”，大刀特有的“杀气”也随之放射出来。

装甲兵学院干部轮训大队

学员八队组建大刀队强血性9月 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图为东风—31A战略
导弹经过天安门广场。

科技日报讯 （李华时）“老前辈们舍身为国、艰苦卓绝的斗争精

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把报国之心化为爱岗敬业的实际行动……”9

月 5 日 ，武 警 四 川 总 队 医 院 组 织 开 展 了“ 弘 扬 抗 战 精 神 ，争 当

卫勤标兵”活动，不断激发广大官兵有效履行职责使命的政治

热情。

“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共圆民族复

兴的伟大梦想。”该医院院长何鹏飞说。在活动中，该医院通过讲

述抗战“拼搏、奉献、团结、自强”的八字精神，激励官兵创先争优

热情；收集整理了反映抗战的 100 个小故事，编印成口袋书下发

官兵学习；开展了抗战“故事大讲坛”活动，引导官兵增强“不辱

前人、不愧后人、当好传人”的历史荣誉感和责任感，树立靠素质

立身、靠实干成才的信念。该院还组织官兵观看有关影视片，加

深对抗战精神的理解，并采取个人品读、骨干领读、交流共读等多

种形式组织学习，组织官兵积极宣讲抗战中的感人故事，并结合

官兵的岗位开展“我向英模学什么”“军人价值在哪里”等讨论。

该院政委王继红说：“弘扬抗战精神，就是要让官兵始终把曾经的

耻辱高悬头顶，使他们时刻绷紧打仗之弦，不忘使命忧患，以时不

我待的精神务军打仗。”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

弘扬抗战精神争当卫勤标兵

国之重器国之重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