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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从空勤楼走向外场，需要穿过一片
高耸入云的杨树林。

一棵棵两人合抱粗的大树，挺拔得
英气逼人，似乎在向世人展示，这里是一
支底蕴厚重的部队。

飞行训练结束后，空军航空兵某旅
飞行一大队副大队长张威和战友们常常
来到这片树林中，漫步、静坐、思考、对
话。

站在新时代的坐标点上，张威和战
友们很清楚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作
为创造多项新中国“第一”的空军“先锋
飞行大队”成员，从加入飞行一大队那天
起，他们就把“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
我们用第一来回报祖国”这句誓言刻在
心底、融入血脉，用汗水捍卫着“第一”的
荣誉，用鲜血守护着祖国的和平。
“第一”离打赢有多远？“先锋飞行大

队”的官兵深怀忧患，一路超越，在坚守
和创新中负重前行，努力提升新时代打
赢能力。

敌人不会对你手下

留情，吃过几次败仗就更

清醒

2017年底，飞行员马鋆从飞行三大
队调入飞行一大队那天，觉得自己是时代
的“宠儿”：他终于成为空军“先锋飞行大
队”的一员，成为这支尖刀部队的“刀尖”。

哪知首轮空战对抗，战友们就给马
鋆一记重拳。从远距对抗到近距缠斗，
马鋆被打得落花流水，毫无招架之力。

这位拥有 600多小时飞行时间的战
斗机飞行员，突然感觉自己是一名小学
生，发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敌人不会对你手下留情！”走下战

机，副旅长李凌拍着马鋆被汗水浸透的
飞行服说，“吃过几次败仗就清醒了。”

2011年 11月，空军第一届对抗空战
竞赛考核，该旅以飞行一大队为主的“王
牌团队”，竟然在首个演练日就被对手以
59∶166的大比分淘汰。

沙场折戟，暴露出他们练兵备战的
“误区”：当他们还在比谁机动时载荷拉
得更大、动作更迅猛之时，对手已经靠电
子战占据了战场的制高点。

失败的结局刺痛着、震撼着、敲打着
飞行一大队每名飞行员的神经。那天，

参赛飞行员向在场的全体机务人员鞠躬
致歉：“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如何从失败的阵痛中站起来？如何
捍卫新时代“第一”的荣誉？归建后，他
们把 59∶166 这个比分，浇铸成铜匾，悬
挂在荣誉室对面的墙壁上。

正是从那次失败开始，他们重新审
视自己，在与时代的碰撞中实现了新
生。正是靠那没日没夜的学习研究，飞
行一大队开辟了制胜之路，创造了席卷
全空军的“建设学习型飞行大队、争当学
习型飞行人员”活动，在随后参加的 5次
对抗空战竞赛考核中，捧回 4 顶“金头
盔”，帮助部队4次夺冠。
“时代抛弃你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

跟你说。”李凌欣赏马鋆，常给这个年轻
人压担子。李凌和战友们清楚，在新时
代面前，每个人都是学生，每一天都在赶
考，有太多的路要走，有太多的坎要过，
还有太多的空要填。

毕竟，捍卫“第一”的荣誉和地位，是
要靠实力说话的。

胜了对手不等于赢了，

关键是看到差距，敢于

担当

“简直不要命了！”
2017 年秋天，万米高空，碧空如

洗。飞行员高中强终于逮住机会，在尾
后瞄准了时任飞行一大队大队长丁傥的
战机。

突然，丁傥一个急速反转，战机如狂
风暴雨般迎面冲来，惊得高中强急忙规
避。倘若处置不当，也就一两秒，飞机就
会相撞。
“这是去参加对抗空战竞赛考核前，

给你上的最后一堂课。”走下战机，丁傥
望着惊魂未定的高中强一脸严肃地说，
“这是生死之战，战场上你永远不知道敌
人会做出怎样的疯狂举动！”

这一课，让高中强开始以一种从未
有过的角度审视战场，好像有一层窗户
纸被捅破了，突然洞悉了使命和生命之
间紧密相关的一切。

当年的空军对抗空战竞赛考核中，
高中强和队友力压群雄，第一次参赛就
摘得了象征空军飞行员至高荣誉的“金
头盔”。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高中强
还不知道“金头盔”会给自己带来什么。
“胜了对手不等于赢了，关键是看到

了差距，敢于担当。”
那次执行一项重大任务，飞行一大

队的“金头盔”们当仁不让地进入第一
梯队的名单。高中强兴奋地发现这是
属于“金头盔”的“特权”：首战用我，用
我必胜！

那一刻，高中强和战友们顿悟那句
“从这里走向战场”的深层含义，触摸到荣
誉背后的另一种质地：“金头盔”是飞行员
逐鹿战场的门票，只有练就过硬本领，才
有资格在未来战场上当先锋打头阵。

又是一轮空战对抗，升空前长僚机
间互相激励：“把他们打成筛子！”启动
战机的那一刻，飞行员们都觉得热血在
燃烧。

一起摸爬滚打的机务人员感触最
深：现在，按战斗起飞标准加足航油，只
够飞以前一半左右的时间。飞行员常
态进行极限飞行训练，有时候一个架次
需要 10 多次加力。下飞机后一撸袖
子，胳膊上常看到被载荷压出的淡淡出
血点。

争夺“金头盔”，超越“金头盔”。渐
渐地，“金头盔”改变了飞行一大队飞行
员练兵备战的胸怀视野、价值追求和责
任担当。

战机披着霞光缓缓降落，高中强喜
欢轮胎接触地面时那种瞬间的“踏实”，
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哼唱“我爱祖国的蓝
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回到祖国大地的怀抱是一件多么

幸福的事！”高中强不止一次地产生这种
感觉，而且随着自己技战术水平的提升
愈发强烈。他似乎更加明白军人之于国
家的意义，似乎又领悟到丁傥“最后一堂
课”的深层含义。

面对记者，高中强低头一笑：“学无
止境，还得继续超越。”

经历一次次头脑风暴，

我们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宿舍里，飞行员么志强一言不发地
坐着。他还在反思：自己在空战中的“英
雄壮举”，为啥挨了一顿批评？

刚刚进行的一轮空战对抗中，战斗
进入胶着状态，胜败难分。最后，血气方
刚的么志强为掩护长机，驾机“冲”向对
手，两败俱伤。
“牺牲是军人的最高付出，但不是军

人的最大奉献。国家培养你，是让你夺
取胜利的，不是让你在关键时刻一死了
之的。”飞行一大队副大队长张威说的
每个字都像一枚钢针，深深地刺痛着么

志强。
“自己牺牲了，还怎么跟敌人战斗，

何谈打胜仗？”站在飞行一大队首任大队
长李汉的雕像前，飞行员们思绪纷飞。
走进新时代，装备新了，底气更足了，飞
行员不仅要具备勇气和胆气，还要更有
头脑。

反复研读《孙子兵法》，飞行一大队
飞行员体会到：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不战
而屈人之兵，不是靠心平气和的说服，而
要靠克敌制胜的力量去慑服敌人！

在飞行一大队走廊的天花板上，每
隔四五米就挂有一块“警示板”,飞行员
无论从哪个方向通过，一抬头就能看到
这样5句话：
“作战对手在哪里？”“他们是什么装

备？”“他们是什么水平”“他们在做什
么？”“我们该怎么办？”

这一连串问号，仿佛悬于头顶的“达
摩克利斯之剑”，鞭策着飞行员时刻保持
警醒。在一大队人心中，随时能升空、升
空就能作战的意识早已根深蒂固。

备战与被战，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
别。“宁可备而不战，决不可无备而战。”
这种夙兴夜寐的强烈忧患，体现在每名
飞行员的匆匆脚步里。

一次，张威意外发现，某种态势下雷
达装备算法如果作某种改进，可以有效
提高作战效能。

他把想法反馈给伴随保障的工厂专
家。专家两手一摊：“这型雷达功能已经
开发到极限了，不换装备，问题不可能解
决！”

张威的倔劲儿上来了，一连找技术
人员辩论了5次，终于把对方说服。

像这样的碰撞和交流，几乎每天都
在发生。在飞行一大队，大家尤其重视
学习中的交流碰撞，也总是能从中升级
自己的思维，收获全新的认知。

说起变化，张威自豪地说：“这几年，
我们飞行员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了。”

他的“朋友圈”里，有雷达、地导、电
抗等部队的战友，有科研院所的专家，还
有陆军、海军等多军种的人员。

这几年，飞行一大队飞行员只要出
去疗养或培训，都会挤出时间去附近的
科研院所学习，捕捉新军事革命最前沿
信息。他们共研究发表 26篇军事理论
文章，探索 10多套成型战术战法，提出
76条装备改进建议。

晨曦微露，旭日欲升。张威望着停
机坪上一排蓄势待发的战鹰思潮澎湃：
“经历一次次头脑风暴，我们这支部队的
战斗力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离打赢有多远
——空军“先锋飞行大队”传承红色基因提升打赢本领闻思录

■本报记者 于春光 李建文 特约记者 郝茂金 通讯员 刘汉宝

本报讯 记者吴敏、通讯员卢亚其
报道：9月中旬，武警部队举行首届“运
筹”参谋人员大比武，来自武警部队三级
机关的 1500 余名参谋人员展开激烈角
逐，一批懂作战筹划、精决策指挥、善运
筹帷幄的参谋尖子脱颖而出。

此次比武坚持“任务牵引、按纲施训、
以比促训、全面提高”原则，是武警部队党
委着眼解决“五个不会”问题、克服“二八”
现象，在指挥谋略层面将群众性练兵比武
引向深入的具体举措。参赛人员覆盖武
警部队、总队、支队三级机关的参谋人
员。比武采取网上异地同步组织、多课目
连贯作业的方式实施。在内容设置上，他

们瞄准实战需求，以参谋“六会”为重点，
设置了军事理论、参谋业务技能、想定作
业、战术勤务标图等4大类比武课目。

记者在武警部队军事训练中心导调
厅比武监察中心看到，主考官网上统一下
发作业条件，35个比武场同步开展作业，
结束同时提交作业成果。由院校和部队
训练、纪检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的监考组在
比武现场监察督导，并全程监控录像。

武警山东总队参谋部参谋徐猛曾多
次执行实战任务，经过 6个半小时的连
续作业后，他感慨：“唯有下大力气练就
过硬本领，才能在实战到来时有效履行
使命任务。”

举行首届“运筹”参谋人员大比武

本报北京9月27日电 袁晓芳报
道：笔底颂兵，墨韵载道。今天，由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中国书法家协
会联合主办的“鉴古开今——兵之道”主
题书法作品展，在北京81美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共有 40余位书法家参加，
涵盖了军队老中青书法骨干，是军旅书法
的一次集体亮相。展览以“兵之道”为主
题，分“兵者，国之大事”“带兵”“练兵”“用
兵”4个篇章。展出的200余幅佳作，突出
备战打仗和治军带兵的内容，书写的既有
中国历代军旅诗词、革命先辈战斗诗词，
也有部队的优良传统和战斗精神，笔端凝
聚着官兵意志力量，传递着矢志强军的共

同心声。这些作品或豪放雄浑、苍劲有
力，或古雅俊逸、意境深远，引导官兵通过
书法艺术感悟传统、砥砺精神，不断强化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的使命感
责任感。

据悉，这次展览是一次为部队定向
服务的文化活动。此前，主办方曾专门
安排创作人员深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火箭军某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挖掘
部队传统，了解文化需求，为他们量身打
造弘扬优良传统、彰显职能使命的书法
作品。展览后期，主办方还将深入这三
个部队驻地组织巡展和创作服务活动，
并将全部作品捐赠部队。

“鉴古开今——兵之道”主题书法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王妍洁、郑义报道：日前，
火箭军某团今年首批新入伍战士顺利抵
达营区。与以往不同的是，载满新战士
的卡车没有开往新兵营，而是径直驶向
该团综合训练场。笔者在现场看到，红
蓝双方在炮火硝烟中激烈对抗。驻足观
看一幕幕“战斗”场景，湖南籍新战士龙
岳激动地说：“当兵就要当能打仗的兵，
我期待早日投身火热的训练场，早日完
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战士的转变！”
“刚进军营就拉到练兵场观摩实兵对

抗，就是要让新战士第一时间感受实战化
练兵氛围，根植打仗基因，筑牢打仗思
想。”该团团长郑焱介绍，他们一改以往用
锣鼓彩旗迎接新战士的传统做法，组织刺
杀操、格斗术等课目演示，让新兵入营即

闻硝烟，从入伍之初就坚定当兵打仗、精
武强能的使命感责任感。

演示指挥员红旗一落，2名全副武装
的战士如猛虎一般，进行快速攀岩比拼。
雨后湿滑的攀岩墙上，下士任杰一不留
神，右腿内侧被划出一道口子，鲜血直流，
他依然咬牙坚持向上攀登。“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什么是军人的血性。”伫立“火药
味”十足的练兵场，新战士刘凯血脉偾张。

据悉，为进一步培塑新兵敢打必胜
的英雄气概，该团还将持续开展举战
旗、立战书、唱战歌等活动；组织新战士
观摩、参与部队演练，通过艰苦环境锤
炼、急难任务磨炼等方式，引导新战士
克服“骄娇”二气，锻造血性虎气，提升
训练水平。

火箭军某团注重从兵之初培塑血性虎气

新战士入营即闻硝烟

本报讯 祁祺、侯文泽报道：“打仗
也是打保障，炊事保障也关乎战场胜
负……”近日，在航行的华罗庚舰餐厅
休息室内，海军某试训基地流动巡讲小
组成员沈太艮利用工作间隙，与该舰炊
事员面对面交流理论学习体会。这是他
们采取“伴随保障”的形式开展主题教育

的一个缩影。
该试训基地所属单位驻地分散，点

多线长面广，基层偏远单位教育条件不
足、工学矛盾突出等问题凸显。为此，他
们在主题教育中成立流动巡讲小组，为
驻地偏远官兵送课上门。
“送课上门一改以往集中人员上大

课的模式，以精准‘滴灌’求实效。”基地
领导介绍说，他们采取统分结合、小课滴
灌的方法——内容上“统”，围绕官兵关
注的热点、遇到的难点集中统一备课；形
式上“分”，将“大专题”分解成“微教育”，
将“大课堂”分散到演训现场、执勤站
点。他们将宣讲内容与官兵岗位职责、

专业任务紧密结合，讲身边事、说身边
理。

课堂跟着战位走，教育伴随任务
行。巡讲小组来到独立驻守的某站，在
了解部队担负的任务和战位分布等情况
后，随即奔赴各战位宣讲，两天时间跑遍
13 个战位。在得知一个分队即将执行
车辆转场任务后，巡讲小组立即指派一
名理论骨干随行宣讲。官兵普遍反映，
宣讲内容接地气，讲得透、听得懂、记得
牢。

处处有课堂、时时受教育，流动巡讲
有效激发了官兵扎根一线的内在动力。
近期，该基地各试训区 12个偏远单位圆
满完成了研练任务。

海军某试训基地流动巡讲小组为偏远单位送课上门

课堂跟着战位走 教育伴随任务行

武警部队

绚烂晚霞，映红界江。九月下旬，驻守在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沿界江巡逻执勤。 杨宝权摄

近日，习主席在致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

大会的贺信中说：“希望各位嘉宾在本次大会

期间就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

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积极交流互鉴，为增强

公众科学素质、促进科学成果共享、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推动科技兴军，同

样应重视提高官兵的科学素质，做好科学知识

的普及工作。

培根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价

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

的深度与广度。”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必

然是科学知识高度普及的国家。特别是在知识

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科普水平，也反映着和影

响着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反映

着和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应当看到，与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科

技创新能力相对不够，科技力量储备相对缺

乏。可以说，普及科学知识是当务之急。正如

习主席在2016年的“科技三会”上所指出，科技

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

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一

重要论述对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也指明了科学普及的方向。

怎样激发科学兴趣、培育科学精神？杨振

宁先生把自己与科学的结缘，归功于初中时订

阅的一本叫做《中学生》的杂志。每次杂志一

到，他如获至宝，仔细阅读。正是那些有意思的

科普知识，为杨振宁打开了科学研究的大门。

科普著作《十万个为什么》以及茅以升的《中国

石拱桥》、竺可桢的《向沙漠进军》、华罗庚的《统

筹方法》等科普文章，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在无

数人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科学普及工作是个系统工程，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但科学家的作用举足轻

重。人民的科学家钱学森不仅重视培养科技帅才，还致力于向人民群众普及科

学知识。他经常会工工整整地给工人、农民、学生和普通科技人员回信，探讨学

术问题，阐释困惑疑问。他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编著科普书籍、撰写科普文

章、指导科教影片拍摄。他常说：“人民给了我们科学知识，作为一个科学家，有

责任再把科学知识还给人民，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

推动科技兴军，要求我们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全军应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努力使学习科技、运用科技在全军蔚

然成风。军事科技工作者在从事创新的同时，也应像钱学森一样，抽出一些时

间和精力，在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承担起科学普及的重任，努力使科学普及和

科技创新比翼齐飞。

（作者单位：第74集团军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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