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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质疑到取得了令人叹

服的成绩，女兵们只用了两年。

在这两年里，她们付出了很多。

比如，人家女孩减肥，她

们却相约增肥，为的是增强体

力，以便独立完成筑掩体、扛

电缆、抬导弹等力气活。

女兵尚家伊曾是学校的

“女神”，年年拿奖学金，毕业

后找的工作工资高，环境好。

2013 年，尚家伊入伍成为女子

导弹搜索发射连的一员。连队

安排她体验光瞄手岗位，第一

次上专业课时，当身材娇小的

她站在一件件几十公斤的装备

器材面前，得知自己还要经常

搬运它们抢占阵地时，不由得

傻了眼。

不服输的她铁下心来要啃

下这块硬骨头。为提高臂力，

爱美的她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

增肥计划：每天早上多吃两个

馒头；每餐逼着自己把饭吃完；

在完成“三个一百”（每晚 100

个仰卧起坐、100 个俯卧撑、

100 个深蹲起）的前提下，每

次体能训练要比别人多做 50

个俯卧撑，每天要多爬 10 趟

楼梯，连队的力气活总抢着去

干；臂膀练肿了缠上绷带继续

练。3 个月后，她的体重由 41

公斤增加到 47 公斤，原来身

材苗条的“女神”变成了粗胳

膊粗腿的“女壮士”。“当时不

敢看自己的胳膊，粗得跟个男

人似的。”尚家伊说，虽然自己

的形象毁了，但操作起装备来

更加轻松自如，值了！

增肥的可不止她一个，增

得更狠的也有。比如张意云，

一顿饭要吃 6 个馒头、2 碗米

饭，饭后还要加巧克力、饼干

等甜点。新兵刘卓莹从刚入

伍时的体重 51.5 公斤，半年

后变为体重 65 公斤，不但没

有因为训练而减肥，反而重了

不少。她说 ：“我现在每餐的

饭量比我以前一天的饭量还要

多！早上最多时也吃了6 个馒

头。”

导弹车内数百个开关按

钮、密密匝匝的电路图，女兵

们夜以继日学习摸索，有的

连说梦话都在背记数据；为

了尽快练就操作硬功，女兵

们每天几十上百次从几米高

的战车爬上跳下，常常磕得

头破血流、身上青一块紫一

块。前年战术演练，官兵连

续转战四昼夜，每天睡眠时

间不足4小时，没水洗脸洗澡，

衣服布满盐渍，手上脸上到

探访我国陆军首支女子导弹连

价值数亿的武器装备，

交给一群十八九岁的小丫头，

能行吗？如此精密复杂、高

大威猛的导弹战车，她们玩

得转么？

2013 年 3月以前，当组

建陆军首支女子导弹连的打

算刚提出时，就遇到了不少

质疑声，甚至有人私下议论：

不会是形式大于内容的政绩

工程吧？

在我军，过去女军人大

多分配在通信、卫生等保障

性岗位。近年来，我军女兵

比例和数量逐渐增高，女兵

学历也普遍较高，因此，女

军人编配逐步向战斗岗位拓

展，海军女子陆战队、空军

歼击机女飞行员、二炮女子

导弹分队等相继走进公众视

野。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

陆军首支女子导弹连，目的

就是为军队兵员结构调整改

革提供参考。

组建消息传达后，在全

军中掀起报名热潮。当时在

广东某部队医院从事护理工

作的张意云兴致勃勃地报了

名。3月6日，张意云在接受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

说：“我在医院工作时没有任

何军事训练项目，当时也想

过去战斗岗位可能训练会很

辛苦，但我还是愿意来，因

为我不想我的军旅生涯平平

淡淡。”

像张意云一样选择的人还

有很多。很快，我国陆军的首

支女子导弹连在 2013 年 3月

组建成功，连队30多名“90后”

女兵，平均年龄 22 岁，文化

程度 90% 在大专以上，大多

是从话务员、卫生员、打字员

等保障性岗位抽调而来。

而让质疑者意外的是，

这些此前没有经过什么军事

训练的女兵，却在随后的两

年里让人刮目相看。

据该部部队长茹雷介绍，

连队组建仅 7 个月，女兵们

就掌握了一般男兵需一年以

上才能掌握的理论和操作知

识，并独立进行实弹射击，

在夜间复杂电磁环境下一举

命中目标；一年之后，她们

在气象条件不佳、靶机航路

多变情况下，精准击落 100

米以下高度的高速目标，填

补了该型导弹实射的全军空

白；6 项战训法创新成果被

推广应用；被广州军区评为

“军事训练尖子连”，荣立集

体三等功。前年底的军区考

核，女兵连的表现令考官们

惊呼：这样的素质，一般的

男兵连也很难比得上！

两年来，连队有 2 人荣

立二等功，9人次荣立三等功。

第一批入伍的张意云荣获了

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

3月1日，她们又被评为“全

国三八红旗集体”。

女兵们训练时是“女汉子”，

生活中却美丽动人。

她们曾在训练中表现突出，

赢得部队奖励的面膜；在连

队的瑜伽室里，她们穿着瑜

伽服翩翩起舞；在活动室里，

她们伴着吉他、钢琴、架子

鼓自弹自唱，深情款款；在

图书室里，她们坐拥不定期

更换的各类图书，书香盈袖；

在运动场上，她们打羽毛球、

篮球等，英姿飒爽……“我梦

想着自己能成为林丹和李雪

芮。”爱打羽毛球的刘卓莹告

诉记者。

而在驻地周边，人们早就

传播着女兵们的美丽又英勇的

故事。

2013 年，衡阳一些乡镇因

大旱陷入水荒，女兵们主动请

缨，在 35 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里，

每天机动 200 余公里，起早贪

黑工作12 个小时，为 4 个乡镇

3万余村民送水。此外，她们还

肩挑背扛，帮助村民修建饮水

站。

2014 年清明节，连队拉

练途中突遇山火，百米开外

就是一个油库和村庄。官兵

激战两个多小时将火扑灭，

保住了油库和村庄。赶到现

场的群众得知这群奋不顾身

的“迷彩”是女兵时，无不惊

讶赞叹，称她们是新时代的

“花木兰”。

2014 年 5月，女兵连和驻

训地附近面临辍学的贫困高一

学生小刘达成了一个“秘密约

定”：女兵们的名字、单位以

及个人信息一律保密，小刘不

要再过问；小刘要好好学习，

学习生活上有好消息或者是困

难都要及时告诉女兵们；女兵

们对外不透露小刘的个人信息，

让他得以安心学习。截止目前，

小刘已收到 9 张署名为“冰姐

姐”的汇款单，学习成绩也一

直保持在班级前十。

打针的女护士报名去打导弹

“女神”变成“女壮士”

女兵们的“秘密约定”

处是蚊虫叮咬的红包，但没

有一人叫苦言累。

“我没想到导弹兵会这

样辛苦，也曾经觉得日子难

熬。”新兵刘卓莹因为迷上

电视剧《我是特种兵》，办

了大学的休学手续来到女子

导弹连。虽然训练辛苦，但

她没有后悔 ：“我相信这样

一句话：穿上婚纱的机会，

每个女孩都可能有；但穿上

军装的机会，却不是每个女

孩都会有。”因此，在家是

“白富美”的战士林英，虽

然去年底因超龄未能如愿提

干，家里为她找好了高薪工

作，但她毅然决定改士官，

继续留在部队。藏族 24 岁

女兵斯娜拉姆大学毕业入

伍后，家人希望她按民族习

惯早日退伍成家，也被她婉

拒。当连队实弹射击的视频

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后，

斯娜拉姆亲友看到昔日“卓

玛”英姿飒爽的形象，给

连队寄来了十余条哈达表达

祝福。

“我们是女人，但我们更

是军人。”这是女兵连在训

练中反复强调的。她们深知，

子弹不长眼睛，战场不辨男

女，只有平时多吃苦，战时才

能少吃亏。

2013 年 10 月上旬，女子

导弹连队首次年度实弹演习

进入到袭扰与反袭扰科目。

与她们对抗的一支专业蓝军

担任袭扰分队，成员全部经

过特种训练，近 5 年来先后

与 10 余支部队进行对抗，从

未尝过败绩。但最终结果却

是，女兵们赢了。

昔日“娇娇女”就这样锤

炼成军营“女汉子”。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张国锋 沈磊 王豪   图：张国锋

女兵们在进行导弹装填训练。

捕捉目标，女兵们目光如炬。

 价值数亿的导弹装备，交给了一群十八九岁的
小丫头来操作，能放心吗？打导弹的她们不少原本
是打针的、打字的，她们能扛得起 100 公斤左右的
武器吗？何况她们还爱敷面膜，爱练瑜伽，爱音乐，
许多人都是从来不吃馒头……

你的担心都是不存在的。她们或许在家时是“娇
娇女”，进了军营却是“女汉子”。她们组成了我国
陆军首支女子导弹连，创造了某型导弹实弹射击多
项纪录，被广州军区评为 “军事训练尖子连”。日前，
她们又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3 月 6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驻湘某部女
子导弹连，专访了这群新时代的“花木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