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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劲旅英姿勃发 铁马金戈捍卫和平

八一将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了一场
气势磅礴的沙场阅兵。

从天安门前到草原之上，从庆祝建国到庆祝建军，与新中国
以往历次阅兵不同的是，建军90周年前夕的这场阅兵在主题和
地点上变化的背后，有着特殊而深远的意义：

这是新中国首次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阅兵，是人民军队
整体性革命性改革重塑后的全新亮相。

在阅兵现场，记者没有看到彩旗、鲜花，连以往阅兵标志性
的徒步方队和踢正步也取消了。沙场阅兵完全打破了广场阅兵
的惯例，万余名刚下训练场、又上阅兵场的受阅将士，驾驶着一
架架战机、一辆辆战车依次通过检阅台。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尘土飞扬，浓烟弥漫，久久回荡着战
机的轰鸣声和战车的怒吼声。

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一个个军
队改革后崭新亮相的军种或部队精彩登场；

歼－16、歼－20歼击机，红旗－9B、红旗－22地空导弹，轻
型全地形车、新型无人机……受阅装备近一半为首次受阅；

陆上作战、信息作战、特种作战、防空反导、海上作战、空中
作战、综合保障、反恐维稳、战略打击……9个作战群按作战编
组、以空地一体的形式接受检阅，集中体现现代战争信息主导、
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的特点，展示着解放军体制、结
构、格局、面貌的新阵容、新变化和新气象。

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开展钓鱼岛维权斗争、南海常态化战
斗巡航……在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忠实履行着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

即便是朱日和，这个原本不知名的塞北小镇，近年来因密集
的实战化练兵备受瞩目。

2014年至 2016年连续 3个夏天，3场以“跨越”命名的实兵
对抗系列演习在这里拉开战幕，19个合成旅千里赴战，轮番与
专业化“蓝军”激烈厮杀。“红方六负一胜”的首轮演习战报，震动
全军。

从开国大阅兵到胜利日大阅兵，如果说此前天安门广场上
的国庆阅兵体现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那么，这个夏天在朱日和
训练基地举行的沙场阅兵，则更彰显着“形神兼备”的使命感：把
训练与阅兵相结合，贯穿实战化野战化要求，是信息化条件下诸
军兵种的一次联合行动。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
塞外声。沙场秋点兵。”宋朝著名豪放派诗人辛弃疾的千古名句，
不知激荡过多少人的心胸，点燃了多少人的激情。

此时此刻，我们不会忘记，建军90年来，人民解放军背负着
民族的希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一路向前，精忠报国。

此情此景，我们不会忘记，建军90年来，中国军队和中国军
人的形象和威风是靠一场场战斗打出来的，是一代代官兵用鲜
血和生命铸起来的。

身披雨雪风霜，头枕边关冷月。
今天，中国的周边并不太平，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
从 1927年到 2017年，这场阅兵让人们看到，90年后的今

天，这支以“90后”为主体的伟大的人民军队，依然年轻，依然朝
气蓬勃，依然英勇善战，依然值得信赖！

纪念，为了铭记不能忘却的历史；纪念，为了开创更加辉
煌的未来。

沙场阅兵，是这支军队在向世界一流军队奋力进发的征程
中，最好的“生日礼物”！

核常兼备，全域慑战。在庆祝建军 90 周年阅兵中，由
火箭军 1 个部队方队和 4 个导弹方队、5 型导弹组成的战
略打击群，以“压轴”方式光荣地接受检阅。

壮阔的火箭军部队方队行进在最前列。接受检阅的
360 名官兵，有的来自导弹发射号位，有的来自国防施工
一线，有的来自院校课堂。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
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
要基石。

紧随其后的核常兼备导弹方队，受阅的东风－26 导
弹，能够跨区域无依托机动发射，可对陆上固定目标和大
型水面移动目标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

第三个受阅的是常规导弹第1方队。接受检阅的这型
导弹是打击舰船目标的陆基弹道导弹，具有慑控范围广、
突防能力强、寻找跟踪目标准等特点,也是第二次出现在
阅兵场。

接着，常规导弹第 2 方队通过检阅台。受阅的是东
风－16 改常规导弹，它的命中精度高、毁伤能力大、反应
速度快，能够对敌要害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最后接受检阅的是核导弹方队。受阅的两型战略核导
弹，是我国大国地位、国防实力的显著标志。

从常规导弹到核常导弹，从中程导弹到洲际导弹，受
阅的火箭军，展示了我国慑战能战止战胜战的战略制衡能
力，为共和国筑起坚不可摧的和平盾牌。

从第二炮兵到火箭军跨越转型，从“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的殷切嘱托到“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
火箭军”的铿锵号令，火箭军牢记强军目标，加紧备战强
能，部队建设发展迎来新的机遇，踏上强军兴军新的征程。

维护国家和平的“王牌”“底牌”：

战略打击群

30日,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的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体现出浓浓的
“野味”“战味”。

从训练场直接走上阅兵场

记者在阅兵现场看到，空中突击梯队呼啸而至。10架武装直升机率
先开辟空中通道，实施侦察预警，进行火力压制。8架武装直升机护卫18
架运输直升机，搭载精锐力量，突入作战区域。

同战友们一样，44岁的空中突击某旅特级飞行员汤军也是第一次从
训练场直接走上阅兵场接受检阅。

“首次参加野战条件下的阅兵，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阅兵中，汤军担
任火力突击分队横队长机。

阅兵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王瑞成介绍，这次阅兵依托正在进行实战
化训练的部队组织实施，受阅将士走下训练场、便上阅兵场，以征尘未洗、
连续作战的战斗姿态接受检阅。

所有装备不作装饰

“这次阅兵立足实战环境，突出铁流滚滚、风尘仆仆的战场氛围。”
王瑞成介绍，阅兵打破以往广场阅兵的惯例，不安排徒步方队和踢正步，
不安排军乐团、合唱队，不搞群众性观摩，所有装备不作装饰。

铁甲铿锵，铁阵生威。记者在阅兵现场看到，携着演兵场上的尘土和
沙砾，22辆99A坦克呈“箭”形布阵，象征着“陆战之王”勇往直前。

打破单一兵种编组限制

这次阅兵从实战出发，根据战斗需求编组，打破了原有阅兵单一兵种
编组的限制，体现出信息化联合作战。

王瑞成介绍，往年历次阅兵，官兵们都是面带微笑、装备干净锃亮，而
这次，官兵们全副武装，脸上充满英武之气，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装备外
观遍布泥沙，犹如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王瑞成介绍，由“礼仪式阅兵”向“实战化阅兵”的转变，反映了改革强
军实施后部队的战斗力，体现了全军官兵在野战化条件下苦练精兵谋打
赢的战斗作风，展示了中国军队向世界一流军队奋力进发的宏大气势。

空中作战群“吸睛”

3架歼－20战机组成楔队咆哮而过。这款由我国自主研发的第四代
超音速隐身战斗机，于去年在珠海航展上惊鸿一瞥之后，首次以战斗姿态
展示在世人面前。

作为受油机受阅的歼－10C飞机，是歼－10系列战机中最新的一款。
它与护卫空警－2000的歼－10B一道，作为歼－10原型机的后续型号首
次出现在阅兵式上。

首次亮相的还有歼－16歼击机、运－8干扰机、运－9运输机等，去年
装备部队的运－20大型运输机，也第一次飞临阅兵场上空。

除单一机型外，梯队中的编组方式也值得关注。空中作战群根据战斗
需求编组，充分体现了信息化联合作战的特点。

“比如，预警机、指通机和电子干扰机首次混编受阅，更加完整地展示
了空军作战的体系要素，进一步体现了空军对信息化建设的日益重视。”
空军指挥学院教授王明亮说。

首次以全新编队亮相的还有大型运输机运－20与中型运输机运－9
的3机编队，这也是运输机编队首次飞临阅兵场。

空中编队形式干净利落

在以往阅兵中，空中编队形式多样，除楔队外，还有横队、纵队、斜队
及拉彩烟等动作，而在30日的阅兵场上空，6支梯队全部以楔队飞过。干
净利落的队形，威猛之中透出浓浓“战味”。

记者在阅兵现场看到，歼—11B战机组成的7机楔队作为空中梯队的
“压轴”最后一个飞过阅兵场。它们释放出耀眼的红外干扰弹，以特殊的方
式，向人民解放军90岁生日献礼。

“这项带有强烈实战意味的动作，首次出现在阅兵场，更契合沙场阅兵
的主题。”歼－11B中队带队长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肖军说。

为何选在朱日和基地？

以往的阅兵地点，多选在北京天安门前。这次建军节阅兵则选择在了
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朱日和基地。

朱日和基地由沙漠、草原、山地、壕沟等组成，占地1066平方公里，复
杂的地形让基地具有了独特的练兵地理优势。该基地主要组织师、旅、团
级部队完成合同战术演练，协同装甲兵和其他兵种部队进行技术、战术演
练，能够展开军师规模的实兵演习，并为陆军的各种武器进行实弹、实爆
作业和航空兵实施对地面部队攻击演练提供保障。

（均据新华社）

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
有啥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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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30 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
阅兵在朱日和训练基地隆重举行。阅兵总指挥、中部战区司令
员韩卫国上将30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记者：在庆祝建军9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我们为什么举行
这样一种形式的阅兵，它的意义何在？

韩卫国：这次沙场阅兵，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作出
的重大决定。通过沙场阅兵，展示我军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定自觉，发扬传统、不忘初心、忠诚向党；
展示军队改革重塑后的新体制、新编成、新成果；展示我军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新面貌、新动力、新发展。通过沙场
阅兵，向世人全面展示我军军威，凝聚强军魂、坚定强军志、提
振强军气，进一步汇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记者：沙场阅兵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韩卫国：这次沙场阅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以庆祝建

军节为主题组织的一次阅兵。参加阅兵的官兵征尘未洗，按照
作战编成走上阅兵场。阅兵所展示的许多武器装备，如歼—20、
歼—16 和新型防空导弹等，都是首次亮相阅兵场。对官兵来
说，这次阅兵是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是一次意志品质的全面
锻炼，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

记者：这次阅兵具体安排上，从哪些方面体现出“野味”“战味”？

韩卫国：主要体现在4点：一是在受阅编组上，参加受阅的
梯队、方队，全部按作战群队编组。二是在受阅姿态上，受阅官兵
按照战斗要求着装，受阅车辆装备和飞机按作战状态确定受阅
姿态。三是在动作设计上，安排了多个军兵种按战术动作受阅。
四是在指挥手段上，所有指挥设施依托野战指挥方舱部署，指挥
信息系统按战斗状态通联，指挥通信手段按作战需求配置。

记者：这次阅兵，战略支援部队以及一些其他新组建单位
首次亮相。请问阅兵如何体现我军在这一轮改革中编制体制调
整上的新举措新成效？

韩卫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打
赢现代战争要求，对军队编制体制的重塑，是提高军队战斗力
的重大举措。这次新质作战力量的亮相，就是要完善我军联合
作战的体系，运用新质作战力量，强化我军体系作战能力。

记者：这次阅兵是在战区主战新格局下，全军组织的一次
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体现战区主战优势？

韩卫国：这次阅兵，不仅成立了由军兵种组成的阅兵联合
指挥部，而且建立了军兵种指挥员参加的阅兵联合指挥部党
委。阅兵的组织实施，体现了逐步完善的体系优势，这个体系是
上下贯通的完整的指挥体系，是各军兵种高度融合的联合体
系，是军兵种信息系统通联的完整体系，是数据链通畅的指挥
控制体系。这次阅兵就是对这种体系优势的实际检验。

沙场阅兵，向世界一流军队进发
——访阅兵总指挥、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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