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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访 海 南 航 空 机 长 、退 役 军 人 李

雪峰并不容易。作为海南省退役军人

事 务 厅 工 作 人 员 ，笔 者 几 次 向 他 发 去

采 访 邀 约 ，都 因 各 种 各 样 的 原 因 未 能

如愿。

第一次是要执行航班任务，第二次

是参加安全生产会议，第三次是指导学

员进行模拟机训练……李雪峰不仅承

担着较繁重的飞行任务，还兼任飞行教

员。如同一架翱翔于蓝天之上的飞机，

他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也 有 着 一 定 的“ 航

线”。笔者的邀约，一时难以让他从“航

线”中抽离。

趁着一次航班任务结束的空当，笔

者终于见到了李雪峰。说着“抱歉”迎

面走来的他，身板挺得笔直，脸上带着

笑意。同是退役军人的我们，互相敬了

军礼。

李雪峰的故事，就从他的军旅生涯

讲起。

“在空军服役的
12 年，锻造了我顽强
坚韧的品格”

上世纪 70 年代，辽宁沈阳的天空，

常有执行训练任务的空军某部官兵驾

驶战鹰飞过，留下长长的白色尾迹。

苍 穹 之 下 ，一 个 男 孩 追 着 战 鹰 奔

跑。当尾迹渐渐模糊，他的目光还在紧

紧追随。

这个男孩，就是李雪峰。不仅仅是

抬头仰望战鹰，生活中那些与飞行有关

的人和物，总能让年幼的李雪峰产生兴

趣。讲述英雄飞行员故事的小人书被

他翻毛了边，印有飞行员宣传画的旧挂

历被他收藏在柜子里……直到今天，李

雪峰滔滔不绝回忆起小学老师讲过的

抗美援朝空战英雄们的故事时，眼神中

仍流露出深深敬意。

1983 年，高中毕业的李雪峰参加招

飞，如愿进入原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

学习。

先 有 地 面 苦 练 ，才 有 空 中 精 飞 。

在 航 校 ，李 雪 峰 一 有 空 就 到 训 练 场 给

自己“加餐”，练就一副“铁身板”。他

保 存 至 今 的《空 气 动 力 学》《飞 行 原

理》等 飞 行 理 论 书 籍 上 ，写 满 不 同 颜

色的笔记。

经过不懈努力，李雪峰在同批学员

中第一个单飞。分配到空军航空兵某

部后，他继续苦练飞行技能，成为同期

改装训练中，第一个单飞的歼-7 战斗

机飞行员。

天空是孤勇者的战场，飞行是勇敢

者的事业。一次极端天气下的飞行经

历，李雪峰记忆犹新。

那天，单位组织复杂气象条件下飞

机编队穿云训练。李雪峰驾驶战鹰，全

神贯注向目标区域疾飞。突然，飞机剧

烈地颠簸起来，驾驶舱外天色阴暗，雨

水猛烈拍打着机身——飞机进入了积

雨云。

李 雪 峰 沉 着 冷 静 地 操 纵 着 飞 机 ，

刚 从 一 个 云 层 缝 隙 穿 出 去 ，迎 面 又 遇

到 一 团 浓 云 。 飞 机 颠 簸 得 更 加 厉 害 ，

李 雪 峰 只 觉 得 两 耳 发 痛 ，头 部 还 有 眩

晕感。

“一定要按任务要求落地！”紧要关

头，李雪峰脑海中快速过了一遍操作要

领。他紧握操纵杆，凭着仪表领航继续

飞行，找准时机穿越云层缝隙，终于从

低垂的黑云中钻了出来。

采 访 中 ，李 雪 峰 从 手 机 里 翻 出 几

张军旅老照片。与战友在宿舍钻研飞

行 理 论 ，手 拿 飞 机 模 型 练 战 术 …… 照

片 中 的 那 些 情 景 对 李 雪 峰 来 说 ，恍 如

昨日。

“ 多 年 前 我 把 这 些 照 片 翻 拍 到 手

机里，后来手机换了好几部，照片一直

保留着。”李雪峰说，退役后的 29 年里，

他时常回忆军旅岁月。“在空军服役的

12 年，锻造了我顽强坚韧的品格。”在

李雪峰看来，这种精神特质，影响着他

的一生。

“作为机长，把每
一个航班飞得安全、
精准，是我的责任”

1995 年，李雪峰退役后加入海南航

空，成为一名民航飞行员。

“战斗机和民航飞机在操作理念、

规则、技术等方面差异很大，选拔和培

养飞行员的侧重点也不同。”李雪峰坦

言，尽管自己飞行基础比较扎实，但“转

战”民航并不轻松。

“战斗机飞得灵活，民航飞机则讲究

一个‘稳’字，飞得越平稳、越舒适才越安

全。”把这个“稳”字记在心里，李雪峰拿

出军人作风，向一个个难关发起挑战。

技术上的挑战相对容易克服，最大

的“拦路虎”是英语。当时，海南航空飞

机的仪表盘、信号牌等设备上都是英语

标识，李雪峰把设备一个一个画到图纸

上，把英语信息标注出来，只要有时间

就拿出来背记，终于攻克难关。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第一次登上

民航飞机开始训练，到担任副驾驶，再

到成为机长，李雪峰仅用了不到两年。

“在民航，机长制服的肩章上有四道杠，

依次代表专业、知识、技术和责任。”从

副驾驶成长为机长，李雪峰的肩章上多

了“一道杠”，他也将守护乘客平安的责

任，郑重地扛在肩上。

2013 年 7 月 9 日，李雪峰带领机组

由北京飞往海口。刚起飞约 10 分钟，飞

机右侧发动机警示灯突然闪烁起来，意

味着右侧发动机可能出现故障。

“虽然左侧发动机工作正常，飞机可

以安全飞行，大家还是有些紧张。”李雪峰

迅速冷静下来，一边示意副驾驶保持状

态、平稳驾驶，一边请乘务员查看客舱外

是否有明火明烟。得到“没有”的答复后，

他继续观察仪表盘，发现报警是间歇性

的，其他参数都正常，于是“心里有了底”。

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特情处置经

验，经请示后，李雪峰示意副驾驶“备降

郑州”，并通过广播安抚乘客情绪。飞机

平稳着陆的那一刻，客舱里传来掌声。

安全飞行 25000 余小时，成功完成

上万个飞行起降，飞行总里程 1800 余万

公 里 …… 当 笔 者 为 李 雪 峰 取 得 的“ 战

绩”点赞时，他平静地说：“蓝天之上充

满未知，每一项操作、每一个动作，都要

向旅客负责。作为机长，把每一个航班

飞得安全、精准，是我的责任。”

“学员就像我的
孩子，我期待他们飞
向远方，平安凯旋”

2002 年成为飞行教员的李雪峰，20

多年来共培养了 60 余名机长，带飞、带

训 700 余名飞行员。

“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是他解答不了

的。”提起“李教员”，不少海南航空的年

轻飞行员发出类似的感慨。

得知大家对自己的评价，李雪峰哈

哈一笑：“太过奖了，我只是飞得时间长些

而已。”而日常带飞、带训工作中，李雪峰

向学员们展现出来的，是“极致的细心”。

2017 年，入职海南航空不久的年轻

飞行员王吉，和许多学员一起，在李雪峰

指导下进行模拟机训练。李雪峰温和中

不乏严厉的教学风格，给王吉留下深刻印

象：“他会随时关注我们的训练表现，做得

好的地方马上表扬，有缺点也毫不犹豫指

出来，反复叮嘱，监督大家改正。”

今年年初，担任副驾驶的王吉又一

次跟随李雪峰执行航班任务。他回忆，

那天起飞前，李雪峰一如既往带领机组

人员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从油箱、旋

翼、尾翼，到发动机进气口、起落架等，

不放过一个细节。

“飞行前对飞机进行检查，里里外

外，要一丝不苟；坐进驾驶舱，就必须全

神贯注，认真做好每一个动作。”王吉说，

李雪峰常跟大家“唠叨”的这句话，他和

其他年轻飞行员都一字不落记在心里。

与每一名带飞学员交流谈心，根据

学员不同特点针对性施教，利用大数据

科学评估分析案例……多年来，李雪峰

为民航培养飞行员不遗余力。他还常

向学员分享飞行心得：“遇到雷雨绕飞、

返 航 备 降 等 特 殊 情 况 ，要 认 真 剖 析 数

据 ，打 一 仗 进 一 步 ，提 高 应 急 处 置 能

力。飞行平稳，乘客反馈良好，也要认

真记录心得、积累经验。”

“飞行工作要常思考，不思考的大

脑容易‘生锈’，不利于应对突发情况。”

在李雪峰看来，敬畏生命、坚守底线是

每一名民航飞行员应当时刻坚守于心

的道德标准。

“ 李 教 员 ，我 上 过 您 的 课 ……”如

今，李雪峰到各地执行航班任务时，总

有 带 飞 、带 训 过 的 学 员 主 动 找 他 打 招

呼，分享飞行体会。这让李雪峰的内心

充满成就感。

“学员就像我的孩子，我期待他们

飞向远方，平安凯旋。”采访中，李雪峰

充满感情地对笔者说。

图①：李雪峰在驾驶舱做飞行前准备。

图②：李雪峰在空军航空兵某部服

役时留影。

图③：李雪峰（右二）与年轻飞行员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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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机长李雪峰安全飞行25000余小时，带飞带训700余名飞行员—

一名老兵飞行员的“人生航线”
■彭译萱 陶 昱

“咱们炎陵是一片红色热土，是井

冈 山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当

年 全 县 总 人 口 不 到 12 万 ，有 3 万 多 优

秀儿女为革命英勇献身……”近日，湖

南省株洲市炎陵县 80 岁老兵罗春生，

走 进 炎 陵 县 国 防 教 育 基 地 ，为 应 征 青

年 讲 述 当 地 红 色 历 史 ，勉 励 他 们 传 承

革命传统，坚定从军志向，早日在军营

建功立业。

位于井冈山西麓的炎陵县，境内峻

岭重重。曾经，这里的乡镇不通公路和电

话，乡亲们与外界的联系，全靠邮递员。

1968 年杜鹃花开时，从铁道兵某部退役

回乡的罗春生，成了一名乡村邮递员。

“ 都 说 山 里 邮 路 难 走 ，这 份 差 事

苦，可我当过兵、身体素质好，再苦再

难也不怕。”从此，罗春生与扁担、柴刀

为 伴 ，挑 着 邮 件 徒 步 穿 行 在 红 军 走 过

的 莽 莽 群 山 中 ，成 为 老 区 群 众 与 外 界

联系的桥梁。

那年夏天大雨不断，通往瑶乡的道

路被洪水冲毁。罗春生在邮件中发现

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他知道这对山里

孩子意味着什么。不顾路途艰险，他把

录 取 通 知 书 送 到 瑶 族 女 孩 盘 银 花 手

中。瑶乡乡长得知喜讯赶来，看到罗春

生满身泥水，双腿被碎石划破，动情地

对他说：“你来了，乡亲们就觉得国家一

直关心着咱瑶胞！”

那些年里，罗春生翻高山、蹚激流，

在 漫 漫 邮 路 上“ 走 ”成 了 全 国 模 范 。

1977 年，罗春生作为代表赴京参加全国

邮电部门学大庆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接见。

上世纪 90 年代，罗春生退休后将扁

担交给儿子罗石勇。罗石勇参军后，在

罗春生“山里不能没有邮递员”的谆谆

嘱 托 下 ，他 的 徒 弟 漆 发 明 继 续 挑 起 扁

担，在山间邮路上一走又是几十载。

“山乡信使”的使命有人传承，罗春

生这位足迹遍及罗霄深山、熟悉山峦间

那些革命旧址的老兵，又有了新的“任

务”——很多中小学邀请他进校园宣讲

当地红色历史，讲述英烈故事。

“‘盐娘’聂槐妆穿上浸透了盐水的

棉衣，从十都镇后山攀上黄洋界，给井冈

山上的红军送去急缺的盐……”“烈士吴

月娥也是十都人，18岁那年不幸被俘，敌

人押着她找红军。在一处悬崖边，她猛

地抱住敌军连长，跳下山谷……”在罗春

生绘声绘色的讲述中，那些曾闪耀在罗

霄深山的点点星火，那些把热血洒在莽

莽群山的英烈，触动着学生们的心灵，播

下红色的种子。

在“水口建党”旧址水口镇叶家祠

等炎陵当地的一些红色景点，也经常出

现罗春生的身影。他义务为游客讲解，

把当地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 罗 老 兵 的 讲 述 虽 然 不 像 专 业 讲

解 员 那 样 系 统 ，但 作 为 土 生 土 长 的 炎

陵人，他对这片红色热土充满感情，讲

起来更有感染力。”廖车车上学时就听

过罗春生的国防宣讲，退役回到家乡，

在 十 都 镇 武 装 部 工 作 的 他 ，常 邀 请 罗

春生为应征青年讲传统、谈抱负，“他

以老兵的身份、从老兵的视角、用老兵

的 语 言 ，讲 述 自 己 参 与 修 建 成 昆 铁 路

的 军 旅 经 历 ，宣 讲 人 民 军 队 的 光 荣 传

统、革命军人的信仰信念，对应征青年

很有教育意义。”

“作为一名老兵，讲好红色故事，让红

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动员更多老

区青年参军入伍、报效国家，这是我的心

愿。”罗春生说。

湖南省株洲市退役军人罗春生—

“山乡信使”讲述红色故事
■王志伟 杨 波 华 山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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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中 心 组 织 的 一 场 老 兵

创 业 经 验 交 流 会 上 ，“ 全 国 模 范 退 役

军 人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获 得 者 、

“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谢珺，向心

怀创业梦的战友们，分享自己在市场

大潮中搏击风浪的经验：“创业，不能

盲目跟风，也不能急于求成。除了具

备 专 业 领 域 的 能 力 ，还 要 对 经 济 、企

业管理等知识有深入的了解，稳扎稳

打谋求发展……”

2021 年 11 月，谢珺受聘成为贺州

市退役军人创业导师。每一次参加创

业经验交流会，他都会把自己多年创业

的切身感悟和经验倾囊相授，帮助战友

们少走弯路。

2008 年，谢珺结束 10 年军旅生涯，

退役回到家乡贺州市昭平县。这里生

态环境良好，农业资源丰富，心怀创业

梦想的谢珺，希望能在这片沃土闯出一

片天地。看到市场上生猪价格好，他建

起猪栏养猪；听老乡说养牛回报大，他

就跟着养牛；看到走地鸡销路广不愁

卖，他又养起了走地鸡……那段日子，

谢珺为养殖禽畜付出不少精力：“不到

3 年时间，我穿坏了十几双解放鞋。”然

而，因为养殖技术不够成熟，加之缺乏

管理经验，他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一

系列打击接踵而来。

“ 养 猪 的 时 候 ，几 百 头 猪 染 了

病。养鸡的时候，鸡钻到周边果园里

啄烂树苗，造成不小的损失。”回忆起

创业之初的经历，谢珺记忆犹新，“当

时没有准备充分，只是凭着一股子闯

劲 想‘ 一 口 吃 个 胖 子 ’，结 果 事 与 愿

违。”

创业之初的坎坷，没有浇灭谢珺的

热情。“在部队带兵时，我经常跟战友们

说‘不能轻言放弃，不能轻易倒下’。经

一事悟一理、吃一堑长一智，只要瞄准

目标，我不信干不出名堂来。”谢珺开始

沉下心钻技术、学管理，一步一个脚印

地跑市场、搞调研。

几年过去，谢珺不仅在生猪养殖

和百香果、青梅、食用菌种植等方面总

结出成熟经验，还摸索形成“食用菌废

弃 物 和 禽 畜 粪 污 — 有 机 肥 生 产 — 种

植 蔬 果 ”的 立 体 生 态 循 环 种 养 模 式 。

2016 年以来，谢珺创办的企业规模不

断 扩 大 ，他 也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创 业

达人”。

2020 年 8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多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退役军人入乡返

乡 就 业 创 业 行 动 方 案（2021- 2025

年）》，贺州市率先启动基层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百千万”工程，并建立了市级退

役军人创业导师库。

“ 听 说 这 个 消 息 后 ，我 主 动 报 了

名。”采访中，谢珺谈起自己申请担任创

业导师的初衷，“当年我只凭着一腔热

情创业，几经波折才取得成功。如今，

不少战友和我一样选择深耕乡土，有干

劲也有想法，但可能准备并不充分。我

希望自己的经验能对他们实现创业梦

有帮助。”

生猪养殖场、有机肥加工厂、果蔬

种植园……谢珺把企业生态循环产业

链上的一个个种养殖基地，打造成实训

教学基地，通过免费吸纳退役军人驻点

学习、组织专业技术团队手把手帮带、

组建以退役军人为主的创业联盟等方

式，为退役军人创业提供帮助。

曾多次来实训教学基地驻点学习

的退役军人谭士明，如今也成功创办了

自己的生猪养殖基地。“驻点学习时，谢

班长会认真了解我们的个人背景、技能

特长和创业意愿，详细介绍行业的基本

情况、市场前景和政策环境，还有他自

己的经验教训。”谭士明回忆，为了帮助

他更好掌握养殖技术，谢珺不仅安排专

业人员教授他饲料配比、疫病防控、饲

养管理等技术，还在创业规划、企业注

册、财税申报等方面提供一对一指导，

让他顺利走上创业路。“如今，我也和谢

班长一样，在养殖基地优先聘用退役军

人，力所能及为老兵就业贡献力量。”谭

士明说。

截至目前，谢珺创办的企业已累计

为 170 余名贺州籍退役军人创业提供

支持，为 2 万余名退役军人及军属提供

就业岗位。

一日戎装在身，一生军人情怀。“希

望我们退役军人群体携手并肩、深耕乡

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得

更远、更坚韧。”谢珺说。

上图：谢珺（中）与退役军人学员、

农户一起分享丰收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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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渐起，稻谷金黄。连日来，四川省自贡市“江姐老兵”志愿服务队组织

退役军人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当地农户抢收水稻。图为退役军人志愿者

与自贡市富顺县童寺镇农户给稻谷脱粒。 芶 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