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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颖婷

　　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是改革开

放初期，较早担负飞播任务的部队。执行

飞播任务39年来，大队一代代官兵牢记党

和人民的重托，与人民群众一道战斗在

防沙致富、绿化祖国的第一线。面对西部

地区自然条件艰苦、地形地貌复杂、气候

环境恶劣等不利因素，他们在改善生态、

脱贫攻坚的征程中顽强奋进、积极作为，

出色完成了飞播造林和防风治沙等生态

扶贫任务。

　　精益求精、探索创新，是一代代飞播

人的不懈追求。该大队先后4次更名、转战

多地，无论番号怎样改、人员怎样换，他

们始终践行人民军队根本宗旨，以使命

相托、不负重托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出

一片又一片绿色大地。

　　站在新起点，面对新使命，该大队官

兵以绿色之翼播撒绿色希望，为推进国

土绿化行动再立新功。

飞播绿鹰助力脱贫攻坚
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飞播造林纪实

时代楷模

播撒绿色希望

■ 短评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吴 旭 李宝亭 侯松松

　　前不久，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事训练会议上，武警第

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副大队长屈可被表彰为“全军军事训

练先进个人”。

　　然而这个高光时刻，屈可却缺席了会议。此时的他正

肩负使命，战斗在执勤一线。

　　入伍16年，屈可4次参加国际特种兵比武，摘得11座

“金头盔”，两次执行特殊警卫任务、多次成功化解险情。

因训练突出、作战英勇，屈可先后荣获个人一等功两次、

二等功3次、三等功两次，被武警部队评为“高级反恐特殊

人才”。

“只有不惧生死才能不辱使命”

　　那年，屈可奉命赴西部某地执行任务，巡逻途中接到

警情：市区发生严重暴力事件，驻地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

重威胁。

　　担负巡逻组组长的屈可迅速调转车头，一路飞驰，仅

用1分钟即带领队员赶至事发地域。

　　“准备战斗！”面对暴恐分子接连扔出的汽油弹、砖

块，屈可毫不退缩，他用盾牌作掩护，与队员协同配合突

入核心区域，第一时间解救出被困群众。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事后，被解救群众专程来到部

队，给屈可和战友们送来锦旗表达谢意。屈可从群众信任

的目光中，感受到自己肩负的职责是那么重要、神圣。

　　“宁可生命折旧，决不让使命欠账。我愿用我的生命

守护一方平安。”这次事件，更坚定了屈可建功沙场的

信念。

　　部队整编调整后，屈可奉命担负驻外使馆警卫任务。

　　2020年9月，屈可带领3名警卫组成员护卫警卫对象

参加一次重要会议，突遇险情。

　　“趴下！”屈可第一时间用身体做掩护，将警卫对象

死死压在身下，并命令警卫组成员准备战斗。4人以身

为盾 ，护卫警卫对象快速回到防弹车 ，迅疾撤离事

发地。

　　以身为盾，是屈可在任务中练就的条件反射。每当任

务来临，他总是冲在第一个，挡在最前面。

　　在外执勤期间，屈可先后执行护卫、警卫任务400余

次，每遇险情，他那一米八的大个儿就成为一副钢铁盾

牌，护卫着警卫对象的生命安全。

“捍卫中国军人荣誉是我的责任”

　　2007年，年仅20岁的屈可就代表武警部队走出国门，

赴莫斯科参加“合作—2007”中俄联合反恐演习。

　　2012年，屈可第一次代表武警部队参加国际特种兵

“勇士竞赛”，夺得1个单项第一。2013年再战约旦，在近乎

实战的比赛中，他与队友夺得团体总冠军，包揽5个单项

第一，并在2014年成功卫冕冠军。

　　2016年，第八届“勇士竞赛”国际特种兵比武选拔前，

因脚部伤情复发，战友们都劝屈可放弃参赛，屈可却说：

“能在国际特种兵赛场捍卫中国军人荣誉，是我义不容辞

的责任。”

　　一个月后，在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阿卜杜拉国王特

战训练中心，来自12个国家27支代表队的反恐特战精英

同台竞技，为自己国家的荣誉展开激烈角逐。

　　比赛第4天，屈可负重20多公斤从两米高的高板墙跳

下，落地瞬间，后脚跟刺骨钻心的疼，他咬牙使出浑身气

力向下一个障碍物爬去。凭借坚强的毅力，屈可夺得这一

课目比赛第一名，摘得“金头盔”。

　　在国际特种兵比武的赛场上，屈可先后用11座“金头

盔”让世界记住了这个首屈一指的中国军人，也一次次让

五星红旗在异国他乡高高飘扬。

“使命在肩我还将继续战斗”

　　全军军事训练会议召开当天，屈可带领两名队员外

出执行一项特殊护卫任务。任务结束后，他独自一人通过

电视观看了新闻重播。

　　“未能到现场接受表彰虽有遗憾，但使命在肩，我还

将继续战斗！”屈可的语气铿锵有力。

　　2019年，第二次外出执行任务前，组织考虑到屈可家

的困难，给了他选择的特权。

　　“我没有任何理由退缩，我申请到任务一线去。”得知

自己有可能参加不了这次任务，屈可跑到领导办公室

请战。

　　他在请战书中这样写道：“作为一名特战队员，战场

就是我的归宿，也是我面向军旗时的郑重承诺，请组织在

这次实战中考验我。”

　　这些年，屈可不是在外执勤，就是出国参加集训比

武，妻子金璐筑稳“后方”，让屈可全心全意扎根军营。金

璐被武警第一机动总队表彰为“十佳军嫂”，屈可家庭被

天津市表彰为“最美家庭”。

　　图为屈可正在进行反袭击综合演练。 郭强 摄  

战场就是我的归宿
记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副大队长屈可

聚力推进备战打仗巡礼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樊晨 上海市退役军

人创新创业基地又添新军。近日，上海市普陀区退役军人

创业孵化服务中心举行揭牌仪式，退役军人又多一个创

业平台。

　　政府整合各方资源组建退役军人特色产业园，并由

退役军人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管理，依托现有成熟产

业园为退役军人建设“园中园”，全力打造有利于集聚辐

射作用发挥的退役军人创业平台群，这是上海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在“十四五”期间，全力支持退役军人创新创业

的有力举措，推动退役军人创业项目与产业链、创新链、

资金链、人才链、服务链紧密对接。

　　据了解，普陀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服务中心将打造

退役军人文创产业聚集地，依托专业运营孵化团队，以及

科技、金融、法律等领域知名专家组成的创业导师团队，

为入驻退役军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链路一站式创业孵

化服务，帮助初创期退役军人企业迈好第一步。

　　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联合12个部门发布《促进

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制定激励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一揽子政策。同时，他们依托长三角地区

丰富的院校、园区、企业等资源，遴选建立34家退役军人

实训基地，帮助退役军人掌握市场运行、企业运作基本

规律，提高其创业能力。他们指导组建上海退役军人创

业创新企业联盟，100多家联盟成员中退役军人创建、运

营的占87%，年总产值超过90亿元。

　　据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黄冲介绍，在“十四

五”期间，他们将充分发挥上海经济优势和退役军人专

长，着力打造“一个中心+多个基地”的“1+N”退役军人创

业基地建设模式。

上海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基地添新军

　　本报讯 通讯员陈浩 袁伟涵 “01、01，有6

名不法分子企图冲闯指挥所，命你分队迅速前去

处置。”接到命令，火箭军某部警卫分队立即启动

应急处置突发性事件预案，官兵携带战斗装备奔

赴目标地域。为适应实战要求，近日，该分队在野

外训练场开展应急处突演练。

　　据分队长刘迎辉介绍，此次应急处突演练

随机设想情况，从接到命令到情况处置、从战术

运用到任务完成，都是现场分析、现场研究，更

加贴近实战要求。

　　针对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特点、战场环境，该

分队突出构设实景战场，充分利用攻防对抗装

备和训练场构设实战化场地，开展班组攻防对

抗训练，适时组织蓝军模拟不法分子实施暴恐

袭击，开展针对性训演练，有效锤炼官兵处置突

发情况的能力。

火箭军某部警卫分队开展应急处突演练

　　图为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官兵在运-5前合影。                                     刘畅 摄

　　图为官兵驾驶运-5飞机在腾格里沙漠上空飞播造林。

刘畅 摄  

　　图为官兵开展班组攻防对抗训练。  陈浩 袁伟涵 摄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胡勇华 杨觐源

　　新年伊始，一架架“绿鹰”掠过沟壑纵横的西

北高原，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大队长辛嘉乘

正带队超低空飞行。俯瞰大地，他开始勾勒下一

步飞播任务的蓝图。

  2月3日，中宣部授予该大队“时代楷模”称号。

　　这是一支驾机为犁、云霄耕耘的部队，他们

在加强战备训练的同时，坚持播种绿色、助力脱

贫攻坚，是群众心中的“飞播绿鹰”。

　　该大队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长期担负飞机

播种和防风治沙任务。

　　39年来，他们飞播航迹遍及内蒙古、川、黔、

陕、甘、青、宁等7省（区）130多个县（市），作业面

积2600余万亩，播撒草籽树种1万余吨，在荒漠地

区、沙漠地带筑起绿色屏障；获得“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单位”“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等20多

项全国全军荣誉，以及播区政府赠予的88面

锦旗。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治理。辽

阔西部，或是崇山峻岭、或是荒漠戈壁，飞播造林

有着规模大、速度快、成本低的优势。

　　在这一背景下，党和国家号召“空军要参加

支援农业、林业建设的专业飞行任务”。很快，人

民空军改装了一批飞机，训练了一批能够执行飞

播任务的机组人员，飞赴各地执行飞播造林和种

草任务，开启在祖国西部飞播造林的序章。

　　1982年5月，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太子山

林场，该大队官兵在无资料、无设备、无经验的条

件下，首次执行飞播造林任务。

　　39年间，他们的飞播航迹从未间断，在130多

个县（市）300多个播区里，飞绿荒山戈壁，换得草

场良田。

　　“这是飞播创造的奇迹。”陕西省治沙研究所

所长石长春这样形容榆林市的变化。

　　“全市沙区75%的林地，都是以飞播林为基础

建起来的。”2014年，经过军民30多年努力，榆林的

飞播治沙取得阶段性胜利，860万亩流沙得到控

制，植被覆盖率从1.5%上升到45.2%。其间，飞播官

兵曾创下3架飞机一天作业38架次，18天飞播40.2

万亩的纪录。

　　如今，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毛乌素沙漠

即将从榆林版图上消失，榆林已成为陕西省畜产

品基地和粮仓。

　　地处腾格里、乌兰布和沙漠交汇处的内蒙古

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年降水量200毫米

以下，曾被断言不适宜飞播。这样的状况，却在飞

播官兵的坚持中一点点改变。

　　截至2020年，该大队在这里飞播

作业581万亩，形成总长460公里、宽3

至20公里的两条生物治沙“锁边”

带，斩断了两大沙漠的“握手”之势。

　　从风吹草疏的内蒙古腹地，到

毛乌素沙漠边缘，从沟壑纵横的高

原土坡，到峰峦叠嶂的秦岭深处，官

兵们使作业区星星点点的飞播林变

成绿色长龙：国家“三北”防护林飞

播成林超过1000万亩；在陕北播撒出

165个万亩以上连片绿化基地，形成

400余公里的绿色长廊；在汉江、嘉陵

江和丹江上游造林570余万亩，建成

我国北方最大的飞播造林基地……

与风沙战斗的飞播人

　　头顶星月起、脚踏夜路归，是官兵飞播的常

态。该大队原飞行员宋占清说：“我们首先考虑的

不是工作条件是否艰苦，而是气候条件是否利于

种子生长。”

　　一年初夏，为抢夺雨季窗口期，他们每天5点

起床，日均工作近10个小时。飞播区烈日当头，机

舱里如同蒸笼，一个架次下来官兵们大汗淋漓。

　　用于飞播的某型飞机不是密封舱，飞行中急

速上升或下降，耳膜要经受气压的压迫。很多老

飞播耳膜凹陷，这是飞播给身体留下的印记，但

他们从不叫苦。

　　大多时候，飞播是在土坡上推出临时跑道用

于起降。有的跑道从空中看像一根火柴棍，实际

宽度还不及机翼长；有的跑道在山顶上，尽头是

悬崖峭壁，起落就像在航母甲板上一样；有的跑

道就是树林中的一块平地，俯瞰就像天坑。用飞

行员的话说，“我们与风沙战斗，从不挑机场”。

　　那年4月，葛克宏机组执行飞播任务返航时，

黄色沙浪呼啸而来，眼看就要将飞机吞没。由于载

油量不够，机组飞向其他机场备降，而即将着陆的

野外机场跑道很短、三面环山，情势十分紧急。

　　狂风使飞机巨烈颠簸，葛克宏努力控制飞

机，蹬舵修正、对准中心线。由于空中能见度低，

在下降时速度过大，只能拉起飞机复飞。他第二

次对准跑道，才艰难降落。飞机停下时，机头离跑

道尽头只有20多米。

　　战风斗沙39载，该大队战胜地形复杂、天气

多变、技术苛刻等困难，成功处置复杂天气中多

种险情10余起。自主研制出“空中可调式定量播

种器”，探索出适合西北地区飞播的方法，使落种

率、存活率等多项指标达到先进水平，与地方林

业部门共同多次获得国家及军队科技进步奖。

依托林海酿造甜蜜生活

　　“现在的生活比蜜还甜。”在秦岭东段南麓的

陕西省丹凤县林关镇，蜂农宋军涛在一片空军飞

播林前熟练地抽出蜂巢，对前来调研的该大队教

导员杨淑坤说。

　　宋军涛住在飞播林区附近，养蜂数量达103

箱，还带动了18个贫困户分散养殖蜜蜂，使更多

播区群众依托林海酿造甜蜜生活。

　　2020年12月，杨淑坤先后去了榆林、延安、宝

鸡、阿拉善左旗等地。回营后，为官兵做了图文并

茂的专题教育，讲述飞播区的生态和生活变迁。

他感慨：“在播区，我们听到最多的是老百姓交口

称赞党的富民惠民政策，看到最多的是因为飞播

带来的发展机会和巨大变化。”

　　走进曾经为沙所困的陕北横山县孙家湾村，

村民孙有文谈起飞播有说不完的话。飞播林不仅

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而且为牛羊带来丰富牧

草。他指着自家圈养的20多只白绒山羊说：“这么

肥的羊，一只少说也卖2000块哩，这离不开飞机

播种子、治沙子。”

　　“飞播给了我一双致富的‘双拐’。”在阿拉善

左旗巴彦诺日公苏木乡浩坦淖日嘎查，牧民阿拉

腾巴根嘴边经常挂着这句话。

　　他的腿因一次意外落下残疾，是当地的贫困

户。这几年在政府扶持下，他在飞播区附近开办

了养殖场，年出栏150多头黄牛、500多只羊。2015

年，他在养殖场成立了残疾人扶贫基地，为当地

残疾牧民提供就业岗位。

　　据阿拉善左旗林业工作站站长刘宏义介绍，

因飞播改变命运的牧民不在少数。2020年年底，

当地35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摘掉了“贫困帽”。

言传身教播出更多绿色

　　2019年7月，4名即将到停飞年龄的飞行员主

动请缨，执行了飞播生涯的最后一次任务。驾驶

舱内，56岁的飞行员黄学伦向90后王斐言传身

教，帮他巩固技术要领。

　　据介绍，每个飞播区被划分成一条条50米宽

的播带，每平方米落多少种子都要科学规划。如

果飞不到位撒不到点漏掉播带，出苗率、成林率

就会受影响。

　　教员刘松曾教导飞行员任斌，飞播是手艺

活，飞好每个50米，必须要有敬业、精益、专注和

创新的工匠精神。

　　飞行时通常离地50米，这是种子落地的最佳

高度。这50米，是难度高、技术性强的超低空作

业，要通过成千上万次练习，才能让种子准确撒

进播带。

　　训练中，任斌架机刚进入超低空，坐在一旁

的刘松就严肃地说：“50米就是50米，高1米、低1米

都不行。”经过一次次磨练，任斌能精准进入播

带、均匀播种。

　　团参谋长李睿说，在空中遭遇险情时，让年轻

飞行员心里最踏实的，是听到教员说“有我在”。

　　15年前，李睿驾机着陆时遇到侧风，飞机瞬

间偏移，机轮距跑道边沿不足5米。坐在一旁的教

员杨茂良迅速接手，处置动作一气呵成，最终避

免了一次“地转”险情。

　　2020年7月，空中航行指令师张建刚即将到

达停飞年龄，他对年轻飞行员讲：“种子里有梦

想、有希望、有力量，根扎进泥土里，一定能播出

更多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