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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
第一所航空学校。老航校人团结奋斗、
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孕育形
成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八一前夕，习主席
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察看了东北老航
校精神展陈，叮嘱大家铭记光荣历史，
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

70多年前，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在
战争废墟上建校，在炮火硝烟中起飞，
在共和国晨光中展翅，创造了马拉飞
机、直上高教、酒精代替航油等一个个
世界空军建设史上的奇迹。70多年来，
东北老航校精神作为弥足珍贵的“传家
宝”，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成为推动人
民空军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具有
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的生命力。

——编 者

一个飞翔的军种，必然是无数个人

生的集合。一代代空军官兵怀着梦想，

一路奋斗，抵达今天。

追梦空天，是空军官兵壮志凌云的

庄严宣誓和敢于担当的实际行动。而

追梦的起点，要追溯到70多年前。

1946年 6月 6日，成立仅 3个月的

东北老航校学员首飞蓝天，标志着中国

人民“航空梦”“空军梦”正式起航。

穿过历史硝烟，我们依稀看到一架

架破旧飞机在冰封雪裹的大地上一次

次艰难起飞。

浴火铸铁翼。那时，抗日战争的烽

火刚刚熄灭，一批航空先驱披着战火硝

烟开始了艰辛创业。几度春秋，他们像

扎风筝一样拼凑航材、组装战鹰的骨

骼，把战争废墟打造成飞行城垛，让木

制螺旋桨飞旋着红色飞天梦想。

东北老航校不但为人民空军培

养了一大批人才，摸索积累了丰富的

办校经验，而且在建校办学过程中，

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优良传统，那就是

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

开拓新路”为核心内容的东北老航校

精神。

历史转瞬即逝，但东北老航校却像

一颗恒星，永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一

代代空军官兵流淌着东北老航校的血

脉，骨血中植入了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

永葆干事创业的冲天豪情、经略空天的

雄心壮志。

一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我党我

军抓住一切机会为建立属于人民的空

军积蓄力量。抗战结束后，我党依靠自

己的力量着手创建人民空军，光辉的历

史篇章翻开了第一页。

来自四面八方的建校人员，纷纷

响应党中央号召，踏上了去东北筹建

航校的征程。他们中，有我党早期培

养的航空骨干，有八路军、新四军、东

北局、东北民主联军选派的干部，有新

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有汪伪和国

民党空军起义人员，甚至还有收编的

日籍留用人员。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创办航校

面临着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但老航校

人迎难而上，奋勇开拓，靠的是什么？

老航校从30余人发展到几百几千人，从

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发展成为人民空

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靠的是什

么？航校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成分复

杂，最终凝聚成为一个团结奋斗的坚强

集体，靠的又是什么？

纵观老航校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

样一个结论：老航校人之所以取得一个

又一个胜利，靠的是党的正确领导，靠

的是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的是

革命事业的吸引和凝聚。在党的领导

下，他们拧成一股绳、聚为一团火，白手

起家，不断奋斗，最终胜利完成党中央

交给的创建航校这一艰巨的任务。

70多年过去了，团结奋斗依然是我

们制胜的法宝。

伴随着改革强军的嘹亮号角，五

大战区空军相继组建成立，标志着人

民空军建设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正

所谓“合编易、合心难”，新成立的战区

空军机关干部来自不同的单位，具有

不同的经历，往往会存在理念、思路、

看法上的差异。但大家都认可一点：

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

“同心山成玉，协力土变金”。要保证

千军万马一个步调、上上下下一个声

音，就要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

到每名官兵心坎上。人民空军在老航

校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在改革强军的当下依然有着强大的生

命力。

二

天降大任，光荣的事业交给了老航

校，同时也把艰苦的条件赋予了老航

校。

千难万险何所惧。老航校人不顾

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奔赴东北各地，搜

集飞机和航材。那时的东北，到处是战

争的创伤。在战争的废墟上，创建拥有

先进科学技术的航校，谈何容易？在极

端困难的条件下，老航校人用马车牵引

飞机，用打气筒给飞机轮胎充气，用酒

精代替航油飞行，甚至有的飞行学员没

有鞋穿，赤着脚就飞上了蓝天。

创业维艰，奋斗以成。昔日，老航

校人把血汗挥洒在布满战争疮痍的东

北大地，让梦想之火在岁月深处熊熊燃

烧。今天，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

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依然需要我们继往

开来、艰苦奋斗，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

开拓进取之心、艰苦创业之志。

“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建站50多年

来，一代代官兵在生命禁区拼搏进取，

铸就了英雄的“甘巴拉精神”。面对信

息化战场，官兵再次发起冲锋，探索出

全军首部异地远程控制雷达的值勤模

式，成果斐然。战士们说：“甘巴拉不仅

是地理上的高地，更要当信仰的高地、

强军的高地。”

漠河雷达站地处祖国版图最北端，

全年霜雪期长达 9个月，气温最低曾

达-57.3℃。一茬茬官兵扎根“神州北

极”，爱站建家、无私奉献，用行动践行

“最北最寒最坚定，练严练实练金睛”的

铮铮誓言，创下空军雷达兵情报合格率

最高、连续时间最长的纪录。

肩扛千斤，谓之责；背负万石，谓之

任。加快空军战略转型是人民空军一

次再创业和大跨越，在这个历史进程

中，依然需要我们像老航校人当年艰苦

创业那样，去闯难关、破难题、当先锋，

创造新经验、走开新路子。

三

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时时处处都

隐伏着风险、挫折甚至牺牲。老航校使用

的飞机残破不全，飞行中随时面临出现故

障、发生事故的危险。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老航校人为了心中的梦想，不惜

献出青春、热血乃至生命。1946年6月，

首任教育长蔡云翔在执行运输任务的途

中，因为飞机承重能力不足而坠机牺牲。

就在蔡云翔失事的前一周，飞行科长吉翔

在试飞教练机时，由于发动机在空中意外

停车，不幸坠机牺牲。

革命总会有牺牲。在空军航空博

物馆英雄纪念墙上，镌刻着为人民空军

伟大事业英勇牺牲的1789名空勤人员

的名字。这些星陨大地、血染苍穹的空

军英烈们，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依然在

后来人心中激荡。抗美援朝战场上，

“空中突击手”孙生禄，为保护空中指挥

员和机群安全，与10架敌机殊死格斗，

弹药打光了，他驾驶受伤的飞机朝敌机

撞去，壮烈牺牲，年仅24岁。国土防空

作战中，“空军英雄战士”杜凤瑞奋勇援

救战友，并击落两架敌机。在飞机负重

伤的危急情况下，他不得不弃机跳伞，

却在降落过程中不幸被凶狠的敌人击

中而英勇牺牲。和平建设时期，“感动

中国2007年度人物”李剑英，在驾驶战

机返航时不幸遭遇鸽群撞机，发动机空

中停车。16秒内，他放弃跳伞求生，用

生命改变战机航向，只为保护航线下方

的人民群众。

时间的隧道里，一代代空军将士

以英勇的冲锋，高擎起精神的火炬。

和老航校前辈一样，他们的英雄事迹

长存着不朽的青春，放射着不怕牺牲

的精神光芒。

四

办航校是我党我军之前从未有过

的事业，是党和人民创建人民空军的

开篇。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老航校

为了尽快培养人才，把能想到的办法

都想过了、试过了。飞行训练展开后，

油料成为最大的问题。他们从资料中

获得信息，有些国家曾做过用酒精代

替航油的试验，便决定尝试。老航校

成立了攻关小组，经过数百次的实验，

终于达到了规定的要求。试飞那天，

当装满酒精的飞机飞上蓝天时，现场

沸腾了。

世界各国组织飞行训练，都是先飞

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最后飞

高级教练机。但当时老航校没有中级

教练机，仅有的一架相对完好的初级教

练机，也因发动机空中停车而坠毁。他

们就打破常规，直接上“九九”式高级教

练机进行飞行训练，开创了世界航空史

上的先河。被我军收编留用的日籍飞

行员说，全世界空军都不敢做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做到了。

赶路者心中必有梦想，追梦人脚下

定是征途。人民空军从诞生那天起就

胸怀梦想与时间赛跑，与日新月异的时

代同行，因为这支飞翔的军种始终承载

着党的重托、人民的厚望。

2015年3月30日，空军中远程新型

轰炸机轰-6K首次飞越巴士海峡前出

西太平洋。有网友评论：“在西太平洋

上宣示中国空军的存在，‘大国重器’飞

出了‘大国之威’！”

这几年，空军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

航线，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区域。随着实

战化训练逐年升级拓展，空军战略转型

正由量变积累加速向质变跨越。人民空

军上高原、赴远洋、长航时等成为常态，

“红剑”“蓝盾”“金头盔”“金飞镖”“擎电”

等军事训练品牌“含战量”不断提升。向

前看，那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上，困难挑

战仍重重。但我们坚信，从东北老航校

人，到新时代空军官兵，一代代官兵的接

续奋斗，必将推动人民空军不断飞向更

高更远！

追梦空天的脚步从未停歇
—从东北老航校精神感悟人民空军的血脉基因

■危立平

8月 3日晚，武警四川总队举办“榜
样的力量”专题文艺晚会，宣扬“最美新
时代革命军人”布哈的先进事迹，歌颂人
民子弟兵和彝族同胞们携手并肩向贫困
发起攻坚的军民鱼水深情。

在充满浓郁彝族文化元素的达体舞
《欢庆》中，晚会拉开帷幕。五彩的服饰、
悠扬的乐音、欢快的舞姿，彰显彝族人民
热情奔放、勤劳智慧的精神风貌。鲜红的
篝火欢腾跳跃，象征着新时代彝乡人民在
党的脱贫政策帮扶下，生活蒸蒸日上。
“哎，说布哈、讲布哈，新时代最美

的军人是布哈！”“学布哈我要当布哈，

身边的榜样是布哈！”群口快板《脱贫攻
坚战旗扬》，讲述了彝族军官、武警四川
总队凉山支队执勤四大队政治教导员
布哈，用真诚温暖群众、用真心扶危解
困的事迹。娓娓道来的故事、风趣幽默
的语言，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披一身查尔瓦，献一束索玛花；赞

一句瓦吉瓦，道一声卡莎莎。”“一个都不

能少，每个梦都要圆，幸福小康的大路

上，谁都不落单。”独唱《大凉山上卡莎
莎》《一个都不能少》饱含深情地歌颂部
队官兵与梭梭拉达村村民手牵手、肩并
肩共同奋斗，让全村 600多名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的动人事迹。音乐短剧《鱼水
欢歌》，节奏欢快，载歌载舞，生动展现以
布哈为代表的武警四川总队官兵，始终
不忘初心使命，视驻地为故乡，视乡亲如

亲人，积极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场
景。情景舞蹈《牵着你的手》，讲述了布
哈倾尽全力捐资助学，先后帮扶 20名彝
族学生完成学业的感人经历。

晚会舞台上，主持人现场采访了布
哈和他的妻子阿呷。布哈说，从军这些
年来，再苦再累他都无怨无悔，唯一觉得
亏欠的就是家人。阿呷说，她为丈夫骄
傲的同时，唯一的心愿是丈夫不要太

累。“请原谅他不常给你亲吻，要记住最
先爱上是他的灵魂；这首情歌会让你想

起，他帽檐下守望坚毅的眼神。”在《今生
爱上一名军人》的悠扬歌声中，现场观众
为默默奉献的军嫂献上了热烈掌声。

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在练兵备战
的征途中，布哈都是冲锋者。群舞《练
为战》充分展现布哈带领所属官兵时刻
准备战斗、随时准备打仗的战斗精神。

“站在排头，向往这前方；青春热火一样

滚烫，领头雁穿越风雨，翱翔长空，才能

拥抱太阳。”气势恢宏的歌舞《榜样的力
量》，将整台晚会推向高潮。
“英勇善战，勇于担当，战斗在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心系巴山蜀水，爱洒

天府之国……”晚会最后，在布哈的领
誓下，现场全体官兵面向军旗庄严宣
誓，铮铮誓言久久回荡。

榜 样 的 力 量
■张 超 吕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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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月亮的清辉洒向军港，某新

型港作拖船正耕波犁浪，保障某军舰靠

泊码头）

我是一名士官船长，视频中的这艘
拖船，就是和我昼夜不分、并肩战斗的
“好兄弟”。这些小小的拖船，在艨艟云
集、舳舻相接的军港里，看起来不起眼，
但如果没有它们开足马力的“顶”和
“拖”，战舰巨轮都很难安全顺利地离靠
码头。

两年前，一些船艇改由士官担任船
艇长。担任航通班班长的我，经过层层
选拔，最终顺利出线，开始了士官船长
“突围”之路。

还记得第一次站上操纵位时，我十
分忐忑，生怕出现丁点儿失误，心里一
遍遍地默念着指挥口令。

但怕什么来什么。当我拿起扩大
器，正准备广播时，才发现自己手心里
全是汗，扩大器差点儿从手里滑落。这
一慌乱，脑子里循环播放的几个指令，
连珠炮似地冒出来了，搞得机电班长一
头雾水，反复打电话和我确认口令。

这样的笑话，我还闹了不少。那段
时间，我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度
失眠，满脑子都是这个疑惑——“这一
船之长，到底该咋当？”

中队长发现了我的异样，鼓励我
说：“知识少就靠勤奋补、门槛高就从基
础学。既然有士官能干船长，你就一定
行！”他的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我暗下决心，“别人行咱也行，咱这个小
兵也能担大任！”

于是，我从最基础的识海图、画海
图开始，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地“啃”，一
个战位一个战位地“磨”，一有时间就往
中队“钻”，找老船长们请教。终于，船
上各专业的业务我都越学越精，指挥也
得心应手起来。

一次出海训练中，我正在操纵拖船
向港外航行，准备寻找宽阔海域进行操
演训练。就在拖船快要抵达目的地时，
我突然发现驾驶控制台前方的导航屏

幕不亮了，紧接着舵桨指示器开始报
警。我心想：坏了，这是全船失电了。

随着信号兵报告“发电机发生故
障”，我立刻冲到机舱，带领船员排查。
很快我们找到了“罪魁祸首”，原来是燃
油滤清器出现裂痕，发生了燃油喷射泄
漏，导致全船失电。

机电班长在一旁提醒我，“咱得抓
紧处置，不然船艇失控，撞到码头或搁
浅就严重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有些慌
神。但转念一想，船长是船员的主心
骨，这时候我不能乱了阵脚。于是，我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凝神屏息。一时
间，应急处置预案、特情处置要点在我
脑海里飞速运转。在确保周围没有障
碍物后，我果断下达口令——“全船失
电，机电班组织抢修，帆缆班准备重力
抛锚，准备两节锚链到甲板……”

各班人员迅速按部署就位，开始操
作。经过战友们密切配合，船最终平稳
地停在海面上。大家都长长地松了一
口气。

经历了那次突发险情，我更加注重
一切训练从实战出发。每次出海训练
或执行保障任务前，我都会假想一切可
能的突发情况。船上的战友开玩笑地
说，“我们常船长啊，就爱‘自找麻烦’。”
我也会告诉他们：“咱平时训练找麻烦，
总比战时麻烦来找咱强啊！”

经过一次次保障任务的磨砺与淬
火，我成长为一名保障经验丰富的拖船
船长。现在的我，保障过各种舰型、舰
艇，小到百吨的护卫艇，大到国之重器
的航母，保障任务达千余次。面对船型
各异、吨位不同的舰船，何时拖带、如何
拖带、该注意什么，我在心里都有一本
“明白账”。

我和我的“好兄弟”，虽然不能跟随
战舰驰骋深蓝大洋，却可以护送一艘艘
舰艇远航、迎接它们平安返港。也正是
在这一次次平凡的保障任务中，我们实
现着建功海洋的梦想。

士官船长成长记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四级军士长 常新占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单位结合
重大任务、主题教育和演训实践嵌
入式组织“奋斗强军”故事会，鼓励
官兵积极登台，用兵言兵语讲述强
军事业新成就、练兵备战新经验、官
兵成长新变化，激发了广大官兵投
身强军、矢志打赢的壮志豪情。本
期我们刊发两位水兵建功本职岗位
的故事。欢迎各单位积极荐稿。投
稿邮箱：jfjbqjwh@163.com。

——编 者

维修保障、参加护航、领取驻地首
席技师证书……从军 24年，我亲眼看
到并经历了我们海军逐渐强大的过程，
战友对我的称呼，也由以前的“小马”变
成了“老马”。在咱们大队，大家经常听
到一个说法：“有难题找老马，他那肚子
里可全是‘料’！”

这个说法，还得从那年舰队领导点
我的将，让我随舰保障第二十四批护航任
务说起。那一天，舰船航行到某海域时，
我们突然发现某型主机设备系统中的阀
门阀芯磨损严重，但当时船上没有备件。
“这可咋整？”负责设备的战友急得脑门直
冒汗。我仔细查看了情况，心里有了底，
便跟他们说：“咱们做一个阀芯换上！”
“阀芯是个精密零件。做一个，说

起来容易，稍有偏差，问题可就大了。”
有战友小声提醒我。我说了句“甭担
心”，拿起工具就开始忙活：选材料、测
大小、量尺寸、开车床、加工制作……3
个多小时后，衣服被汗水浸透的我拿出
了 10套阀芯。换上一试，严丝合缝，尺
寸大小正合适。舰领导得知此事后，对
着我竖起了大拇指：“你这匹老马，肚子
里有点‘料’啊！”

我肚子里攒下这些“料”，并非一日
之功。“机械加工不同于其他专业，它是确
保舰艇顺利航行的重要环节，要有足够细
致与耐心，才能把舰艇上所需的零件做好
做细。”初学机械加工时，我的班长就跟我
说过，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手要稳、眼要
准”，看似简单的六个字，真正实现起来可
不容易。为了把手练稳，我把砖头摆在床
头，一有空就用背包绳拴着砖头挂在手上
练臂力。我还给自己制定了训练计划，每
天100个俯卧撑、拉100次腕力器。就这
样，我手上的力量越来越大，操控车床也
越来越稳。为了练出“火眼金睛”，我没事
就盯着尺寸相差无几的零件找差距，经常
是一天几个小时下来，眼睛跟我“闹别
扭”，酸涩难忍。那时候战友常说我的眼

睛红得跟兔子一样。
手稳了，眼准了，仅仅是基础，更重

要的是手上有活儿。一到周末休息我就
往工厂里跑，看那些老师傅干活，边看边
用本子记。刚开始，那些老师傅没太看
中我，觉得我这个毛头小子不稳当。一
连几个月，他们看我是真想学，就把看家
本领都拿出来教我。为了能融会贯通，
我用干活剩下的边角料，反复琢磨老师
傅们教我的技巧。0.05毫米、0.04毫米、
0.03毫米……日复一日枯燥艰苦的磨炼
中，我用车床车削精密零件的精度达到
了现在的 0.01毫米。除此之外，我还考
取了钳工、焊工等多个技师证书。

随着技能越来越精湛，单位里不少
战友来找我求教技术。我也明白一花独
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个理儿，便
自编了一套教学资料，把自己多年积累
的技术心得和排故经验倾囊相授。有人
在技术上遇到了难题，我还会过去手把
手地现场教学。如今，我的徒弟们也纷
纷成长为专业技术骨干。每当有人夸他
们专业技术强的时候，他们总会笑着说：
“我这不算啥，我的师傅老马，那肚子里
才真的全是‘料’。”

（推荐整理：崔 旭、左任远）

老马的“料”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二级军士长 马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