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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飞行员到战斗员——

急需的是一个嬗变

的熔炉

和很多新生事物一样，“金头盔”
比武一开始面对的并非是鲜花和掌
声，而是在一次次思想观念的争鸣和
交锋中成长。
“与其说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

不如说是给大家立一个门槛。”谈到当
年策划组织“金头盔”比武的初衷，
时任空军司令部军训部部长的亢卫民
如是说。

有着近 3000 个飞行小时的“老
飞”亢卫民，深知我们有些飞行员的
差距：能飞，但不一定能打——拉出
来能把数据飞得很漂亮的飞行员，却
不一定都是能打仗的战斗员。
“飞行员”与“战斗员”之间有一

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自由空战”。
当年组织“金头盔”比武，就是要给
空军飞行员提供一面镜子，让众多飞
行员从这面镜子里看清自己的本领，
看清自己与打胜仗还有多远。

想法很好，但问题也来了：谁能
保障安全？

具体说到空战的训练，为保证安
全，曾有一段时间，飞行员进行的
是“保持一定高度差的空战”。有了
这个“高度差”，保证了训练“安
全”，但在实战中肯定是“最不安
全”的。

参加首届比武的李红文，有一个
痛彻心扉的体会：几十年如一日，空
战训练始终保持高度差，按照固定的
套路飞着长年不变的战法，飞行员的
空战素养和战斗作风始终有一种“被
包裹”的感觉，打仗的潜能和激情始
终激发不出来。
“高度差”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束

缚着空军飞行员实战化训练的手脚，
也限制了广大飞行员的创造力和战斗
力。用“高度差”训练出来的飞行
员，未来战场上不要说消灭敌人，就
连保存自己也令人担忧。
“金头盔”比武的设想提出之后，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一次次讨论、调研
和论证，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
要提升实战能力就必须消除“高度
差”，安全不是保出来的，是练出来打
出来的。

首届“金头盔”，还不敢堂而皇之
称之为比武，而是叫“对抗空战检验
性考核”。考核也不是在一个地方一次
性进行的，而是在多地分批组织的。

当时组织者的想法是，把孩子生
出来再说，至于取什么名字、场面宏
不宏大并不重要。

令人没想到的是，首届“金头
盔”比武，在空军乃至全军激起了强
烈的反响，好评如潮。

空军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
空军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成功实践。

参训的飞行员普遍反映：体会深
刻，收获很大，空战水平有了质的提
高。

更多的有识之士则看到：自由空
战不仅消除了“高度差”，极大地激发
了广大飞行员的训练热情，也极大地
解放了战斗力！

不过，思维坚冰不是通过一次努
力就能够彻底打破的。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我军的训
练场上迎来了新的春天。“能打仗、打
胜仗”的号角，一扫各种质疑和担

心，掀起了实战化练兵的热潮。
2013 年，第三届“金头盔”比武

拉开了战幕，空军进一步完善了对抗
交战规则、协同规则、安全规则和空
战评估方法及标准。

也正是在这一年，“金头盔”比武
还搞不搞的质疑销声匿迹，把“金头
盔”比武如何搞得更好成为了大家的
共识。

从歪招到奇招——

创造力才是制胜的

法宝

如果说“金头盔”比武有什么让
人刻骨铭心的话，首届比武那个 42∶0
的比分，肯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
标”。

这场空战打下来，输的一方不要
说飞行员不服气，连他们整个团队都
不服气。

为什么不服气？输的一方认为赢
的一方胜之不武，用的是“歪招”。

用了啥“歪招”？
现任西部战区空军副司令员的亢

卫民，笑着给记者解释：“是啥歪招
啊！赢的一方用的不是什么奇招，也
不是什么歪招，是再正不过的正招。”

亢卫民副司令员用了一个很通俗
的比喻——

对抗空战，就像两个拿着矛和盾
的武士在一间黑屋子里搏杀。突然，
搏杀的一方掏出了一个手电筒，把对
手晃得睁不开眼了，最后打得对手丢
盔卸甲，没有还手之力。

这个“手电筒”，就是“电子干
扰”。

现代战争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信
息化。兵马未动，电子对抗先行。一
个战斗机飞行员，不会干扰和抗干
扰，就是有再好的矛和盾，也可能吃
败仗。

经历过“金头盔”比武，飞行员

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时任原
沈空某团副参谋长的王晖就在比武体
会中写道：没有信息的支撑，我们就
成为睁眼瞎，升空作战就成为别人的
靶子。

自此以后，“无电抗、不起飞”便
成了一个法则，“电子干扰和抗干扰”
就成了自由空战的“标配”。

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凡战者，
以正合，以奇胜。“金头盔”比武，核
心就是要激发大家的创造力。每一年
的比武，光有正招还不行，还得有新
招、奇招甚至绝招，要靠创新来驱动
和提升战斗力。“金头盔”是飞行员至
高无上的荣誉，更应该戴在有金点
子、金思维、金思想的飞行员头上。

不可否认，在实战化对抗中，确
实出现过“歪招”。“金头盔”比武的
态度是，不放过一个“歪招”，也不错
杀一个“奇招”。

曾经，有的飞行员在比武中祭出
了“非完全仪表状态”的打法。他的
这个战法，到底行不行，大家各抒己
见。

有人专门刊文否定了这一打法，
称在实战中是不可行的。

这个打法到底是一个新招，还是
一个歪招？纸上争论无法得出正确的
结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了不错杀一个创新战法，空军
决定通过打实弹来进行验证。

实弹验证证明，这是一个在一定
条件下可行的战法。

现代战争，有作战原则，没有一
定之规；有制胜机理，没有固定套
路。在波谲云诡的战场上，过去是，
将来也还是，以变应变的创新力永远
是战争制胜的法宝。

鼓励创新，激发大家的创造力，
是“金头盔”比武的初衷，也是目
的。其结果是给航空兵部队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变化：
——激发了大家对武器装备更深

层次的研究。要想练出狠招绝招，不
对武器装备进行深入研究，不把武器
装备练到极致，是难以做到的。现如

今，武器装备都被使用到了极限，很
少还能找到沉睡的功能。
——牵引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升

级。以前是被武器装备牵着鼻子走，
现在是飞行员们许多创新战法，倒逼
着科研院所和厂家，去对武器装备进
行改造升级，提质增效，使得国产战
机性能不断迈上新台阶。

从积分制到击落制——

贴近实战的追求永

无止境

“金头盔”比武迄今举行了七届。
如果说像一场婚姻一样有“七年之
痒”的话，那就是对比赛打分存在的
“争议”。

自由空战竞赛一开始采用的是积
分制。好处是能比较准确完整地评估
出竞赛双方所展现出来的技战术水平，
不足之处就是离实战有点距离。

如何不断缩小与实战的距离？近
几届“金头盔”比武探索采用“准击
落制”。所谓“准击落制”就是评胜负
以谁先把对手击落为准，而空中对抗
不中止。这种竞赛规则被认为更为接
近实战。真正在实战过程中，要是一
上来就被人家击落了，后面哪还有机
会开第二炮呀。抢攻和首发命中在自
由空战中，非常非常重要，给你的机
会可能只有一次，而且稍纵即逝。“金
头盔”比武，就是要锤炼战斗机飞行
员一锤定音的制胜能力。

赞同积分制的人认为，击落制存
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再说了，飞行员
一上天就被“击落”，结束了比赛，战
机携带的好几吨油怎么办，不都浪费
了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积分制更
符合提高训练的效费比要求。

近些年，实战化训练在全军如火
如荼地展开，什么样的训练才更接近
实战？这一直是广大官兵在军事训练
中不断研究的课题，而“实战化最大

的问题就是看不到问题”则成了大家
一个共识。
“金头盔”比武有关争议的存在，

说明有问题在被发现。发现问题越具
体，解决问题才会越实，我们才离实
战化越近。

实际上，随着对抗空战训练的不
断深入开展，竞赛规则也在不断完
善。有人就建议，可以依托实时评估
系统对击落制加以改进，引进带“复
活机制”的多回合比武的思路。总
之，既要不断地贴近实战，又要不断
地提高训练的效费比。

赛场可以无限地接近实战，但赛
场和战场毕竟还不是一回事。贴近实
战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我们欣喜地
看到了“金头盔”比武在打通与战场
“最后一公里”的道路上进行的可贵探
索。

不管是参赛者，还是组织者，大
家发现在争议中也无形地打开了另外
一扇窗户，看到了一顶更为耀眼的思
想的“金头盔”。飞行员在天空争夺
“金头盔”的时间是短暂的，而大家关
于实战化思想和理念的“自由空战”
则是长久的，永无止境。

没有当年的解放思想，也不会有
今天的改革开放。飞行员刘期鸿参加
了“金头盔”比武之后，在他的总结
体会中写道：“自由空战”不仅放开
了空战的“高度差”，从某种意义上
讲更是放开了飞行员理念上的“高度
差”。

小智治事，大智治人，睿智治
法。“金头盔”比武的规则，在各种积
极的争论中得到了不断完善，也为在
更高层次上提高我军飞行员的实战水
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法制基础。今年
年初，空军新一代军事训练法规颁布
施行。在新一代军事训练法规中，我
们看到了训练法规更加注重“一切训
练都是为了作战”理念，也看到了
“金头盔”比武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为新
训练法规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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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高度差” 解放战斗力
——空军“金头盔”比武进化史的调查与思考之一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王天益

在科幻小说《三体》里，有这么一金句：我消

灭你，与你无关。

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很科幻的金句，很快

就变成了现实。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在很多行业

里，有时你被打败了，真的与你的对手没有啥

关系。

比如，打败柯达胶卷的，不是富士胶卷，是

数码相机；让康师傅方便面销量急剧下滑的，不

是别的品牌方便面，而是外卖；叫黑车司机难以

为继的，不是出租车，而是网约车；让扒手无从

下手的，不是警察，而是微信和支付宝，越来越

多的人口袋里不装钱了……

商场如战场。这个现实，很值得我们思考：

在未来的战场上，我战胜了你，到底与谁有关？

到底与谁有关可以总结出很多条，但有一

点很明确：会不会打仗与我们的训练模式有很

大关系，能不能打胜仗与我们的训练平台有很

大关系。

中国有句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有

比这更霸气的说法：时势造英雄。哲学家早给

我们总结出其中的道理：内因是通过外因发生

变化的。犹如一个鸡蛋，如果被别人从外面打

破，就会变成食物；如果所处的外部条件合适，

你就有可能获得从内部向外部突破的力量，赢

得重生，实现涅槃。

对军人来说，战争是最好的老师。在革命

战争年代，我们的前辈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正是实战这个平台，锻造了一支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威武之师、胜利之师。

实战的硝烟，离开我们已经有了很长的时

间。为了赢得明天的战争，我们今天不能输在

起跑线上，更不能输在训练平台上。要锻造出

“能打仗、打胜仗”的部队，我们需要重塑一个贴

近实战的训练模式和平台。

近些年，空军在实战化训练中闯出了一条

令人欣喜的路子，他们搭建的“金头盔”比武平

台，培养了一大批技战术水平高超的王牌飞行

员，为全军各部队推进实战化训练提供了一个

值得观察和参考的案例。

我战胜了你，到底与谁有关？
■范江怀

锐视点

记者调查
空军航空兵某旅在暮色下的

天空中展开对抗训练。

本报特约记者 刘应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