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大阅兵，万众瞩目。来自 7 所军校

1200 名学员组建千人合唱团，在盛典上高

唱抗战歌曲、抒发抗战情怀，更是前无古人。

8月 23日阅兵预演上，合唱团惊艳的表

现，让世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一支组建不

过一个月的参阅部队身上。而在聚光灯辉

映的合唱团背后，36 名教歌老师堪称“幕后

英雄”，他们忠诚为基明责任，学高为师传乐

理，德高为范做表率，让这群“门外汉”完成

了从不会唱到会唱、从唱会到唱准、从唱准

到唱出艺术感染力的三个转变，为顺利完成

合唱参阅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忠诚为基明责任

“合唱参阅，这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光

荣使命，无论如何都要完成好……”当受领合

唱团教歌任务后，王晓楠老师在她的工作笔

记中这样写道。之后的每一天，无论训练多

苦多累，她都会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心路历

程。她告诉记者：“每一次当学生在同一个问

题上反复出错，或者因业务成效不高挨了批

评想退缩时，我都会翻翻日记……我不会忘

记对祖国的庄严承诺。”在她的影响下，班里的

学生也慢慢培养起了写日记的习惯。

“隆重举行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是党

中央、习主席在强国强军伟大进程中作出的

重大决策……”几乎所有老师都像朱春光一

样有着一个满满记录着学习军委总部首长

讲话精神的小本本，或长或短，而且都会在

讲话后面写上一些自己的感悟。“他们不仅

自己学，教歌的时候也会跟学生讲，这次阅

兵是向国人展示军队，向世界展示中国，不

允许有一丝纰漏，使大家明白了自己肩负的

责任，学唱抗战歌曲的热情也更加高涨了。”

合唱团政委刘程介绍说。

学高为师传乐理

乐理知识匮乏、音准把握不住、表情死

板僵硬……面对这群几乎没有音乐基础的

“ 门 外 汉 ”，老 师 们 个 个 都 急 的“ 抓 耳 挠

腮”。“要让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练成专

业水准，挑战性太高了吧！”不少教歌员都

打了退堂鼓。“教不好，就是我们老师素质

不过硬……”合唱团团长于海的一席话让

教歌员们有所顿悟。

面对从零开始的学员，看着一双双渴望

的眼神，杨玲心头一热：一定要把他们教出

个形来！从哆来咪开始，从嘴型开始，从呼

吸开始……为了解决男女声音不一致的问

题，她就压低自己的声音来做示范，一节课

下来，嗓子已经哑了；为了让学员掌握好节

拍，她就通过击掌来打节奏，一首歌教完，手

已经拍得通红。

而千万次地反复伴奏，石慧等三名老师

的手指都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子。

为了让合唱队员的演唱更具艺术感染

力，杨大会提出“咬苹果练口型”。他觉得苹

果硬，咬起来比较费力，一口一口，跟演唱口

型接近，所以提倡学员多“吃”苹果。“今天你

啃苹果了吗？”成为合唱团最流行的问候语。

为了准确运用气息，程鹏老师带领队员

们“闻花香”“跑楼梯”；被调侃“妖术”多的教

歌员王宇华用通俗易懂的理工科知识，创造

了“心电图法”“手势谱”，使队员对曲谱的理

解变得得心应手……为了实现队员从唱会

到唱准、唱美的转变，老师们就将学员们的

演唱录音让他们对照，逐字细抠、逐音排查；

为了让队员练好表情，找准发声部位，老师

们反复摸索训练方法，总结出了一套“咬筷

子”“打哈欠”“咬苹果”“吃拳头”的组合技

法。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队员们不仅歌曲

能唱准了，表情也更加到位了。

德高为范做表率

“对不起，结婚的事儿再缓缓吧……”短

信刚发出去，“钢铁汉子”赵阳眼角的泪水就

忍不住流了下来。他原本定于八月的婚期

因为合唱参阅任务拖了又拖。

“ 收 到 请 柬 的 亲 朋 好 友 打 电 话 询 问

我怎么没有办，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谈及此 事 ，赵 阳 心 中 满 是 愧 疚 。 因 为 保

密 的 原 因 ，他 没 法 向 女 友 解 释 ，差 点 闹

崩 。

当合唱团神秘面纱得以揭开时，懂事的

她反而安慰道：“专心教好学员，家里有我照

顾，放心吧。”带着女友的包容与支持，赵阳

的干劲更足了。日前，他被阅兵联合指挥部

表彰为“阅兵优秀教练员”。

被队员亲切称呼为“王妈妈”的合唱团

副团长王军已经 62 岁，每次合唱团训练都

全程和队员一起坚守，顶着烈日一站就是几

个小时，脸上的皮晒掉了几层。在一次合练

中，她感到身体不舒服，几乎昏倒，但还是咬

牙坚持着直到合练结束。

当 4 岁的儿子在手术台上接受全麻式

眼科手术时，47 岁的司红军老师正在指挥

台上指挥合唱。“爸爸，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啊？”“老”来得子的他，当听到电话中传来儿

子稚嫩的声音时，这个“不称职”父亲的心都

要碎了。 （科技日报北京8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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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村里，雄兵铁甲、整齐列阵，第二炮兵核常

兼备导弹方队利刃出鞘，为 9 月 3 日即将举行的盛

大阅兵紧张训练。作为这支方阵的驭龙人，方队队

长尹建设、方队政委宗昌明无疑是这支导弹方阵中

责任最重、压力最大的人。

“首次亮相就要首战必胜，打个漂亮仗！”在谈

到接受参加此次阅兵任务的感受时，尹建设激动万

分，“军人就应该上战场，在和平年代，阅兵场也就

是我们的战场！”

这次核常兼备导弹方队由第二炮兵某旅官兵

抽调组建，因组建时间短、受阅经验少、人员装备

新，其中受阅官兵中 90后的比例高达 61.4%，如何展

示中国战略导弹的新风采就成了最大问题。基地

首长慎重再，反复权衡后，点将尹建设和宗昌明。

他们两人一个来自基地机关，多次带队执行野外驻

训任务；一个来自基层部队，带兵能力十分突出；一

个办事雷厉风行，一个性格沉稳内敛。

受领阅兵任务后，两个人就立即将自己的床铺

搬到了方队中，和战士同吃同住，全身心地投入到

了阅兵工作的组织和筹划。

舍命的事业需要铁打的军人。为确保阅兵任

务圆满完成，尹建设白天泡在训练场琢磨训练方

法，晚上和驾驶员、修理工一起研究装备训练问

题。4 个月时间里，尹建设瘦了 10 斤，眼药水用了 3

瓶，宿舍内摆满了各类消炎祛火的药品，方队成绩

也从最初的及格水平，达到了优秀。

尹建设常常告诫下属：“机关干部要多去训练

场，多到官兵中间，这样才能发现问题，也才能更好地

指导部队训练。”一辆发射车有多少个黄油嘴？更换

柴油时，两个抽油管是如何摆放的？车辆装卸载的时

候，捆绑钢筋的强度应该是多少？采访中，方队的不

少骨干坦言，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知识方队队长经常脱

口而出。就连此次受阅的战士都对他们的方队队长

竖起了大拇指，“方队队长晒得比我都黑”！

然而尹队长却连连摆手说:“集训之初，宗政委

还没有这么多白头发，现在两个鬓角都已经白了，

他才是方队最操心的人。”

此言不虚！担任方队政委以来，宗昌明是政治

工作、乘员训练、安全管理、装备静态管理、服务保

障以及卫生防疫 6项工作的第一负责人。

一次部队转场，为了确保转场过程万无一失，

宗昌明带领骨干连续三天熬夜制定转场方案，对每

一处人员定位、每一项责任划分、每一点隐患问题

都进行了周全的考虑，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处置方

案。最后推演方案时，不少兄弟单位感慨，“这项工

作还是你们干得明白”！

宗昌明对政治工作有一种特别的热爱，这种热爱体现在工作上就是一种极端负责的态度。

七一当天，根据上级要求，各方队都组织开展了“火线入党”活动，仪式轰轰烈烈、颇为壮

观，但不少单位却没了下文。在宗昌明看来，如果这些同志没有参加党课培训，没有对党员

的义务和责任有着清晰的认识，那么入党就是对党组织的一种不负责任。

为此宗昌明带着机关人员率先在方队中开办了业余党校，亲自拟定教育提纲，主动和新

党员进行座谈交流，帮助他们系好党员身份的第一个“纽扣”，这一做法也得到了上级机关的

肯定和推广。

即便如此，宗昌明却常说自己是一名“不称职”的政工干部。据统计，阅兵训练以来，他

呆在训练场上的时间比坐在办公室里的多，参加训练形势分析会的次数比研究宣传亮点的

座谈多，提出装备保养意见比上报的经验做法多。

但在战士们的眼中，政委却是他们心中政工干部的好样子。哪个战士家庭有困难，哪个

战士最近训练状态不好，哪辆车最近成绩不稳定……这些事情，宗昌明心里都一清二楚。战

士赵锋告诉记者，“每次装备合练，车厢内的温度高达 50 多摄氏度，我好几次都感觉坚持不

下去了，但看到政委还站在太阳底下陪着我们，心中就顿时充满了力量”。

（科技日报北京8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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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号 车 ，98 分 ，702 号 车 ，97

分 ……”8 月底，轮式装甲突击车方队组

织了阅兵前最后一次考核，20 多台车辆

刚一停下，车下的指挥机上马上显示出

所有车辆的考核成绩。平均成绩也清晰

地显示出来：98 分。驾驶员贺国光告诉

笔者：“98 分不容易，意味着所有战车标

齐、卡距误差均在 5厘米之内。”

评估方队训练成绩的是一套物联网

系统，首次应用在阅兵训练场。军事物

联网系统是一种装备互联互通系统，可

通过装备信息采集分析实现实时监控发

动机转速、车辆速度。

“发动！”一声令下，战车隆隆开进。

笔者在训练场大开眼界：激光测距仪、光

电测速仪等 20 多个传感器分别安装在

车辆不同的部位，同时运行，用于检测单

车等速、单车标齐、基准路等距和单排面

标齐等。

贺国光曾参加过 2009 年国庆阅兵，

那次阅兵，每台战车前端画一条标齐线，

训练中标齐、卡距都是通过人眼观察，操

纵方向盘，努力瞄准“三点一线”。评估

车速用的也是秒表，训练成绩好坏完全

“跟着感觉走”，靠一次次的训练提升“经

验值”。

而这次阅兵，驾驶员只需眼睛盯着

驾驶舱里的一块显示屏，车辆速度、标齐

与否、与前车距离多少，一目了然。便捷

的同时更加精准，拿车速来说，按规定通

过 200 米的距离是 1 分 36 秒，通过光电

测速，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方 队 长 刘 瑞 江 告 诉 笔 者 ，人 眨 眼

的速度大约为 0.3 秒，现在所有驾驶员

都能把通过 200 米的时间误差控制在

0.15 秒之内。

物联网系统不光用于辅助训练，其

更大作用是监控、预判车辆故障。维修

保障中队长冯志军跟装甲车打了 20 年

的交道，“熟悉战车比自己老婆孩子还

要多”。

冯志军说：“通过战车上的传感器，

实时的把车辆油温、转速、水温等状况信

息采集后传送到指控中心，指控中心通

过实时记录分析这些信息，达到预判分

析车辆故障的目的。”

物联网的强大让冯志军感到“轻松

加愉快”。以前判断车辆故障，修理工需

要“望闻问切”，费尽浑身解数，才能找准

故障，现在根据安装在底盘上的 30 多个

传感器，油压、气压、电压等数值都可以

通过传感器显示在终端，哪里不对劲都会有提示和预警，“最大的好

处就是在故障出现前，提前研判、提前排除”。

一级军士长赵宗刚被誉为“铁甲神医”，对战车故障判断有着一

摸准、一听准的绝技，仅用一个医用的助听器，就能“大差不差”的找

准故障在哪里。

现在赵宗刚更相信科学技术的功效。“战车信息化程度越来越

高，所有部件、模块全部是数字化控制。”赵宗刚说，现在虽然能判断

出故障，但“病因”在哪儿不好判断。

加装在底盘上的传感器帮了赵宗刚的忙。有一次，一辆车突然

脱挡，挂不上挡，按照“老经验”，肯定是离合器分离不够彻底。可赵

宗刚检查半天却没发现什么问题，故障没有解决。

打开物联网监控系统，显示电脑控制系统出了问题。果不其然，

电脑控制盒的一个元件针脚被一块米粒大的铜屑短路了，导致控制

信号出现中断。

离正式参加阅兵的日子越来越近，赵宗刚信心满怀，“阅兵那天，

我有信心确保装备动力不中断、通信不中断、油路不堵塞，保证阅兵

装备能够零故障、零隐患安全顺利通过阅兵场，接受我们党和祖国的

检阅”。 （科技日报北京8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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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部队白求恩医疗方队政委于维国在指导训练中 尹威华摄

这是一群无名英雄，甘于奉献，无法享受迈着

威武雄姿走过天安门，被鲜花、掌声包围的喜悦，

在阅兵工作中默默付出，无怨无悔。

他们就是为阅兵提供有力信息支撑的北京军

区司令部直属的某测绘信息中心、某气象水文中

心、某通信团、某指挥自动化站、某通信装备技术

大队等部队。他们用精湛的技术、顽强的斗志确

保了阅兵有序进行，用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出

了一份完美答卷。

“把脉天公”，观云测雨保
阅兵

7 月 11 日上午，某气象水文中心分析卫星云

图、雷达图像测定，7 月 11 日至 14 日，北京地区将

出现持续高温。于是，他们发出高温天气警报。

12 日这天，虽然气温将达到 39℃，阅兵训练基地

地面温度高达 60℃，但由于阅兵联合指挥部和各

级依据该气象水文中心的预报，及时采取措施，无

一官兵出现中暑现象。

该气象水文中心主任杨涛告诉笔者，他们展

开阅兵保障以来，发出天气专报 1 期、天气预报

简报 75 期、强降雨高温预警 3 期、会商纪要 4 期，

准确率达 90%以上，保证了受阅部队日常训练合

理安排，顺利进行，被参阅官兵称为能“把脉天

公”的人。

这次阅兵气象保障，该气象水文中心抽组 15

名专家骨干组成。气象水文中心总工程师胡俊忠

说，这些预报员都有参加重大军事活动演习保障

的经历，有的已经从事三十多年的气象工作，具有

丰富经验。

今年，北京地区降水频繁、雷雨频发，加之受

阅部队训练场地空旷，易受雷击，为确保参阅装备

和人员安全，精准预报天气尤为重要。于是，他们

通过多种渠道收集重点区域气象水文历史、实时

资料，建立完善了气象水文数据库；从地方气象局

协调专线，实时传输天气资料；建立大型的自动气

象站，实现了实时监测；与总参、各军兵种气象中

心和国家、北京市气象局等单位的十几位气象专

家组成专家组，作为阅兵指挥气象保障智囊团，专

门负责阅兵气象保障工作。

“精准绘图”，为阅兵指挥装
上“明亮眼睛”

“装甲分队按照专题图机动，在建国门桥无法

通过。”

某测绘信息中心参谋张浩接到对受阅部队进

入和撤离路线图反馈结果后，立即派人现地测量，

重新规划路线，再次下发受阅部队试验论证，直到

异议为零。该中心总工程师温立新告诉笔者：“阅

兵地图是领率机关进行阅兵部署、指挥、定位、疏

散的‘眼睛’，事关国庆阅兵的成败，一个小小的疏

漏或误差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绝不放

过半个疑点。”

去年 10 月，该测绘信息中心受领了制作阅

兵专题图的任务。然而，这次制作阅兵专题图

要求资料新、要素全、内容准、精度高，且表示物

体形象生动，与常规作业有很大不同。他们挑

选业务骨干，出动数十人次对长安街及附近地

区进行实地勘察，对高达建筑物和重要路口等

信息数据进行认真采集，为阅兵联指和参阅部

队共标绘、制作“机动进入天安门地区路线图”

“天安门阅兵式列队全图”等各类专题图 100 余

种，共计数千幅，反复修改千余次，做到了件件

是精品。喷绘地图近 9000 平方米，压膜 1200 余

平方米，相当于 1.5 个标准足球场。

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剑忠介绍说，该测绘信

息中心研发的“阅兵组织实施电子沙盘推演系

统”，成为阅兵指挥的亮点工程。该系统采用多源

地理信息融合、三维视景仿真等技术，以遥感影像

为底层数据，建立了覆盖阅兵训练、机动和组织实

施相关地域的多尺度地理空间环境和三维建筑模

型，具备模拟部队机动、设置行军速度和梯队间

距、计算行军长径和时间、显示阅兵指挥要素，对

阅兵式、分列式进行推演等功能。为阅兵指挥制

定部队机动计划，检验阅兵组织程序，组织阅兵行

动预演提供实时准确的决策支持。

“妙手神医”，让阅兵指挥
“中枢神经”更灵敏

编织阅兵指挥“中枢神经”的通信部队研发的

信息网络、指挥控制、态势监控、信息服务和阅兵

保障“五大系统”，使国庆阅兵通信做到了“天上

通、地上通、处处通、时时通、保密通”。

军区信息化部部长张宏向笔者介绍说，指挥

通信能否畅通，事关阅兵成败。既要保障阅兵

联合指挥部不间断地对受阅部队进行指挥，又

要对部队行动实施实时视频监控；既要保障静

态条件下的通信指挥，又要保障机动条件下的

全方位联络；既要保障摩托化开进的受阅部队，

又要保障铁路输送中的装甲车辆及空中梯队；

既要保障阅兵现场，又要保障外围警调、装备修

理、联合军乐团等。

某通信团受领任务后，及时抽组精干力量，组

成传输、线路、视频、CDMA、集群等 8 个保障分

队，先后动用近千人次，车辆近百台，在天安门地

区、长安街沿线和阅兵训练基地完成铺设光、电缆

线路 19 条数十公里；组织光缆开口引接上百处，

电缆开口引接 15处，安装电话 1100多部。为按时

高质量完成阅兵光缆铺设任务，三营十一连连长

刘琦冒着大雨，带头钻入人井，在齐腰的臭水中精

心施工，4 小时完成 1.2 公里的光缆铺设，确保了

阅兵训练的正常进行。话务员刘娟和话务员宋雨

臻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了电话、交换机的安装，为做

到百万次转接电话无差错，硬是在一个星期内完

成了 2000多组电话号码的录入和背记。

“空中交警”，使阅兵指挥畅
通无阻

第四次阅兵合练的前一天，某电磁频谱管理

中心工程师张文华收到某方队通信受到干扰的申

报，立即组织频谱监测力量对干扰源实施快速定

位,查明该干扰源来自训练基地外的施工现场,与

地方无线电管理部门协力处理后，通信恢复正常。

“阅兵现场，用频单位和装备多，干扰源多，如

果不加以管控，在相对有限的电磁空间里，很容易

产生自扰和互扰，导致感知迷茫、指挥协同紊乱。”

信息保障队队长宋木国告诉笔者，该电磁频谱管

理中心就相当于“空中交警”，为用频单位指定使

用频率，监测和管理“逆行”、“非法占道”等违规

行为，使大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

复杂电磁环境对确保受阅部队用频稳定提

出严峻考验。受领阅兵保障任务后，该中心派

出精干力量昼夜坚守在监测实施监控，收集数

据。在该中心值班日记上，一组组数据格外醒

目：统计用频装备技术参数数千部（套），实施电

磁频谱监测上千小时，截取频谱图数百张……庞

大的数据支撑，科学的统筹管理，确保了受阅部

队的用频安全。 （科技日报北京8月31日电）

为阅兵提供有力信息支撑
北京军区保障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训练纪实

□ 张坤平 王国红 潘晓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