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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旬，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

训练场上阳光明媚、碧空如洗，对于飞行员

李红文、张凯来说，这是个适合飞行的好天

气。他们换好飞行服，并排向战机走去。

很快，两架战机在巨大的引擎轰鸣声

中依次升空，直奔目标空域。僚机张凯在长

机飞行员李红文的侦察掩护下，突破“敌”

重重防护，经过一番识别锁定，果断发射导

弹，精准击中“敌”地面重要目标。

这是李红文与张凯的又一次协同“作

战”。2019 年，这对“文凯组合”凭借高超的

技术与过人的默契，八战八胜，摘得空军对

抗空战比武竞赛中的“金头盔”，并助力该

部夺得团体第一名，问鼎“天鹰杯”。

在很多人心中，这对一老一少的组合“出

手就能克敌制胜”，是“蓝天下的双剑合璧”。

搭 档

李红文与张凯的相遇正是从一场空战

开始。

2015 年，28 岁的飞行员张凯经过层层

选拔，进入梦寐以求的歼击机部队，开始改

装三代机。第一次驾驶全新的战机进行空

战，张凯有些兴奋，“冲劲十足”。

39 岁的资深教官李红文是他遇到的

第一个“对手”。面对年轻人的“热血”，李红

文显得沉稳、老辣，出手毫不留情。交战第

一个回合，张凯想要“一展拳脚”，李红文却

没有给他机会，直接远距离命中。

交锋很快结束，张凯甚至没能打到近

战。他不服，再次交手，张凯将模拟导弹、航

炮一股脑发射出去，结果仍是“战败”。

“空战不是简单的防守与进攻，更大的

挑战来自对复杂战场环境的感知和应对。”

李红文的一句话让张凯豁然开朗。双“0”的

“战果”让这位曾经的“尖子生”重新认识自

己，走出机舱，他决定好好“拜师学艺”。

从那时开始，李红文成了张凯最佩服

的人，因为“师父不仅会成熟的战术战法和

高超的特技动作，关键是严格，一门心思为

了飞行”。

张凯记得，有阵子飞行训练后复盘，装

备采集的时间与事后评估系统的显示总差

1-2 秒。有人觉得只是小误差，李红文却坚

持反复检查，最终发现了评估系统的时间

滞后问题，并帮助厂家重新核验维修，优化

改进了整套系统。

“如果是战斗中，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延

误战机。”李红文严肃地说。后来，这种严谨

的作风也传承到张凯身上。两年时间里，张

凯铆足了劲儿学习特技动作、钻研战术打

法，他格外关注武器装备的性能，注重每一

个微小的数值，“一丝一毫都不容出错”。很

快，张凯成长为新一批飞行员里数一数二

的“优等生”。

2017 年，为备战对抗空战比武竞赛，

长机飞行员李红文挑选张凯作为自己的僚

机，二人组成搭档，从此“文凯组合”的名头

开始叫响。

磨 合

最初，两人的磨合并不顺利，相差 11
岁的年龄让这对搭档的思维方式与作战风

格不尽相同。年轻的张凯锐气十足，喜欢激

进的近攻，李红文则偏重稳扎稳打，力争以

最妥帖合适的战术获取胜利。

组合刚成立不久，一次演练中，李红文

与张凯作为长、僚机共同“迎敌”。按照事先安

排的战术，李红文负责诱导“敌机”，张凯伺机

进攻。然而，当李红文将“敌机”带到相应位

置，呼叫张凯策应时，张凯却迟迟没能就位。

那天，李红文对张凯发了火，这位向来

“说一不二”的“空战首席专家”直接指出了

张凯的失误。但随后的几天，李红文发现张

凯总是闷闷不乐，他忽然怀疑，“是不是自

己说错了”。

为了帮助搭档进一步总结失误原因，

李红文再次复盘，查看张凯的飞行态势，尝

试从张凯的角度观察全局。这一次，他发现

当时张凯正被“敌机”追击，迫于形势无法

及时就位，而自己竟然未能察觉队友的为

难之处。

“默契养成的前提是信任，信任的前提

是互相了解。”那天之后，李红文学会了换

位思考。他开始在战术安排中有意为队友

创造更自由的进攻机会，张凯则学着“慢下

来”，适应相互配合的节奏。

默契在一天天养成。大到战术战法的

设计与运用，小到飞行中沟通的语调，李红

文与张凯逐渐习惯优先替对方考虑。他们

总结出一套独属于二人的战法研究套路：

由擅长战术创新的李红文提出设想，而后

由熟知各装备特性、精于计算的张凯进行

理论验证，最后二人共同实践。

2019 年，空军对抗空战比武竞赛半决

赛中，“文凯组合”再度使用“诱敌”打法。这

一次，当李红文诱导“敌方”长机深入追击，

正在与“敌方”僚机缠斗的张凯收到呼叫信

号，立刻甩脱对方，调转方向。两人很快形

成合围之势，张凯放开手脚，果断锁定发

射，一举命中。

在飞行员张国伟看来，“文凯组合”是

典型的“1+1>2”模式。“一个经验丰富，总

是激情满满，一个虽然年轻但理论扎实，是

研究型人才。”张国伟认为，最适合这对搭

档的关键词是“互补”，“两个人都把自己的

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李红文和张凯则认为，这种“兼容性”

源于两人共同的目标：“因为热爱飞行，因

为想要打赢。”

共 赢

2018 年，“文凯组合”首次试剑空军对

抗空战比武竞赛。小组赛中，两人凭借过人

的默契尽显身手，频频得分，却因为一时忽

视了规则，因违规被清除成绩，导致整个团

队未能晋级。

这对“文凯组合”来说，无疑是一次重

创。飞行大队教导员李晋文记得，归建后的

一段时间里，李红文和张凯的情绪有些低

落。他们很少说话，直到半个月后，李晋文

忽然又在张凯眼中“看到了久违的光芒”。

“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证明

我们不是失败者。”随后，张凯和李红文一

边互相打气，一边将所有空余时间拿出来

研究规则。结合自己的经验教训，他们总结

出一套空战比武竞赛中易忽视的规则汇

编，分享给每一位战友。

“规则是为了让我们在平时打牢基础，

实战中才能不出错。想通了这一点，就没有

什么过不去的了。”李红文如今笑着回忆那

段日子说。随后的一年里，他和张凯带头加

班训练，时常复盘到深夜 12点。

2019 年空军对抗空战比武竞赛前夕，

为了节约时间多训练，李红文和张凯带头

搬到了外场塔台住宿。一个多月时间里，所

有空战小组成员放下饭碗就钻进战术研究

室，争分夺秒备战比武。李晋文回忆起那段

日子，感慨“飞行员们都像拼了命似的”。

后来的成绩证明了所有的努力都是值

得的。整个比赛过程中，李红文和张凯没有

一次违规，并打出了八战八胜的优异成绩，

一举拿下“金头盔”。

最后一场决赛中，第一回合过后，李红

文和张凯的成绩略低于对方。一年的心理

状态调整让他们保持住了平稳的心态。第

二回合开始后，对手主动占据攻势，向张凯

发射了一枚模拟导弹。顶着被击中的风险，

张凯几乎在同时向对方另一架战机发起攻

击，随后立刻调转撤回。

凭借对时间和机会的出色把握，张凯

成功规避来袭导弹，对手却“中招”。而此

时，李红文同样把握住了队友通过“一对

二”缠斗创造的时机，迅速飞抵任务区，最

终“文凯组合”以绝对优势取得胜利。

张凯是在返回休息室的路上得知自己

获得了“金头盔”。当时，这位年轻的飞行员

第一反应不是庆贺自己的胜利，而是为参

赛六届终于问鼎“金头盔”的搭档李红文感

到高兴。他们在休息室相遇，两位“愿意将

背后托付给对方”的搭档紧紧拥抱在一起。

后来，张凯听说，公布成绩时整个观摩

大厅都沸腾了，“每个人都来祝贺师父，说

我们打了场漂亮的翻身仗”。

但李红文对当时的热烈景象记不太清

了，他只记得自己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好像一年多的艰苦备战突然放松了一下，

随后又感觉到更多的压力。

“荣誉不是终点，这一刻的胜利不代表

永远胜利，反而是督促我们要更加努力。”

李红文郑重地说，“如果一定说它代表着什

么，那就是证明了一个道理：天道酬勤。”

传 承

在李晋文看来，“文凯组合”的成功不

只是“双剑合璧”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他们

的辐射作用。他们相互影响，又帮助别人。”

很少有人请教李红文和张凯得不到回

应。作为“战术创新大户”，他们乐于分享自己

的经验。一次区域部队交流，有兄弟单位的战

友“慕名而来”，他们便将自己潜心研究的数

十套战法倾囊相授。有人不解，张凯笑着回

答：“胜利是打出来的，共赢才能倒逼自己继

续进步。”

这是张凯从李红文身上学到的理念。搭

档 3 年，李红文常跟张凯说的一句话就是“格

局不要太小”。平时的训练中，李红文会把自

己多年任务总结出的经验一点点传授给张

凯，若是其他空战小组成员来听，李红文就再

讲一遍，不厌其烦。

“最重要的是传承，把我的经验、技术、精

神理念传给张凯，他再传给下一代，一茬茬飞

行员才能越飞越好。”李红文说。

如今，已成为飞行大队大队长的张凯也

开始培养更年轻的“后来者”。他鼓励“以讲带

学”，为新飞行员们划分了不同的学习小组，

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擅长领域与兴趣点，安排

他们独立研究导弹、电抗、雷达等不同专业知

识点。

每隔一段时间，张凯会在队内开设小组

讲堂，由各小组给所有队员讲课。但听众没有

限制，只要感兴趣，谁都可以来听。

在张凯心目中，李红文是“过命的战友”

“背靠背的搭档”，更是“教做人做事的师父”。

他清楚地记得，2019年在外场备战时，李红文

第一个将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全力投入到

训练中。张凯备受感动，随后，他也将妻儿送回

岳父岳母家中，那时他的孩子还不到两岁。

“总要有人作出榜样。是师父一直引领着

我，我们这个组合也要努力去带动更多的

人。”张凯说。凭借丰富的搭档经验，李红文和

张凯以亲身经历为例，帮助了不少新组合分

析问题，加强磨合。

李红文常教导张凯要争分夺秒训练，“练

到极致、飞到最好”。如今，由张凯和李红文带

出的新飞行员总是“最拼最狠”的，常常拉满

载荷，练到皮肤上出血点也毫不松懈。

“文凯组合”已很少再提及“金头盔”，拼

搏一年赢得的荣誉被他们视作过去。“重要的

是未来，还要打得更好，要一年有一年的进

步。”已 44岁的老飞行员李红文说。

张凯也有了新的目标。他希望能够像师

父一样，带出一批优秀的飞行员，“把荣誉传

承下去，让优秀永无止境。”

□ 立 文

“福特”号（CVN-78）是美国下一代核

动力航空母舰福特级的首舰，2017 年 7 月

22 日加入美国海军服役，成为美国海军第

十一艘在役航母。电磁弹射器是“福特”号

航母最重大的创新技术之一，但在近期开

展的海上测试中却出现了意外故障，导致

其在 5 天内无法进行舰载机弹射作业，为

该舰实战部署进程蒙上了阴影。

完成大规模飞机上舰试验

从 2017 年 7 月服役后的首次海上阻拦

着舰和弹射起飞，到今年1月的飞机兼容性

测试，这期间“福特”号航母只与飞行测试中

队合作过。3月20日，美国海军第八舰载机联

队（CVW-8）协助“福特”号完成了飞行甲板

资质认证和航母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资质认

证，使其具备了搭载T-45“苍鹰”喷气式教

练机、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

和E-2D“先进鹰眼”预警机的能力。

5 月 30 日，美国海军第 8 舰载机联队

登临“福特”号航母，开始进行高强度舰上

飞行测试，并将于今年秋天正式加入“福

特”号所属的第十二航母打击群，但目前该

联队仍隶属于另一个航母打击群。在“福

特”号交付后的测试和试验中，第八舰载机

联队上舰可谓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次出航测试，第八舰载机联队首次

在“福特”号航母上循环作业，在昼夜循环

飞行作业中共完成 324 次弹射起飞和拦阻

着舰，认证了 50 名舰载机飞行员，其中包

括“福特”号舰长卡明斯上校。截至目前，

“福特”号航母已使用电磁弹射器和先进拦

阻装置进行了 3480次弹射和拦阻。

同时，“福特”号航母首次使用舰上弹

药库为飞机供弹，在舰载机联队飞行作业

期间，实施了完整的军械调运流程，通过先

进武器升降机将数千磅惰性弹药从下层甲

板弹药库运至飞行甲板上的保障机位，用

于 F/A-18 战斗机的近距空中支援和空对

地训练任务。

“福特”号的先进武器升降机在最近的

海上任务中进行了 1300 多次循环，成功运

送 176 枚惰性炸弹，为舰载机联队的飞行

任务提供弹药支持。截至目前，先进武器升

降机累计循环次数已超过 1 万次。而美国

《大众机械》网站 2019 年 11 月 6 日报道称，

“福特”号航母的 11台升降机中只有 4台能

正常工作。

按照计划，美国海军第十二航母打击

群（CSG-12）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于 6月 3
日首次上舰，在航行期间成功实施了预定

的指挥控制行动，并与“福特”号航母、“杜

鲁门”航母打击群以及更高层级指挥部协

调。第十二航母打击群司令克雷格·克拉普

顿少将评估认为，“在重要的指挥控制领域，

打击群和航母都超前于计划”，交付后测试

和试验阶段其实就是舰队操作人员使用“福

特”号的系统，发现异常情况并提出有效的

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将确保“福特”号完

成作战试验、进入舰队时，做好支持作战人

员的准备。

6月 2日，“福特”号航母电磁弹射器的

动力单元发生故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和减少了飞行作业，但第十二航母打击群、

“福特”号航母和第八舰载机联队仍完成了

预定的重要目标。6月 7日飞行结束后，“福

特”号航母按计划返回港口，继续进行交付

后测试和试验。

电磁弹射器具有诸多优点

美国海军 6月 8日发表声明称，“福特”

号航母电磁弹射器在近期海试期间发生故

障。6月2日，舰员发现连接电磁弹射器供能

系统和舰船发电系统的电磁弹射器能源管

理系统出现故障。经过上舰的电磁弹射器技

术专家和舰员数天的故障排查和评估，“福特”

号航母电磁弹射器于 6月 7日恢复工作。

电磁弹射器本质上是一台直线感应电

动机，通过给直线电动机通以足够强的电

力并对其进行精确控制，产生合适的推力，

带动舰载机在限定距离内加速到起飞速

度。相较于 20世纪 50年代发明的航母蒸汽

弹射器，电磁弹射器具有诸多优点：

一是构成相对简单，体积小、重量轻，

易于布置。福特级航母安装 4 部电磁弹射

器，分别在舰艏飞行甲板和斜角甲板各安

装两部，这与尼米兹级航母的蒸汽弹射器

数量和布局基本相同。

蒸汽弹射器是将反应炉制造的大量高

压蒸汽储存于汽缸中，使用时用蒸汽推动

牵引飞机的弹射梭，以 270 公里/小时的速

度将飞机弹射升空。电磁弹射器的工作原

理与磁悬浮列车类似，由电力驱动并通过

导轨实现，不需要海水淡化装置、高压水

泵、加热锅炉、贮水器等高压容器，全重只

有蒸汽弹射器的一半，可减重二三百吨，体

积只有蒸汽弹射器的三分之一，占用舰体

空间更少。

二是反应快、可靠、易维护、效率高。电

磁弹射器反应快捷，准备时间只需十几分

钟，在利用效率上要比蒸汽弹射器高出 10
倍，舰载机的日出动量可由原来的 120 架

次增加到 160 架次，其最大日出动量也由

原来的 220-240 架次增加到 270 架次。电

磁弹射器只需 90 名舰员即可操作，而蒸汽

弹射器需要 120余人。

三是易于控制和调节，可弹射舰载机

的范围广，对舰载机的损伤更少。电磁弹射

器可以精确调节弹射力的大小，以适应不

同类型的飞机，并使飞机承受较低的应力。

蒸汽弹射器虽然也具备这项功能，但控制

精度较低，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质量小于

18 吨的飞机在蒸汽弹射时可能会伤及龙

骨。而电磁弹射器在理论上可以弹射不同

质量的舰载机，从小到 2公斤、大到 40吨的

各种航空飞行器，可在 100 米距离内将飞

机的速度迅速提高到 296 公里／小时。而

飞行员则是最大受益者，新型的电磁弹射

器可以让飞行员平稳升空，避免了蒸汽弹

射器的颠簸之苦。

目前，世界上现役的美国海军 10 艘尼

米兹级航母和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全

部使用蒸汽弹射器，蒸汽弹射器从发明到

上舰安装使用至今已有近 60 年，因而技术

相对成熟。其实，美国海军航母在最初安装

蒸汽弹射器进行舰载机弹射时，也曾经发

生过很多故障甚至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

在航母弹射技术发展趋势上，电磁弹射器

必将成为新一代航空母舰的首选，这主要

是由于电磁弹射器具有上述诸多的明显优

势，更在于其与新型作战舰艇全电力推进

的发展趋势相吻合。

能否按计划实战部署还
有待观察

美军研发的航母电磁弹射器由三大主

要部件构成，分别是直线同步电动机、盘式

交流发电机和大功率数字循环变频器，其

中主体是直线同步电动机。应当说，电磁弹

射器的技术原理相对简单明了，但技术实

现难度较大，主要是缺少大量的舰上弹射

实践，因而还需要进行不断验证。

2015 年 5 月 15 日，“福特”号航母电磁

弹射器接受了第一次测试，这也是其首次

舰载全速弹射试验。在测试中，舰载发电机

产生电脉冲，通过调节能量的电子元件进

入直线电动机，这些部件安装在飞行甲板

的下方。电能使得直线电动机推动滑块在

弹射导轨上以约 333 公里／小时的速度前

进，直到滑块到达导轨终点停下。“福特”号

2017 年 7 月服役后，电磁弹射器开始弹射

上舰的舰载机。

目前，美国海军正在采取措施提升“福

特”号航母的作战能力，使其尽快成为真正

可以海上作战的航空母舰。而电磁弹射器

可靠性是影响航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并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全寿命周期费用。

“福特”号服役近3年来一直在进行各种试验

而尚未形成作战能力，2019年10月完成试航

后维修／有限可用性维修，现在处于为期18
个月的交付后测试和试验阶段的中期，计划

在2021年开展全舰冲击试验和后续维护，在

2023年或 2024 年完成首次部署，但这一目

标能否如期实现还有待观察。

美军“福特”号航母能否如期实战部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达 通讯员 夏 澎

这个夏天，湖北省武汉市源泉村的村民们有了活动锻炼

的新去处——6 月中旬，由空降兵“上甘岭特功八连”所在

旅援建的蓝天文化广场竣工，占地 1000 多平方米，成为源

泉村一张亮丽的新名片。

“广场上有篮球架、舞台，大家可以运动、娱乐，还可

以晾晒谷子，一场多用。”村支书石华松说，“空降兵部队又

给我们办了件大实事。”

2017 年 4 月，该旅与源泉村建立了对口扶贫帮扶机制，

通过多种形式为这个大别山深处的村庄提供帮助，总计投入

专项扶贫经费 150 余万元。石华松记得，从那时起，他们为

乡亲们办实事的清单开始不断增加：建油茶基地、修拦水

坝、引进光伏发电站、资助贫困学生……

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发展滞后，长期以来，源泉村与

绝对贫困的苦战一直没有停歇。该旅组织科干事成杰提供的

一组数字印证了这个情况：源泉村共有 706 户村民，2015 年

全村建档贫困户 111 户 199 人，低保户 20 户 43 人、五保户

56户 58人。

“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

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没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启动资

金。”该旅扶贫攻坚领导小组组长、副政委卢长波说，扶贫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经过十几次走访调研，他们初步摸清了源泉村贫困群众

的基本情况，建立起扶贫帮困明细台账，并迅速制定了“战

法”——“缺什么补什么”“输血”和“造血”相结合。

针对源泉村缺乏产业的实际情况，旅扶贫攻坚小组根据

当地自然条件提出种植油茶的建议，得到村民们的大力支

持。他们拿出经费 10 万元，利用村项目流转土地 38 亩，建

成油茶基地，同时投入 20 余万元修建拦水坝，以解决枯水

期农作物灌溉用水的问题。

“我们精选了优良的油茶苗，4 年挂果，一亩地能收入

2000 多元。”石华松介绍说，目前油茶基地雇用了许多贫困

户种植管理，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也让他们对未来充满

了信心。

具体到贫困户的帮扶，扶贫攻坚小组也坚持因人施策的

原则。46 岁的村民汪国际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孩子年龄太小

不能外出打工，平时靠种地、打零工维持生计。旅里得知他想

养羊的想法后，出资 6000元为他购买了 4只种羊，目前小羊羔

即将出生，养羊已经成为汪国际一家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

“感谢部队，扶贫扶到了点子上，这个方法对我很管

用。”他说。

除了给予贫困户经济上的帮扶，旅扶贫攻坚小组还特别

注意改善源泉村的公共设施。据石华松介绍，3 年来部队为

村里修建了现代化的图书室，配有电脑和各类书籍；修通了

3.3 公里的乡村公路，将以前坑坑洼洼的旧水泥路升级为柏

油路；翻修了医务室，为村民们就近看病提供了方便。

“村里的留守老人很多，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病很常

见。”该旅卫生科助理闵泽楚说，源泉村距离城区几十公

里，乡亲们看病并不方便，为了满足村民需求，该旅经常抽

调军医到源泉村进行义诊，免费发放常用药品，协调重病患

者赴部队医院检查治疗。

“每次义诊来看病的村民都有 100 多人，很多老人早早

就来到村委会等着。”闵泽楚觉得，这些老人对穿着军装的

军医非常信任，拉着他们咨询病情、嘘寒问暖，久久不愿意离开。

让闵泽楚遗憾的是，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病需要定期监测，但源泉村医务室

并没有相关的仪器和耗材，硬件设施也比较差。部队领导得知情况后，为医务室添

置了相关仪器、药品冷藏柜、升降病床，铺设了医院专用地胶，大大方便了村民就

诊。疫情期间，他们还为村民们送去了医用外科口罩和体温计等防疫物资。

除了医疗帮扶，助学兴教也是该旅帮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根本，

为了保证贫困学子能够安心完成学业，我们与源泉村签订了 《扶贫帮困助学协

议》，建立起长久捐资助学的扶贫机制。”该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李天松说。

据统计，源泉村有 20多名贫困学生，该旅每学期为这些贫困学生提供 500元助

学金，每年送去学习用品和生活慰问品。针对扶贫对象户和低保户子女的上学问

题，他们还积极协调教育部门和扶贫部门，帮助孩子们实现免费就读。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觉得特别温暖。”20岁的大学生肖琴回忆，4年前的一

天，该旅机步一营营长王伟和战友们带着米、面、油和学习用品来到她家，并送来

1000 元慰问金，正是这笔钱让打算辍学打工的她又回到学校继续学业，最终考上

了大学。

肖琴的父亲身体不好，家里全靠 90 多岁的奶奶支撑，生活十分困难。得知肖

琴考入大学，该旅官兵又纷纷捐款，为她凑够了学费。

“真的很感谢这些叔叔，他们帮了我这么多。”肖琴说，来自部队的帮助既让她感

动，也让她学会了坚强。如今，她正在利用假期打工赚取生活费，希望借此减轻家里

的负担。

扶贫期间，很多村民也被军人优良的作风所感染。“部队官兵做事雷厉风行，

所有的工作推进都很快，标准也很高，这让我们非常佩服。”石华松记得，战士们

曾在村子里帮忙打扫卫生，角角落落都清理得干干净净，被很多村民当成标杆。在

修建拦水坝、文化广场等设施时，部队领导带着官兵在村子里监督施工，平时付租

金住在村民家，吃饭也是自己买盒饭。

“部队的作风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石华松不禁感慨。

此外，“上甘岭特功八连”还与源泉村党支部签订了《帮建协议》，帮助村“两委”加

强自身建设，并邀请党员干部到“上甘岭特功八连”参观。石华松觉得，这些参观和学

习活动不仅让他们学到了新的工作方法和思路，更带给他们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石华松还注意到，每次走访慰问时，部队官兵都会鼓励乡亲们为了幸福生活继

续奋斗，宣扬勤劳致富的先进典型，激发大家的进取心。在他们的鼓舞下，很多原

来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村民重燃斗志，干劲十足。

2018 年年底，源泉村在部队的帮扶下实现整体脱贫，如今的村庄马路宽敞、

村容整洁，呈现出一派崭新的面貌。“感谢空降兵部队，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帮

助。”石华松说，部队官兵正在帮村民巩固扶贫效果，“我们军民情深的故事还将继

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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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空中““双剑双剑””

“空中双剑”李红文和张凯。 杨 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