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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飞翔！乘着长风飞翔，中国

空军在烽火中成长，碧空里呼啸着威武

的机群，大地上密布着警惕的火网。红

星闪闪，辉映长空百战的历史。军旗飘

飘，召唤我们献身国防。为中华振兴，

为民族富强，炼铁翼神箭，铸蓝天长城，

保卫领空、抵御侵略，迎着新世纪的曙

光，飞翔！飞翔！飞翔！——《中国空

军进行曲》。

鹰击长空，高飞远航。

2019 年 10 月 1 日，国庆 70 周年大阅

兵上，人民空军的蓝色方阵引人瞩目，多

型战车、导弹、雷达和无人机格外亮眼，

碧空之上，预警机、歼击机、轰炸机、运输

机、电子战飞机等组成的“鹰阵”威震长

空，成为 40万空军官兵护卫祖国领空、推

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回眸历史，70 年前，1949 年开国大

典，人们翘首看到的 17 架飞机掠过天安

门，这些飞机都是从战场缴获的，有 4 架

战机带弹受阅，还有 9 架是两次通过天

空门上空。两幅画面鲜明呈现出人民

空军 70年发展壮大沧桑巨变。

1949 年 11 月 11 日，人民空军宣告

成立。沐浴着党的阳光，跟随着共和国

前进的脚步，这支军种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已成长为一支由航空

兵、地面防空兵、空降兵、通信兵、雷达

兵、电子对抗兵、技术侦察兵、防化兵等

兵种组成的战略军种，成为捍卫国家主

权和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

益、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

事任务的重要力量。

进入新时代，人民空军焕发出新的

生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

度重视空军部队建设发展，多次对空军

建 设 发 展 作 出 重 要 批 示 和 指 示 ，发 出

“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

强大人民空军”的号召，亲自指明空军

转 型 发 展 方 向 ，标 定 人 民 空 军 崭 新 航

程。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从人民空军

成长史、战斗史能够深切感悟到这支飞

翔军种的初心使命。

（一）

人 民 空 军 党 缔 造 ，人 民 空 军 忠 于

党。早在建党初期，具有远见卓识、深

谋远虑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把目光投向

了高远的天空。

1924 年，中共中央就从黄埔军校第

一期毕业学员中挑选骨干进入孙中山创

办的航空学校学习。此后，又连续 3年选

派 3批同志到苏联学习航空技术，为日后

人民空军的创建发展播下了“种子”。

1930 年、1932 年，中国工农红军先

后缴获敌人 2 架飞机，分别命名为“列宁

号”和“马克思号”，并利用它们执行作

战任务。在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我党

抓住各种机会培育航空人才，为日后建

立人民空军做准备。1938 年，我党挑选

40 余名红军干部到新疆航空队学习。

1941 年，八路军在陕北成立了专门培养

航空机械人员的工程学校。1946 年，人

民军队第一所航空学校在东北成立。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把创建空

军 摆 上 重 要 议 事 日 程 。 1949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的《目

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的文件中

提出“1949 年及 1950 年，应当争取组成

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

1949 年 7 月，西柏坡，创立新中国的

元勋们就已经开始擘画人民空军的建

设发展蓝图；10 月 1 日，筹建中的人民空

军参加开国大典，首次飞越天安门，接

受人民的检阅。

11 月 11 日，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响过

不久，由毛主席亲自批准，人民空军正

式成立了。

从此，中国人民开启了真正掌握自

己国家天空的历史。

从 1924 年挑选骨干进入航空学校

学习，到 1949 年人民空军成立，我们经

历了 25 年之久；从 10 月 1 日，筹建中的

人民空军首次飞越天安门，到 11月 11日

人民空军正式成立，不仅仅是 42 天，背

后是长久以来中华民族对天空的向往；

从 1949 年人民空军成立，到 2019 年迎来

成立 70 周年纪念日，回首历史，我们走

过了波澜壮阔 70年。

25 年、42 天、70 年，时光标记着一段

守望初心、担当使命的征程。

（二）

飞翔、飞翔！人民空军在硝烟战火

中成长壮大。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人民空军以陆

军为基础，学习苏联空军的技术和经验，

在“边建边打”“边打边训”中加速成长。

人民空军刚一诞生，就接受了战争

的洗礼、战火的淬炼。

抗美援朝战场上，人民空军首创世

界战争史上大规模使用喷气式战机空

战的纪录，雏鹰展翅、一鸣惊人。

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平均飞行

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对手则是上过第

二次世界大战战场、飞行时间多在 1000

小时以上的飞行员，双方实力和作战经

验悬殊。

人民空军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空

中拼刺刀”的血性胆气搏击云天，在两

年零八个月的作战中，取得了击落敌机

330 架、击伤 95 架的辉煌战绩，打破了美

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不断

成长。人民空军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

的奇迹，涌现出赵宝桐、王海、孙生禄、

张积慧、刘玉堤等战斗英雄，不断激励

空军官兵建功蓝天。

硝烟尚未散去，人民空军又挥师东

南。1954 年至 1955 年 1 月，在华东军区

的 统 一 指 挥 下 ，人 民 空 军 参 加 了 协 同

陆、海军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作战，解

放了一江山岛，这也是我军历史上首次

陆海空联合作战。

1958 年，人民空军奉命紧急入闽作

战 ，在 南 澳 岛 上 空 创 造 了 首 战 3:0 战

绩。经过 3 个月零 13 天激烈空中较量，

夺取了福建、粤东地区制空权。

1959 年 10 月 7 日，组建仅一年的人

民空军地空导弹兵，用地空导弹击落了

美制 RB-57D 型高空侦察机，开创了用

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河。

到 20世纪 60年代末，人民空军在国

土防空作战中，击落敌机 105 架、击伤

186 架，在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中大显

神威、战绩卓著，在祖国的广阔天空书

写了一个个不朽传奇。

（三）

飞翔，飞翔！人民空军铸就蓝天钢

铁长城。

广袤的国土，浩瀚的领海，漫长的

边海防线，守卫祖国的领空安全责任重

大。然而，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

空防力量十分薄弱，老一辈空军人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建立了空防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十分困

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整修和新建

一批机场，保障航空学校和航空兵部队

使 用 。 1957 年 2 月 21 日 ，中 央 军 委 决

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与防空军合并

为空防合一的空军，并进行整编精简。

这一时期，地空导弹兵、空降兵、雷达

兵、通信兵、防化兵、工程兵等兵种部队

也相继组建。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

国空军航空工业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奋

斗 ，共 研 发 生 产 新 飞 机 8 种 、发 动 机 7

种、导弹 4 种，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大幅

提升。空军院校不断发展、部队训练法

规建立健全，走出了一条符合实战需要

的军事训练道路。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也在那个时期，空军部队官兵高唱这首

歌，奔赴祖国的边疆。在高山上、海岛

上、戈壁上建设起了一座座机场、一个

个雷达站、一处处阵地，筑起了坚不可

摧的“蓝天长城”。

在祖国西部，一代代空军人扎根奉

献、卫国戍天，孕育和培养了“红其拉甫

精神”“甘巴拉精神”“神炮精神”“马衔

山精神”等精神文化，这些红色基因穿

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新时代空军

官兵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

（四）

飞翔，飞翔！人民空军在改革开放

中振翅高飞。

1976 年 10 月以后，空军进行全面整

顿和改革。党中央、中央军委敏锐捕捉

到 世 界 空 军 发 展 的 时 代 脉 动 ，果 断 决

策：今后重点放在发展空军。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空军建设发展

取得了长足进步：新一代国产装备研制取

得了重大突破，人民空军陆续装备了歼-8

系列、强-5系列等各类新型战机，武器装

备现代化水平大幅跃升，快速反应能力

显著增强，部队战斗力迈上新台阶……

90 年 代 后 ，世 界 军 事 发 生 深 刻 变

革，1991 年的海湾战争是机械化战争向

信息化战争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信

息化时代大幕开启。人民空军顺应潮

流，加快转型步伐，适时提出了“攻防兼

备”的战略，开始由“国土防空型”向“攻

防兼备型”转变。

到 20 世纪末，空军发展成为以航空

兵为主，诸兵种组成的合成军种。武器

装备由缴获、外购、仿制，发展到以中国

自行研究生产为主。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产新型战机

歼-10 公开亮相，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

研制能力和武器装备实现了里程碑式

的跨越，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自主研

发三代机的国家之一。

国产航空武器装备种类不断扩大，

系统完善配套，性能接近或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同时，装备更新换代和创新发

展，催动着人民空军在训练、作战、教育

乃至军事思想等诸多领域，发生了一系

列至为深刻的变革。

航空兵基本具备了一定的中远程

精 确 打 击 能 力 ；地 面 防 空 兵 部 队 具 有

远 距 离 拦 截 、梯 次 打 击 能 力 和 抗 大 机

动目标、抗干扰和抗摧毁能力；雷达兵

部队具有多目标警戒和多目标引导能

力 …… 战 略思想转变和训练思路的变

革，推动了人民空军作战能力的跃升。

（五）

飞翔，飞翔！人民空军飞翔在新时

代的天空。

调整改革以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

的指引下，奋进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

的人民空军，坚决响应习主席号令，坚

持任务牵引、“品牌”带动，加快推进战

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狠抓基础训练和高

难度课目普训，深化体系对抗训练，实

现空军战斗力水平的新跃升，奏响了强

训 实 训 的 时 代 乐 章 ，蹚 出 一 条 胜 战 之

路。

兵种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鹰击

长空为国仗剑，空军航空兵体系能力实

现新跨越；蓝天神盾剑指苍穹，地面防

空兵构建起信息化条件下蓝天盾牌；电

波无形制胜千里，通信兵实现以网络为

中 心 的 历 史 性 跨 越 ；电 磁 天 网 警 戒 空

天，雷达兵成长为我军战略体系主体力

量；神兵天降尖刀力量，空降兵打造全

疆域立体突击作战能力……

实战化训练“品牌”形成体系。“红

剑”“蓝盾”“金头盔”“金飞镖”和“擎电”

等五大实战化训练“品牌”，牵引空军体

系作战能力全面提升。警巡东海、战巡

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远海远洋训

练实现常态化、体系化、实战化，不断延

伸新航迹。中外联训，着眼全球视野、

开放交流，加大“走出去”的力度，描绘

了空军朝着世界一流奋飞的新航迹。

空 军 航 空 兵 加 速 装 备 升 级 换 代 ，

歼 -10B/C、歼 -16、歼 -20、运 -20、

轰-6K、空警-500 等国产新型战机陆续

列装，初步形成了以三代机为主体、四

代机为骨干，预警、歼击、轰炸、侦察、运

输等机型完备的兵力结构。地空导弹

逐步形成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

的要地防空火力配系。预警雷达，能够

探测隐身飞机、弹道导弹等目标，坚守

在国家空防体系的战略前哨……全面

换装新型武器装备，作战后勤提供坚强

有力保障，大批人才走上战斗岗位。

70年风雨兼程，人民空军已经站在了

新的历史起点上。习主席强调，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

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

流军队。人民空军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

指引，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部署和推进了一系列战略布局和战略举

措，正迎着新时代的朝阳砥砺奋进。

空天时代，欲掌握国家命运必先掌

握空天。40万空军官兵正沿着习主席擘

画的蓝图，朝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

人民空军阔步前进。40万空军官兵正用

对祖国蓝天的满腔忠诚，以只争朝夕的

紧迫意识、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搏击空

天的凌云壮志，埋头苦干，加快空军现代

化建设步伐，誓死捍卫着祖国的蓝天。

（以上综合《求是》《解放军报》《空

军报》等刊物内容）

美制 RB-57D 型高空侦察机被我

空军击落后，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昼

间侦察活动中断了 2 年多。1962 年 1

月，国民党空军又改用美国新研制的

高性能的 U-2 型飞机，妄图以装备优

势对大陆进行高空侦察活动。

9月 9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采用机

动设伏战术，一举击落U-2飞机，这是地

空导弹部队第一次采用“打游击”的方式

击落敌机。这是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首次

击落 U-2型飞机。1964年 7月 23日，毛

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

见 2营全体指战员。这是毛主席在新中

国成立后接见过的唯一一支整建制部队。

人民空军历史上11个第一次
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列宁”号

1930年 3月 16日中午，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罗山县担任警戒任务的赤卫队

员在宣化店（今湖北大悟县）陈家河的

河滩上，缴获一架飞机，并将其飞行员

俘虏。后来，在当地铜匠、铁匠协助下，

飞机被重新组装起来，涂上灰色油漆，

并在机翼两侧下方各画了一颗红五星。

为纪念革命导师列宁，特区工农

民 主 政 府 将 这 架 飞 机 命 名 为“ 列 宁 ”

号，在机身侧面工整地写上“列宁”两

个大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拥有的第

一架飞机。

中国共产党第一支航空队
新疆航空队

1937 年 4 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左支队余部，进驻迪化城（今乌鲁木齐

市），改 编 成 总 支 队 ，对 外 称“ 新 兵

营”。当时，新疆督办盛世才在迪化市

建有航空队，对外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

航空学校。陈云了解到盛世才航空队

即将招收学员的情况，即与盛世才商

议，挑选部分人员学习航空技术，借“巢”

育“鹰”，为我党培养航空技术骨干。

随后，按照航校招生条件，从军中

挑选了 40 余名干部，进入新疆边防督

办公署航空学校学习。他们经过 4 年

多的刻苦学习训练，系统掌握了苏制

乌-2 型、埃尔-5 型、伊-15 型、伊-16

型飞机的驾驶技术和维护技能，成为

我党领导的一支既能驾驶飞机，又能

维修飞机的航空队伍。

1946年 8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将从

新疆集体回到延安的航空队员组成“八

路军总部航空队”，继而辗转数月奔赴

东北，于 1947 年 2月抵达黑龙江密山的

东北老航校。我党精心培养的这支航

空队伍，作为“红色空军骨干”，为空军

的创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党我军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宣布

无条件投降，浴血奋战 14 年的中国人

民赢得了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审时度

势，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地区留下的

一些机场和飞机，抓紧创办一所航空

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

1946年3月1日，我军的第一所航空

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

通化正式成立。1948年 1月改名为东北

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1949 年 5 月改名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这就是人

们习惯称谓的“东北老航校”。3年多时

间里，老航校共培养出各类骨干 560人。

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建设人民空军的骨干

力量，涌现出王海、刘玉堤、张积慧、邹

炎、李汉等一大批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

第一次颁布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
人民空军的象征

1949 年 3 月 17 日 ，中 央 军 委 根

据 当 时 的 形 势 和 任 务 ，决 定 成 立 军

委 航 空 局 ，这 是 我 军 第 一 个 统 管 全

国 航 空 的 领 导 机 构 ，是 人 民 空 军 领

导 机 关 的 前 身 。 1949 年 7 月 ，在 一

次 军 委 办 公 会 上 ，确 定 了 为 即 将 成
立 的 人 民 空 军 设 计 军 徽 、机 徽 和 服

装 。

第一次飞越天安门
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

1949年 8月 15日，华北军区司令员

聂荣臻和政治委员薄一波联名向中央军

委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新政协会议

闭幕后、联合政府成立时，华北军区在不

影响防御的情况下，抽调部队来北平组

织阅兵，以表示祝贺。为增强受阅效果，

周恩来特别要求，领队的9架战斗机飞行

速度快，通过天安门后可以转回去接到

教练机后面，再通过一次天安门，这样看

上去就有26架飞机受阅飞行了。

10 月 1 日，第一支飞行中队参加开

国大典空中受阅飞在最前面的是 9 架

P—51 型战斗机，分为 3 个分队，组成 3

个“品”字形，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

而过。开国大典空中阅兵，拉开即将

诞 生 的 人 民 空 军 展 翅 腾 飞 的 精 彩 序

幕，在空军建设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第 一 支 空 运 部 队
“青藏高原的雄鹰”

1950 年 11 月 24 日 ，空 军 第 一 个

运 输 航 空 兵 团 —— 高 空 运 输 团 在 四

川 新 津 正 式 组 成 ，向 黑 樱 任 团 长 。

1951 年 4 月 24 日，以高空运输团为基

础 ，从 第 2 航 校 抽 调 部 分 运 输 机 和

空 、地 勤 人 员 ，在 四 川 新 津 组 建 空 军

第 1 个 运 输 航 空 兵 师 ，即 空 军 第 13

师 。 空 军 第 一 支 空 运 部 队 在 支 援 陆

军 进 军 西 藏 ，特 别 是 支 援 昌 都 战 役 ，

以打促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支运

输航空兵部队因此被誉为“青藏高原

的雄鹰”。

第 一 批 女 飞 行 员
蓝天“花木兰”

1951 年 4 月，空军遵照中央军委的

指示，从华东军政大学和航空预科总队

选调 55名女学员，进入航空学校学习航

空技术。同年 11 月，新中国第一批 14

名女飞行员毕业，44 名女空中领航员、

空中通信员和空中机械师也陆续毕业，

均分配到空军运输航空兵部队。

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在空军

部队飞行长达 30 多年，飞行时间最长

的武秀梅，飞行时间达到 3865 小时，到

1988 年才离开飞行岗位。她们驾驶着

飞机飞遍了祖国各地，以实际行动为

新中国妇女争得了荣耀，为祖国争了

光，为人民空军赢得了荣誉。

第一次参加百架飞机空战
奋勇作战的“空四师”

1951 年 9 月 25 日 下 午 ，美 机 5 批

112 架以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编成的

混合机群，向新安州地区进犯。空 4 师

先后起飞 32 架飞机，其中飞行员刘涌

新发扬孤胆作战精神，单机与 6 架美机

格斗，将其中的 1 架击落，首创志愿军

空 军 击 落 美 空 军 F-86 战 斗 机 的 记

录。随后，刘涌新遭到 5 架美机围攻，

终因寡不敌众被击落，壮烈牺牲。这

次战斗参战飞行员敢打敢拼、士气高

昂，展现了志愿军空军为了胜利舍身

忘我的战斗作风。这次空战，开启了志

愿军空军参加大规模空战的序幕，成为

人民空军战斗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第一次参加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
解放一江山岛

1954 年 7 月，中央军委命令，由华

东军区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部队协

同作战，解放台湾当局控制的浙东沿

海岛屿。华东军区根据敌情、地理等

情况，决心首先攻占一江山岛，作为夺

取大陈诸岛的突破口。

一江山岛被一举攻克，盘踞在大

陈、渔山、披山等岛屿的国民党军已成

惊弓之鸟，在美军协助下弃岛向台湾

逃窜。至此，浙东沿海岛屿全部获得

解放。

解放一江山岛战役，充分展现了空

军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

是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

作战，显示出三军整体作战的强大威

力，取得了联合作战的宝贵经验。

第一次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
震撼世界的惊天一击

地空导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

现的一种新式防空武器，是对付高空飞

行器的杀手锏。1958年 10月，中国从苏

联进口 5套萨姆-2型地空导弹，组建空

军 第 一 批 地 空 导 弹 营 ，代 号“543”部

队。半年后，空军地空导弹 2 营在北京

通 县 上 空 将 1 架 国 民 党 空 军 的 美 制

RB-57D 高空侦察机击落，开创了世界

防空作战史上使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

的先例。

第一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
机动设伏显神威

链 接一支飞翔军种的初心和使命
—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感悟和抒怀

2019 年 8 月 22 日，习主席视察空军

某基地时，对部队官兵卫国戍边的光荣

传统给予肯定：距离虽远，紧跟思想不

能远；氧气虽缺，打仗精神不能缺；条件

虽苦，卫国戍边不叫苦。这一光荣传统

也是战区空军部队共同的精神财富。

红 色 基 因 ，是 根 植 头 脑 的 精 神 信

仰，也是赓续传承的使命担当，鼓舞着

一代代空军人甘愿吃苦、无私奉献。扎

根西部大地的人民空军，注重提炼红色

基因鼓振精气活力、推动练兵备战，带

动部队建设全面跃升。无数成绩卓著

的 优 秀 队 伍 在 强 军 征 程

中 竞 相 涌 现 ，留 下 了“ 红

其 拉 甫 精 神 ”“ 甘 巴 拉 精

神”“神炮精神”等一串宝

贵的红色印记。

红 其 拉 甫 气 象 导 航

站 ：1965 年 ，为 了 开 辟 通
往西亚、非洲、欧洲的“空中丝绸之路”，

我国决定在红其拉甫山口建立气象导

航站。空军驻疆某部官兵在“一顶帐篷

挡风雪，三块石头支起锅”的极寒条件

下承担创建任务，圆满按时建起了世界

上海拔最高的红其拉甫气象导航站，成

功保障周总理出访专机。组建以来，一

茬茬官兵坚守于此，直至导航站在 1995

年完成任务后撤销，在中国航空发展史

上留下了鲜红的印记，并于 1990 年被中

央军委授予“模范气象导航站”荣誉称

号，“红其拉甫精神”成为激励无数空军

官兵的宝贵精神财富。

甘巴拉雷达站：1965 年，为进一步

连接西藏与内地、祖国与东南西亚各国

的航空通道，在西藏地区有着“生命禁

区”之称的海拔 5374 米甘巴拉山上，人

民空军建立起了世界海拔最高的人控

雷达站。组建 50 多年来，一代代官兵克

服低氧低温、严重缺水的艰苦条件，担

负航空兵驻训、进出藏航班、抢险救灾

等飞行的引导警戒任务，截止到 2019 年

11 月共引导航班 48 万余架次，优质情报

率保持在 99%以上。该站 1993 年被空

军党委授予“甘巴拉模范雷达站”荣誉

称号，1994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甘巴拉

英雄雷达站”荣誉称号，培育和形成的

“甘巴拉精神”成为一座精神丰碑。

昆仑山上好四站：该站组建于 1962

年，是人民空军原康西瓦独立雷达营 4

站，驻地在海拔 5700 多米的喀喇昆仑高

原昆仑山，山上终年积雪、含氧量低，生

活环境十分艰苦。修建之初，官兵忍住

强烈高原反应，挥锹砸镐，终于将雷达

成功架设在人迹罕至的冰峰雪岭上，为

空天预警架起了一张重要情报网。在

气温低达-40℃的艰苦战备环境中，官兵

们坚持紧贴实战、从难从严，苦练业务技

术，先后圆满完成联合军演、体系对抗等

重大任务的空情保障，取得优质情报率

100%好成绩，1964年 9月，被空军党委授

予“昆仑山上好四站”荣誉称号。

神炮中队：现为航空兵某旅飞行二

大队，组建于 1950 年，曾参加抗美援朝

作战，取得击落敌机 6 架、击伤敌机 1 架

的优异战绩，在战场上迅速淬火成长。

20 世纪 50 年代，全军展开群众性练兵比

武活动，原中队长鲍寿根在空军组织的

空中射击、轰炸校阅比赛中获得空靶射

击第一名，全中队共有 9 人荣获“一级射

击能手”荣誉。1964 年，该中队被空军

党委授予“神炮中队”荣誉称号，在国庆

70 周年阅兵典礼中，“神炮中队”的旗帜

飘扬在战旗方队，接受检阅。

精神文明建设好六连：现为地导某

营制导连，组建于 1971 年，自 1979 年以

来连续 40 年被上级评为先进基层单位，

荣立集体一等功 1 次、三等功 10 次，2003

年被共青团中央表彰为“全国五四红旗

团支部”，2008 年被原总政治部评为“先

进基层党组织”。调整改革后，这支部

队转隶移防到边关大漠并换装新型导

弹，部队战斗力逐年攀升，现已连续 40

年保持先进。

模范机务大队：现为航空兵某旅机

务大队，组建于 1965 年，作为战机的“健

康医生”，以“对国家财产负责、对战友

安全负责、对战斗胜利负责”的“三负

责”精神，先后保障过 8 种机型，完成了

体系对抗、防空联演、高原试航、2009 年

国庆大阅兵空中安保等重大任务，探索

出三代机保障的方法路子，有 16 项科研

成 果 获 得 军 队 科 技 进 步

奖。1991 年，该大队被空

军党委授予“模范机务大

队 ”荣 誉 称 号 ，这 是 空 军

组 建 以 来 第 一 次 给 航 空

兵 机 务 大 队 授 予 的 高 等

级奖励，“模范机务大队”
精神一代代传承至今。

机务维护尖兵中队：现为航空兵某

旅机务二中队，组建于 1978 年，自成立

以来南征北战、西进东出，圆满完成合

同战术训练、一体化作战训练、“红剑”

演习等重大机务保障重任，于 1996 年被

空军党委授予“机务维护尖兵”荣誉称

号。2018 年，该中队所在旅改装国产某

新型战机，该中队将“极端负责、精心维

修”职业精神发扬光大，推动部队战斗

力稳步向前发展，“机务维护尖兵中队”

成为航空机务的一面精神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