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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上仪器测试，专业原

理复杂、仪器设备众多，要

学会很难，真正融会贯通更

是难上加难。多年的理论

深研和技能磨练，造就了师

亚 平 如 鹰 般 敏 锐 的 洞 察

力，让他和测试班成员关键

时刻屡建奇功。

军中典型

◎陈小强 毕式军 本报记者 张 强

在海军航空大学某

基地，有一个平均年龄

30多岁的教官群体。他

们先后培养出多批舰载

机飞行员，实现了零星培

养到批量培养的新跨越，

具备了昼夜间全时域教

学能力，为航母编队体系

作战能力建设作出了突

出贡献。

近日的一场特殊飞行，对年轻的飞行员曲坤

来说意义非凡——

当天晴空万里，北国冬日的阳光暖意融融。

曲坤驾驶有着“飞鲨”绰号的歼-15 飞机从辽宁

舰返航，稳稳降落在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机场跑

道上，取得了梦寐以求的航母着舰资质。

在该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们的悉心培育下，

包括曲坤在内的又一批年轻飞行员驾驶“飞鲨”，

加入了“尾钩俱乐部”。

这些年来，这个平均年龄 30 多岁的教官群

体，先后培养出多批舰载机飞行员，实现了零星

培养到批量培养的新跨越，具备了昼夜间全时域

教学能力，为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建设作出了

突出贡献。

2012 年 11 月 23 日，对于航母舰载机事业来

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天，“航母战斗机英雄

试飞员”戴明盟驾驶歼-15战机在辽宁舰上实现

首次成功着舰，中国航母舰载机飞行员实现了从

0到 1的突破！

而这一天，参加航母舰载机飞行员选拔的孙

宝嵩、王勇、杨勇正在北京体检。他们谁都不会

想到，以后会从飞行员变成舰载机飞行教官，为

实现百年航母梦培育更多的“飞鲨勇士”。

舰载机飞行着舰操纵方式跟陆基飞行时完

全相反，要采用“反区操纵”的方式。为了练好反

区操纵，孙宝嵩和其他飞行员一道，把自己“绑”

在模拟机上反复练习。

星光不负赶路人，昼间航母资质认证考核的

日子终于到了。

那天，孙宝嵩率先架机着舰，稳稳地挂上了

第二道索，随后，同批其他飞行员依次着舰成功！

培养一支过硬的舰载机飞行员队伍，是航母

战斗力生成的关键。

舰载机训练团正式组建成立后，孙宝嵩等一

批舰载机飞行员转身成为飞行教官，勇敢地扛起

了舰载机人才培养的时代重任。

还记得组建大会上，团长王勇双手擎着军旗

发誓：“必须要扛起重任，将团队带好，把培养飞

行员任务完成好。”

“时代选择了我们，我们绝不能辜负这个时

代。”孙宝嵩、王勇带领教官团队开始了一场“拓

荒之旅”，最终构建出一套系统的舰载飞行员培

养方案。

近年来，低空战术机动、对地突击、空战对

抗……这些实战化课目相继出现在该基地训练场

上。一场场头脑风暴式的探讨，让教官们对实战化

思想理念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一次次实打实的空

战对抗，让教官们在不断逼近实战化的条件下检验

战术战法。“我们一边探索，一边铺路，为的是让后

来者踩着脚印，走得更实更快。”孙宝嵩说。

在不断探索下，孙宝嵩等数名教官还顺利取

得了夜间航母舰载机飞行教学资质，标志着该基

地飞行教官群体具备了舰载机昼夜间全时域教

学能力。

舰载机训练团展开“拓荒之旅”

若飞行员培养周期长，作战飞行时间就会

短；培养周期短，作战飞行时间就会长。以飞

行上限年龄起算，生长模式培养的舰载机飞行

员的可飞时间，比改装模式培养的舰载机飞行

员要长许多。

那年，飞行教官期盼的海军首批生长期班

学员如期而至。

为探索生长期班学员上舰培养之路，他们

培养舰载机飞行员有了清晰“路线图”

在 该 基 地 采 访 ，张 超 是 绕 不 过 的 话 题 。

2016 年 4 月 27 日，年仅 29 岁的张超倒在了成为

舰载机飞行员的“最后一个架次”。中央军委

追授张超“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

“英雄折翼海天，用生命为航母事业铺路，

已经成为后来者前行的路标。”该基地政治委

员李明说。

2016 年 4 月 6 日，飞行员曹先建驾驶歼-15

战机升空训练，飞行中，突遇险情，飞控系统工

作异常。为挽救战机，他放弃最佳的逃生时

机，直至战机坠海前 2 秒才被迫跳伞，胸椎、腰

椎、尾椎等多处爆裂性骨折。

在医院治疗期间，为能尽快回到战机上，伤

口刚拆线，曹先建就缠着医生为自己制订康复

运动计划。从试着慢慢行走到慢慢蹲下、慢慢

站起，他顽强地朝着自己的目标靠近……14 个

月后，他凭着惊人毅力和勇气重返蓝天，创造

了身负重伤 419 天、术后复飞仅 70 天便成功着

舰的奇迹。

如今，已成为教官的曹先建说：“向海而兴，

背海而衰。舰载机事业必须有人去干，那就必

然会有牺牲。”

去年 12 月 16 日，教官杨勇与战友驾驶战机

进行高空课目训练。当达到万米高空时，战机

突发告警，故障清单显示座舱失密。

此时下降高度需要穿越民航航路，可能危

及民航安全，杨勇没有贸然下降高度。座舱失

密导致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没过多久，杨勇

听力暂时下降，与后舱战友沟通需要扯着嗓子

大喊。

生死关头，塔台立即与民航协调，指挥杨勇

穿越民航航路，紧急下降高度。此时的杨勇由

于缺氧和气压急剧变化，胸口像压着一块巨

石，他强忍身体不适，顽强操作，与战友密切

配合，成功返场，创造了奇迹。

训练团政委邱建厂说：“他们用‘拎着脑袋

干事业’的实际行动扛起使命、书写忠诚。”

“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幸运儿。”采访

中，新教官徐璨坚定地说，“是党和人民托举我

们翱翔海空，是国家和军队的培养让我们成长

壮大，我们一定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努力培养

出更多更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

他们用生命为航母事业铺路

倒排训练计划，细化质量标准，边组训边探索，

最大限度激发学员潜能。

随着首批生长期班学员全部成功着舰，一

条以生长模式批量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路径，

走上了历史舞台。

“以前‘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有了清晰的成

长‘路线图’。各类教材编印完成，训练逐渐步

入正轨，对新学员每个阶段的训练内容、训练

标准、训练要求都非常明确。”谈及培养模式的

变化，孙宝嵩话语坚定又自信。

经过摸索，他们成功打通了生长培养链路，

形成了“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并行的

舰载机飞行员培养格局，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舰载机飞行员培养新路，创造了单批次

认证人数最多、平均年龄最小、培养周期最短

等多项纪录。

“空中最大限度放手，地面最大程度讲评”，

是该飞行教官群体有效的带教培养方法。

每一架次飞行结束后，学员都会拿到一个

分数。这个分数不是教官根据印象打的，而是

根据学员飞行的每一个数据给出的成绩。

“飞得好与不好，数据来说话，我们有一套

科学的数据打分系统。”飞行教官罗胡立丹说，

这套数字化打分系统，是他与模拟训练中心副

主任谭伟一起创新研发的。

他们把数字化的训练培养理念融入飞行，

将上千种数据绘制成一张张飞行曲线图，透过

曲线图分析飞机姿态与图像的契合点，最终将

庞大的数据流凝聚到教官手中那块小小的平板

电脑上。

记者看到，航母“尾钩俱乐部”的照片墙上，

已从最初的几张照片，发展到现在密密麻麻的

整墙照片。飞行员培养周期较往年大幅缩短，

实现了零星培养到批量培养的新跨越。

军营内外

◎吴 亮 徐 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带领下全国人民上下同心、攻坚克难，我的

家乡凉山彝族自治区宝山镇拉租村实现了脱贫摘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节节攀升。我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充满信

心和期待。”近日，在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组织的“聚焦全会看蝶变 放

眼未来展新篇”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讨论分享会上，执勤七中队彝族战士马

友日的交流发言，赢得大家的阵阵掌声。

“我们在宣传全会精神中运用了官兵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官兵学习效果

也事半功倍。”该支队政委陈海江介绍，他们按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过去与

现在相对比的思路，通过开展常委带队宣讲、畅谈家乡巨变、“数”说装备发展

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解读全会精神，深入答疑解惑，引导官兵结合自身经历谈

感受，透过发展成果强信心，帮助官兵消化吸收六中全会的精神内涵。

“以往执行任务信息通联不畅、作战数据不准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今

一线任务部队配备了5G终端，并接入社会面监控图像，可以实时感知友邻

力量布势和周边社情动态，一线指挥员能够与作战值班室互联互通，研究

作战方案，精准下达作战命令。”该支队二级警士长、通信技师朱俊敏说。

随着学习活动的纵深推进，官兵斗志昂扬，练兵热情空前高涨。前不

久，该支队特战小队官兵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练兵动力，在总队“巅峰·
2021”特战分队比武考核中，不畏强手，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优异成绩。

用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

推动学习活动向纵深发展

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多架反潜巡逻机快速升空奔赴任

务海域，围绕反潜战、反潜飞行、海上巡逻警戒等课目展开专攻精练，锻造

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航空反潜胜战能力。

训练间隙，官兵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将听党指

挥的红色基因转化为航空反潜胜战的实际行动。

刚执行任务归来的该团团长刘志华表示：“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学习全会精神的政治热情，转化为

矢志打赢的练兵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刘志华话语铿锵：“我们要以史为鉴、牢记使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为指引，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高斗争本领，加

快提升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据了解，该团在成立不到 5 年的时间内，核心作战能力大幅增强，已

具备“多向广域用兵”的实战能力，快速成长为一支全时顶用、全面过硬的

航空反潜劲旅。

贯彻全会精神

锻造航空反潜胜战能力

◎张英锴

火箭军某旅技术营测试连的官兵都知道，

一身腱子肉、两手像锉刀的弹上测试班班长师

亚平，看起来五大三粗，干的却是为导弹“把脉体

检”的“绣花活”，他干起活来也如绣花姑娘一般

心细，眼睛里容不得一丁点儿沙子。而且这活

儿，他一干就是 17年。

多年技能磨练造就如鹰
般的洞察力

弹上仪器测试，专业原理复杂、仪器设备众

多，要学会很难，真正融会贯通更是难上加难。

作为班长的师亚平，自知肩上担子重，已是三级

军士长的他仍然坚持每天晚上到学习室开班解

疑。为了让大家吃透故障原理，每一个环节、每

一个流程甚至每一个简单的电容电阻，他都要讲

上三四遍。用他的话说：“我多讲讲，也是给自己

‘充电’，要不然怕是会‘生锈’嘞。”

多年的理论深研和技能磨练，造就了师亚平

如鹰般敏锐的洞察力，让他和测试班成员关键时

刻屡建奇功。

一次，师亚平和班组成员受命担负实弹发射

任务。在给某精密仪器安装一固定螺丝时，力矩

改锥始终没能发出达到设定力矩的微弱“咔嚓”

声，年轻的号手还在继续使着力气，一旁担任指

挥员的师亚平当即叫停操作。

“按照正常情况，此时的力矩应该已达到要

求，这其中定有问题。”师亚平立即上报情况，并

展开细致检查，果然发现某减震器件发生损坏，

导致螺丝不断旋转前进，继续拧下去很可能造成

整个仪器毁损，后果不堪设想。所幸他发现及

时，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发生，确保实弹发射得

以顺利进行。

不久后，师亚平再次出征执行实弹发射任

务。孰料测试过程中，导弹竟绝缘检测不合格，

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发射任务时间有限，逐个排

查上百个电源插头势必会影响发射，怎么办？现

场专家也开始犯了难。

这时候，担任一岗指挥员的师亚平敏锐地

观察到，每当操作号手触碰到一分叉插头电缆

线时，测试数据就会有波动。他立即上报情

况，并猜测问题可能出在该电缆网极间分叉插

头处，建议拆开查看。待现场专家拆开之后，

果然发现电缆网极间分叉插头内有一根 8 厘

米长的铜丝，移除铜丝之后测试，数据完全恢

复正常。

挑灯夜战摸透导弹新装
备“脾气”

平时的师亚平，沉默寡言，没事就爱一个人

看看书，研究研究电路数据。

2019年 10月，根据上级指示要求，某新型导

弹旅组建。师亚平所在营，因整体素质过硬，被

选为“种子”部队，整建制转隶到新组建单位。

转隶通报下来时，师亚平所在班顿时炸开了

锅。“听说新单位没了高原补助津贴，工资少了不

少”“工资少了不说，而且是新型号装备，我们也

不熟悉啊”……

听了战士们的议论，身为班长的师亚平，开

了腔：“党让干啥就干啥！”从此，师亚平带领所在

班，开始了新征程。

到底新装备是什么“脾气”？师亚平心里其

实也没底。“万事开头难，我得带好这个头。”他这

样告诉自己。

从此，学习室多了一个挑灯夜战的“拼命三

郎”。几百页装备说明书、几十张三路图（电路图、

气路图、液路图）、成千上万个元器件，为了搞懂它

们，师亚平经常整晚学习，笔记记了十余本、几十万

字。他还经常钻进装备操作间练习实装操作，一待

就是一天，经常忘记吃饭。战士们心疼他，把饭送

过来。一身油污的师亚平，简单扒拉几口饭菜，又

钻进了操作间。

靠着这股钻劲，师亚平渐渐摸透了新装备的

性能，并且找到了新装备与之前所学装备的 7项

相似之处，汇总整理了一套专业学习教案，方便

战士们学习操练。

去年，基地组织作战比武考核，凭借着扎实

的理论基础和过硬的实装操作能力，师亚平带领

班级，一路过关斩将，摘得同型号导弹测试专业

桂冠。组建不到一年，该专业已初具战斗力，受

到各级领导的一致好评。

17 载精准把脉，17 载潜心砺剑。在提升打

赢本领，助力导弹腾飞的征程上，师亚平步履匆

匆，从未停歇。

他为导弹装备精准“把脉”十七载
近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根据季节特点大力开展“冬季大练

兵”活动。为全面提升工兵分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该支队围绕木桩
爆破、钢索爆破、钢管爆破等十余个课目展开训练，并进行实爆作业考
核。图为该支队官兵正在进行电起爆考核。 蔡霖伟摄

武警工兵分队进行实爆考核

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 万全万全摄摄

舰载机飞行教官舰载机飞行教官：：
铺就铺就““飞鲨勇士飞鲨勇士””养成之路养成之路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一场实战化夜间反恐演练拉开战幕。
该支队参谋长秦璟介绍，开展一系列不打招呼、不设预案的实战化夜间反
恐演练，有助提升特战队员全天候的反恐作战能力，确保其遇有突发情况
能够快速高效处置。 余海洋 赵昕阳摄

一场不设预案的夜间反恐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