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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抗美援朝英模部队

□ 立 文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阅兵中，32
个装备方队组成陆上作战、海上作战、防

空 反 导 、 信 息 作 战 、 无 人 作 战 、 后 装 保

障、战略打击 7 个模块，按照联合作战编

成接受检阅。其中，战略打击模块依次是

火箭军东风-17 常规导弹方队、长剑-100
巡航导弹方队和东风-26 核常兼备导弹方

队，海军巨浪-2 导弹方队，火箭军东风-
31 甲 改 核 导 弹 方 队 、 东 风-5B 核 导 弹 方

队和东风-41 核导弹方队。

从弹道导弹到巡航导弹，从常规导弹

到核导弹，它们是支撑强国梦、强军梦的

坚强实力，是维护和平、捍卫和平的坚强

盾牌。战略打击模块最后 4 个装备方队展

示了火箭军和海军现役的战略核导弹，其

中两款“大国重器”是首次公开亮相，这

就是巨浪-2 潜射远程弹道导弹和东风-41
洲际弹道导弹。这两款最新一代弹道导弹

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尤其是在

装备方队最后出场的“大轴主角”东风-
41 洲际战略核导弹，是火箭军全面强化

陆基战略威慑能力的重要奠基石。

陆基战略威慑迭代升级

火箭军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其

前身是第二炮兵。在 1984 年国庆 35 周年

阅兵式上，第二炮兵在成军 18 年后首次

向全世界公开亮相，展示了我国第一代战

略核打击装备东风-4 远程弹道导弹和东

风-5 洲际弹道导弹等新型主战装备。在

1999 年国庆 50 周年阅兵式上，展示了新

型东风-31 陆基机动战略弹道导弹，尽管

被排在装备方队最后一个出场且只有 3 辆

导弹发射车，但这标志着我国第二代战略

弹道导弹的问世。

在 2009 年国庆 60 周年阅兵式上，东

风-31 甲战略核导弹方队仍然在装备方队

中最后出场，12 辆导弹发射车的整齐阵

容令世人瞩目。在 2015 年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阅兵式上，东风-5B 战略核导弹方队首

次进行了公开展示，这是我国第一款携载

多 弹 头 的 陆 基 战 略 洲 际 弹 道 导 弹 。 在

2017 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

阅兵式上，东风-31 甲改核导弹方队进行

了首次公开展示。

在陆基、海基和空基“三位一体”战

略核力量体系中，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始终

是主力装备之一。它可采用不同的发射方

式，如地下井发射、车载机动发射、铁路

机动发射等。火箭军现役装备多个型号的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其中，东风-5B 是地

下井发射方式，东风-31 系列和东风-41
是车载机动发射方式。

从国内外情况看，深埋地下的加固式

弹道导弹发射井结构复杂、技术难度大、

抗毁能力强，甚至可抗击数十万吨级核弹

头的直接命中而不会对井里导弹造成致命

损伤，导弹可在发射井里长期配置和战备

值班。如美国空军部署 400 枚地下井发射

的“民兵”-3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俄罗

斯 战 略 火 箭 兵 部 署 数 百 枚 地 下 井 发 射 的

“ 白 杨 ”-M 等 多 型 陆 基 洲 际 弹 道 导 弹 。

而东风-31 系列和东风-41 采用多轴式导

弹运输-起竖-发射三用车，公路机动速

度快，并具有一定的越野机动能力，可利

用导弹洞库、发达公路运输网以及预设导

弹发射阵地等，实现较大范围的快速机动

作战，具有较强的战略生存能力。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火箭发动机分为

液体燃料和固体燃料两种类型。我国第一

代弹道导弹东风-4 和东风-5 系列采用液

体 燃 料 火 箭 发 动 机 ， 东 风-31 系 列 和 东

风-41 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由于液

体火箭燃料大多采用四氧化二氮等氧化剂

和偏二甲肼等燃烧剂，具有一定的毒性和

腐蚀性，通常在导弹发射之前加注燃料，

就像发射卫星的液体燃料运载火箭一样，

需 要 较 长 的 准 备 时 间 ， 很 难 做 到 快 速 反

应。所以国际上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改用

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燃料固化黏结在导

弹弹体之内，实现了弹体结构简单化和导

弹小型化，只要在平时储备过程中保持良

好的技术状态，稍加检测即可实现快速发

射，从而大大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

但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也有自己的优

势，就是推力大且易于调节推力大小、综

合成本低，如俄罗斯新一代“萨尔马特”

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就采用液体燃料火箭发

动机。为了克服发射之前加注燃料对快速

反应时间的负面影响，可采用可贮液体燃

料技术，即平时就把燃料加注在导弹的燃

料箱中，这样一来即可实现液体燃料弹道

导弹的快速反应和快速发射。

海基战略威慑快速增强

海基战略核力量是“三位一体”战略

核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战略

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组

合体，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

都拥有海基战略核力量，其中英国仅部署

海基战略核力量。俄海军库尔斯克级多用

途核潜艇也可配备核弹头巡航导弹，执行

对岸基目标的远程战略核打击作战任务。

美国海军现有 4 艘改进型俄亥俄级巡航导

弹核潜艇，各配备 154 枚“战斧”巡航导

弹，主要执行水下远程常规打击任务，但

该型巡航导弹具备改装核弹头的能力，且

美 国 陆 军 曾 经 实 战 部 署 过 配 备 核 弹 头 的

BGM-109A“战斧”陆基战略巡航导弹。

核动力潜艇和潜射弹道导弹的综合技

术难度极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世界

大国的重要“标签”之一。战略弹道导弹核

潜艇主要在海底隐蔽活动，来无影去无踪，

在“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体系中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作用，具有最好的战略生存能

力。一艘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通常携载一

二十枚潜射弹道导弹，几乎具有无限续航

力，可长期担负水下战略核威慑和核反击

战备值班任务，并可随时随地从水下快速

发射核导弹打击敌方陆基战略目标，是当

之无愧的“第二波次”核打击力量。

我国第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仅建造了

一艘，1983 年 8 月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与

其 配 套 的 第 一 代 潜 射 弹 道 导 弹 是 巨 浪-
1， 在 1982 年 10 月 12 日 由 担 负 导 弹 试 验

任 务 的 常 规 潜 艇 成 功 进 行 了 水 下 发 射 试

验。1987 年 9 月 15 日和 27 日，第一代弹

道导弹核潜艇成功进行了两次水下导弹发

射试验，完成了弹道导弹核潜艇潜地弹道

导弹定型试验任务，标志着我国完全掌握

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技术，成为世

界上第五个拥有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进入新世纪后，人民海军陆续列装了

多 艘 第 二 代 战 略 弹 道 导 弹 核 潜 艇 ， 在

2018 年 4 月 12 日 中 央 军 委 于 南 海 海 域 举

行的海上阅兵和 2019 年 4 月 23 日于青岛

举行的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海上阅

兵 活 动 中 两 度 公 开 亮 相 。 在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与第二代战略导弹核

潜艇配套的巨浪-2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终

于首次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表明新一代艇

弹结合并已形成战斗力，让世人充分领略

了我国日益增强的海基战略核威慑能力。

弹道导弹技术水平先进

我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实施

“两弹一星”工程，研制和发展弹道导弹

技术就是“两弹”之一 （另一“弹”指核

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1956 年 10 月 8
日 ， 国 防 部 第 五 研 究 院 即 导 弹 研 究 院 成

立，钱学森担任院长，率领一批导弹技术

先 驱 开 始 研 制 导 弹 。 1960 年 11 月 -12
月，我国仿制苏联 P-2 的近程地地弹道导

弹进行了 3 次发射试验并全部成功，为自

行 研 制 中 近 程 弹 道 导 弹 打 下 了 较 好 的 基

础 。1964 年 6 月 29 日 ， 我 国 改 进 设 计 的

中近程地地弹道导弹东风-2 首次成功进

行了飞行试验，并于 1965 年 4 月完成研制

任务。1966 年 9 月，增大射程的实战型东

风-2 地地弹道导弹完成定型试验。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自行研制的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 年 10 月 27
日，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弹道导弹从

西北导弹试验靶场点火发射升空，核弹头

飞行上千公里后，在新疆罗布泊预定弹着

点上空实现了核爆炸。随后，我国中近程

地地弹道导弹核武器进入了定型和批量生

产装备部队的阶段。这一年也是第二炮兵

领导机关正式组建之年，这次“两弹”结

合试验成为我国陆基战略核力量发展的新

起点。

1966 年 12 月 28 日，我国顺利进行了

氢弹原理试验并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

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我国仅用了 26
个月时间，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

术且同比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首次全当量氢弹空中爆炸

试 验 成 功 ， 爆 炸 威 力 达 到 330 万 吨 TNT
当量，比原计划提前突破了原子弹、氢弹

技术。这一系列尖端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奠

定我国大国地位和巩固国防安全提供了重

要的物质技术保证。

1966 年 12 月，我国研制的中程地地

弹 道 导 弹 东 风-3 进 行 了 首 次 飞 行 试 验 。

1967 年 5 月，东风-3 导弹第三次飞行试

验 取 得 完 全 成 功 。1970 年 1 月 ， 东 风-4
中远程弹道导弹在第二次飞行试验中取得

圆 满 成 功 ， 我 国 掌 握 了 多 级 弹 道 导 弹 技

术 。1971 年 9 月 10 日 ， 洲 际 地 地 弹 道 导

弹东风-5 进行了首次科研飞行试验，基

本达到了检验导弹设计方案和各分系统适

应性的目的。随后，研制单位又对设计方

案进行了大幅改进，并提出和完善了高、

低弹道飞行试验方案，积累了大量试验数

据，对导弹系统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考核。

1980 年 5 月 18 日，东风-5 洲际弹道导弹

自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发射场发射升空，全

程飞行 8000 公里，准确到达南太平洋预

定落区，回收舱溅落并回收成功。这次全

程飞行试验充分检验了我国弹道导弹的火

箭发动机技术。

从第一枚弹道导弹试射成功至今已经

过去了整整 60 年时间，我国已经完全掌

握 了 先 进 的 弹 道 导 弹 技 术 ， 拥 有 固 液 并

存、井车结合、射程衔接、核常兼备的系

列化、通用化弹道导弹装备，整体水平位

居世界前列。在射程上，可覆盖从几百公

里直到 1 万多公里等各种射程；在打击目

标上，可打击地面固定目标和面状目标、

大型海上慢速运动目标、电磁辐射源等不

同类型目标。在毁伤威力上，从核弹头到

各种用途的常规弹头一应俱全。中国弹道

导弹也被冠以“东风快递”，必将继续发

挥着维护国家安全与增进世界和平的“全

球速达”之效果。

东 风 快 递 全 球 速 达
本 报 讯（吴 旭 汤 仁 仁）笔 者 从 12

月 11 日至 12 日召开的全军训练基地和

模拟蓝军建设年会上获悉，全军军事训

练领域的相关领导，训练基地、模拟蓝

军部队主官及专家 160 余人，集聚陆军

某联合训练基地，深入学习贯彻军委军

事训练会议精神，聚焦加快军事训练转

型，总结“十三五”，布局“十四五”，

重点研讨实战练兵环境构设问题，对接

协调新年度大项演训安排，从练兵备战

长远发展和战略全局高度，集智谋划推

进训练基地和模拟蓝军建设创新发展，

统筹布局军事训练重点任务。

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指出，要自觉

用习主席关于军事训练重要论述引领练

兵备战实践，把握总指导总遵循推进转

型 ； 要 从 制 度 机 制 上 、 源 头 重 点 关 节

上、标准导向上突出战训深度融合推进

转型；要打通战斗力生成链路、强化联

合训练引领、突出重点对象领域、发展

推进科技练兵，创新体系练兵模式推进

转型；要创新训练管理理念、规范训练

管理流程、加强改进训练监察、强化训

练安全管理，完善训练运行管理推进转

型；要优化训练保障布局、创设逼真练

兵环境、发展先进训练手段、建好用好

专 业 蓝 军 ， 加 强 训 练 条 件 建 设 推 进 转

型；要进入规划计划抓落实、完善制度

机制抓落实、注重跟踪问效抓落实、转

变工作作风抓落实，扛起抓落实的责任

推进转型。

据介绍，面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急剧

变化、改革重塑的动态调整和突如其来

的疫情冲击，全军上下坚决落实“十三

五 ” 规 划 部 署 ， 高 度 重 视 训 练 保 障 工

作，突出把训练条件建设作为释放改革

效能的强军工程、练兵备战的基础工程

紧抓不放，聚焦重大项目、聚合力量资

源 、 聚 力 联 动 攻 关 ， 推 动 实 现 “ 十 三

五”既定目标任务。截至目前，规划明

确的训练条件建设重大项目立项推进率

和规划投资率均达到 100%。

此次年会通过情况介绍、讨论交流

等方式，重点部署筹划下一步体系布局

和项目建设，研究论证典型环境构设等

方面问题，推动军事训练法规标准落地

广泛征求意见；观摩了陆军新一代导控

平台功能演示、一体化联合训练仿真平

台应用演示、军人体能训练数字化管理

与环境支持系统应用演示等一批科技创

新成果。

与会代表认为，坚持把训练基地和

模拟蓝军作为抓军事训练的重要枢纽和

抓手，建立年会机制，一年一个方向、

一次一个主题，抓住了破解军事训练和

训练保障发展的关键要害。训练基地和

模拟蓝军是军事训练转型落地的重要支

撑，要把准发展定位、加强前瞻规划、

突出练兵急需，科学设定建设发展路线

图 施 工 图 ， 充 分 发 挥 训 练 基 地 战 斗 力

“孵化器”和模拟蓝军“磨刀石”作用。

我军训练基地
和模拟蓝军建设

初显成效

2019 年 10 月 1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东风-41 核导弹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资料图片）

“王海大队”飞行员快速实施对地实弹攻击。 黄振伟/摄（资料图片）

□ 迟玉光 尚 方 王艾薇

在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关楼广

场旁，有一架机头直刺苍穹的米格-15 战

机，机身上涂着“中国人民志愿空军”8
个耀眼红色大 字 。 这 架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上

战 斗 英 雄 王 海 驾 驶 过 的 米 格-15 战 机 ，

飞 越 战 火 硝 烟 ，见证着这支王牌劲旅的

胜战传奇。

1951 年 10 月 ， 组 建 刚 满 1 年 、 人 均

飞行时间只有几十个小时的飞行大队，响

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

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飞赴朝鲜战场，与强

敌展开空中血战。

该大队飞行员驾驶米格-15 战机，在

抗美援朝作战中空战 80 多次，击落击伤

美机 29 架，创造“15∶0”的空战奇迹 ，

荣立集体一等功，形成让敌人闻风丧胆的

“空中拼刺刀”精神，涌现出王海、焦景

文 、 孙 生 禄 等 战 斗 英 雄 ， 被 空 军 命 名 为

“王海大队”，成为空军战斗序列里的王牌

飞行大队。

在抗美援朝战场打出赫赫威名的“王

海大队”，始终以“敢”字为内核的“空

中拼刺刀”精神，激励一代代飞行员当先

锋、打头阵、建新功，锻磨制胜尖刀，打

造“空中王牌”，战斗豪气不减当年，大队

先后被空军授予“硬骨头六连式的飞行大

队”“模范飞行大队”等荣誉称号，参加空军

比武竞赛 10 人次夺得代表空军自由空战

和突防突击比武竞赛最高荣誉的“金头盔”

“金飞镖”，以实际行动奋飞在军事斗争准

备最前沿，续写英雄大队新的辉煌。

敢战强敌

置身“王海大队”荣誉室，一幅幅历史

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记录着人民空军第

一代飞行员在战火纷飞的抗美援朝战场上

为国征战、不畏强敌的战斗航迹。

1951 年 11 月 8 日，美军 1 架侦察机北

犯侦察，王海和战友驾驶 4 架米格-15 战

机追击。密集的炮弹倾泻而出，一架战机

弹药打完了，就换一架继续打。

“我们心里仿佛都冒着火，一直追出

100 多公里。”最终击落这架敌机的大队

飞行员刘德林跟战友们说，“我亲眼看着

它冒了烟，直直地掉下去了。”

正是靠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战斗作

风，年轻的“王海大队”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相隔 10 天后的 11 月 18 日，美军出

动 飞 机 到 清 川 江 一 带 对 铁 路 目 标 进 行 轰

炸。王海率队升空截击北犯之敌，与 60
多架美军飞机迎面开战。

美军摆出“罗圈阵”——将飞机编队

为首尾相接的大圆圈，这样任何一架飞机

遭到攻击时，其后面的飞机就可以立即咬

住我空军战机的尾部。

“爬高占位！”王海率大队发挥米格-
15 战机垂直机动性强的优点，立即爬升

到 6000 米高空再俯冲下来，像铁锤一样

砸 向 敌 机 编 队 。 几 分 钟 时 间 ，“ 王 海 大

队”就接连击落敌机 5 架，打出了 5∶0 的

战绩。事后，王海总结经验时写下这样一

句 话 ：“ 中 国 军 队 能 从 无 到 有 ， 从 弱 到

强，因为每一名中国军人都有一颗不怕死

的心。”

1951 年 12 月 15 日 ，“ 王 海 大 队 ” 奉

命起飞担负掩护任务。大队长王海发现兄

弟部队 1 架单机遭敌 4 机攻击，当即率领

4 机编队扑向敌机群。正当大队 4 机相互

掩护、轮番攻击时，突然空中又冲下 8 架

敌机，形成 12∶4 的敌我力量悬殊态势。

王海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反击，率先击落

击 伤 F-84 敌 机 两 架 ；2 号 机 焦 景 文 咬 住

敌机不放，也击落 F-84 敌机 l 架；3 号机

马保堂冒着 6 架敌机的炮火，英勇反击，

以 准 确 的 射 击 动 作 ， 击 落 F-84 敌 机 1
架；4 号机刘德林为了掩护战友马保堂，

把敌机引向自己，又以高超的摆脱动作甩

掉敌机，变被动为主动，击落敌机两架。

整 个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中 ，“ 王 海 大 队 ”

两次入朝作战，第一次入朝作战就一战成

名，击落击伤敌机 15 架，自己无一架战

损，创造出享誉世界的 15∶0 空战奇迹，

凝结成“刺刀见红”的“空中拼刺刀”精

神。王海个人共击落击伤敌机 9 架，被空

军 授 予 “ 一 级 战 斗 英 雄 ” 荣 誉 称 号 ， 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授予他二级国旗

勋章。

敢为人先

几十年后，当驾驭先进战机的“王海大

队”新一代飞行员接过前辈的操纵杆时，他

们把崇尚荣誉、争当英雄的精神基因根植

于心，以“视使命如生命、以打赢为天职”的

忠诚担当，敢为人先、勇闯新路、挑起重担，

先后 4 次赢得率先换装新型战机的机遇，

不断填补空白、刷新纪录，倾力打造智勇无

敌的空中劲旅。

初夏时节，“王海大队”奉命奔赴某地

参与体系对抗训练。对手看到他们的参赛

名单，善意提醒：“派几个换装飞了几十个

小时的‘菜鸟’参加，万一输了不怕丢人？”

“王海大队”的飞行员们却很有信心：“抗美

援朝战场上的先辈飞行时间只有几十个小

时，就打败了美军王牌飞行员，我们新一代

同样能做到！只要能飞，我们就一定能战！”

第一个参赛日，他们大胆启用新战法

正面迎“敌”。多机升空后，他们在预定空域

组成战斗编队，进攻掩护发挥得淋漓尽致，

将对手纷纷“击落”，而自己无一战损。精彩

的战术战法，赢得了对手的称赞。

每次取得成绩后，“王海大队”飞行员

都会来到大队荣誉室，回顾抗美援朝战场

上先辈们决胜蓝天的英雄事迹，与战斗英

雄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对照英雄事迹反

思自身不足。他们没有一个人沾沾自喜，而

是 认 真 复 盘 总 结、检 讨 反 思 ，头 脑 更 加 清

晰，目标更加笃定。

换装新机只是武器装备的升级，并不

代表飞行员战斗力会自然而然水涨船高，

需要在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参考借鉴的情况

下，自主战胜前行路上的重重挑战。曾经，

“王海大队”所在部队被某型导弹命中率低

所困扰。这一“短板”怎么攻克、谁来攻克？

时任“王海大队”副大队长王立主动担纲并

立下“军令状”：保证啃下这块“硬骨头”！

为尽快攻克这一难题，王立学原理、啃

数据，双眼熬得通红，困了就靠在椅子上打

个盹儿，一本本资料被翻烂，一组组数据被

验证。空地协同、精准操控、深度检测⋯⋯

王立钻到深处解剖“麻雀”，通过回放一帧

又一帧视频，演算一个又一个弹道数据，总

结 出 外 在 因 素 与 导 弹 发 射 之 间 的 对 应 关

系，找到了导弹发射的最佳时机和偏差修

正的有效方法。

当年年底，王立随部队外出进行实弹

打 靶 ，他 运 用 研 究 成 果 ，发 射 导 弹 直 击 靶

心。这精准一击，标志着该型弹药命中率有

了新突破。

第二年盛夏，空军突防突击比武竞赛

在大漠戈壁激战正酣，王立带着自己的研

究成果自信地准备攻击某目标。不料，天

气突变，攻击条件接近极限。与此同时，

靶场传来消息：4 个靶标刮飞 3 个，剩下

的一个，倒了一半。打，风险明摆着。不

打，这种极限天气是检验该型导弹实战性

能的难得机遇。

“打！”王立跨上战机，加力起飞。一个

“打”字，彰显的不是头脑一热的匹夫之勇，

而是“王海大队”飞行员把一切为打仗、敢

于打硬仗、保证打胜仗的孜孜追求转化为

不惧生死考验、出色完成任务的胜战精神。

带 着 对 这 一 导 弹 极 限 性 能 的 研 究 数

据，王立连续突破对手层层截击，以教科书

般的战法，精确命中仅存的“半个”靶标，首

创 该 型 导 弹 极 端 恶 劣 条 件 下 首 攻 命 中 纪

录，一举摘得比武桂冠——“金飞镖”。

边战斗、边突破、边成长。新时代“王海

大队”飞行员和先辈们一样，急难险重冲在

前，无惧无畏向战场，把载荷拉到最大、实

弹打到边界、远海飞到尽远，展开夜间轰炸

射击、海上对抗空战、战术空中加油等高难

课目训练，用一个个“首次”“率先”，飞出了

新时代的荣光。

敢于亮剑

走近“王海大队”飞行员，听他们讲述

一 个 个 奋 斗 强 军 的 故 事 ， 会 发 现 他 们 在

“空中拼刺刀”精神的激励下，由内而外

流露出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霸气。

一次对抗训练，“王海大队”作为配属

力量加入空战。当天，他们派出两架战机吸

引对手火力。当时，对手十几架战机虎视眈

眈，地面火力严密封锁，风险不言而喻。

“谁先上？”指挥员问。

“我来！”“王海大队”两名飞行员毫

不犹疑地站了出来。此役，这两名飞行员

被 对 手 “ 咬 ” 了 几 十 公 里 ， 最 终 安 全 脱

离，并成功敲掉对手的重要目标，保证了

任务的圆满完成。

“过去，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前辈

逢敌敢亮剑、战场逞英豪。如今，面对日

趋严峻的安全威胁，我们更应当破除赛场

意识和靶场思维，始终聚焦战场，把尖刀

磨砺得更加锋利。”“王海大队”大队长杨

俊成说。

一 次 ， 一 场 联 合 演 练 在 某 地 拉 开 帷

幕。演练过程中，大雨倾盆而下，黑压压

的乌云笼罩在机场上空。

“准备实施空中突击！”参演的“王海

大队”接到命令，但雨丝毫没有停歇的意

思，机场上空能见度、云底高度已达到战

机起飞极限。

“能不能起飞？”指挥员询问。

“能！”“王海大队”飞行员语气中充

满自信。

飞 行 员 发 动 战 机 ， 滑 行 至 起 飞 线 。

“起飞！”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战机刺破

雨幕，“消失”在跑道尽头。云中飞行数

十分钟后，飞行员驾驶战机准时到达指定

空域。瞄准、锁定、发射、退出，动作一

气 呵 成 。 战 机 返 航 落 地 ， 战 友 们 纷 纷 向

“王海大队”飞行员竖起大拇指。

无 论 形 势 任 务 如 何 变 化 ，“ 王 海 大

队”飞行员和先辈们一样，打仗这根弦时

刻紧绷着。他们将大队荣誉室作为战斗精

神培育的重要载体，讲述英雄故事、开展

专题教育、组织宣誓签名，激励飞行员练

强手中剑、人人敢亮剑。

近几年，随着远海远洋训练、应对管

控任务步入常态化，该大队在海上方向与

外军飞机当面过招日趋频繁。面对强敌对

手，该大队飞行员从老一辈战斗英雄身上

汲取“空中拼刺刀”精神力量，坚定完成

任务的信心决心。一次远海训练任务，该

大队战斗机编队遭遇外国军机抵近侦察。

面对外国军机，大队飞行员快速判断战场

态势，灵活运用战术战法，凌厉出击，果

敢应对。外国军机见势不妙，一个脱离动

作就溜走了。

“空中王牌”续写胜战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