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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航校不同于地方院校，飞

行学员既是同窗又是战友，多出一

种缘分，平添一份情感。然而，师出

同门，多年后却互为对手，同在一片

天空中角逐，那又该如何呢？

共舞蓝天
那时，我们都年轻气盛，我是学

员班长，飞行代号30，而我要说的

这位同学代号32。飞行学员的培

养不同于地面军校，航理教育时基

本一样，也是几十上百人到大教室

里上课，但飞行技术带教的时候就

不行，必须安排“吃小灶”——教员

“一带一”“一带二”，最多也只能“一

带四”。这就有点像传统武术，很多

时候必须“手把手”教学才行，带多

了实在带不过来。

“32”性格内向，为人腼腆，做事

节奏缓慢，加上他这个飞行代号也

读作“三两”，同学取谐音送他绰号

“三娘”。学习期间，他的飞行技术

始终处于“中”，有两次滑到“下”，差

点被淘汰。教员多次批评他习惯往

左边做动作，并以中东战争实例告

诫他：阿拉伯飞行员就因为爱左转

弯，在摆脱以色列飞行员咬尾追击

时，后者提前将光环放在左边“守株

待兔”，这对军机飞行员来说是致命

的。但直到毕业，他都没能克服。

华山论剑
我们从航校毕业后就各奔东

西。“三娘”出人意料地被分到空军

王牌航空兵师，经过多年锻炼，在

“王牌飞行员效应”（一个王牌飞行

员会引领带出一批王牌飞行员）的

影响下，他如同雄鹰换羽，在我们这

帮航校同学中脱颖而出。

“人生何处不相逢”，多年后，我

们竟然在全军战术对抗演练中相遇

了。“华山论剑”的地方位于西北大

漠深处，那里不仅净空条件好，战场

监测系统也先进，评估手段科学严

谨，有利于战术动作的分析研究和

总结提高。其实，这里离我们当年

学飞行的航校也不远，且都是戈壁

滩，想当初大家“比翼长空任翱翔”，

感觉天地那么浩瀚无垠，可如今按

照竞赛规则，却不再“容得下”彼此，

“空中没有亚军的位置”！

一见面，我觉得他还是老样子，

没多大变化，除了眼角多了几道皱

纹，唇上多了几根胡须之外，说话仍

然细声细语，动作依旧不急不忙。从

后来的情况看，我实在是被他这个温

柔的形象给“骗”了，停留在当初的

“三娘”印象中，结果“大意失荆州”！

一着不慎
那场空战对抗是“四对四”，也

就是我们四机编队对阵他们四机编

队。我是己方编队的一号机，他是

对方编队的三号机。双方都采用常

见的左楔队，就是一号机在前，二号

机在左，三、四号机依次排在右边，

这意味着双方大间隔战术编队迎面

“接敌”时，我和“三娘”恰巧处于“面

对面”的态势，两个老同学避都避不

掉，想不打都不行！

在分别模拟使用雷达制导的中

距拦射导弹和近距红外制导的格斗

导弹的空战中，我们各有优劣，难分

胜负，甚至双方把导弹都“打光”了，

只能用航炮进行较量，才能勉强分

出高下。其实，在这种“空中肉搏”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先占优的，因

为通过一组大动作量机动，我好不

容易占据到“三娘”座机的尾后位

置，咬住他的“尾”。

满心以为这下他无处可逃，必

定要败在我的航炮之下，谁料想这

位昔日的“三娘”简直“战神附体”，

他反应灵敏，动作迅速，丝毫没有拖

泥带水，一招一式都非常精准到位，

当我快要用航炮射击光环对准他的

时候，他先是一个半滚倒转，进入大

俯角俯冲，然后一个急拉杆，把飞机

在很低的高度改平，紧接着压出一

个左坡度。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

刻，我觉得他又要犯“老毛病”（习惯

性左转弯），便提前把光环放到左

边，等他自动送上门，可“兵无常

势”，他居然没有左转弯，而是一个

劲继续滚转，顺势变成倒飞，再变成

右坡度，在一个大到几乎90度的右

坡度上停下来，开始迅猛拉杆，飞机

急剧右转起来，一下子把我提前放

在左边的光环落得很远，这一回合，

我真的失算了！

他这套“组合拳”打得真漂亮，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我只有招架

之功，已无还手之力。而且他的动

作也很干脆利落，很快便瞄准了我，

即刻用航炮实施模拟攻击，直接“命

中”了我。最终，“三娘”变成“三

狼”，赢得了胜利！ 方滨

昔日同窗 今朝对垒

北
疆
雄
鹰
磨
利
剑

我
空
军
新
式
战
机
训
练
写
真

祖国北疆依然透着一些寒意，人民空军一

场紧贴实战的飞行训练正在一片北国风光中拉

开了帷幕。

停机坪上，战机蒙着一层薄霜，在凛冽寒风

中静默待发。机务人员如往常一样，对战机进

行起飞前的检查维护。他们的双手早已被冻得

通红，却依旧灵活地操作着工具，仔细检查每一

个部件，不放过任何细微的安全隐患。完成飞

行前绕机检查，飞行员们迅速登机。他们身着

厚重的飞行服，动作却依旧敏捷。舱盖缓缓关

闭，座舱内，飞行员们全神贯注地进行着各项飞

行前准备工作，眼神坚定而专注。

“计时起飞！”随着塔台指令下达，首架战机

发动机骤然轰鸣，强大的气流卷起地面的残雪，

炽热的尾焰瞬间驱散寒冷。战机如离弦之箭般

迅速滑跑、拉起，直插云霄，打破了冬日天空的

宁静。紧接着，一架架战机依次呼啸而起，编队

向训练空域飞去，机群划破长空的轰鸣声在机

场上空久久回荡。

战机空中完成集结，编队迅速下降高度紧

贴着起伏的地形，以极低高度高速飞行。飞行

员需要时刻保持专注，精确操控战机，躲避地面

障碍物和模拟的“敌方”雷达探测。他们与地面

的距离有时仅有几十米，白山黑水在机翼下飞

速掠过。飞行员们在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气象

条件下，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过硬的本领，一次

次突破“敌方”防线，奔向目标空域。

到达预定位置，战机编队通过数据链获取

的战场态势，迅速上升高度，一场激烈的空战对

抗随即展开，红蓝双方战机在空中展开惊心动

魄的“厮杀”。蓝方战机利用高空优势，迅速抢

占攻击位置，试图对红方实施远程打击。红方

飞行员也不甘示弱，凭借精湛的飞行技术和对

战机性能的熟悉掌握，驾驶战机灵活地进行战

术规避。只见红方战机突然一个大角度俯冲，

巧妙地摆脱了蓝方的锁定，紧接着又以一个凌

厉的跃升动作，快速拉近与蓝方的距离，占据有

利攻击态势。

训练结束，战机陆续返航。当战机稳稳降

落在跑道上，滑行至机棚，机务人员迅速上前，

再次对战机进行细致的检查和维护。尽管他

们的脸庞已被寒风吹得通红，但工作热情却丝

毫未减。 杨盼 /图文

国造利器

■ 重型歼击机短距离快速起飞

■ 捡伞兵迎接战机归来

■ 机务官兵仔细观察战机设备运行状态

■ 飞行员环绕战鹰检查，准备接收

■ 战机陆续滑回机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