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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历史，是曾经的现实。

某种意义上，寻找历史，就是寻找自

己的内心。

这种寻找，发生在每一支英雄部

队。它的现实意义，在于丰盈后人的精

神世界，激励他们继续前行。

“神炮中队”，一支两度入朝作战、战

功赫赫的英雄部队，一支被空军授予荣

誉称号的飞行中队。

新时代，“神炮中队”转隶至西部战

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他们飞翔在贺兰山

巅，守护着万家灯火。如今，这支部队有

了另一个名字——“贺兰飞狮”。

在这支部队，历史早已超出文献资

料的范畴，遍布每名官兵的现实生活。

在这支部队，想从时间长河中打捞那段

光荣历史，需要用心去体会。

从两次入朝作战，击落敌机18架，

到1964年被空军授予“神炮中队”荣誉

称号，再到如今投身国防和军队改革，创

造高原驻训“六个首次”……

时代在变，保家卫国的使命没有变。

如今，“神炮中队”已经成为其所在

旅的飞行二大队。加入人民空军新的战

斗序列后，“神炮中队”仍是官兵心中不

变的精神坐标。作为部队精神传承的重

要窗口，它将光荣历史和“精益求精、追

求卓越、集体至上、勇争第一”的“神炮精

神”带给了更多官兵。

这些年，“贺兰飞狮”步子越迈越快。

主动而非被动，是这支部队在改革

转型中选择的姿态。历史让英雄的血

脉流淌在官兵身上，这支英雄部队却从

未“躺在昔日的功勋中”而放慢前进的

脚步。

“把自己的事做好，是为了更好地融

入战斗模块。”该旅政委李武康告诉记

者，抓紧自身建设同时，他们正在以积极

的状态融入整个作战体系。

近年来，部队定期参加上级组织的

体系集成训练和多个大型实战化演习，

用一场场实兵实弹的“成绩单”宣告了它

变革的决心。

夕阳西下，从飞机上鸟瞰，贺兰山宛

若凝固的波浪，大气磅礴。人民空军成

立71周年之际，“神炮中队”所在旅组织

了纪念活动。

“我们部队每名飞行员、每名战士，

都是一样的。为了保家卫国，用尽所有

力气向实战化聚焦。我们必须做好每一

个当下，因为这将成为未来的历史。”在

这样一支英雄部队担任主官，旅长曹龙

有种特殊的紧迫感。

历史照进现实，现实就是未来的历

史。这种紧迫感背后，是新一代官兵的

担当：在国家和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渴望站出来，全力站出来，能够站

出来。

当 历 史 照 进 现 实
■本报记者 谭靓青

“神炮中队”不曾授旗。
56年前，空军授予航空兵某部飞行

二中队“神炮中队”荣誉称号，却未授予
荣誉旗帜。

多年之后，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旅旅史馆中悬挂起一面崭新的荣誉旗
帜。这面旗，是上士曾勇从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阅兵式上带回来
的。

在“神炮中队”所在部队待了 8年，
曾勇知道，虽然当年没有授予荣誉旗帜，
但是一直有面荣誉旗帜悬挂在每名官兵
心中。

2019年 10月 1日，在阅兵式的战旗
方队中，曾勇手擎崭新的“神炮中队”战
旗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天安门广场上，当风卷着红旗吹来，
曾勇的视线渐变成红色。手中这面战
旗，已经陪伴他训练很久。虽然被旗帜
挡住了视线，但他从没有哪一次，比此刻
看得更清楚。

这阵风，携着战场硝烟而来，吹得战
旗猎猎作响。这阵风，似乎把那段遥远
的历史打捞出来，将这面战旗从他的眼
前、耳边，吹进他心里。在这阵风中，曾
勇遇见了心中寻找已久的那面战旗。

阅兵式结束，在这个让他倍感光荣
的时刻，曾勇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没看到你，光看见旗了！”似乎是怕

人多听不清楚，母亲声音很大。
“我也是。”曾勇笑着说，“那就够

了。我就在旗的背后。”
这句话，他说给母亲，也说给自己。

最强大的力量，

却源自最温柔的情感

看着一架架战机起飞降落，是下士
谢昕澄夜晚独特的打开方式。几乎每一
次夜航，他都默默站在飞机跑道不远处
的哨位上。

驻地深秋的夜晚，总是繁星漫天。
在谢昕澄左边，贺兰山的墨色轮廓在远
处若隐若现；在他右边，战机的红色信标
灯向着天际渐行渐远。

耳边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蓝白色
尾焰掀起的气浪，成了他和战机之间为
数不多的交流。
“天快亮的时候，太阳慢慢升起来。

阳光洒在身上，很踏实。这一刻，是我感
觉最幸福的时刻。”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谢昕澄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因为又
平安度过一天，感觉自己也在保护这支
部队，这就是我喜欢站哨的原因。”

保家卫国，人民军队穿越时空的使
命。

68 年前，年轻的飞行员许秀玉驾
驶着战机来到朝鲜。在朝鲜黄州、沙
里院地区，许秀玉与侵朝美国空军发
生了战斗。那次空战，他第一个击落
美军飞机。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航校飞
行员，他的飞行时间当时还不到 20 个
小时。

消息传回国内，深深影响了一个年
轻人——谢昕澄的爷爷谢江仁。

那年，谢江仁 26岁。1949年新中国
解放初期，他参加了解放攸县的支援工
作和地下工作，却一直没能入伍。没能
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保家卫
国，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时间跨越到 2014年，谢江仁弥留之
际，谢昕澄刚满 16岁。那年，他半跪在
爷爷的病床前，听到了爷爷对他那句最
后的嘱托：“爷爷希望你能参军。”

当年，许秀玉所在部队正是谢昕澄
所在部队“贺兰飞狮”的前身——中国人
民志愿军空军第六师。

来到部队，是爷爷的遗愿。而留在
这里，是谢昕澄自己的心愿。
“在这里，我读懂了一支部队的初心

和使命。”谈及留在部队的原因，谢昕澄
思考了一会儿，说出这样一句话。

许秀玉的女儿许艾素在一篇文章
中，记载了陪许老英雄最后一次看城
市灯火的场景：“我陪他顺着楼梯一步
一步走下楼，然后，坐上早已等候在病
房楼前的卧车，缓缓离开医院，沿着城
市环线，一圈一圈地走。他说，‘丫头，
咱 们 的 城 市 真 美 ！ 咱 们 的 国 家 真
美！’”

也许，许老英雄这句话就是一代代
官兵奋不顾身的动力源泉。60 多年过
去，这支部队从抗美援朝的烽烟中走来，
历经数代官兵更迭和驻地移防，但这种
保家卫国的志愿，一直在这支部队赓续
传承。
“我们是英雄的贺兰飞狮，战火中

诞生，战斗里成长，保家卫国建功勋，
神炮传人威名扬……”今天的营区，回
响着《贺兰飞狮之歌》。在这支英雄部
队的官兵看来，成为“狮子”是一种选
择。
“为了保护领土，狮子必须让自己变

得更强壮。某种意义上，我们和狮子一
样，为了保护家人和祖国，必须不断强大
自身。”机务二中队中队长田军说出了自

己的理解。
又是一次夜航，谢昕澄再一次站在

哨位上。
远处，塔台的灯火早已点亮。塔台

旁的 3个车库里，消防车、救护车和抢救
车静静停放着，卫生员陈娇从救护车上
下来，看向机棚的方向，机务人员早已开
始起飞前的保障工作。

跑道灯亮起，飞行员王骏驾着战机
轰鸣着刺向夜空。在他的视野里，整个
机场渐渐变成一个光点。
“有一天祖国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

我一定会站出来。”看着光点里那些默默
守护这次夜航的身影，王骏心想。

飞上天空，需要

一双怎样的翅膀

穿着蓝色迷彩服，上士党伟背影显
得有些消瘦。塔台的灯光闪烁，他一边
盯着远方的飞机起落架，一边布置信号
旗，协调打开导航设备，通过电台告知飞
机机场数据。
“着陆方向从由南向北改为由北向

南。起落架好，可以降落。”看到战机顺
利降落，党伟身体松弛了一些。

这本是极为普通的场景，直到他慢
慢回过头来，镜头定格在他的眼睛上。
和记者想象中不同，摘下茶色眼镜，他的
黑眼圈有些严重，眼窝深陷，眼神中透着
一丝坚定。

从天黑到天亮，他这一天已经保障
了数十架飞机起落。
“这两年，机场飞机起飞降落的频

次明显上升。不仅是我们自身训练强
度加大，保障任务和其他部队的飞机也
越来越多。”长期盯着飞机起落，党伟眼
睛有些散光，他一边揉了揉有些干涩的
眼睛，一边说道，“训练强度加大，我们
部队战斗力也不断提高。想到这些，感
觉值了。”

与党伟不同，中士李亚鹏显得开朗
多了，他的目光更多看向地面。当金色
的阳光洒下，坐了两天一夜火车的李亚
鹏踩到了高原的土地。
“即使我只是负责消防保障，也要

做好充分准备。”担任场务连消防班副
班长 4 年，他对保障工作有自己的认
知。

近两年，他们旅从“春末夏初上高
原，寒冬来临回平原”的“候鸟式”驻训，
到如今跨年度、常态化轮训；从搭帐篷到
适应新装备，新的环境考验着他们，也是
官兵们新的“磨刀石”。

部队驻训的高原地区，高寒低氧，地
形复杂。不仅对地面保障是一种考验，
对搏击天空的飞行员也是身体和心理的
双重考验。

为了追求更好的训练效果，该旅航
理主任陈子龙参考往年训练资料，根据
实际地形和训练特点，绘制了详细的航
线图；该旅空射主任牛培亮专门向院校
教授请教，了解不同地域重力加速度、风
向等细微差别，用公式推算航炮、导弹空
中运行数据……

高原、峡谷、险滩、海洋、密林……
训练贴近实战化，必将面临更多复杂
的战场环境。怎样训练？如何提高实
战能力？这是一道摆在官兵面前的必
答题。

走进该旅训练中心，记者寻找着问
题的答案。墙上，一幅科技感十足的
DNA 结构图引人注目。DNA 结构图
上，标注着详细的图文介绍，记录了在危
急时刻站出来的英雄官兵。

如果把这幅 DNA结构图看作一支
部队历经烽火，仍屹立不倒的“骨架”，那
一代代官兵的青春，就是将这个骨架绘
成翅膀的颜料。

打开飞行三大队大队长李鹏的训
练日志，今年尚未结束，他早已刷新了
往年的飞行时长纪录。飞行二大队大
队长胡华，在查询自己的飞行时长时，
难以置信地再三确认，自己是否真的
飞了这么久，答案是电话那头一次次
的肯定。

历史的意义，是让人懂得珍惜。先
辈的荣光和鲜血的洗礼，让官兵们愈加
努力。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不断提高自身
能力，绘成了这头“雄狮”换羽重生的那
双坚硬翅膀。

当“狮子”飞上天空

对奥伦堡这座城市来说，凌晨时分
有两种人，沉睡的和醒来的。

对胡华来说，此刻周围只有两种人，
中国人和外国人。他知道，这样去划分
人群过于简单，但他已经难以抑制心头
那份情感。

当晨光微微明亮起来，战机的轰鸣
声在机场上空呼啸。战机座舱里，胡华
看了眼窗外这个陌生的国度，一种叫思

乡的情感，占据了他的心。
2019年 9月，完成历时 10多天的中

外联合演习任务后，飞行二大队大队长
胡华驾驶战机返回部队驻地。从日出到
日落，片刻不停。
“我要回到祖国的天空。”想起那次

任务，胡华感受最深的就是归途，“返程
路上，我想到当年凯旋的先辈们。想必
那时候他们更加思念祖国。”

作为家，天空从未改变。作为战场，
天空早已不同。

1961年，二中队飞行员鲍寿根以 30
发炮弹命中 15发的成绩，打破了由他创
造的空军空靶射击最高纪录。在他的影
响带领下，1964年，全中队有 9名飞行员
获评“一级射击能手”，空军分别授予飞
行二中队“神炮中队”荣誉称号、鲍寿根
“空中神炮手”荣誉称号。

56年过去，如今的战争形式早已发
生改变。“神炮精神”“空中拼刺刀精神”
依然值得我们铭记学习。与此同时，我
们也需要与时俱进，才能建设一支强大
的人民空军。
“在现代战争中，空战的能力已经

不能够简单通过‘飞得好’‘打得准’来
评判。无人机空战、电子干扰、隐形飞
机、超视距打击乃至多兵种、多军种的
联合作战，让提高实战能力和体系作
战能力迫在眉睫。”从飞行员一路走
来，旅长曹龙对现代战争有深刻的认
识。

为了更加贴近未来战场，旅里坚持
参加基地每个月一次的体系集成训练和
每季度一次的体系对抗演练，还积极“走
出去”学习先进战法和理念。
“建设一支部队的过程中，会出现各

种各样的危机。不仅是能力危机，还有
观念危机。只有继承优良的传统，放弃
过时的观念和习惯，才能不被时代甩在
身后。”该旅政委李武康说。

如今，“神炮中队”已经成为该旅飞
行二大队。在积极参加训练的同时，他
们还承担了新员改装任务。

前不久，旅里刚刚完成了一批三代
机飞行员的改装任务。在毕业考核中，
这些年轻飞行员完成了体系作战中的一
项有挑战性的课目：近地支援打击。

从空中望去，可以看到驻地门口，那
座巨大的雕塑静静矗立：一头金色的雄
狮，插着一双坚硬的翅膀，振翅向天。

当“狮子”飞上天空，会看到一个崭
新的世界。

无论是学习体系作战，努力融入作
战模块，还是高质量完成改装任务，为人
民空军输送新的血液，都是为建设一支
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贡献一份力
量。
“新时代，我们需要用新视角去思考

问题，不仅我们自身战斗力要过硬，也要
让在我们部队改装的这些新飞行员素质
过硬。他们都是‘贺兰飞狮，神炮传
人’。”曹龙看着旅徽上的 8个字，自豪地
说。
“贺兰飞狮，神炮传人。”从家喻户晓

的“神炮中队”到拥抱时代的“贺兰飞
狮”，预示着一支部队的换羽新生。

不是每一名官兵都能和上士曾勇一
样，擎着鲜红战旗乘车通过天安门，但每
一名官兵都站在那面战旗背后。战旗代
表着他们，他们自己也成了一面旗帜。

版式设计：梁 晨

走进“神炮中队”——

“贺兰飞狮”：张开新时代的翅膀
■本报记者 谭靓青 通讯员 王世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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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拂晓，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旅飞行员驾驶战机准备起飞。

图②：迎着朝阳，机务人员完成起飞
前的保障工作。

图③：实战演习中，飞行员驾驶战机
进行对地靶标射击。

图④：旅史馆墙壁上，“神炮中队”战
旗静静悬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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