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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初教-6上

演了从一张白纸到首次

升空仅用 72天的奇迹，

1962年加入人民海军的

序列，正式“入伍”。在这

60 年里，它翱翔在祖国

的天空，培育了数以万计

的飞行员，被称为海空骄

子的“母亲机”！

军营内外

◎李天然 李华时

◎李亚旗 本报记者 张 强

5 月的渤海湾畔，海风吹拂，气候宜人。海

军航空大学某团机场上空，一架被官兵擦拭得

有些发亮的“绿皮”战机加力，拉杆，爬至机头

倒转 180°后放杆，然后调整恢复成水平飞行

状态……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正 在 进 行 飞 行 训 练 的 机 型 是 被 称 为

“ 国 机 之 光 ”的 初 教 -6，它 是 所 有 飞 行 员 的

“ 初 恋 ”。

记者了解到，1958年，初教-6上演了从一张

白纸到首次升空仅用 72 天的奇迹，1962 年加入

人民海军的序列，正式“入伍”。在这 60年里，它

翱翔在祖国的天空，培育了数以万计的飞行员，

被称为海空骄子的“母亲机”！

渤海湾某空域，海军航空大学某团飞行训练

正紧锣密鼓地展开。

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随着高度的上升，

机舱内逐渐变得明亮，阳光照在机件的金属外

壳上闪闪发光，透过飞机舷窗向下望去，风景

如画……经过将近 1 个小时的飞行训练，数架

初教-6 稳稳降落在跑道上。

驾驶战鹰腾空而起的除了海军航空大学自

主培养的飞行学员外，还有军地联合培养的双学

籍学员和全军筛选的合训学员，这里是他们飞向

蓝天的第一站。

初教-6是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制造的螺旋

桨初级教练机，是海军、空军现役的主力教练机

型，主要用于飞行学员的筛选和其适应性训练，

扮演着“启蒙老师”的重要角色。经过一定时间

的初教机阶段飞行训练后，院校再根据每个学员

的学习情况、个人特点、技术水平以及身体情况，

将他们分流，进行人跟机型的配对。

除了良好的操纵性，初教-6 在安全性方

面尤其出色，这也是它能够书写“不老传奇”

的法宝。

尾旋是一种非正常飞行状态，进入此状态

时，飞机会沿着一条小半径的螺旋线轨迹一面旋

转、一面急剧下降，非常危险，但驾驶初教-6 就

能最大限度降低这种风险。

若初教-6 在空中出现尾旋，只要高度足够

只需松杆蹬平舵，它就会自动改出。此外，轻巧

的机身和气动设计也赋予了其优秀的滑翔能力，

即使失去动力也可以尽量依靠高度滑翔迫降。

正是由于皮实耐用、安全可靠的特性，使得

初教-6 在 1979 年荣获国家质量金质奖章，并成

为唯一获此殊荣的飞机。

甘当飞向蓝天的第一站

飞行员精准的操纵和战鹰唯美的掠影背后还

隐藏着一群“擎鹰人”——航空机务兵。他们时刻

注视着正在空中翱翔的初教-6，保持“箭在弦上、

引而待发”的戒备状态，随时听候塔台的调遣。

战鹰背后有群“擎鹰人”

渤海湾畔，该团飞行塔台指挥中心内，显示

屏上的侧风风速指示不断攀升，很快就逼近战机

性能的临界值。飞行指挥员紧攥着指挥话筒，目

不转睛地盯着低空掠过的飞机，却始终没有下达

撤销飞行任务的命令。

机场的跑道尽头，有一套光学助降引导系

统，这是航母舰载战斗机着舰过程中必须用到的

装备，但是掠过的飞机并不是歼-15 舰载战斗

机，而是一抹绿色的倩影。

在 地 面 着 舰 指 挥 员 的 指 挥 下 ，飞 行 学 员

精准修正飞行姿态。在空中气流作用下，飞

机不断晃动，看灯、保角、对中……菲尼尔灯

被学员死死“抓”在眼睛里，最终飞机以近乎

完美的下滑道准确“砸”向“着舰区”，随即又

昂首拔地而起。

这是初教-6在进行模拟陆基舰载起降训练

的场景。

“正常的着陆过程是收油门减速下降，飞行

员对飞机的控制相对容易，现在进行模拟陆基舰

载起降，飞行员必须精准控制攻角，用能量保持

速度，不断感知飞机的姿态，调整飞机的油门，进

而体会舰载飞行的操作习惯。”看着飞行学员驾

驶初教-6 顺利完成模拟陆基舰载起降，该团飞

行指挥员欣喜地说，“训练向实战积极靠拢，课堂

同战场紧密相连，要让飞行学员在‘飞之初’就接

受‘实战洗礼’。”

作为海军飞行员的“摇篮”，航母事业的起

点，该团同样肩负着培养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的

时代重任。近年来，该团从源头抓起，突破以往

惯性思维和习惯做法，把舰载飞行技术融入初教

机培养飞行学员的过程中，积极推动飞行人才培

养与部队接轨。

“初教机阶段模拟陆基舰载起降，在飞机性

能允许的范围内实施舰载科目飞行训练，就是为

了打牢飞行学员的舰载飞行基础，把舰载飞行技

术融进学员的每一个动作，使学员缩短后续培养

的适应过程。”前述飞行指挥员说。

记者看到，海空骄子“母亲机”的不老传奇仍

在续写，更多未来的舰载机飞行员从这里向着

“尾钩俱乐部”进发！

在“飞之初”接受“实战洗礼”

◎时晨光 郎占野 本报记者 张 强 有着 20多年兵龄的飞机机械专业技师赵红

海，面孔略显沧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赵红海回忆道，当年初教-6 维修保障的硬

件设施十分有限，没有机库，没有水泥硬化的

跑道，遇到大的故障或更换发动机时，只能返

厂维修。战机也没有先进的检查设备和科学

的维护方法，维护战机只能靠长时间的付出和

极度的细心。

近年来，该团推行信息化保障系统，专门

配备了装有专业系统的电脑及移动终端，推

进日常维修作业工作卡片电子化，让保障更

高效。

“手持平板电脑，输入飞机编号就能查到

飞机的‘健康状况’、故障信息。”赵红海感慨

道，从前每天都要跑来跑去填数据、填表格，十

分不便。如今“足不出户”就能通过内部局域

网对所有战机的“健康状况”进行宏观掌控，简

直太方便了。

谈话间，一架初教-6 的滑油压力表摆动超

出规定范围，赵红海上机检查后，手持平板查找

历史数据，比对分析，很快找到故障原因，并顺利

排除了故障。

让让““母亲机母亲机””绽放新荣光绽放新荣光、、飞向新高度飞向新高度
“是医院全方位的抢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非常感谢部队领导关

心！”近日，武警四川总队医院主要领导深入病房看望慰问战士黄聂有时，

黄聂有激动地说。

4 月 22 日凌晨 2 时许，武警四川总队某机动支队战士黄聂有突发肢

体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支队卫生队迅速启动绿色通道，将其紧急送往

阿坝州人民医院急诊科后，黄聂有被诊断为抽搐待查，建议转入 ICU 治

疗。经过 3 天系统治疗，黄聂有病情趋于基本稳定。但由于驻地医疗条

件有限，需紧急转往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

时间就是生命，救援争分夺秒。接到该支队求助电话后，总队医院领导

立即带领多学科专家，连夜赶赴400余公里外小黄所在医院。凌晨3时，专

家组抵达医院后，立即对黄聂有身体状况展开评估，判断其癫痫持续状态很

可能是病毒性脑炎引起的。为确保积极稳妥，专家组当即决定将黄聂有转

送到与总队建立合作协议的四川省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

“武警总队一名战士病情危重，预计明天下午送达，请做好收治准

备。”专家组在周密研究制订途中治疗方案的同时，提前联系省人民医院

相关部门，详细沟通病情。一场跨越军地的医疗救援紧急展开。

4月 25日 14时 40分，黄聂有被按时送达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科重症

监护室。经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目前，黄聂有病情已趋于平稳，生活已

基本自理。

该总队保障部领导介绍，自4月19日总队与四川省人民医院签订战略

框架合作协议以来，黄聂有是双方建立急重病驻地医院就诊机制的第一个

受益者，显示出军地联动高效保障的效果。下一步，他们还将与华西医院和

市（州）、县（区）人民医院深化合作，更好地为官兵健康和战斗力护航。

军地联动

开辟生命救援绿色通道

“前方水域遭‘敌’火力拦截，烟雾弹掩护，准备射击！”初夏时节，晨曦

微露。地处广西东部的龙潭水库硝烟弥漫，武警广西总队贺州支队开展

的实战化山地反恐演练正在进行，中队长丁伟民分析下达作战指令，战斗

一触即发。

负隅顽抗的“暴恐分子”见水路无法逃脱，便立即上岸向水库边的山

林逃窜。

“靠岸追击！”丁伟民见状立即调整作战方案，命令侦察组利用无人

机、望远镜等侦察设备快速锁定“暴恐分子”逃窜方向，突击组从山背部攀

登封堵，狙击组沿山路奔袭跃进，在侧翼制高点准备随时狙击，其余队员

兵分两路从两侧山脚进行迂回包抄……

一路追击，一路激战。各战斗小组默契配合，成功将“暴恐分子”围困

在山脚下。在丁伟民的指挥下，各组特战队员密切配合迂回抵进，利用灌

木丛和火力掩护从多点发起突击，将“暴恐分子”悉数歼灭。

演练结束，硝烟散尽，山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特战队员们立即在现

地进行反思复盘，查摆分析演练中暴露的问题，改进作战方案。

聚焦实战，淬炼利刃。该支队领导介绍，今年以来这个支队常态化组

织特战分队在野外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反恐演练，以此锤炼特战队员全

域多能、出奇制胜的过硬实战本领，为今后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坚实的能

力基础。

聚焦实战

培育全域多能反恐本领

◎许 东 张毕海 余海洋

近日，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坦克分队向皖东某野外地域快速机动。
连日来，该旅着眼实战要求，从难从严组织合成营战术训练，锤炼部队打
赢能力。 姚宗凯摄

坦克分队野外地域快速机动

近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围绕实战背景下空地协同作战的基
本战法，灵活运用战术战法和各种武器装备，组织特战队员搭乘直升机进
行融合训练，进一步夯实体系作战、立体攻防的基础，全面提升部队联合
反恐作战能力。 张曦摄

锻造空地协同作战铁拳

“‘暴恐分子’头目正劫持 1 名‘人质’，藏匿

于独立房屋内，现企图依托独立房屋通过谈判获

取利益，上级命令我分队迅速出动。抓捕‘犯罪

分子’，解救‘人质’。”接到任务后，特战队员们迅

速集结，闻令而动。

天山脚下，暮春时节，夜幕中不时闪过人

影。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六支队特战分队的一

场以实战为背景的对抗演练正在激烈进行。

“此次演练由我方充当红军。同志们，考验

我们的时候到了，大家务必尽快进入角色，一举

摧毁蓝军的所有企图……”指挥员吕鹏做着战前

的最后动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红军队伍中

有着不少新面孔，他们是新入队不久的队员。

到达“暴恐分子”藏匿处附近后，指挥员吕

鹏立即向小组成员下达营救命令，救援行动随

即展开。

“‘暴恐分子’在 1楼走道处。”得到了侦察组

反馈的信息，红军立即执行预定作战方案。突击

组将一枚爆震弹扔进房间后，其他队员迅速隐蔽

接近“暴恐分子”，准备找准时机，将“暴恐分子”

歼灭。

可战斗刚一打响，导调组对讲机里就频频传

来红军队员“阵亡”的消息。

战斗仍在继续，随着“砰”的一声枪响，红军

特战小队侦察队员刘盈东成功击中蓝军挟持“人

质”的“暴恐分子”要害，“人质”被解救。

正当大家准备分享胜利的喜悦时，就听见不

远处一声巨响，红军又多名队员被“暴恐分子”提

前在周围埋伏好的炸药“炸伤”。

“击毙‘暴恐分子’，成功解救‘人质’。情况虽

然处置成功了，但整个过程中红军‘伤亡惨重’，战

损比过大。”导调裁判王凯卫的一句话，让所有特

战队员的表情全部变得凝重起来。

“我方侦察员判断情况不准确，队伍当中新

队员太多”“到底要不要让新队员参与这样活

动”……演练结束后，红军复盘检讨会“火药味”

十足，指出的问题一针见血。最终，大家达成一

致，让新队员继续参加演练。

走下复盘检讨会，该支队参谋长孙伟介绍，

“此次‘魔鬼周’极限训练坚持实战化练兵导向，

将‘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及‘作战与训练一体化’

的实战理念贯穿训练全程。为最大程度激发特

战队员的潜能，我们还以小组为单位采取奖惩制

度，切实达到真练兵、真打仗的目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又一场紧张刺激的红蓝

对抗上演。

这一次，吕鹏带领的红军率先发现“暴恐分

子”藏匿位置，仔细研判情况后，迅速展开兵力，

完成渗透侦察。此时，蓝军一名队员因身体不

适，起身活动，一不小心触碰了周围的植被，被看

出端倪。红军探明情况后主动出击，打了对手一

个措手不及……

“‘魔鬼周’极限训练不是舞台剧，如果我们

不摒弃老套路，只拘泥于剧本式演练走过场，一

旦上了战场，迎接我们的将是惨痛的教训。”目睹

红军灵活处置战斗态势，该支队侦察股股长江志

刚深有感触地说。

摒弃老套路，特战队员训练不走过场

“前方桥梁垮塌，救灾车队无法通行，现命

令你架设 1 组迅速架设应急机械化桥，抢通道

路……”接到指挥员命令后，侦察员立即操作

工程侦察车，利用地质雷达、红外扫描仪对架

桥环境进行立体侦察，获取地质地貌等灾情信

息。此时，在垮塌桥梁北侧，1 名桥梁操作手正

利用遥控器展开 25 米应急机械化桥车。

获取架桥环境等信息不到 10 分钟后，一条

长 25 米，宽 3.2 米的临时应急桥梁便搭建完成

了，成功打通了通往“震中”的唯一道路。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十四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 月 11

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抗震救灾演练在辽

东某野外训练场进行。

此次演练以“地震”造成“桥梁损毁”“道路

阻断”“房屋垮塌”“人员被埋”为背景展开。重

型钢桥搭建生命通道、遥控挖掘机远程排险、

生命探测仪和蛇眼窥视器探测生命体征……

一大批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在此次演练中悉数

露面，极大增强了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提高了救援效率。

操作手赵永贺介绍，这辆 25 米应急机械化

桥车展开为桥，收拢为车，具有架设快速、承载力

强等特点。与常规桥车相比，它的山地越野性、

行驶通过性、复杂地形适应性更为突出。

“大型桥梁装备对打通生命通道至关重要。

灾害发生后，时间就是生命，早一秒打通通往灾

区的道路，救援人员就能早一秒到达灾区，就可

能多挽救一条生命。”赵永贺说。

演练 24小时持续进行。生命探测仪和蛇眼

窥视器等先进装备轮番上阵，探测垮塌建筑物下

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

“这些高科技、高精度搜索救援装备对抢险救

援至关重要，对我们操作手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只有通过反复训练，才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

速高效完成任务。”搜索1组组长李承泽说。

说话间，搜索 1组在“灾害现场”发现垮塌房

屋内的一名中年男性，腿部“受伤”，身体上方被

重物挤压，无法移动。

“搜索组继续搜索，营救组立即展开营救。”

指挥员王存磊下达营救指令，卫生员携带野战医

疗救护器材，对“被困者”进行紧急救护。

空间狭小、光线较暗、预制板钢筋杂乱……

救援作业困难重重。经过短暂的战法推演，王存

磊命令破拆手从废墟侧方打通救援通道。

精准剪切、力度显示……利用新列装的智能

液压扩张钳、液压剪，破拆手精准操作，剪切钢

筋，顶撑挤压重物，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能否高效完成任务，高精尖的救援装备和精

湛的救援技术是关键。”该支队支队长曹红雷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开训以来，该支队持续推

进科技练兵，积极探索“科技+”“智能+”练兵手

段，组织各类抢险救援演练十余次，探索新近列

装的高科技救援装备实战潜力。此次演练中，他

们结合汶川抗震救灾实战经验，逼真构设演练场

景，从难设置演练课目，检验高科技救援装备使

用情况，进一步提升官兵抢险救援能力。

智能化装备亮相抗震救灾演练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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