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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我在现场

【人物介绍】
朱凤岐：河北抚宁人，1929年出

生，1947年9月入伍。先后参加辽沈战
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两次入朝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击落美军 F86战机一
架。荣获国家三级解放勋章、胜利功勋
荣誉章各一枚。

在江苏省军区徐州第一离职干部
休养所老干部朱凤岐的家中，珍藏着一
张1953年2月6日，中朝人民联军司令
部为他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
证》，上面写着：此证只限飞行员迫降或
跳伞时使用；各军政民机关团体对持有
此证被迫降落于该地区之飞行员，均应
负责营救和护送归队。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张《中国人
民志愿军飞行员证》从未离身，但我一
次也没有用过。”朱凤岐对围坐在他身
边的小学生说。

陈旧的纸张、斑驳的字迹，把学生

们的思绪拉回到战争年月。
1950年，朝鲜战场局势紧张，战火

烧到鸭绿江边，中央作出志愿军空军参
战决策。

朱凤岐所在的空 15师响应上级
“边打边建、边打边练”的要求，靠着“空
中拼刺刀”的精神和“有我无敌”的英雄
气概，将一批批雏鹰放飞蓝天，痛击来
犯之敌。

1952年 12月 25日上午，朱凤岐吃
完早饭，按照战备要求进入米格-15战
斗机驾驶舱，一边做起飞准备，一边等
上级指令。

“我们的飞行时间仅有 20多个小
时，飞机都还没摸热，就要上天和美国
人打。”回忆当时情景，朱凤岐至今仍激
动不已。

坐在机舱里，朱凤岐心里既兴奋又
紧张。兴奋的是，终于有机会飞上天与
敌人真刀真枪干一仗；紧张的是，敌人
飞机数量多、性能比我们好，能不能打

得赢，心里还没底。
就在这时，两颗信号弹腾空而起，

朱凤岐和战友一起，驾驶 2架米格-15
战斗机升空迎战。

那天天气不错，能见度较高。朱凤
岐驾驶飞机全神贯注搜索着周边空域
情况。突然，身后有几个小黑点正向我
军机组迫近。

对手是 F-86战斗机，技术性能较
高、滞空时间长、载弹量大、视野好。虽
然我军的战机数量、性能比不过敌人，
但是志愿军飞行员不怕苦、不怕死，在
空战场不落下风。

“后面有敌机，快！转弯向上拉！”
朱凤岐立即报告带队长机吴胜凯。听
到呼叫，吴胜凯迅速拉升战机。

看到长机向上拉起，作为僚机的
朱凤岐猛加油门，顺势向上拉起。战
机在空中 180?转弯反扣过来，原本吊
在后方的美军F-86战机出现在他的左
前下方。

不等敌机反应过来，朱凤岐迅速瞄
准敌机，猛摁炮钮，8发炮弹射向敌机。

“打得好！敌机冒火了！”电台里传
来长机飞行员吴胜凯兴奋的声音，朱凤
岐这才知道自己击中了敌机。其他敌

机见势不妙，丢下战友慌忙逃窜。
这一战，朱凤岐成为空 15师第二

次入朝作战击落 F-86敌机的第一人。
该师授予他“模范僚机”称号，荣记二等
功，并在军旗前照相。

翱翔蓝天，朱凤岐和战友们心中只
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把敌人赶出去、把
敌机打下来！

基因传承释放光芒，英雄履历写满
荣光。换装试飞、轮训带飞、比武竞赛，
从朝鲜回来后，朱凤岐带领的团队一次
又一次创造奇迹，他也从一名年轻的飞
行员成长为副师职指挥员，培养、带飞
出一批批优秀飞行员。

近几年，朱凤岐老人致力于口述历
史的收集整理工作，他要把自己的参战
经历、战斗体会梳理出来，变成文字，让
革命历史永存、英雄精神赓续。

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军事报道》是
朱凤岐的老习惯，看到新型战机巡航祖
国碧海蓝天，朱老感慨万千：“以前我们

‘气多钢少’，现在我们是‘气足钢好’！
你看，人民空军发展多快！机型多、性
能好，飞得远、打得准，飞行员年轻有文
化、战斗素质高，国家安全有保障，我们
放心！”

那一场空战，我们打赢了！
■本报记者 王少亭 特约通讯员 周 成

一张荣誉证、一块手帕、一封手书，抑或是一支生了锈的
钢笔，个人记忆和家国历史浓缩在一件件藏品里，并赋予其灵
魂。它们从战斗年月走来，属于过去，属于当下，更属于未来。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
本报推出“文物背后的故事”专栏，通过一件件博物馆文物和
老兵藏品，重温那段并未走远的战斗岁月。

时光不居，老兵不老，战斗的青春不老，英雄的精神永远
不老。

致敬！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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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辽宁省建昌县人武部民
兵分队实战化演练正酣。面对海军舰
艇油料短缺的突发情况，演习导演组迅
速发出指令，命令民兵海上物资油料排
运用新型加油机通过管道泵向油料补
给船模拟注油，圆满完成油料物资前送
保障任务。

近年来，建昌县人武部紧盯战场编
实编强民兵队伍、着眼备战强化装备器
材建设、瞄准打赢组织民兵实训严训，
有效提升民兵分队综合保障能力。

过去，这个县的民兵整组“纸上编
兵”现象较为突出。2017年，人武部着
手对编组不实等情况进行整治。编兵
工作展开前，县人武部指导各乡镇武装
部逐村逐户摸排走访，对辖区兵员潜
力、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数质量情况进
行调查摸底。编建队伍时，依托兵员在
位率高、出动方便快捷的企业和交通条
件较好、兵员相对集中的各乡镇所在重
点编建各类队伍，同时注重把退役士官
编入重点任务分队，多措并举提升民兵

应急力量专业对口率。
采访中，人武部政委闵廷磊带领笔

者参观了战备器材库。器材库里，器材
种类齐全、型号多样、摆放有序，重要装
备器材保养到位。近几年，该人武部结
合民兵应急行动的准备和战备要求，严
抓装备精细化综合整治活动，投入资金
对抗震、灭火、抗洪等专用装备进行补
充更新，实现器材装备的箱组化和托盘
化管理。

在组织民兵训练的过程中，该人武
部坚持“以任务为牵引、以大纲为依据、
以人才为支撑、以基地为依托、以制度
为保证”，通过理论辅导、实际操作、专
题研讨、参观见学、经验交流等方式，重
点加强民兵军事技能、业务知识等方面
的学习、训练和考核。2018年，人武部
按照“共同合训打基础、专业分训学操
作、联合演练熟方案”的步骤，对民兵应
对公共突发事件时所需的战斗效能和
技能进行强化训练，有效提升民兵队伍
应急应战能力。

辽宁省建昌县人武部推进民兵队伍建设

编实训强身边的应急力量
■曹 奎 周明磊 本报特约通讯员 袁长立

当清冽的自来水从水龙头里哗哗
流出，贫困户潘海兰有一种难以言说
的幸福感，吃水难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
返了。9月中旬，记者来到江西省井冈
山市茅坪镇的省级贫困村中村村，实地
感受村里发生的变化。

“自来水就是不一样，方便又卫生，
再也不用挑水了。”潘海兰熟练地拧开
水龙头，淘米，洗菜。临近中午，记者来
到潘海兰家时，正赶上潘海兰和老伴一
起准备午饭。灶台旁，一根磨得发亮的
扁担记录着这个家庭的吃水变化。

“如今再回想挑水的日子，腰就会
不自觉地痛起来。”76岁的潘海兰回
忆，以前村里没有水，吃的水用的水都
得从山里挑回来，再沉淀上一天，待杂
质沉到桶底再饮用。一缸水，不仅人
用，还得喂牲口、浇菜地。

“村里通自来水的那天，大家都高
兴坏了。”潘海兰说，每次打开水龙头，
用着洁净的自来水，我就觉得很幸福。

“前几天，家里还安装了热水器，随时能
洗热水澡。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多亏
了亲人解放军。”潘海兰口中的亲人解
放军，正是对口帮扶中村村的江西省军
区官兵。

中村村，地处湘赣边界，四面环山，
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红军挑粮小道途经
的村庄之一。当年，军民齐心协力解决
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给养问题。如
今，在人民子弟兵的帮扶下，中村村不
但脱了贫，幸福指数更是节节攀升。

在村党支部书记曹志平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了村里的水源点——由省军
区援建的现代化饮水工程，工程包括反
应沉淀池、过滤池、清水池等部分。“自
2019年建成饮水工程，我们村就彻底
告别了挑水喝的历史。如今，自来水不
仅能满足本村村民日常使用，还能供应
隔壁村呢！”曹志平笑着说。

这几年，江西省军区不仅给中村村
送来了洁净的饮用水，更是将发展产业
的“一池春水”注入了村民心田。

过去，村民一直守着几亩薄田度
日，为了给村民谋出路，省军区想了很
多办法。

2016年，省军区邀请农业专家进村
考察，发现村庄的土壤酸碱度接近中性，
特别适合种植黄桃。当年，村庄开始以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形式发展黄
桃产业，省军区以筹资30万元帮助贫困
户入股，与合作公司商定预支当年的收
益，实现了每户3146元的产业分红，中

村村当年就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种植黄桃带领贫困户脱了贫，但并

非一帆风顺。起步之初，村民顾虑很
多。“黄桃种不好，收成差怎么办？”“卖
不出去怎么办？”驻村扶贫干部就和村
干部一道，反复给村民做思想工作，村
民从最开始的不理解，到实实在在拿到
了分红、见着了效益，观念随之改变。

思路一变天地宽。黄桃种植基地、
冷水鱼养殖基地、猕猴桃采摘基地、冬
瓜梨种植基地、香菇大棚……在省军区
的帮扶下，中村村产业遍地开花，村集
体经济由零增长至 7.2万元，贫困户人
均收入由 2200元增长至 7146元，曾经
的贫困村正向着美丽乡村快速蜕变。
如今，日子越过越舒心的中村村人最爱
说的一句话就是：“当年红军与老百姓
同吃住，现在解放军和我们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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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跃飞、刘天慈报道：“问
卷缺乏针对性，很多选择题的选项模棱
两可，使官兵难以选择。建议区分不同
职务级别、不同专业层次设计调查问
卷，进行量化分析……”9月 18日，黑龙
江省汤原县人武部社会招聘文职人员
宫泽译针对教育活动开展情况，提出几
项合理化建议得到机关采纳。

2019年，佳木斯军分区面向社会招
录了一批文职人员。从实际工作来看，
文职人员普遍学历高、学习能力强，但由
于缺乏部队经历，对国防动员系统业务
不熟悉，导致他们在开展工作时“摸不着
门路”。

为帮助文职人员尽快进入工作角

色，佳木斯军分区把文职人员专业技
能提升纳入年度训练计划，采取一对
一帮带、送学培训、岗位锻炼等形式，
锤炼专业技能，培养兴趣特长，打造业
务“多面手”。在攻关工作重难点问
题、参与大项演训活动、处置突发事件

等实际工作中，大胆使用文职人员，提
高他们处理各类问题的能力素质，继
而让他们在所负责的领域扛大梁、当
主力。

9月中下旬，佳木斯市大中小学生
线上国防教育知识竞赛活动陆续展

开。军分区工作人员告诉笔者，在此次
活动的方案起草、人员协调、活动具体
实施过程中，军分区政工处文职人员刘
琳琳发挥了重要作用。富锦市人武部
文职人员杨东霖是一名体育专业特长
生，前不久，人武部组织民兵训练，他
根据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对拟定的训
练计划的安全性和科学性提出建议，被
军事科采纳。

“在用兵中练兵强兵，让新血液释放
新力量。”军分区司令员高仁伟告诉笔
者，下一步，他们将加强文职人员在开展
兵员征集、民兵整组等工作的培训使用，
让他们在完成中心工作、重大任务中快
速提升本领、发挥作用。

黑龙江省佳木斯军分区注重发挥文职人员作用

岗位锻炼提升能力素质

本报讯 赵晓菡、记者左庆莹报
道：“这是 56式冲锋枪，口径 7.62毫米，
你们在动画片里见到的冲锋枪就是以
这个为原型的。”9月 19日，在重庆市长
寿区青少年宫，长寿区人武部官兵正在
讲授兵器知识，吸引一批青少年和家长
围观。

为营造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
防的浓厚氛围，长寿区人武部与团区委
联合开展体验式教学，在青少年宫讲授
武器装备知识，同步组织站姿和蹲姿射
击练习。仅一个上午，就吸引了 200余
名青少年参与。

9月中下旬，重庆警备区组织 38个

区县人武部在 70余个青少年宫开展国
防知识有奖竞答、国防主题绘画比赛、武
器装备课堂等一系列意趣盎然的教育活
动，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教育
形式，让“国防”变得可亲可近。

在南川区，人武部联合团区委以
“我心中的国防”为主题，在青少年宫

开展绘画比赛。十几名儿童围成一
圈，和解放军叔叔一道用油彩为国旗、
军旗上色；在渝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一场国防知识有奖竞答正如火如荼进
行。“全民国防教育日是哪天”“请说出
两位抗美援朝英雄的名字”……提问
环节，孩子们举起右手，踊跃作答。人
武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将参赛
人员按照年龄进行分组，区分难易程
度设置题库。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
可以向场外家长或观众求助，比赛氛
围持续升温。

学在一起、玩在一起、融在一起，一
系列活动的开展不仅提升了教育的吸引
力和影响力，更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爱
国的种子。

重庆38个区县人武部在70余家青少年宫举行国防教育活动

爱国种子播在青少年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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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武部组织民兵集训，来自全区 10个
街道的 120余名民兵完成了 18个课目的训练，应急综合能力素质有了进
一步提升。 李林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