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bjygc@163.com 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卫雨檬

记者手记

“那年，他们也20多岁”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空勤
楼，一幅幅照片沿着楼梯侧面的墙壁
顺序排列。拾级而上，记者仿佛是对
“英雄中队”辉煌历史的一次回溯与致
敬。

在这卷时光轴的首尾两端，相隔 70
年的两张照片遥相呼应。

第一张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幕——
1951年11月，“英雄中队”原中队长赵宝桐
击落敌机、胜利归来。黑白画面中，年轻的
赵宝桐一边走下战机舷梯，一边躬身与前
来迎接的战友握手，脸上灿烂的笑容清晰
可见。

另一端彩色照片的画面里，新一代
“英雄中队”传人在新型国产战机驾驶舱
内蓄势待发，坚毅面庞上目光灼灼，迸发
出剑指蓝天的锐气。

青春被凝固在照片里。同样年轻，
同样自信。这两个历史瞬间，传递着一
支部队身上跨越时代的青春气质。
“以前有一种形容叫‘敌机充满风

挡框’，从座舱看出去，风挡前方是敌
机巨大的身影。只有足够近，才确保
炮弹一定能击中对手！”飞行员王勇哲
说。

昔日，面对强敌，一批赵宝桐一样
年轻的飞行员单机冲入敌机机群，展开
殊死搏斗。如今，该旅空勤楼墙壁上，
悬挂着英雄凯旋的合影。画面正中，
“英雄中队”的锦旗被他们自豪地举在
胸前。
“那年，他们也 20多岁！”初次看到

照片里那些青春的面庞，汪旭升曾这样
感慨。作为旅里年轻飞行员代表，汪旭
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

如今，空战虽然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但前辈们“空中拼刺刀”的血性不能丢。

2018年 5月 11日，汪旭升第一次驾
驶新型国产战机飞上蓝天。
“那天是我 25岁生日，这是上天给

我的礼物！”汪旭升说，“这么好的飞机
交给我，我一定要飞出战机最佳的作战
性能。”

为了能在空中多拉出 0.5G的载荷，
汪旭升在抗荷服里扎上护腰，一个架次
下来，他的胳膊上被载荷压出一片血点。

为了掌握夜间的红外成像特点，汪
旭升乘车外出，一夜之间连续 3次在营
区周边寻找相似目标，从晚上 9点忙碌
到凌晨 4点。

这样的“拼命三郎”形象，让汪旭升
多了一个新外号——“旭三哥”。每名
“英雄中队”的飞行员都深刻体会过汪旭
升所说的那种感觉：“像纤夫拉船似的，
一步一步踩着泥坑，越走越远……”

那年，部队空战体系对抗，汪旭升摧
毁了全部3个目标，弹无虚发。

回到单位，不飞行的时候，他总喜欢
站在宿舍书桌前，盯着对面墙上的地
图。空战时那成百上千个变化的数据和
运算过程，此刻在他脑海里浮现，又跳动
在地图里的空域之上。

凝望眼前年轻飞行员那一张张青春
的脸庞，记者感叹，走过 70年风雨征程
的“英雄中队”，依然朝气蓬勃。为了胜

利勇往直前，成为流淌在官兵血脉中的
英雄基因。

“‘英雄中队’的旗帜

是用胜利换来的，我们

也要用胜利来捍卫这种

荣誉”

寒风瑟瑟，战机从机场呼啸而起，蓝
色尾焰划破黑夜，消失在海天之际。

当地面的人们渐渐进入梦乡，侯云
龙驾驶的战机已翱翔在一片汪洋之上。

夜航，迷人而又危险。夜色将海天
融为一体，水面闪烁的渔灯仿若天上星
辰，容易造成空间错乱的感觉。茫茫夜
空中，一场空中对抗就此展开。
“飞行员之间的较量，只有零分和满

分。”侯云龙说，“空中对抗每一场都不一
样，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应对不测挑战的
能力。”

上高原、进戈壁、出远海……近年
来，这个旅多次远程机动，在多种环境下
锤炼实战能力。
“信息化战争打的是数据、拼的是计

算，只有掌控和运用数据，才可以穿透战
争迷雾，增加打赢胜算。”该旅领导说，
“我们不仅要把武器装备的性能搞清楚，
更要把敌情、战场环境搞清楚，确保一切
可能都在掌握之中。”

一次实兵实弹演练，飞行员郭金
文初次打靶。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但
战机的可视屏幕上始终漆黑一片。

目标未锁定，时间所剩无几……
此时，基于对特情处置的研究，郭金

文准确进行了一系列操作，一幅目标的
红外图像出现在视频里。他迅速反应，
最终成功识别并锁定目标。
“没想到，第一次打弹就遭遇特情。

后来复盘，手都有点抖。但经历了这一
战之后，心理素质就强大了很多。”郭金
文说。

走进该旅空勤楼，记者看到一块
展板立在楼梯口，上面是一张张飞行
员手写的决心书。这些年轻飞行员的
姓名和鲜红指印，与楼梯墙壁上“英雄
中队”前辈飞行员的肖像遥遥相对。

这是一场跨越 70 余年的时空对
话。“‘英雄中队’的旗帜是用胜利换来
的，我们也要用胜利来捍卫这种荣誉。”
飞行员陈诗语说。

英雄的血脉流淌在新时代官兵身
上。为了传承好“英雄中队”这面旗帜，

官兵们主动转型，努力将自己炼成尖刀、
利刃。

飞行员林湖滨将大部分业余时间，
都用在计算机语言学习上。在解决掉一
个个问题之后，他编写的软件搭载到战
机上，缩短了飞行员在空中计算所需的
时间。

除飞行员外，该旅机务大队和弹药
大队官兵们，也在不断学习中提升打仗
能力。

每一场空战胜利，都是空勤和地勤
官兵们齐心协力取得的。当年，“英雄中
队”飞行员每打下一架敌机，战机上就增
加一颗红五星。这个红五星，是由当时
的机务兵亲手所画。现在，转型中的“英
雄中队”，机务官兵们在“精保障、会排
故、懂原理、会分析、能建议”要求下，以
更精良的装备、更高效的保障迎接现代
战争的挑战。
“一个团队里面，能在自己位置上把

作用发挥到极致的人，就是了不起的。”
秉持这样的信念，如今的“英雄中队”，空
勤和地勤团队拧成一股绳，在每月基地
组织的体系集成训练和体系对抗演练中
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走进该旅荣誉室，大厅中央，雄鹰雕
塑作俯冲状，气势夺人。雕塑下方的基
座上，密密麻麻刻着这支英雄部队参加

的重大任务和取得的荣誉。
“把老一辈的战斗精神刻在自己骨

子里，面对未来战场，我们就有了胜利的
底牌。”飞行员欧谦坚定地说。

“飞行这件事，承载着

很多人的梦想”

打开杨鑫的微信朋友圈，你会认为
他是一位“旅游博主”。
“2020 最后一站，完美收官！圣洁

纯净，可以感觉到时间静止的地方……”
这是杨鑫去年岁末发的一条朋友

圈。
看到宽广澄澈的盐湖、可爱野趣的

羚羊和藏狐以及雪盖之下的昆仑山，不
熟悉的人，会认为他休假去藏区旅行
了。其实，杨鑫刚完成一个任务归来，喜
悦心情溢于言表。
“英雄中队”荣誉称号，对东部战区

空军航空兵某旅的飞行员来说，既是一
种光环，也是一种压力。

在杨鑫朋友圈的一众风景里，还有
他妻子和女儿的身影。每逢休假，他总

会带着家人一起出游，弥补自己对家人
的亏欠。

女儿今年 13岁，很懂事，从没因为
学习的问题让父亲操心过。有一次，她
问杨鑫：“地理老师跟我们讲地球是圆
的，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呢？”

杨鑫笑着回答：“你在足够高的地方
就能看到，爸爸在万米高空飞行的时候，
就看到远处的地平线是弧形的。”

看着女儿惊奇的目光，杨鑫接着告
诉她，“远海飞低空的时候，他们离海面
只有二三十米。那时候看向远方，飞行
员感觉就像在一口锅的底部一样。”

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英雄中队”
随歼击机梯队接受检阅。“金头盔”得主
杨鑫因为能力全面，担负空中备份任务。

女儿几乎没跟同学提起过父亲的职
业，但国庆假期做作业时，她在日记里写
道：“天上开飞机的叔叔我都认识，他们
是我爸爸的朋友！”语文老师提起时，杨
鑫感到特别开心。

对父亲的骄傲之情，女儿很少直接
表达。去年父亲节，她送给杨鑫一张贺
卡，上面写着：“我有一个不是超人也拥
有超能力的爸爸，你永远是守护我一生
的超级英雄。节日快乐！”

杨鑫是女儿的“超级英雄”，而他的
战友徐彬，为了“变成像爷爷一样的英
雄”来到部队。
“我是中国空军！”即使在地面练

习过无数次，第一次在空中执行任务
喊话时，徐彬心情依旧激动。

去年年初，徐彬随“英雄中队”来到
某机场驻训。在这里第一次驾机巡航，
于高空之上眺望远海，一片平静景象之
中，他“闻到了战场的味道”。也是那瞬
间，徐彬想起了自己的爷爷。

在徐彬记忆里，有关爷爷的画面并
不清晰。他很小的时候，爷爷就过世
了。有一天，他在家乡老屋里玩耍，钻进
横梁和天花板之间的储物间。里面狭小
昏暗，只有从小窗透进来的一点亮光。
他一眼就看到窗台上摆着的小盒子，爬
过去好奇地打开。
“那是爷爷的军功章和纪念章。当

时不知道是什么，就觉得窗边的光一照，
金闪闪的。”徐彬说，“一看到那东西，就
有一种很崇敬的感觉。”

后来，爸爸告诉他，爷爷参加过抗美
援朝战争。退伍后，爷爷还一直保留着
在部队的习惯，每天都起得很早，对自己
特别严格。

从那时起，在徐彬心里，“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爷爷，成了他心中的英雄。

汪旭升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驾驶战
机的情形。轰鸣声中，战机跃然而起，一
旁的机务人员列队目送自己远航。那
时，他意识到，“飞行这件事，承载着很多
人的梦想。”

2019年 10月 1日，这支一线作战部
队走进了大众视野。当天，机务兵侯俊
杰手持“英雄中队”荣誉战旗，走过天安
门；5机编队米秒不差，从人民英雄纪念
碑上空掠过。

那一刻，万众欢腾。
“那一刻，一种油然而生的、我在保

护这里的自豪感在心中涌动。”飞行员陈
建华回忆说。

（采访中得到王登飞、时代、唐朝能
等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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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英雄中队”—

这 里 有 时 间 带 不 走 的 青 春
■本报记者 卫雨檬 李伟欣 通讯员 殳细泉 吴李华

铺开空域图那一刻，坐标和数字在

袁正的脑海里，勾勒出空天战场的轮廓。

2020年初，袁正随东部战区空军航

空兵某旅来到某机场驻训。他做的第一

件事，是认真研究训练空域。在这位年

轻飞行员眼里，这片承载英雄梦想的天

空，是他和战友青春奋斗的舞台。

北京北郊，中国航空博物馆的空军

英雄纪念墙上，镌刻着一个令袁正敬仰

的名字——赵宝桐。他曾是袁正所在部

队前身“英雄中队”的原中队长，抗美援

朝战争中赫赫有名的空战英雄。

馆内，赵宝桐编号25的米格-15战

机静静陈列。时光褪去了战机蒙皮的金

属光泽，却丝毫未能消减机身上9颗红

星闪耀的光辉。

71年前，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不

可思议的速度，年轻的中国空军登上空

战历史舞台。1951年，赵宝桐率6架战

机与24架敌机鏖战。

这些飞行时间只有几十小时的志

愿军飞行员，在与有着上千小时飞行

经验的强大对手较量时毫不畏惧。面

对装备性能和数量都远高于自己的美

军飞行员，赵宝桐和战友以有我无敌

的气势，驾机冲进对方机群，展开“空

中拼刺刀”。因战场上的卓越表现，

“赵宝桐”们所在的中队，被授予“英雄

中队”荣誉称号。

赵宝桐多次击落美军战斗机，先后

荣立特等功2次，创造了志愿军飞行员

多项纪录。初次击落敌机时，赵宝桐只

有23岁，比现今“英雄中队”的所有飞行

员都要年轻。

每一次追忆这段历史，袁正都心潮

澎湃。和平岁月，中国空军飞行员荣誉

的象征，由“红五星”变成了“金头盔”。

获得“金头盔”，是像袁正这样年轻战斗

机飞行员的梦想。

该旅副参谋长陈鸿程，曾给年轻飞

行员们讲述过自己获得“金头盔”的秘

诀——画画。

那年夏天，空军对抗空战竞赛考核

在即。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陈鸿程用

了一个看似笨拙的方法。他伏在桌前，

认真回想空中对抗时的一个个瞬间：什

么态势、什么角度、飞机在座舱风挡上有

什么样的投影……他将脑海中的画面，

一笔笔描绘在纸面上，然后飞行训练时

再拿到空中验证。

就是靠这样的方式，当时 28岁的

陈鸿程以 8∶0的比分完胜对手，勇夺

“金头盔”。陈鸿程说：“我在画画的时

候，就想到咱们部队史馆里放着的那

盏煤油灯。老一辈飞行员们，当年都

是在煤油灯下刻苦钻研，一点点学习

飞行技术的。”

胜利背后，是一代代“英雄中队”飞

行员拼搏精神的传承。翻开“英雄中队”

史册，被铭记的还有那一个个永远年轻

的名字——范万章、郭玉琪、刘振兴、高

发南、王松林……英雄飞行员们将生命

定格在战斗的瞬间，也把永恒的青春留

在了蓝天之上。

“飞行本身就是一项光荣的英雄事

业，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保

卫祖国神圣领空就更加光荣。”赵宝桐写

下的这句话，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奋飞

者。70年过去，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旅传承“英雄中队”胜战基因，护卫着祖

国天空。

“英雄的团队，不管走到哪里，不管

什么时刻，整支队伍都保持着一股拼

劲。”该旅政委冯培洪说。

历史的天空 英雄的梦想
■本报记者 卫雨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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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图②：1951年，“英雄中队”原中队长赵宝桐击落敌机、胜利归来。图③：2021年，“英雄中队”飞行员整装待
发。图④：“英雄中队”飞行员与战旗合影。 （图①、图③分别为王玮、梅鑫浩摄；图②、图④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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