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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国庆阅兵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辉

在原济南军区某集团军服役的张建
团，有幸参加了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
兵。当时，他在装备方队的 ZBL-09式
轮式步兵战车方队，接受了祖国和人民
的检阅。

接到阅兵任务 既荣幸又紧张

9月 19日上午，记者见到了在市人
社局上班的张建团。2011年，他从部队
转业回到地方工作。

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张家人有着
深深的军队情结。

“我的父亲曾经在山西当兵，我出生
时，刚好他们部队整编组建团队，所以
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张建团说，1990
年 3月，他从漯河到原济南军区某集团
军坦克团参军入伍。他从普通战士成长
为副团职干部，曾多次立功受奖。

2008年，四川发生汶川地震。他接
到部队命令，率领战士投入到抗震救灾
之中。

结束汶川地震救援后，2008年12月
28日，张建团接到上级通知，参加国庆
60年阅兵训练。

“接到参训通知，心里既兴奋又紧
张。兴奋的是，当兵一辈子，有参加国
庆阅兵的机会，非常荣幸、非常难得；
紧张是因为害怕完不成任务，辜负了部
队的信任。”张建团说。

练出浑身挺拔 练出精气神

张建团是他们那个阅兵指挥组的办
公室主任，不仅负责训练、管理和后勤
保障，还要到战车里面亲自指挥。

对于他们的训练场景，他记忆犹
新，仿佛就在昨天发生的一样。

阅兵训练人员讲究的是精神面貌和
动作规范，装备要严格达到“五大”技
术标准。站军姿时，参训人员双臂和背
用细绳捆绑，下巴和胸部拉上两根直
线，领子上别别针，练的时候下巴和胸
不能碰线，脖子不能歪，练出浑身挺拔
的感觉。眼睛的训练是黑眼珠居中，向
前平视60秒不眨眼。

作为装备方队的一员，张建团不仅
要练军姿和精气神，还要训练步战车方
队的行驶，必须是纵看一条线、横看一
条线、斜看一条线。上级对装备方队提
出了近乎苛刻的标准：车辆必须匀速前
行，每一百米的时间是36秒，误差不能

超过正负 0.15秒；一个排面的车辆排面
不能前后超出10厘米。这些标准对于重
达几十吨的步战车来说，非常不易。

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张建团和战友
们想了很多办法，克服了诸多困难，特
别是夏季训练时，在烈日的暴晒下，车
内温度达到了 65℃，每次训练完，浑身
湿透，穿的军鞋能倒出水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们训练
到车辆排面前后不超过 5厘米，可谓精
益求精。

“参加国庆阅兵的机会，大家都非常
珍惜。为了能全身心投入训练，一些官
兵甚至推迟了婚期，爱人生孩子也没能
赶回去。”张建团说。

难忘阅兵经历 报国之志代代传

2009年 10月 1日凌晨 3点左右，张
建团和战友们从阅兵村出发，到长安街
集结。

张建团编入装备方队的第 5 方队，
也就是 ZBL-09 式轮式步兵战车方队。
这是当时我国最新研制成功的新型轮式
步兵战车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信息化程
度高，速度快、火力强。方队有 18 辆
车，其中 2辆是领队车，后面 16辆车排

成 4列。张建团作为指挥人员，坐在第
一列第一辆车内。

“受阅过程很顺利，大家个个精神抖
擞，亮相人员也是按照规定动作，向检
阅的首长行注目礼和举手礼。”张建团
说，这段宝贵的阅兵经历，成为他军旅
生涯中最难忘的记忆，也是他们一家人
的骄傲。他的阅兵纪念章和阅兵证书，
好好珍藏着。

“俺家是军人之家，4名复员转业军
人，3 名现役军人，个个都是共产党
员，爱国之情、报效祖国之志代代相
传。”张建团说。

国庆60周年大阅兵，张建团在装备方队接受检阅

光荣的使命 难忘的记忆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在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中，漯
河籍士兵周洋，和战友们一道圆满完成
了受阅任务。9月 19日，记者来到市区
黄河路与解放路交叉口旁的周洋家。已
经退伍回到地方的周洋，提起参加阅兵
这件事，心里仍无比自豪。他激动地
说：“参加大阅兵，幸福一辈子。”

阅兵被选上 激动得睡不着

“参加国庆大阅兵，我真的非常骄
傲、自豪。当时，我在海军陆战队第六
方队。”提起国庆 60周年大阅兵，31岁
周洋显得有些激动，说着就把获得的阅
兵证书、纪念章拿了出来。

“国庆 60周年大阅兵，参阅人员要
经过层层筛选。每次筛选都很严格，标
准很高，我心里总是很紧张。”周洋告诉
记者，最后一轮筛选要求最严格，只要
有一点偏差就会被淘汰。

“那一次要求太严格了，个子不能低
于 1.78米，腿长要 105厘米，还要测量
脖子和胳膊的长度，脸型也非常重要。

通过集训，还要看你的腿是否直。”周洋
回忆说。

最后，周洋通过了集训，被选上
了。“激动得晚上都没有睡着觉。想到训
练肯定要比平时严格，还有点担心自己
扛不住，没想到坚持到了最后。”周洋告
诉记者。

训练张弛有度 练出好状态

“我们集中训练时，为了站好军姿，
就把手和膝盖部位夹上扑克牌，解决手
贴不紧、膝并不拢的问题。人人站得衣
服湿透。为了练耐力，正步一天要踢好
几个来回。说心里话，当时真的非常
累。好在除了这些训练，基地吃住保障
非常到位。”周洋说。

周洋告诉记者：“我们每天四顿饭，
并且都是自助餐。当时，两位六期士官
班长给我们方队做饭。想到这些，当时
心里就想着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

休息的时候，周洋和战友们可以看
电视、听广播、读报纸，文化活动很丰
富。“经常有文工团的官兵来慰问演出，
给我们减压。”周洋说。

每天除了按照计划训练，有时为了
进一步提高训练成绩，周洋和战友们经
常加班训练。对于他们来说，只有精益
求精，才能以最好的状态参加阅兵。

“说心里话，阅兵当天不紧张是瞎
话。”周洋笑着说，“首长对着我们讲

‘同志们辛苦了’的时候，我喊‘为人民
服务’的声音特别洪亮。踢着正步走过
天安门广场时，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出
错。”

想起国庆阅兵 幸福又自豪

“我记得非常清楚，2008年去四川
抗震救灾回到连队不到三天，装备还未
整理好，就接到通知，说让我去参加一
个任务。我到了训练营后，才知道要参
加阅兵。”周洋说，从参加四川抗震救灾
到阅兵结束，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和家人
联系。家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只知道
是去执行保密任务。于是，阅兵一结
束，他就打电话告诉家人他干了什么。

“不告诉家人，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们
担心我，也是为了让自己安心训练，展
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周洋说。

“在阅兵基地，闭眼就睡觉、睁眼就
训练是常态。我经常告诉自己，坚持不
一定成功，但放弃就一定失败，所以我
不能放弃，一定要一直朝前走。”周洋笑
着告诉记者。

对于国庆70周年大阅兵，周洋笑着
告诉记者：“我每天都看相关的新闻报
道。一想起自己参加过国庆60周年大阅
兵，很幸福、很自豪。”

参加大阅兵 幸福又自豪

2009年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此次阅兵是我国进入21世纪的第一次大
阅兵，集中展示了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
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

果。这次阅兵与之前阅兵相比，参加检
阅的徒步方队少了，装备方队多了；陆
军方队少了，其他诸军兵种方队多了；
参阅兵力少了，高技术信息化装备多了。

作为21世纪的第一次大阅兵，一个
个“第一次”给人惊喜。

第一次，全部阅兵装备都是国产
的。其中，52型主要装备90%是首次参
阅。包括预警机、新一代战车、新型雷

达、无人机和卫星通信等先进的信息化
装备出现在天安门地面、空中的时刻，
共和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风貌，又一次
让人激动！

第一次，有特种兵方队出现在阅兵
方阵中。这支组建于20世纪90年代，先
后完成过“北线联合”、“利剑—98”、

“联合—2000”、“挥戈—01”、国家反恐
演习、2008奥运安保支援等90余项重大

任务的部队，是全军特种部队的优秀代
表。

第一次，空军首批战斗机女飞行员
驾驶国产歼击机教练机，组成教练机梯
队飞越天安门广场，完成了难度极高的
4机前后左右间隔15米编队飞行。阅兵
式上，机群编队拉烟飞过天安门，一起
为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献上了最美丽的

“五彩哈达”……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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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装备都是国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