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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玉光 张 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5月中旬的一天，子夜时分，咆哮的轰

鸣声突然打破深夜的寂静，数架歼-20战
机喷着蓝色火焰加力起飞，朝着预定空域

奔去，一场围绕高难课目的红蓝对抗激烈

打响。参与对抗的飞行员，全部来自抗美

援朝战场上打出赫赫威名的王牌劲旅——

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

1951 年 10 月，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

该大队年轻的飞行员飞赴朝鲜战场，投身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面对

强大对手，他们以“空中拼刺刀”的血

性胆气，驾驶米格-15战机升空迎敌 80多
次，击落击伤敌机 29 架，创造“15∶0”空战

奇迹，涌现出王海、孙生禄、焦景文等

战斗英雄，一大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

大队”。

胜战基因代代相传，70多年来，“王海

大队”转战祖国大江南北，将伟大的抗美援

朝精神融入战备训练点滴日常，打头阵、当

尖刀，敢为人先、敢于担当，奋飞在捍卫国

家利益的最前沿。“王海大队”是空军首支

整建制列装歼-20 战机的作战部队，进入

新时代，这个部队飞越巴士海峡、宫古海

峡、对马海峡，出色完成东海防空识别区常

态化管控、南海战巡、巡航台岛等一系列重

大任务。

一战成名

在“王海大队”荣誉室前，一架米格-
15 原型机直指苍穹，机身上 9 颗五角星鲜

红夺目。当年大队长王海就是驾驶着这架

战机驰骋在朝鲜上空，与不可一世的美军

展开殊死搏斗，空战中每击落击伤一架敌

机，就在所驾驶的战机上画一个五角星，这

些五角星既是大队飞行员英勇作战的见

证，更是无上的荣耀。

一群飞行时间仅有几十小时，年龄不

过 20多岁的年轻飞行员，为什么敢于在异

国他乡不畏生死、不惧强敌，能够打败参加

过二战的美军飞行员？在荣誉室里一本摘

录“王海大队”英雄日记的史料里，我们找

到了答案。史料记载了一段王海曾说过的

话：“党教导我们，一个指挥员、一个共产党

员，决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应该想办法坚

决克服困难完成党和祖国人民交给的光荣

任务。”

时隔多年，透过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

我们依然能够强烈感受到英雄前辈们的忠

诚品格、胜战豪气。这是他们的力量源泉，

也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高擎的精神旗

帜。正是凭着为党为国为民的忠诚底色，

“王海大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

一步，取得了辉煌战果。

1951 年 11 月 18 日下午，朝鲜清川江

畔，“王海大队”奉命迎击北犯之敌。当机群

到达清川江附近上空时，发现左方低空有

60 多架美军 F-84 型飞机在盘旋活动，有

的正向清川江桥投炸弹，地面上冒起一股

股浓烟。

趁着敌机还未察觉，王海当机立断，率

领 6架战鹰忽然从 6000米高空直扑敌机。

美国飞行员大多参加过实战，很有经验，他

们将飞机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大圆圈，当任

何一架飞机受到攻击时，后面一架美机就

会咬住对方的尾巴，使攻击者处于被动挨

打态势。

危急关头，王海急中生智，决定充分利

用米格飞机垂直机动性能优势，下令先爬

高占位，再俯冲攻击。经过上下几次俯冲，

美机“圆圈阵”被打乱了。他们抓住有利战

机，连续猛攻。这一天，“王海大队”创造了

5∶0的辉煌战绩。

随后，反应过来的美军在战场上投入

更多战机，“王海大队”面临的战斗更多更

艰难。但大队飞行员没有一个人退缩，崇高

的信仰让他们愈战愈勇、毫不畏惧。在接下

来的几场空战中，他们共击落击伤敌机 15
架，创造了“15∶0”的空战奇迹。

1951年 12月 3日，孙生禄驾机升空后

不久，便遭 10 架敌机围攻。在炮火猛烈攻

击下，他的战机伤痕累累，操作已经十分困

难。但为了能够牵制敌人，保证我方机群的

安全，他顽强地坚持战斗。直至最后弹药耗

尽、飞机起火，他用尽余力，驾驶着熊熊燃

烧的战机，把自己当做最后一枚炮弹，向敌

机猛撞过去，血洒万里长空。

如今，一茬茬“王海大队”飞行员早已

把先辈的胜战基因融入血脉。他们坚定维

护核心、自觉看齐追随，始终做到“搏击长

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用行动践行

着“听党话、跟党走”的铮铮誓言。2021年 7
月 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

会上，“王海大队”飞行员驾驶刚刚换装的

歼-20战机，以战斗编队飞越天安门上空，

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向世人展示英雄传

人的赤胆忠诚。

一心向战

提到“王海大队”，就不能不提战斗英雄

焦景文，他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称号——

铁杆僚机。作为大队长王海的僚机，他像

一面坚实的“盾牌”，守在长机周围，抵挡敌

人的炮火，当长机遇到危险时，甚至不惜牺

牲自己进行配合掩护，甘当无名英雄。

在一次战斗中，焦景文驾机掩护王海

与敌机缠斗。突然，王海拉起机头，极速跃

升，焦景文也猛拉杆紧跟上去。转瞬之间，

王海驾机俯冲而下，焦景文也紧跟着长机

猛冲下来。就在王海向一架敌机狠狠射击

的同时，另一架敌机却抬起机头，准备向王

海攻击。焦景文对此早有预判，没等这架敌

机射击，就向其发起攻击。与此同时，第三

架敌机正在焦景文飞机尾后向其开火。

在前有敌机正在向长机进攻，后有敌

机向自己开火的危急关头，焦景文毅然作

出掩护长机的决定，不顾身后敌机扫射，坚

持狠狠咬住前面那架敌机不放，直至将其

击落。这次战斗，焦景文掩护长机击落敌机

2架，自己也击落敌机 2架，并驾驶负重伤

的飞机安全着陆。

“王海大队”特级飞行员李德兵第一次

听到焦景文的英雄事迹，是在十几年前刚

刚来到这支英雄部队的时候。当时他便立

下志向，要成为像焦景文那样的英雄，在自

己的岗位上履好职尽好责，在危急关头勇

挑重担，敢于担当。

那年，空军首次组织自由空战比武竞

赛，全空军的飞行尖子同场竞技，没有经验

可循，风险高、压力大。面对重重困难，李德

兵主动请缨，全身心投入紧张的任务准备

之中。从装设备的极限性能，到电磁干扰、

信息支援等新型作战样式，再到长僚机之

间的协同配合，李德兵没日没夜连轴转，遭

遇了很多瓶颈难题。每当这个时候，他脑海

里都会浮现出焦景文长空驱敌的战斗身

影，这给了他不竭的动力。最终在比武中，

初出茅庐的他灵活运用创新战法，以大比

分优势夺得“金头盔”。

去年盛夏，面对复杂电磁环境下体系

对抗的全新考验，李德兵再次主动挑起重

任，克服思维定势，更新思维理念，填补认

知空白，最终凭借过硬能力，经长时间滞空

作战，在体系支撑下一举击落“敌机”，圆满

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再次夺得“金头盔”。

不惧挑战，一心向战。走进“王海大

队”，和他们的飞行员近距离接触交流，最

直观的感受就是每一名飞行员都有着一股

敢想敢拼的闯劲和干劲。

在该大队训练记录上可以看到，大队

飞行员常态保持检视反思习惯，对照实战

标准，专门制订《实战化训练措施》，分别从

训练环境、任务规划、风险管控等方面进行

细化规范，让复杂环境练兵、极限条件对抗

成为训练常态。为了提高训练课目效益，他

们将每个飞行架次融合空战、突防、实弹等

多个课目，评判标准也更贴近实战化，任何

与实战标准不符的战术动作都会被扣分。

面对困难不气馁、勇承担，在默默中坚

守，在厚积中薄发，“王海大队”革命先辈们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形成的这些精神特质，

在一代代飞行员身上延续传承至今，并在

他们身上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一往无前

刚入朝作战时，“王海大队”并没有旗

开得胜。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几天下来，他

们重复起飞、搜索、返航，但是没有发现美

军飞机的影子。王海组织大家研究分析，总

结出了在空中搜索敌机的要领，为后续战

胜对手创造了条件。

到后来与敌机短兵相接，每场战斗下

来，他们都会开会认真分析敌人的作战特

点，总结自己的不足，研究新的战术，正是

这种刻苦的学习精神，让他们构想出“高空

牵制、中空出击”“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等

创新战法。

王海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刚刚装备米

格-15飞机，大家都不熟悉，战术战法也不

了解；为了战斗的胜利，大家学习完就上飞

机，下了飞机就研究，晚上熄了灯，还有同

志站在凳子上，利用走廊灯光学航理。”

从不会空战到学会空战，从找不到敌

人到战胜敌人，认真学习研究成为“王海大

队”创造奇迹的阶梯和桥梁。也正是靠着不

断学习、勤于研究的劲头，“王海大队”才能

够始终抢抓转型发展的机遇，傲立于战斗

力建设的潮头。

陈鑫浩是“王海大队”一名年轻飞行

员，刚到大队不久就赶上换装歼-20战机。

他曾认为，只要将飞机精准操控，把动作飞

到位，就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后来，大队浓厚的学习氛围感染着他，

让他静下心来对新机理论开始深入研究。

他体会到，新装备带来作战理念的升级，未

来的作战不再是单兵对单兵的对抗，而是

平台对平台、体系对体系的较量，飞行员必

须具备较强的态势分析、战场管理、判断决

策和编组指挥能力。

“要飞好新机，我们不仅需要‘练技’，

更要‘练脑’。”初尝学习的甜头，他便一发

不可收，和战友们一起转理念、深钻研，探

索新型战机融入体系作战的战术战法，实

现从态势感知到指挥控制和任务规划的职

能转变，推进新质战斗力快速提升。

不久后，陈鑫浩驾机执行任务，面对来自

不同方向多批“敌机”的拦截，与战友灵活协

同、勇敢出击，在兵力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以“零损伤”的代价取得完胜。而此时，他驾驭

这款新型战机飞行时间刚过 100小时。

只有在学习上早于对手、好于对手，才

能在未来战场上高于对手、打败对手，这是

“王海大队”飞行员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

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特别是近年来，体系

联合、联演联训成为常态，为他们提供了学

习研究的“富矿”。他们主动伸出联合之手，

先后与兄弟单位建立联训机制，验证新战

法，破解新课题，一个个融入体系的关口障

碍相继被打通，实现了战斗力的持续跃升。

走进“王海大队”飞行员宿舍，走廊的

大屏幕上，国际形势发展、军事前沿动态、

现代战争战例等每天滚动播放。学习室内，

闪烁的电脑屏幕承载着最新战法的动态仿

真，飞行员们围坐在一起，对前一日的飞行

训练进行全面复盘，展开激烈争论，浓浓的

“硝烟味”在飞行员心中弥漫。

不久前，大队为 5 名新飞行员组织入

队仪式。时任大队教导员赵瑞语调铿锵：

“‘王海大队’的荣誉是战场上打出来的，是

刺刀见血拼出来的。从你加入‘王海大队’

这一刻起，就担负着最艰巨的任务。责任、

奉献、牺牲就摆在你们面前。万家团圆时，

我们战巡东海直面生死。因为我们的祖国

不容任何侵犯！只要一声令下，拎起头盔我

们就上，誓死歼灭一切来犯之敌，同志们有

没有信心？”

“有！有！有！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驾驶驾驶““威龙威龙””振翅海天振翅海天
———记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记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

□ 何 昆 吕 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博

“嘟、嘟、嘟！”一阵短促而又紧

急的号令发出后，特战队员迅速请领

武器装备，快速形成战斗编组，火速

向郊区某密林腹地实施追击捕歼……

5月下旬，武警贵州总队将特战分队

拉到野外陌生地域，开展一系列综合

连贯实施的反恐战斗演练，通过出难

题、设险局、布迷障，把特战队员置

身于实战环境中摔打锤炼，有效提升

特战分队打赢制胜硬核本领。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该总

队领导介绍，此次综合连贯实施的反

恐战斗演练，就是按照“打一场完整

的反恐战斗”要求，着眼未来反恐战

场任务，从难从严构设逼真战场环

境，有针对性加大难度设置导调特

情，倒逼特战队员在危难、险局中想

对策、练战法，全面锤炼特战分队临

机指挥、战场决策和协同作战等综合

能力。

演练中，特战队员要背负 15 公

斤重的装备，进行 10 公里武装追

击，途中临机处置穿越染毒区、抢占

坡顶、穿越封锁线等导调组设置的

“特情”。

“为适应喀斯特地貌反恐作战特

点，总队创新战法训法，瞄准问题短

板专攻精练，不断提升训练和实战的

耦合度。”该总队参谋部参谋祁道洋

介绍，此次综合演练穿插进行战斗部

署、武装追击、协同搜索、捕歼战斗

等全要素作战流程行动，特战队员要

在层出不穷的“特情”、复杂多变的

陌生环境下对“暴恐分子”实施清剿

行动。

在演练现场可以看到，特战队

员时而利用地形、山林掩护突进，

时而灵活变换队形对“暴恐分子”

实施精准打击。一时间，各种新战法

轮番上演。

“穿越前面这片峡谷就将抵达

‘暴恐分子’藏匿区域。”演练中，就

在特战队员发起冲击之际，一阵阵爆

炸声突然在峡谷中响起。

“所有人员卧倒隐蔽，前方进入

设伏区域！”面对“暴恐分子”的伏

击，小队长吴晓刚沉着冷静指挥部队

结合地形地物，灵活运用战法形成战

斗编组向前推进。

此时，侦察队员快速升空无人机

形成立体式侦察态势，随后结合无人

机勘察情况和地图进行比对，快速绘

制侦察情况图，指挥员结合现场局

势，果断定下作战决心。

无人机侦察锁定 3 名“暴恐分

子”藏匿位置后，特战队员多路出

击，对“暴恐分子”实施围捕，狙击

手快速占领制高点对目标精准锁定，

封控组迅速对“暴恐分子”可能逃逸

方向进行伪装潜伏“守株待兔”，突

击组化为多个小组交替掩护向核心区

域搜索，不断向“暴恐分子”藏匿位

置推进。

“隐蔽，掩护！”随着搜索包围圈

的逐渐缩小，突然一名“暴恐分子”

对特战队员实施袭击报复，企图掩护

同伙逃窜，小队长张慧果断下达战

斗指令，特战队员就地隐蔽并坚决回

击，成功将其“击毙”。

密林深处，特战队员沿着“暴恐

分子”逃窜方向继续追击，他们警惕

地注视着周围的风吹草动，不放过一

处可疑细节。

“封控组报告，两名‘暴恐分子’

手持自制枪支神色慌张，企图通过西

南方向出口实施逃窜。”情报信息第

一时间通过无线电传递给特战队员，

现场指挥员当即优化调整作战部署，

“一组从北侧迂回堵截、二组从东侧

实施夹击，各组听我命令展开行动！”

随着包围圈不断缩小，特战队员

将“暴恐分子”层层围困，走投无

路的“暴恐分子”企图开枪殊死一

搏，特战队员果断出击，一阵激烈

的枪声过后，残余“暴恐分子”被

全部歼灭。

演练结束后，他们立即组织复盘

检讨，导调组通过扣分选项，梳理总

结出多个演练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

并逐项制订改进措施，进一步优化演

训方案。

“训练场上实打实，战场才能硬

碰硬。”该总队领导表示，陌生环境

和层出不穷的敌情是锤炼特战队员反

恐制胜能力的有效手段。演练中，他

们全程融入各种“刁钻”特情，目的

就是倒逼特战队员在危局、险局、难

局中出新招、闯新路，让特战队员适

应“诡计多端”的敌情和复杂多变的

环境，在与强敌、劲敌、死敌的较量

中锤炼大家“一枪毙敌”“一击制

胜”的能力。

“打一场完整的
反恐战斗”

□ 吴敏文

5月23日，日本出台针对23种半导体
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5月26日，日美
表示将深化在下一代半导体及其他技术研
发方面的合作。在此前的5月9日，美国国
防部发布了2023年版《国防科技战略》，强
调利用关键创新技术实现国防战略目标。
这3个事件背后有着紧密的联系，前两件
事是美国数年来加紧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
进行封锁打压的新动作，后一个则是美国
以科研技术优势加强军事优势的新发展。

科技与军事历来紧密相关。拜登政府
上任伊始，即在 2021 年 5 月 11 日，纠集美
国与欧洲，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
64 家企业，宣布成立美国半导体联盟，这
些企业覆盖了半导体产业链的绝大部分环
节。2022年5月，美日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
声明称，两国将通过制定和遵守“半导体合
作基本原则”，建立“竞争力和弹性伙伴关
系”，以增强半导体制造能力。

2022 年 7 月 28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
《芯片与科学法案》。8月9日，美国总统拜
登正式签署该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主
要内容是向在美国以及遵守该法案要求的
其他半导体企业，提供520 亿美元财政补

贴和税收优惠，禁止这些企业在中国和其
他特别关切的国家扩大关键芯片制造，并
每年向美国政府披露海外财报，若违反相
关规定，即减少、暂停或终止资助和优惠政
策。这一法案的核心是“两手”：一是鼓
励在美国本土建设半导体生产企业；二是
限制、阻止半导体企业在中国的技术升级
和增产。

今年以来，拜登政府在强化限制中国
获得先进芯片方面更加不遗余力。1月10
日，美国众议院成立中美战略竞争特设委
员会，这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联都没有
用出的手段。1月27日，美国召集日本、荷
兰两国高层国家安全官员赴美，共同密谋
并达成协议，日本、荷兰引入并采取美国已
经启动的部分半导体对华出口限制措施。5
月末，日本出台了针对23种半导体制造设
备的出口管制。

美国在高科技芯片领域对中国的打
压，不是简单的科技问题，更是对华战略的
问题。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米

勒在他的《芯片战争》一书中表示，在大国
竞争背景下，芯片和贸易、科技、资本等一
样，成为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

但世界科技发展到今天，分工已经高
度细化，美国不可能完全垄断芯片的研制
和生产。美国去工业化已久，不仅是低端制
造业，中高端制造业也在全球化进程中大
量外迁。在芯片领域，美国在保持科研、技
术整体优势的同时，其主要制造流程在本
土已不具有优势，这是美国通过《芯片与科
学法案》鼓励芯片制造企业回流美国的原
因所在。

但是，不管怎样努力，完成这一过程需
要时间，而且“芯片战争”的效果很可能会
打折扣。以荷兰阿斯麦尔公司生产的光刻
机为例，其整机虽在荷兰完成，但该公司依
赖数十个国家的几千家企业为其提供数以
万计的零部件。而且如果失去中国庞大的
市场，企业的损失也将难以承受。为此，它
必将在美国的禁令和获取市场利润之间寻
找平衡。美国最近对中国产业链的“脱钩”

改为“去风险”，一方面是为了掩盖政策的
荒谬，另一方面也客观上承认了完全“脱
钩”不仅不可能，而且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芯片领域的禁售，也面临同样的尴尬。

美国发起芯片战争面临的一个重要问
题就是，怎样把握禁售高端芯片与保持中
低端芯片市场占有率之间的平衡。也就是
说，它不可能、也不需要禁售所有高中低端
芯片。目前，市场将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
禁售对象界定为28纳米及以下的先进制
程。但是，根据摩尔定律，半导体的集成度
每18个月翻一番，售价减半。也就是说，为
兼顾有效管制和企业利润，美国禁售令的
标准也必须动态调整。客观地说，这会降低
禁令的作用和效果。

而且，军事领域应用的芯片并不需要
最新技术，而是优先选用成熟技术。还有非
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关系国家安全，军事芯
片的研制、生产不追求利润和市场回馈。这
与民用芯片的研制、生产和更新换代的逻
辑显著不同。为了保证武器系统的绝对安

全，一国军事的核心领域，技术上必须做到
自主可控。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依赖进口产
品。这个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将军事芯片从
芯片禁售令中隔离出来。禁售令对于依赖
市场回馈的民用生产效果显著，对军事芯
片作用甚微。

此外，后发国家对技术封锁具有一
定的“免疫力”。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对外
技术封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事实上，即
使对于盟友和伙伴国家，美国也历来不
开放所有科技成果和产品。通过军售控
制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武器装备体系是美
国的一贯政策，同时也为美国的军工复
合体赚取了巨额利润。对盟国出口武器
必须比美国的武器落后 5 年，伙伴国则
必须落后 10 年，这基本上是美国公开的
政策标准。

对于非盟友非伙伴国，美国一直进行
技术封锁，不过根据美国的需要，在不同时
期，针对不同国家，封锁的项目和程度有所
不同。美国长期实行的技术封锁并没有遏
制住相关国家的技术和产业进步，还使得
这些国家相应地产生了对美国技术封锁的

“免疫力”，发展出了自身的科研体系和产
业道路。美国过去的技术封锁没有成功，今
天的芯片禁令也不会成功。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芯片的战争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战争胜利70周年。抗美援朝战争伟大
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
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
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往直前、浴血
奋战，为保家卫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涌
现出杨根思、黄继光等30多万名英雄
功臣和近 6000 个功臣集体。70 年来，
全军官兵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
程和伟大胜利，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雄赳赳、气昂昂，向着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阔步前行。为纪念抗美
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本报特开设

“抗美援朝英模部队巡礼”栏目，敬请
关注。

压题图片：5月 24日，“王海大队”飞行员进

行编队飞行，验证最新战术战法。 师勇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