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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为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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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蒙住眼睛”的降落——

细雨如丝，某备用机场笼罩在如

墨的夜色里。轰鸣声由远及近，一架

战机拖着尾焰俯冲而下，在跑道上稳

稳滑落。

“上一次有战机在这里降落，还是

许多年前。”着陆后飞机座舱盖缓缓打

开，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

大队飞行员蔡勇已汗流浃背。

他告诉记者，这次野战应急降落

训练，在无依托、无配套条件下展开，

“点亮”了多个降落“盲区”，训练实现

突破。

这，只是这支部队众多战斗力突

破中的寻常一次。

作为人民空军首批组建、首支参

战、首获胜绩的英雄飞行大队，先辈们

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首创人民空军历

史上空战、近战、夜战歼敌纪录。近年

来，他们飞远海高原、战戈壁荒漠，突出

实战实训、敢于亮剑争锋，先后有 4 人 5

次夺得空军对抗空战比武“金头盔”。

2019 年 7 月 ，该 大 队 被 中 央 军 委

授予“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荣誉称号，

习主席亲自为他们颁授奖旗。

面对这样的至高荣誉，飞行员们

没有沉浸在喜悦和满足中，想得更多

的是：如何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在“突

破自我”中换羽奋飞，再立新功。

“我们要无愧于‘第一’的历史、‘先

锋’的称号，必须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

走向何方……”在大队长、“金头盔”飞

行员高中强看来，第一意味着要走别人

没有走过的路，别人没飞过的我们要

飞，别人没练过的我们要练。在日常训

练和执行任务中，他先后创下全旅飞行

的最近、最低、最远等多项纪录。

有多近？近到能看清对面战机机

舱内的外军飞行员。一次警巡任务，

外 军 战 机 逼 近 ，干 扰 我 方 正 常 飞 行 。

高中强驾驶战机做出一个漂亮的翻滚

动 作 ，“咬 住 ”外 军 战 机 ，占 据 有 利 位

置。外军战机不得不规避返航。

有多低？海上的涌浪好似能打到

他战机的机翼。一次对抗演练，蓝方

凭 借 装 备 优 势 布 局 。 高 中 强 看 准 时

机，从数千米高度猛地降到距海面不

足百米，消失在雷达视野中，悄然冲向

目标，实现超低空突防。

有多远？返航时航油警报已亮起

红灯。高中强与战友从下半夜开始机

动转场，跨越数个省市、多个海空域，

连续在陌生机场起降。该大队成为空

军首个完成此项任务的部队。

“只有训到极限，才能跃上巅峰。”

大队教导员刘伟说，像高中强这样练

到大纲上限、打到武器边界、飞到最大

载荷，已成为大队实战化训练的常态。

有着 21 年飞行经验的谭润湘，曾

认为自己的飞行水平已然“一览众山

小”。然而，选调至该大队后，他有了

很多“没想到”。

没想到，这里的飞行数据经常刷

新，不断突破飞行速度、飞行高度的极

限条件；没想到，现在每天训练承受的

载 荷 是 以 前 的 好 几 倍 …… 谭 润 湘 感

叹：“来到一大队后，我的很多飞行习

惯、飞行理念都被颠覆了。”

“颠覆，在我们这里不是贬义词。”

高中强认为，对于身居第一和想争第

一的人来说，必须有一种敢于自我否

定的精神，“能够打败别人的人，首先

要打败自己。”

高中强坦言，这是一种“多么痛的

领悟”——

2011 年，空军组织第一届对抗空

战 竞 赛 考 核 ，一 大 队 飞 行 员 领 衔 出

战。没想到，第一个比赛日，他们就被

对手以 166∶59 的大比分淘汰。

那一战，他们的飞机性能占优，空

战经验丰富，斗志也毫不逊色。然而，

就在他们还在比谁机动时载荷拉得更

大、动作更迅猛时，名不见经传的对手，

已依托电子攻防占据了战场的制高点。

166∶59 这组数字，被他们浇铸成

了牌匾，镶嵌在一大队空勤楼的门厅

里。牌匾的对面，就是人民空军空战

击落敌机第一人、首任大队长李汉的

雕像。

一边是铭刻在历史天空中的“第

一荣耀”，一边是记录在现实天空中的

“第一惨败”。历史与现实、荣耀与失

败的对望，时刻激励着每名飞行员。

（下转第二版）

上图：编队出击。 杨 盼摄

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

在“突破自我”中换羽奋飞
■本报记者 魏 兵 康子湛

“第一”靠守是永远守不住的，因

为“第一”永远要面对一条崭新的未知

之路。

70 年栉风沐雨，“强军先锋飞行大

队”用“突破自我”的精神，飞出了一条

始终昂扬向上的奋飞航迹。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未来的信

息化战场瞬息万变，潜在对手同样也

在不断变化。无数战争实践证明，守

旧者必败。“先锋”之名的内涵也在于

此，去冲锋、去闯一条前无古人之路。

今天的战斗力建设，必须紧盯强

大对手发展同步更新，紧盯战争形态

演变紧前推进。否则，练兵备战就可

能犯下刻舟求剑的错误，砥砺出的也

只是“战胜昨日敌人”的钝刀。

“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战斗力建

设是一个不断攀登的过程，首先需要

翻 越 的“ 山 ”就 是 自 己 。 比 起 走 出 失

败，走出“胜利的自己”更加艰难。如

果满足于昔日的荣光，停滞于过去的

经验，无异于给自己“画地为牢”。永

不停歇地革新自我、突破自我，才能不

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短 评

7 月 4 日，驻守在“天路”新藏线上的

新疆军区某旅，组织官兵分别到叶城烈

士陵园、康西瓦烈士陵园和狮泉河烈士

陵园，开展现地教学。在英雄纪念碑前，

他们通过瞻仰先烈、回顾历史，感悟革命

先烈对党忠诚的信念，激发官兵精武强

能的戍边热情。

“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

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

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

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

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

人民心中！”站立在群山环抱的康西瓦烈

士陵园，认真感悟习主席“七一”重要讲

话，该旅某营营长刘含征的思绪仿佛也

随之穿越了时空。

几十年前，为捍卫国家主权，守护领

土完整，该旅前身部队的官兵奔赴雪山、

浴血奋战，不畏牺牲、血染战旗。一些官

兵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雪山。

在改革强军征程中，该旅官兵延续红

色血脉，听党话、跟党走，沿着先辈的足

迹，从平原走向高原，与冰山雪峰为伴。

人民军队党缔造，军旗永远跟着党

旗走。该旅领导告诉记者，从革命战争

年代到驻守新疆，他们经历十余次调整

改革，但永远做让党放心好战士的忠诚

基因始终没变。

在 瞻 仰 烈 士 陵 园 时 ，红 山 河 机 务

站 战 士 费 腾 在 一 座 烈 士 墓 前 驻 足 许

久，他感慨地说：“这位烈士牺牲时，比

我还小。”

“习主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

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先锋力量。缅怀先烈，我们就是要

学习他们青春献党、勇担使命的精神品

质。”费腾深有感触地对身边战友说。

丰 功 伟 绩 载 史 册 ，崇 高 精 神 励 后

人。学习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后，该

旅大学生士兵刘壮倍感振奋：“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己任，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

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官兵们

昂首挺立，举起右拳，庄严宣誓：“缺氧气

不缺精神，海拔高斗志更高。为守护领

土完整，甘愿像先辈一样牺牲一切！”

连日来，该旅在海拔 5000 多米的高

原腹地执行任务。一支党员突击队冲锋

在前，在冰峰雪岭间成功破解高寒山区通

信保障中的多个难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数据资源实时共

享，信息态势实时显示，一组组信号从执

勤一线不断传递至后方“中军帐”……

戍守“天路”，英雄旗帜引征程
—新疆军区某旅学习贯彻习主席“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见闻
■本报记者 郭丰宽 李 蕾 通讯员 蒲杰鸿

7月上旬，陆军某团组织炮兵分队实弹射击考核。 向旭东摄

本报北京 7月 18 日电 记者马晶

报道：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与江西电影制

片厂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的革

命历史题材影片《三湾改编》于 7 月 19 日

在全国公映。

电影《三湾改编》将历史真实与艺术

表达相结合，生动讲述了三湾改编这一重

大历史事件的前后经过和伟大历史意

义。影片中，毛泽东、何长工、卢德铭等人

物形象，充分展现出青年革命者坚定不移

的革命信仰和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精神

品格。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杨虎表示：

“希望观众通过这部影片直观感受到青年

革命者的追求与信仰，激发前行动力，弘

扬党的革命精神，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三湾改编》今日公映

伟大的精神之源，奋进的磅礴力量
——论伟大建党精神

“漫步”网上军史长廊，全息实景图

像一览无余，让人身临其境；点击 3D 建

模的文物展品，相关视频自动播放，全

方位解读电子文物的相关信息和背景

故事……前不久，军事科学院某部数字

史馆正式上线运行，记者慕名“前往”参

观，在虚拟化场景、立体化展示中，充分

感受沉浸式体验的独特魅力。

“科技干部普遍学历高、求知欲强，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必须提高大家参与度，增

强教育针对性。”该部领导向记者道出建

设数字史馆的考量。他们采用 3D建模等

技术，对已有的军史陈列和史料文物进行

数字化处理，将其搬到可交互网络教育平

台上，精心打造了一个资源共享、全时开

放、互动性强的党史学习教育阵地。

记者登录数字史馆，沿着导航路标，

一路来到“国家使命”展区。这个展区介

绍了一代代科研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峥嵘岁月。

“单位组建之初，数百名老一辈科学

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告别亲人、隐姓埋

名，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走进大山深

处，开始艰难的科研攻关……”伴随着

AI 解说员的讲解，一幅幅历史图片、一

件件文物模型跃然眼前，生动再现了老

一辈科学家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

利用 3D 建模技术，参观者可将老一

辈科学家使用过的计算尺“拿”在手中端

详。配合 AI 语音讲解和自动漫游功能，

徜徉数字史馆，能时刻感受到浓浓的“科

技风”。

在数字史馆的文物展厅内，展示着各

类“3D 文物”。其中，一个墨绿色的工具

盒，吸引了记者的目光。通过操作交互界

面，记者“打开”工具盒，几把锈迹斑斑的

圆规、一把磨损的直尺等工具映入眼帘。

通过阅读工具盒的文字介绍，记者

了解到那段历史：单位创立之初，老一辈

科学家只能利用简陋的作图工具，趴在

木桌上、床板上，一笔一画精心勾勒一幅

幅设计图……

“互动体验式的参观，让人仿佛回到

了 历 史 场 景 之 中 ，就 像 亲 身 经 历 过 一

样。”记者在这件展品旁的留言板上，看

到该部青年科技干部邱波写下的心声，

“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排除万难、攻坚

克难、艰苦奋斗的精神令人敬佩。我要

传承和弘扬好他们爱国、奉献、求真、创

新的优秀品质，将其内化为无私奉献、不

懈攀登的强大动力！”

该部领导告诉记者，如今，数字史馆

不仅成为该部官兵学习党史的重要课

堂，许多友邻单位的官兵也纷纷慕名前

来“打卡”。

“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国家安全和军

事战略全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

影响我军建设发展。”采访中，该部某研

究室主任张彬说，学史力行，就是要砥砺

以身许国的勇毅担当，激扬敢为天下先

的壮志豪情，勇立潮头、锐意进取，让越

来越多的创新成果迸发涌现，推进强军

事业向前发展。

数字史馆让党史故事更鲜活
—军事科学院某部借助数字技术创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魏 寅 张俊睿 本报记者 邵龙飞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