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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是祭奠和追思

的日子，是生者和死者超

越时空的对话通道。

每逢清明，小到每个

家庭，大到国家社会，都会

通过扫墓、祭拜等形式，回

溯历史、缅怀先人、追思英

雄、继承遗志。

前人在开拓事业时用火热的激情熔铸精神，后人在精神

激励下继续火热的事业。就像人民空军的腾飞之路，从无到

有、由弱到强，一代代空军人前仆后继、接续奋斗，让战鹰飞

得更远、飞得更高。镌刻在英烈墙上的名字就是那个群体、

那种精神的集中代表，如同大国之翼上最强劲的精神引擎，

编织起壮美航迹，勾画出更为丰富的英雄精神谱系。英雄精

神就是那桥梁，沟通事业的今昔、跨越遇到的沟坎；英雄精神

就是那面旗帜，标定历史的方位、昭示发展的方向，让越来越

多人凝聚在蓝天下、奋斗在云丛间。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英雄怀揣着同一颗初心，流淌着同一种精神。英雄们

为了党和国家需要，有的用生命为空天利剑铸魂淬火，有的

用一生为中华民族复兴护航，生命之花灿烂绽放。正如“核

潜艇之父”黄旭华老人所讲的那样：“当祖国需要我冲锋陷阵

的时候，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

流血的时候，我就一滴一滴地流。”

纪念，不仅是缅怀祭

奠 ，更 是 精 神 火 炬 的 传

递。纪念英雄，就是要传

承他们忠诚于党的信仰血

脉、亮剑决胜的战斗精神、

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强

固走来的初心，继续先辈的

事业，投身强军实践是最好

的接力与传承。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关键阶段，前景

十分光明，挑战十分严峻。站在这个国家和军队发展的关

口，习主席发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时代号令。人民军

队发展建设站上新起点、练兵备战打开新境界，但思想、机

制、能力等方面还有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有赖每名

官兵合力完善。

“得时不成，反受其殃。”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官兵

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紧抓快干。按照“能打胜仗”的时代要

求，持续深化改革，就要用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来检验改革

成效。练兵备战的实战化程度越高，军队改革就越彻底越成

功。大家应该传承英雄精神，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

闯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拼劲、“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狠劲，纠察根治和平积弊，认真开展“三情”研究，逼真构建

实战环境，强势推进联战联训，全面加强实战化训练，用战斗

力的跃升，告慰历史、告慰先烈。

传承英雄精神 聚焦练兵备战
■李映辉 申卫红

随着国土防空作战的胜利，人民空军由过去主要在战场
上练兵，逐步转变为成系统的正规军事训练，飞行员群体告别
了在战争中大规模牺牲的阶段。但在常态化训练中，牺牲
也是不可避免的。空军指挥学院教授王明亮说：“空军的飞行
员每时每刻都在承担着生命风险，这是空军职业的特点。”

英烈墙上很多在训练中牺牲的烈士生前都是技术过硬
的训练尖子。12航校训练处副处长鲍寿根是“大比武”时期
空军著名的尖子飞行员，曾被空军授予“空中神炮手”荣誉称
号，在1977年 11月 17日的飞行训练中不幸牺牲。

有的烈士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心理素质，在与死神的较量
中掰赢过手腕。轰炸航空兵某师飞行技术检查主任孙鄂军就
是如此。他曾因带领机组成功处置一起重大空中特情，所在
机组被空军记集体一等功。

1983年 11月 2日上午，孙鄂军机组奉命驾驶轰-6飞机执
行训练任务，被一架歼-6飞机严重撞伤，对外无线电联络全
部中断，升降舵被卡，活动范围只剩下正常时的1/3，飞机倾斜
坡度达到 45°，以每秒 30米的速度急剧下坠。危急关头，机

组全体人员紧密配合、果断处置，奋力改平
了飞机。由于不具备迫降条件，途经 2个机
场都被迫放弃着陆机会，最终在第 3个机场
成功迫降，确保了人员财产安全。但7年后，
孙鄂军机组在一次驾机起飞时，飞机发生故
障，撞到跑道前的土包，孙鄂军与同行机组
成员均壮烈牺牲。

据了解，引发飞行事故的原因主要有恶劣的天气条件、
飞机的机械故障、飞行员操作失误、地面指挥及勤务保障过
失、飞鸟撞击飞机等多种因素，具有偶发性、瞬时性等特点，
这些在飞行实践中一直难以做到周全预防。

2008年，牺牲飞行员李剑英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他的英雄事迹传遍了祖国大地。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就是
飞鸟撞机。2006年 11月 14日，李剑英在完成训练任务返航
途中，遭遇鸽群撞击，发动机空中停车。为了保护国家和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放弃了跳伞逃生的机会，选择了
迫降。迫降过程中，飞机受到高出地面水渠护坡的阻挡，爆
炸解体，李剑英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
热爱。

自人类有飞行活动以来，流血牺牲就如影相随。一支军
队要走向强大，一个国家要实现复兴，必然会有人牺牲奉献，
以往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将如此。空军英烈墙上那
些烈士们的牺牲告诉我们，人民空军在实战化训练的道路上
没有终点。

和平年代，
飞行训练以身许国

英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天空中灿烂的星辰。尊重英雄，缅怀先烈，是一个国家铭记历史、展望未来
的重要途径。这既是对英烈的告慰，也是对后辈的激励。

坐落于北京北郊的中国航空博物馆里，有一面空军英烈墙。那上面有 1776个鲜红的名字，深深镌刻
在花岗岩墙体上。正如一位著名作家所说：“那一行行英雄的名字，标定了空军精神的制高点，本身就是
最好的壮烈文字。”在那里，英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的有思想有情感的生命个体，这是人
民空军对历史上每位流血牺牲英雄的尊重。

让我们走近这面空军英烈墙，聆听英雄的故事、传承英雄的精神。

英烈墙上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可
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由于烈士众多，请原谅
本文无法一一讲述他们的故事，只能先从那
些具有历史坐标性的英烈讲起。

排在名单首位的烈士是刘云，他是我党
从事飞行事业的标志性人物，既是党内牺牲
的第一位飞行员，也是我党培养的第一名飞
行员，还是党内最早驾机作战的军人。

1923年，刘云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 6月
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
局军事飞机学校教务主任兼党代表，成为我国航空史上最早
的共产党员。在讨伐陈炯明叛乱的战斗中，刘云多次与德国
飞行教官一道，驾机飞抵陈炯明盘踞的惠州，侦察敌情、散发
传单、投掷炸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最早驾机作战的军
人。1930年 6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委员兼长江
局红军总参谋长，同年 9月 2日，在武汉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
捕。蒋介石闻讯后大喜，连夜从南京飞抵武汉劝降，遭到严词
拒绝，9月 6日，刘云英勇就义。英烈墙上，像刘云一样牺牲在
人民空军成立之前的烈士共有10名。

人民空军成立后牺牲的首位飞行员是王玉珂。他 1948年
2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 3月 7日从上海驾驶 1架英
制“蚊”式战斗轰炸机飞抵石家庄，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 12月 3日在上海试飞时牺牲。
英烈墙上还有一名外籍飞行人员，他是空 6师 18团空战

射击主任李秉泽，朝鲜江原道人，1945年 10月加入东北民主联
军，1948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应朝鲜政府
要求，大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的朝鲜籍军人回到朝鲜，但
李秉泽坚决要求留下工作。1952年 10月 1日，李秉泽驾机参
加沈阳庆祝国庆的空中阅兵，返航时不幸发生事故壮烈牺牲，
年仅26岁。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牺牲的飞行人员中，年龄最小的是
武贺金，轰炸航空兵某团领航员，1951年 3月 26日在飞行训练
中牺牲，年仅 18岁。人民空军初创时期，飞行人员的年龄大都
在 20岁左右，因此被称为“年轻的鹰”。他们朝气蓬勃，有的还
没有结婚甚至没有谈过恋爱，便化作了蓝天中的一道彩虹。
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和强国梦想，为了理想，他们勇敢面对困难
挫折与生死考验，前仆后继地献身祖国的飞行事业。

年轻的鹰，
为了理想魂留长空

人民空军是在战火中诞生、战斗中成长的。
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国民党军队溃败逃到

台湾，其空军不断对我国大陆沿海城市进行轰
炸破坏、对内陆腹地展开侦察。之后，朝鲜战
争爆发，人民空军一方面担负要地防空、支援
进军西藏和清剿残匪等作战任务，一方面组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战争是人员装备、技战术和智慧最激烈的对抗方式，生与
死往往就在一瞬间。人民空军在作战中牺牲的每名烈士都很
英勇，这里重点讲述两次群体牺牲的悲壮故事。

在朝鲜战场，飞行时间普遍不到 100小时的志愿军空军，
面对大部分参加过二战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毫无畏惧。至抗
美援朝战争结束，志愿军空军共击落美军战机 330架，击伤 95
架，书写了以劣胜优的奇迹。但这些胜利也是用巨大牺牲换
来的，志愿军空军共有116名空勤人员魂留长空。

在第二次轰炸大和岛的作战行动中，志愿军空军一次损
失 4个机组牺牲 15名人员。如今，这 4个机组的烈士还保持着
当年的编队形式，永远地列阵于英烈墙上。

那是 1951年的 11月 30日，志愿军空军第 8师 24团出动轰
炸机 9架，由大队长高月明率领，第二次轰炸大和岛。联合机
群刚进入海面上空，突然遭到美空军 30多架战机偷袭。联合
机群按照上级命令一面组织反击，一面继续向目标奋勇飞
去。激战中，张浮琰机组和毕武斌机组相继坠海，壮烈牺牲。
其余机组冲破拦阻到达目标上空，把炸弹倾泻到大和岛，将敌

特部队驻地变成一片火海。在此次空战中，机组人员牺牲时
平均年龄21岁，最大的 24岁，最小的仅有 19岁。

在国内进军西藏的战场上，人民空军担负着空投支援任
务。青藏高原气候变化无常，在装备器材落后和航空技术力
量薄弱的情况下，要在这里执行空投任务困难重重。空运队
指战员在这里打响了一场又一场开辟航线的攻坚战，不少人
牺牲于此，魏雄英机组就是其中之一。1952年 6月 7日，魏雄
英由新津机场起飞，至昌都地区空投粮食，返航途中遭遇恶劣
天气失联。由于当时通信导航条件简陋，飞机失联后下落不
明，部队虽派人沿途打听查找，始终没有获得有用线索。直到
一年后，牧民在放牧时发现飞机残骸报告当地政府，才最终确
定飞机不幸撞毁在康定贝母山的主峰，空勤组 5人、空投员 4
人全部牺牲。四川康定民政局在下瓦斯村为他们修建了“空
军墓”，凭吊和缅怀9位烈士。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战斗机飞行员年轻的生命更是无价

之宝。但是，在生命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更加珍贵的东西，那就
是人民空军的忠诚与无畏。”网友说，“感恩他们的牺牲。”

战火纷飞，
英勇作战不畏强敌

空军英烈墙：每一个名字都不朽
——追思飞行英烈传承红色基因，向这些化做云朵融入蓝天的英雄们致敬

■本报记者 熊华明

2009年初，空军党委决定在空

军成立60周年之际，在中国航空博

物馆兴建空军英雄纪念墙等雕塑景

观群，为中国空军重大节庆活动和

广大民众提供一个缅怀英雄、祭奠

英烈的场所。雕塑景观群依地势而

建，分布在馆区的南北轴线上，长380米，宽60米，由南向北

依次为“蓝天魂——英雄纪念墙”、英雄大道群雕和利剑主

雕塑。

“蓝天魂”主雕塑正面，象征过去、现在、未来三代飞行

员的巨型石刻头像并肩而立，目光炯炯地凝望着天空。向

两翼伸出的英雄纪念墙，一面为英

烈墙，镌刻着人民空军组建以来在

作战和训练中牺牲的1776名飞行

人员的名字；一面为英模墙，镌刻

着被中央军委和空军授予荣誉称

号的 263名英模人物的姓名和称

号。英烈和英模组成了人民空军飞翔的双翼，他们以舍生

取义、忘我奋斗等方式，标定了空军精神的制高点。

自2010年11月11日以来，每年空军成立纪念日，空军

都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向英雄纪念墙敬献花篮仪式，缅怀为人

民空军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先辈和英烈。

空军英雄纪念墙的建设与意义

每年清明节或空军成立纪念

日前后，从祖国四面八方聚集到

空军英雄纪念墙前的人特别多。

图①：90多岁高龄的战斗英
雄王天保在英烈墙前向战友敬献

鲜花。

图②：原空军学院参谋系第
八期学员毕业30年后，自发组织

到空军英烈墙前开展凭吊活动。

熊华明摄

图③：每年空军成立纪念
日，空军都会在中国航空博物馆

隆重举行向英雄纪念墙敬献花

篮仪式。

张东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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