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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点我访，赛车手、军人的一天怎么过？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一行作息如何？工作内容又有哪些？
你点我访，记者带你走进最想了解的职业。这期我们为读者介绍赛车手、军人两个个职业

人一天的工作状态，看看他们身上都有哪些职业习惯？

赛车手：刺激辉煌的背后是枯燥的训练

第一次掉进河里，却对赛车一玩倾心
赛车是一项需要投入精力和体力的运动。普通人平时

开车四五小时便觉得疲惫，而韩魏在沙漠、高温、寒冷等
恶劣环境中，仍能让自己保持精神高度集中，不仅靠坚韧
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更多是靠日复一日枯燥的训练和汗
流浃背的坚持。

越野拉力赛中，体能消耗较大。韩魏在日常的训练
中，着重加强自己手臂与腿部的力量。所以韩魏每天早上
早起都会先跑步再游泳：“每天几小时的有氧运动，我已经
很习惯这样的训练强度。”

2007年南北湖挑战赛，他和好友张文选相约去赛道，
本来只是好奇围观。结果到了现场按捺不住心头骚动就报
名了，张文选做车手，韩魏当领航。赛道不长，他们一路
疾驰向前，阴差阳错开到了“断头路”。结果连人带车一起
跳进了河里。

换作他人，头一次赛车就九死一生，怕是再也不敢碰
赛车了。但韩魏却在惊险的刺激中，对“赛车”一玩倾
心。比赛完后，他立马买了辆三菱车改装成赛车，赶上赛
车培训班开课，他和张文选都去报名学习。2007年6月韩
魏就拿到了赛照。

与大部分赛车圈的菜鸟一样，改了赛车、考了赛照，
就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赛车比赛生涯。

“从喜欢赛车到成为职业赛车手，其实每一个职业车手
的成长历程都是充满心酸和坎坷，国内很难有一些大车队
选拔任用，所以必须靠自己点滴积累和努力。”韩魏说：

“当然我是幸运，遇上我的好同学乔晓华，他从我新秀组开
始支持直到现在。”而韩魏也拼尽所能为乔晓华的企业力伴
赢得荣誉。

在沙漠中翻车，稳住心态拿下第一
韩魏就这样一步一步朝职业赛车手进发了。为了取得

好成绩，韩魏曾经独自一个人进沙漠练习，遭遇陷车时奋
力挖沙。特别累的时候，他就躺车底下休息一会儿。

就是凭着这股子努力和天赋，韩魏2010年获得了全国
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双料年度冠
军。2012年他豪取场地越野锦标赛/长距离越野赛个人与车
队双冠王。2014年再度夺得场地越野赛年度总冠军与长距
离越野赛汽油组车队总冠军。2015年中国越野系列赛年度
总冠军。2016年他荣获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评定的
金香槟车手奖，媒体和同行誉为“中国车王”。

他拿奖无数，唯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2015
年的环塔拉力赛。”

环塔拉力赛是个什么样的比赛？2011年起，环
塔拉力赛已正式升级成为国际级赛事，是亚洲第一、
国内最大的汽车、摩托车、卡车同场竞技的权威品牌

越野国际赛事。荒芜的沙漠、复杂的地形、壮丽的景观和未
来的不可预知性，都是对赛车手耐力和赛车技术的考验。

2015年的环塔拉力赛中，韩魏经过一段酣畅淋漓的冲
沙，他的车腾空翻了起来，他经历了梦靥般的翻车。当时沙
漠地表温度极高，韩魏整个人都快被“蒸熟”了，中暑之后
才有了翻车失误。

但万幸的是，赛车是三百六十度翻正，他才得以继续行
驶。车窗震碎了，玻璃碎片残留在车窗上，不时会飞到他脸
上，脸上疼得厉害。他只好停下车，将玻璃碎片处理干净，
因为材质特殊，总共花费了20分钟左右。

没有了挡风玻璃，韩魏的赛车就像“敞篷车”一样。随
着超车的加速，沙子像子弹一样在脸上，疼得让人龇牙咧
嘴。韩魏却顾不得这么多了。

一次次深踩油门，一次次最佳超车，一次次轰尘转弯，一次
次热血沸腾。“现在不是有句话说，稳住我们能赢。”韩魏确实稳
到终点，赢得漂亮，他比第二名领先了将近4个小时。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16年的环塔拉力赛，韩魏比第
二名领先6个半小时。自此赛车圈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谁
敢横戈跃马，唯有韩大将军。”

常胜秘诀是老婆大人
“韩大将军”的常胜秘诀在于比别人多了一道“护身

符”——韩太。韩魏每次有大型比赛，出门必带的就是：老
婆、头盔、赛服、赛鞋……

大型比赛的后勤工作都是韩太一手操持。在国外比赛
时，韩魏吃不惯外国菜。但只要有韩太在，她就会下厨做清
蒸皮皮虾、螃蟹，很快将韩魏的胃口打开。吃好睡好让韩魏
参加比赛的反应更快，发挥也就更好了。

韩魏的女儿恬恬也很喜欢看赛车比赛，一放假就会看爸
爸比赛。2017年绸之路拉力赛。韩魏第一次对标中国队，站
在这个世界领奖台的位置上拿了第三。当时央视的记者问恬
恬，爸爸拿到好成绩，女儿有什么感想。当时恬恬才9岁，就
自豪地在直播中对着全国观众说：“我爸爸为祖国争光了。”
当时韩魏百感交集。

韩魏35岁开始进入越野赛车圈，在他看来并不算晚。他
说：“因为年轻时容易冲动，不够厚积薄发。”韩魏说：“像

‘达喀尔先生’彼得汉塞尔今年53岁了，照样能夺冠。我个人
认为四十岁到五十岁是越野赛车的黄金年龄。如今达喀尔比
赛中，最年长的选手今年77岁。以我对赛车的热爱，我想我
坚持到60多岁没问题。”

韩魏还有一个小小理想就是让更多的人接触汽车运动：
“不要因为资金原因隔离一些具有天赋的赛车手在赛场外
围。”为此，韩魏研发了一款10万元以内的沙漠越野车，能够
让普通人也能拥有自己的赛车。该款赛车预计今年三月底上
市，量产后可达到上万台。

韩魏说最想了解军人，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当初
没有成为职业军人，守护一方安宁。

一个中国越野赛车
圈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在 2015-
2016年连续获得两届环塔拉力赛
冠军，更是在2016丝绸之路国际
拉力赛中刷新了中国车手在重大
国际拉力赛事中的最好名次，被
同行誉为“中国车王”。

蜿蜒的赛车道，韩魏戴上头
盔和手套，手握方向盘，一踩油
门，发动机的轰鸣声像一首豪迈
的歌，那一刻他真正释放了自己。

韩魏

靠听觉就能锁定鸟的位置

一般在战机开飞训练前一小时，驱鸟手们都已经领
取装备开始进场了。驱鸟手们分布在各个点位，有的发
射钛雷弹驱散鸟群，有的拿着猎枪在草坪里巡逻，和鸟
儿们斗智斗勇，只为保障每一架飞机安全翱翔。

驱鸟车包含驱鸟音效、驱鸟灯光、驱鸟炮筒发射器
等设备设备。驱鸟分队队长曹华介绍：“放鸟类同伴惨叫
声的音效、用鸟的天敌‘猫’以及猛禽的叫声，对鸟来
说有威慑作用。”

“前方发现鸟情！”曹华在驱鸟车内立即按下按钮。
“砰”、“砰”，几声爆炸声后，驱鸟弹在鸟群附近炸开，
原本还在草丛中觅食的鸟禽们仓皇地扑腾着翅膀，闻声
而散。“没有打伤鸟儿，只是用巨响声将鸟吓走。”

对于驱赶不走的猛禽，他举起猎枪，瞄准，开枪。
“很多人不理解，鸟飞得好好的，为什么开枪？”

曹华给记者科普了一番，鸟对飞机的冲击力是十分
巨大的，在巨大的冲击力下，导致的后果是极为严重
的。世界上不少机毁人亡的事故有不少是飞鸟撞击造成
的。

“虽然鸟害防治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但鸟始
终是生态链中的一员。”在曹华认为，驱赶才是目的，而
猎杀则是万不得已下的选择：“鸟的生死和飞行员的安全
只能选一个，我们只能选择后者。”

跑道巡查结束，驱鸟保障完毕。指挥员一声令下，
一架架战机滑过跑道冲上云霄。此时驱鸟手们仍然坚守
在飞行区。训练没有结束，他们与鸟的“游击战”还在
继续，没有丝毫懈怠。

在采访过程中，曹华给记者的印象一直是，黝黑的
皮肤下眼神刚毅专注，不苟言笑，不多话。但谈起鸟类
来，他滔滔不绝，对机场附近的鸟类生态链了如指掌，
如数家珍一般：“机场附近的鸟类有41种，其中高危鸟
类10种，主要有白鹭、灰掠鸟、白翅蓝雀、夜鹭等。”

十多年的驱鸟手工作，让他可以凭经验把每一种鸟
儿都收拾得服服帖帖：“晚上视野不好，我们都是靠听，
像夜鹭喜欢边飞边叫，它一出现我们就能锁定目标了。”

终于，首班战机顺利降落，站在远处的曹华露出了
笑容：“战机从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我的心都是悬着
的，战机回来了，悬着的心才会放下。”曹华说：“我最

开心的就是战机能够顺利起飞和降落，全年没有鸟撞事
故。”因为工作表现出色，2017年全年机场都没有发生
一起鸟撞事故，他和整个分队荣立了集体三等功。他入
伍16年以来，二次荣立三等功和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每天10多小时驱鸟，一干12年

曹华是江苏南通人，在进入部队前他做了一年模具
学徒，两年升为补师、技工。后来曹华看到街上的征兵
广告，就打算参军了。

曹华上面有个姐姐，他是老幺，父亲希望他能够留
在身边，平平安安地过好日子。所以一听到曹华要参
军，父母极力反对。

“你不当兵，他不当兵，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
家？”从军报国是曹华的梦想，儿子的坚持终是让父母败
下阵来。

2002年，曹华光荣入伍。他怀着满腔热血保家卫国
的心来到部队，最后分配到了炊事班做给养员。“一心想
报国，最终与锅碗瓢盆为伴，说没有落差是骗人的。但
在部队，服从命令是天职。”浓厚的军营氛围使曹华感受
到为人民子弟兵服务，后勤也同样光荣。

2003年，曹华因为在机械上的技术突出，开始负责
养场机械。2006年，他被调入驱鸟班，这一干就是12
年。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八点半，他每天都要驱鸟十多
个小时，一年在部队三百多天，不分昼夜。在旁人看来
枯燥而辛苦的工作，曹华却觉得部队生活充实而不虚度。

若是还有一点点遗憾，那便是聚少离多让曹华觉得
亏欠妻子和儿子太多，但他对投身军营的选择从不后
悔。一旦放假，他便会陪儿子写作业，和儿子一起去郊
外钓鱼，回来下厨给家人烧几道可口的小菜，犒劳辛苦
守护家庭的妻子。

今年春节曹华没回家过年，选择坚守在岗位，保障
后勤安全。

“爸妈对不起，因为有比我更需要回家的战友，一位
家属要生产了，一位好几年没回过家了，我把机会让给
他们了，所以今年我不能回家陪你们过年了。”曹华在电
话里和父母说。父母说自己身体很硬朗，让他放心：“你
能替战友考虑，爸妈为你高兴。”

入伍16年，今年12月他即将退伍，谈到以后的打
算，他说自己会选择创业，开一家工程机械厂，如果可
以，他想继续为部队输送先进的驱鸟技术。

“上海、广东我都待过，还是宁波的节奏最适合我，
于我而言有小小的满足感。”曹华与妻子相识相恋在宁
波，近期刚在宁波购置了新房准备装修，所以他现在最
想了解的是室内设计师。

后勤军人：把守战机起降的第一道“关卡”

今年 36 岁。他是
某部驱鸟分队队长。早上六
点，他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
带领他的驱鸟手，到飞行场区
观测鸟情，驱赶场区活动的鸟
类，检查场区内所布设的驱鸟
设施，并驱赶猎杀对飞行威胁
较大的鸟类。

曹华

记者 俞蓓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