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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的

电视剧《逐梦蓝天》，是献礼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的主题作品。该剧讲述了

中国航空工业 70年来的沧桑巨变，展现

了中国航空人“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

航空报国精神。

《逐梦蓝天》的故事围绕中国航空工

业的发展历程展开，讲述了秦天、赵德

良、张长江、郑有福 4个航空家庭、3代航

空英雄的感人故事，全景式展现了新中

国成立 70 多年间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塑造了研发、制造、

试飞等航空工业领域的人物形象，生动

展现了中国航空工业从零起步的艰辛奋

斗历程。

忠诚奉献，逐梦蓝天

中国航空工业诞生于抗美援朝战争

的战火硝烟中。虽然当时工业基础薄

弱，但国家对于领空安全高度重视。“要

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要让中国人自己的

战斗机飞上蓝天”，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样的梦想鼓舞着每一位航空人。

70多年来，中国航空人的奋斗史熠

熠生辉。这期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歼击

机、轰炸机、运输机、教练机和直升机等

装备，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里程

碑。“中国制造”在执行保家卫国的战斗

中屡立战功。

电视剧《逐梦蓝天》还原了开国大典

时 17 架受阅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时的场景。那时，没有一架飞机是国产

的。而在 2021年 7月 1日，当 71架飞机

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我们可以骄傲

地说，这 71 架飞机没有一架不是国产

的。中国航空人用不懈奋斗的热情和坚

守奉献的执着，诠释着“忠诚奉献，逐梦

蓝天”的航空报国精神。

航空产业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代

表，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

标志，始终承担着国防建设的重任。《逐

梦蓝天》的热播，在空军官兵中引起了热

烈反响。空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

副主任王卫华深有感触：“航空工服和空

军军服有一个共同的颜色——蓝色。我

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在蓝天，我们始终

仰望着同一片蓝天，追逐着同一个梦

想。”观剧后，不少空军官兵对剧中以李

子志为代表的试飞员印象深刻。空军部

队有试飞员，航空工业也有试飞员。“飞

行是勇敢者的事业。在这么多年的发展

中，无数人的牺牲奉献，才换来了今天的

成绩。”王卫华说。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

航空工业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

中国航空工业从最开始的飞机修理起步

到自行试制、跟踪创新，再到自主创新；

从单纯的生产军机发展到军民并重，并

在民机领域取得相当成就，这其中无不

蕴含着航空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坚守。

在剧集尾声，老一辈航空人先后离

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航空事

业。年轻的航空人接过了老一辈递过来

的接力棒，以江战鹏为首的研发团队，历

时 5年多、2000多个日日夜夜，历经无数

困难和艰辛设计制造的“航-20”成功飞

上蓝天，激励了无数国人。

剧中，“航-20”的原型，就是我国自

主设计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9

月 2日，第 8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

物归国，正是由运-20搭载。这也是运-

20第二次执行迎回任务。当它在祖国的

机场“过水门”接受祖国人民最高礼遇时，

机身承载的是英雄们的归乡忠魂。此外，

在前不久结束的“国际军事比赛-2021”

中，运-20也亮相国际赛场，一展风姿。

70 年披肝沥胆，70 年薪火相传，中

国航空人秉承着“国之重器，以命铸之”

的工匠精神，一直默默无闻地奋斗在一

线，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腾飞而努力。

航空报国，航空强国

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

的过程，与我军建设发展尤其是空军的

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剧中，无论

是抗美援朝时期并肩作战的飞行三兄

弟——秦天、张长江、江行建，还是从硝

烟战场到和平年代始终为航空工业发

展殚精竭虑的颜副司令，这些鲜活的人

物形象，为我们展现了刚毅坚韧、爱党

爱国的军人风范。

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为空军部队

提供了先进的装备，极大推动了空军战

斗力的提升，空军部队和航空工业共同

守望着祖国和平的天空。

该剧的热播，不仅是对新中国航空事

业 70多年发展历程的艺术再现，也诠释

了“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精

神。梦想融入热血，就有了鲜花的绽放；

情怀倾注战斗，就有了必胜的担当；奉献

植根奋斗，就有了澎湃的力量。相信该剧

的热播必将在更多国人心中播下“航空报

国，航空强国”的种子，点燃大众关心、热

爱进而投身中国航空事业的热情。

上图：电视剧《逐梦蓝天》海报

凌云壮志写忠诚
■焦利英 贾宜周

光影纵论

或许是生在红色太行，耳濡目染革

命文化的缘故，一直以来，我就对红色电

影情有独钟。一部部堪称经典的影片，

打动人心的不仅有剧中人物的真挚情

感，还有源自真实历史的故事情节。影

片《狼牙山五壮士》就是这样一部影片。

影片以 1941 年秋天日军对晋察冀

边区进行残酷扫荡的镜头拉开帷幕。日

军由于在西线作战遭受沉重打击，便集

中力量分四路对东线狼牙山地区的一分

区主力部队进行凶猛攻击。影片在讲明

大背景后，很快切换到小场景，以村里老

百姓的紧张转移引出团长与葛振林、胡

德林、宋学义、胡福才、马宝玉 5 名战士

的风趣对话。“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

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一

摆，他来多少我就将死他多少。”寥寥几

句话，让观众感受到他们临危不惧的战

斗品格。当从团长口中得知这次扫荡的

日军有 3 万多人，又是“铁壁合围”，还有

所谓的“三光”政策，战士们十分自信地

讲出了克敌制胜的法宝——游击战，并

信心满满地接受了掩护任务。

影片中，日军进攻张家庄的画面让

人揪心。七连向六班班长马宝玉下达任

务：六班留下来牵制住敌人，等连队救出

老乡再行转移。面对敌人的包围，六班

战士始终想着老百姓的安危。葛振林冒

险引开鬼子骑兵队。班长马宝玉为掩护

老乡不幸头部负伤。大家分散撤退至北

齐村。此时，影片上演了一段感人至深

的场景。村民们为了掩护 5 名战士，面

对日伪军的威逼，宁死不屈，村子被洗劫

一空。看到这里，不少观众和影片中战

士们的心情一样，悲愤不已。

随着影片中日军攻击更加凶猛，观

众能够感受到六班担负任务的艰巨性。

敌人在向狼牙山进攻的时候，七连随即

向龙王庙转移，把掩护群众和主力的任

务交给六班。指导员走之前对马宝玉说

的一句话让人不由感到六班的责任重

大：“你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

上，决定了几万乡亲能否平安地转移出

去，决定了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

打击敌人！”

这是整部影片战斗最为激烈的画

面：六班居高临下占据有利位置，打退了

一拨又一拨敌人的进攻。当胡德林说出

敌人被打下去 17 次的时候，能够看到宋

学义、胡福才脸上的从容之情。接下来，

镜头从激烈的战斗场面转到了安静的休

憩场面。马宝玉和葛振林郑重写下入党

介绍人的名字，一致认为宋学义、胡德

林、胡福才在此次战斗中表现十分英勇，

决定向连队党支部推荐他们入党。当马

宝玉说起万一坚守不到天黑的担忧，葛

振林的一句“班长，放心，我知道共产党

员应该怎么做”，让人真切感受到共产党

员在关键时刻的舍生忘死。

日军飞机大炮猛烈进攻的画面和炮

弹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将影片推向了高

潮。5名战士的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

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最后只剩下了马宝

玉手中唯一的一颗手榴弹。看着 5 名战

士眼神交流的画面，观众也都明白了，这

颗手榴弹是他们想留给自己的！战士们

靠近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

还在疯狂进攻的敌人，马宝玉果断把最后

一颗手榴弹甩向了敌群。葛振林抡起枪

使劲往石头上一摔，没摔烂，随手扔进山

谷，向崖边跑去。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

手提着枪，随后向崖边跑去。影片此时对

每名战士的壮举给出了特写镜头：他们高

呼着口号，跳进大山深谷。透过那一张张

坚毅的脸庞和坚定的目光，我们仿佛从他

们眼中看到内心深处的火焰。

巍巍太行，潇潇易水。狼牙山五壮士

喊出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

岁！”响彻银幕内外。看到影片中那连绵

起伏、巍峨险峻的狼牙山，我不由想到自

己曾站在狼牙山主峰——棋盘陀峰顶上

的五勇士纪念塔边，耳畔仿佛传来那首赞

歌：“棋盘陀，山顶峰，狼牙山上血花红，英

雄的神八路，吓破敌胆鬼神惊……”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精神

生生不息、亘古悠长！

下图：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海报

狼牙山上血花红
■毛延锋

映像百年

观看电影《横空出世》，是在戈壁

滩上的驻训点。那天上午，我们来到

位于大漠深处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巍然耸立的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下，

一座座墓碑整齐排列成无言的方阵，

就像一个个整装待发的战士，令人肃

然起敬。当晚，连队组织我们观看了

影片《横空出世》。

电影《横空出世》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50 周年之际，由北京电影制

片厂出品的电影。该片以新中国受到

的核威胁为背景，讲述了抗美援朝胜利

后，以冯石为代表的一支英雄部队和以

陆光达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奔赴西北

荒漠，克服一个个困难，成功试爆我国

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

影 片 于 一 份 份 珍 贵 档 案 中 拉 开

帷 幕 。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中 战 功 卓 著 的

将 军 冯 石 接 到 紧 急 命 令 ：带 一 支 英

雄 部 队 秘 密 挺 进 西 北 。 荒 凉 的 戈 壁

滩 上 ，他 们 全 副 武 装 ，目 光 坚 毅 。 与

此 同 时 ，部 队 首 长 找 到 了 从 美 国 归

来 的 科 学 家 陆 光 达 ，“ 你 愿 意 一 辈 子

隐 姓 埋 名 吗 ？”简 单 的 一 句 话 却 重 似

千 钧 。 陆 光 达 没 有 丝 毫 犹 豫 ，答 应

了下来。

影片以两条线汇成一条线的艺术

形式，展现了军人与科学家两大群体

为 研 发 原 子 弹 而 攻 坚 克 难 的 感 人 故

事。在西北戈壁滩上，经过简短的动

员后，施工现场响起冯石将军的号子

声，战士们不畏黄沙，不惧艰苦，用最

简 单 质 朴 的 方 式 ，开 始 建 造 试 验 基

地。另一边，位于北京的研究所，陆光

达带领科研人员不分日夜地工作着。

他们突破重重困难，凭借着一把把算

盘，耗时两年完成了初步计算。带着

初步的计算成果，陆光达和科学家们

抵达了核试验基地。由此，两条线索

合二为一。

紧接着，电影节奏加快。军人与科

学家共同面对突如其来的饥饿，面对风

沙漫卷，用身体守护科研设备。在紧张

有序的情节排布中，军人和科学家团结

一致，攻坚克难，冯石和陆光达也在困

境中成为知己。

1964 年 10 月，茫茫戈壁滩上响起

一声惊雷，硕大的蘑菇云在天空中升

起。中国人沸腾了！苦难中，中华民族

挺起脊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电 影《横 空 出 世》生 动 彰 显 了 爱

国 主 义 和 集 体 主 义 精 神 。 这 样 的 精

神 在 任 何 年 代 都 有 着 极 强 的 生 命 力

和影响力。看完电影，我们都深受触

动。虽然驻训条件艰苦，但作为一名

革命军人，我们更要学习先辈的崇高

品 质 ，时 刻 激 励 自 己 不 忘 使 命 责 任 ，

练好打赢本领。

“翩翩舞翩翩，年年复年年，千古飞

天梦，何日上九天。”冯石将军笔下的

“九天梦”如今早已实现。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依然奔跑在

奋斗征程上！

下图：电影《横空出世》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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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心得

人 物 刻 画 ，追 求 的 是 细 腻 真 挚 。

一种精神内核该如何阐释？影片《我

的父亲焦裕禄》，从子女视角对焦裕禄

的形象进行生活化构建，带观众走近

了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干

部”的焦书记，对焦裕禄精神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

该片根据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所

著《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改编，通过

“洛矿建初功”“兰考战三害”“博山生死

别”三个不同时期讲述了焦裕禄的感人

故事。

影片从父亲焦裕禄留在焦守云心

中温暖的形象展开回忆，通过苏联专家

对第一金工车间主任焦裕禄的责难、对

中国工业化进程嘲讽等情节，展示出焦

裕禄“犀利”的一面，科学求实、迎难而

上。影片穿插了焦裕禄妻子徐俊雅借

白面的无奈、对 50 多天未归家的丈夫

的思念担忧，大女儿焦守凤吃午饭时的

抱怨、看到父亲身影蜷缩时的眼眶湿

润。“洛矿建初功”结尾，夫妻相拥喜极

而泣，又为观众解读了感谢妻子支持陪

伴、充满温情的焦裕禄。

兰考县的未来何去何从？兰考县

贫苦人民未来的路又在何方？兰考县

是县委书记焦裕禄一生中最重要的阵

地，也是影片叙事的焦点所在。影片从

县委办公室干事赵文选、李运祥的伙

食，拉开了兰考县艰辛探索改变面貌的

征途。在破旧的下寨村，焦裕禄循着哭

声，看到饿得虚脱的孩子奄奄一息；在

被淹的孙家滩，大娘只能静静地抱着孩

子坐在黄土夯筑的“房子”中……为了

治好三害，摆脱贫困、饥荒，焦书记与群

众同劳动、同吃住，用一次又一次的行

动，感动着身边人，让焦裕禄精神更加

生动。

在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下，

县委书记和一家之长之间的身份该如

何转换？影片中焦书记教育大儿子焦

国庆要处处守规矩，不搞特殊化，补交

“看白戏”的门票钱。为解开焦守凤托

父亲找工作不成而产生的心结，焦裕禄

一边拉着板车，一边教她怎么吆喝才能

把咸菜卖出去。病危时，焦书记在床前

告诫孩子们：“你们长大后，一定要做个

好人，眼睛里要看得见受苦人的眼泪。”

这三段镜头，凸显了一位父亲的言传身

教，完成了父亲与焦书记的角色转换。

焦裕禄精神到底是什么？亲民爱

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

私奉献。影片最后，焦书记为兰考县耗

尽了最后一丝力气。面对剧烈的疼痛，

他也不舍得打一剂止痛针。“我死了以

后，把我运回兰考，把我埋在沙丘下，我

要看着兰考人民，把三害治好。”

作为建党 100 周年献礼片，这部影

片让我们更加走近了焦裕禄，也更加理

解了焦裕禄精神。

理解焦裕禄
■于 宁 李 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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