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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陈志远被调往中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海 军 指 挥 学 院 （南

京），这是海军最高学府，主要担

负培养海军中高级指挥人才的任

务。“来到学院，我仍然穿军装，

所教的是有关战术的，算是学院

里的武职。”后来，他晋升为正师

级干部、大校军衔。

有近十年时间，他都是在编

制海军的作战条令。具体到舰艇

要装备什么，精度多少；制定作

战具体计划、原则，采取哪种模

式，路线怎么变化，一点都不能

马虎。至于具体细节，陈志远说

这涉及军事机密，不能透露。

“我所编制的军事教材厚达

10 厘米。”1999 年，在陈志远临

近退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给他颁发荣誉证书，认为他在编

制我军新一代作战条令中做出重

要贡献。

过个三五年，军事装备差不

多就要全部更新，因此，陈志远

需要不断地学习，所幸学习是他

的强项。1999 年，他又被学院返

聘，再去编写有关海军的训练大

纲条例。直到 2002 年，他才正式

退休。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

报。陈志远讲述的大多是关于感

恩的小故事；关于个人成绩，也

许是不能讲，他却不愿意多讲。

陈志远一再谦虚地说，自己一生

平平淡淡，就是尽心尽责完成上

级交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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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考一半，被军校录取

战友关心，组织关怀

越南战争，结缘“扫雷”

说起扫雷，大家可能会想起上世纪9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扫雷电脑小游戏。日前，

记者来到南京，采访了一位上世纪70年代的“扫雷”专家——陈志远。现年77岁的他，

身体硬朗，精神饱满，谈笑风生，讲述了当年峥嵘岁月的故事。

编制教材，受到嘉奖

陈志远出生于 1939 年

9 月，家住樟岭村。“小时

候 ， 我 们 那 里 还 属 于 瑞

安，我是‘名正言顺’的

瑞安人，直到 1946 年，从

瑞安、青田、泰顺三县边

区析置，而有了文成县。”

陈志远说，“家里穷得是叮

当响，从小砍柴要赶 10 里

路，挑到文成县城里卖。”

14 岁初中毕业后，他就去

生产队当了一年会计，赚

了10元钱。

1955 年，一心想继续

求学的陈志远，考取瑞安

中学高中部，这个小时候

的“瑞安人”，再次“回

到”了瑞安。家庭贫困的

陈志远申请到每月 2 元的

助学金补助，每月只需再

交生活费2.5元。

那时候，从文成到瑞

安，路途遥远，几乎算得

上是跋山涉水。

陈志远说，从文成到

瑞安还算简单。从家里捎

上一两斤大米，先从文成

县城买张 6 毛的船票，直

接坐小船到瑞安，在船上

与人合伙做饭吃，次日上

午就到瑞安了；而从瑞安

到文成，则只能坐小货轮

到马屿，再步行一天，翻

过一座山，才能回到文成。

因学习成绩优异，他

一 直 担 任 班 级 的 学 习 委

员。“当时是五分制，我几

乎门门功课都是 5 分，尤

其是数理化很好。”他笑着

说。

学习有什么诀窍呢？

“一旦遇到不懂的题目，我

会一个劲地想，直到想通

为止；想不明白的，下课

后，马上问老师。特别是

对于数理化，就是把公式

记熟练，懂得变通，举一

反三。”

高三那年，陈志远原

想报考师范学校，因为不

用学费。后来，海军来学

校招生，老师询问陈志远

的意思。“要不要花钱？”

他张口就问。得知不用学

费，还有津贴后，他毫不

犹豫地说，“我去！”

陈志远依然如期赶到

温州参加高考。可是才考

一半，老师就通知他说，

“你不用再考了，已被解放

军海军学校 （大连海军学

校） 录取了。”

解放军海军学校 （大

连海军学校） 创建于 1949

年 11 月，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最早的一所海军军官学

校，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简

称大连舰院、大连舰艇学

院。

1954 年，按要求，陈

志远先去舟山当一年兵，

接受部队的训练。经常出

海，风浪大时，说不上来

的 难 受 劲 。 他 还 当 小 老

师，要给部队的士兵们上

课。于是，他一边呕吐，

一边撑着讲课。

“记得，高中时，我只

有一件单裤，一双布鞋，袜

子也没有。“每当下雨天，我

都是跳着走路，就怕布鞋湿

了。”考上军校后，他连裤子

的裤脚都破了，少了一大

截。到了军校，发了一件军

服，他就天天穿，每天中午

清洗、晾干后，接着穿。“从

小吃了那么苦，现在吃穿不

愁，所以我是什么苦都能忍

受。”

陈志远领到第一个月

津贴费 6 元，他就给家里

寄回 5 元。“在那个困难时

期，这钱可是非同小可。

即使到现在，家人都还记

得这5元呢。”

“我们战友间感情非

常真挚，对组织的感情也

非常深。我给你举几个例

子吧。”陈志远说。

大一那年，陈志远收

到家里发来的电报说，6岁

的 弟 弟 夭 折 了 ， 他 很 难

过 ， 只 能 暗 自 伤 心 。 次

年 ， 他 回 家 时 ， 家 人 说

起，前一年，有人曾给家

里寄来 10 元钱。一问起名

字，他才知道是自己的入

党介绍人，一位老兵悄悄

寄的。

陈志远考上军校后，

还欠着瑞中一学期学费 12

元。两年后，他趁回家休

假时，特意返回母校，找

到学校领导，要还当年所

欠的学费。校方告诉他，

考上军校是件光荣的事，

学校早给他免了学费。陈

志远更是对母校饱含感激

之情。

陈志远在旅顺训练团

工作时，有一年，他父亲

肚子里长了一个肿块，晕

倒了，他才读高中的妹妹

陪父亲去上海看病。经检

查，说得做手术，但没有

床位，让他们先回去。不

到 两 个 月 ， 医 院 发 来 电

报，通知他们来做手术。

于是，他们卖了家里的一

头猪，带上七八十元，又

去 了 上 海 。 到 了 上 海 医

院，他妹妹发电报通知陈

志远。

陈志远得知父亲到上

海做手术的事情后，心急

如焚，但他一下子请不了

假。无奈中，他只能发电

报给上海的一位同学，求

他帮忙看看。上海的同学

找到陈志远的妹妹，帮他

们办好入院手续，还说，

“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

我就是你哥。”他妹妹这才

安心多了。

等做完手术，要交费

了。手术费，包括五六天

的床位等杂费，大概得花

费 470 元，这可咋办？陈

志远的妹妹懵了。医生关

切 地 询 问 她 身 边 有 多 少

钱？考虑到他们还得吃饭

和买回程的车票，结果才

让她先交20元。

可是所欠的这笔“巨

款”，他们家无论如何也还

不了。

意想不到的是，医院

寄信过来说，欠款都免了。

陈志远一家得知后，

感激涕零。“在那个年代，

尽管生活贫困，有战友和

组织的关怀，所以精神上

始终是愉快的。”陈志远深

有感触地说。

在军校，陈志远所学专业为

“ 水 中 兵 器 ”。 毕 业 后 ， 陈 志 远

“服从组织安排，到艰苦的地方

去”。于是，他被分配到旅顺的北

海训练团。后来，他又先后来到

二炮兵团、岸防部队，可是专业

均不对口。

在越南战争发生后，从 1972

年 5 月 9 日开始，美国对越南北方

实施大规模的水雷封锁。越南没

有排雷能力，向中国求助。中国

同意让扫雷艇入越扫雷。

由于当时我国之前对扫雷不

太重视，扫雷能力落后，人才缺

乏。这时，有人突然想起，“那个

陈志远哪里去了？”于是，他被找

到，并调往北海舰队扫雷舰大队

担任业务长。“因为当年我的业务

成绩好，算是小有名气吧。”

陈志远发挥所学，专门研究

“水雷”。据他介绍，在“扫雷舰”发

现水雷后，一般采用刀割、爆破等

“土方法”。水雷灵敏度很高，扫雷

看似简单，其实没那么简单，稍有

不慎，扫雷舰上的人就会有去无

回。水雷细分很多种。在强磁场

环境下，拆水雷，卸下炸弹。通过

解剖水雷，了解其性能，再想出排

雷办法。经他们研究认为，大“扫

雷艇”不能去，临时造了些小“扫雷

艇”扫雷。

那期间，我国赴越扫雷人员

共 318 名 ， 出 动 10 多 艘 扫 雷 舰

艇。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扫雷

战斗中，赴越扫雷队总航程 2.7 万

多海里，扫除水雷 46 枚，胜利完

成反水雷封锁任务。

陈志远他们作为预备部队，

尽管没有去成越南，仍然是功不

可没。

听“扫雷”专家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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