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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3日，人民海
军诞生。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
首次视察海军部队，乘军舰航
行 4 天 3 夜，给“长江”“洛阳”

“南昌”“黄河”“广州”5 艘军舰
题词。

1979 年 8月 2日，邓小平
登上国产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
南舰，视察渤海海峡。

1980年，人民海军派遣远
航编队第一次越过岛链，进入
太平洋。

1985年，人民海军舰艇编
队首次出国访问。

2002年，人民海军首次环
球航行。

2008年，人民海军首批护
航编队奉命抵达亚丁湾、索马
里海域，为中外船舶护航。

2009年，我国首次举行多
国海军活动，庆祝人民海军成
立60周年。

2012年12月8日，习主席
来到深圳蛇口港视察海口舰并
随舰航行 4 个小时。这是党的
十八大后，习主席第一次到京
外视察部队。

2018年4月12日，新中国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在
南海隆重举行，48艘战舰、76架
战机、10000余名官兵光荣接受
了习主席的检阅。

截至2019年4月，人民海
军舰艇先后出访100余次，到达
6大洲94个国家138个港口，累
计迎接37个国家344艘次舰艇
来访，与外军联演联训60余次，
在双边多边交流中展示了人民
海军开放自信、友好合作的新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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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4月23日在青岛及其附近海空域举行。军事专家、海军信
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尹卓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庆典是对人民海军成立70年，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部队建设、官兵风貌、和平理念全方位的展示。

首先是展示中国海军近年来部队建设的巨大成就。尹卓认为，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海军建设快速发展。“在装备技术领域、国防科技领域，过去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有一代半
甚至两代的差距，如今，我们弥补了与先进国家之间的代差，大型水面舰艇、潜艇、舰载机、雷达等装
备形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尹卓说，“这也是中国海军向祖国和人民的汇报，在振军
威、鼓士气的同时，也提升了全社会的爱国情怀，使全国人民更加关注海军，支持海军的发展建设。”

展示中国海军官兵能打仗、打胜仗的精神风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官兵
风貌取得了长足进步。”尹卓说，“近年来，中国海军多次开展不带预案、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对抗演
练，训练水平大幅提升。在这次活动中，中国海军将在阅兵式以及后续开展的联合训练中展示出令
人振奋的精神风貌。”

展示中国海军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信念。“海上阅兵也是一种军事外交行动，中国海军将向到
访的各国舰艇及世界各国展示和平的理念。”尹卓说，邀请多国海军舰艇参加庆典，也是海军的传统
做法，可以增进中国海军和其他国家海军之间的交流、合作和友谊，有助于共同维护世界海洋的安
全和稳定。

劈波斩浪，战舰驰骋海面；穿云破雾，战
鹰呼啸临空……

置身于阅兵现场，受阅装备排山倒海的
气势、雷霆万钧的轰鸣，受阅官兵军容严整
的英姿、高亢嘹亮的口号，无不让人心潮澎
湃、壮怀激烈。

人民海军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有信心、有能力为维护世界
和平稳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坚如磐石的
信心与信念，这是人民海军的底气与豪气。

大时代催生大发展，大时代见证大格
局。

从执行首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
务的武汉舰、海口舰，到在战火纷飞的也门
撤离多国侨民的临沂舰，再到多次赴海外执
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和平方舟医院船
……受阅舰艇中那些广为人知的身影用行
动证明，人民海军始终致力做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促进者，始终致力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者、维护者和贡献者。

海洋，共同的家园；和平，共同的期待。
70年，浩瀚大海见证了人民海军的广阔

胸襟与不懈努力。截至2019年4月，人民海
军先后 100 多次出访 94 个国家 138 个港口，
迎接37个国家344艘次舰艇来访，与外军联
演联训60余次。

这次阅兵，来自五大洲的61国海军代表
团、来自13个国家的18艘舰艇参加。

中外海军相互了解不断加深，彼此友谊
持续增进，充分彰显出维护海上和平、推动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信心。

同一片海洋，同一个梦想。历史已经并
将继续证明，中国海军的发展壮大是和平力
量的增长，中外海军的友好合作是世界人民
的福祉。

壮哉！海上大阅兵！
壮哉！扬帆新航程！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上午在青岛集体会
见了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
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代表中国政府和军队向出席活动的各
国海军官兵表示热烈欢迎。

随后，习近平还出席了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12时40分许，习近平来到青岛奥帆中心码头。在雄壮的
乐曲声中，习近平检阅海军仪仗队，随后登上检阅舰。

13时许，检阅舰鸣笛启航，驶向阅兵海域。
此刻，人民海军32艘战舰威武列阵，战机振翅欲飞，远涉

重洋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13国海军18艘舰艇整齐编队。
14时30分许，检阅舰到达预定海域。海军司令员沈金龙

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的命令。激昂
的《分列式进行曲》在大海上响起。

受阅舰艇分成潜艇群、驱逐舰群、护卫舰群、登陆舰群、辅
助舰群、航母群破浪驶来。受阅飞机呼啸临空。

受阅舰艇通过检阅舰时，一声长哨，官兵整齐站坡，向习
主席致敬。“同志们好！”“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
服务！”军乐作伴，涛声作和，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同官兵的铿锵
回答相互激荡，统帅和官兵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新时代，新航程。习近平对人民海军建设高度重视，先后
多次视察海军部队，发出“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海军”的号召。人民海军正以崭新姿态阔步向前、逐梦海天。

15时许，检阅舰调整航向，向参加庆典活动的来访舰艇编
队驶去。

国际舰队检阅，是海军这一国际性军种特有的海上礼仪
活动，是世界各国海军友好交流的一种独特方式。

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日本、菲律宾、孟加拉国、文莱、
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舰艇悬挂代满
旗，按照作战舰艇、辅助舰船的顺序，以吨位大小排列，依次通
过检阅舰。

习近平向各国官兵挥手致意。各国海军代表团团长在检
阅舰后甲板就座观礼。

15时30分许，在《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声中，庆祝人民
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圆满结束。

许其亮、丁薛祥、魏凤和、王毅等参加活动。

一路劈波斩浪 纵横万里海疆
人民海军70华诞庆祝活动昨在青岛举行

习近平出席并检阅海军舰艇编队

与陆上阅兵相比，海上阅兵将给观众带来哪些不一样的观感？相关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从装备、形式、场地等多方面分析了海上阅兵独有的特色。

“首先是受阅装备更加全面。”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尹卓说，受条件限制，近年来的几次
陆上阅兵只展示了海军水兵方队、岸防导弹、舰载机等部分人员和装备，绝大多数海军主战装备无
法露面。而在海上阅兵中，海军的潜艇、水面舰艇、航空兵、岸防、陆战队等五大主力兵种装备都能
得到充分展示，观众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海军成立70年来的建设成就。

“受阅形式更具海军特色。”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说，除都包含空中编队外，陆上阅兵的形
式是首长乘车检阅，受阅部队以方队形式通过检阅台；而海上阅兵则是首长乘舰检阅，受阅舰队以
纵队形式通过检阅舰，其间还可变换不同队形，以充分展示海军风貌。此外，吹哨、鸣笛、挂满旗等
海军专有的礼仪将贯穿阅兵全程，使海上阅兵更具浓郁的“海军风情”。

“场地设在海上，在增大了执行难度的同时，也使海上阅兵的观感更加壮阔。”张军社说，与陆上
相比，海上的气象条件更加复杂，云、雾以及不断变换的海风、海浪都将对阅兵产生很大影响；另外，
受阅舰相隔距离较远，也使保持队形更加困难。“但军舰块头大，间隔距离远，观感将更加气势磅
礴。”张军社说。

新中国已先后多次举行较大规模的海上阅兵。10年前的2009年，在青岛成功举行包括海上阅
兵在内的庆祝中国海军成立6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

阅兵是对海军建设成就全方位展示

■专家解读

海上阅兵与陆上阅兵有什么不同

壮哉！海上大阅兵■
快
评

▲ 4 月 23
日，在中国人民
解 放 军 海 军 70
华诞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出
席在青岛举行的
庆祝人民海军成
立 70 周 年 海 上
阅兵活动。图为
习近平检阅舰艇
编队。

新华社发

澳大利亚“墨尔本”号护卫舰“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通过检阅 “南昌”号导弹驱逐舰通过检阅 俄罗斯“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

中国某新型核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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