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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量，着力

构建现代海上作战体系，努力增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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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海空，星光伴航。海军航空

大学某基地学员曲明浩熟练驾驶直升

机，目光在海面与显示屏间不停切换，

紧张搜索着“落水人员”。

这是曲明浩在毕业前参加的最后

一次考核。“经过学校的历练，我已做好

直面未来战场挑战的准备！”曲明浩说。

曲明浩赶上了海军航空大学某基

地 建 设 转 型 加 速 期 。 作 为 培 养 飞 行

员 的 摇 篮 ，近 年 来 ，该 基 地 锚 定 如 期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紧盯舰载

机飞行人才培养，适应装备迭代和使

命 拓 展 ，为 战 育 人 主 动 求 变 ，大 力 推

动训练理念转型，大胆创新教学法和

训法战法，在一次次蓄力攻坚中实现

了新突破。

随着曲明浩等学员通过考核，又

一批年轻的“雄鹰”将飞赴新的战场。

他们逐梦海空的航迹，正是这个基地

换羽高飞、转型发展的写照。

投身转型，飞出“群山围城”

“ 深 山 里 有 一 支 会 飞 的 海 军 ！”

多 年 前 ，飞 行 教 官 郭 彬 第 一 次 驾 驶

战 机 升 空 ，鸟 瞰 机 场 周 边 连 绵 起 伏

山 峦 时 ，心 底 生 出 一 种 特 殊 的 感

受 。 他 发 现 ，校 园 仿 佛 置 于 一 座“ 群

山围城”之中。

既然是“会飞的海军”，怎会囿于

“群山围城”？

然而，这却是事实。“那是思想上

的‘群山围城’。”郭彬坦言，过去有一

段时间，由于实战化教学陷入自我设

计、自我循环、自我检验的怪圈，院校

“供 给 侧 ”与 部 队“需 求 侧 ”对 接 有 待

加强。

近年来，随着人民海军航空兵从

岸基向舰基加速跨越，该基地党委深

刻认识到，飞行院校机构教学必须主

动转型，紧盯一线部队需要和战场变

化培养飞行人才。

转型有多迫切？首批“种子教官”

贾超说：“感觉一觉醒来就有可能被淘

汰！”为了找准定位、认清差距、迎头赶

上，该基地相继推出一系列新举措。

——战机向外奋飞。他们走出深

山，组织多架舰载直升机飞赴一线部

队驻训，让教官和学员在实战化训练

中砥砺成长。

——课目向海延伸。此前，直升

机着舰培训由部队牵头组织。他们创

新教法训法，将这一课目前置纳入院

校培养，大幅缩短了舰载直升机飞行

学员培养周期。

——思维向新拓展。瞄准舰载机

飞行员培养新需求，他们开展等速下

滑课目训练，变“飞定量管理”为“飞能

量管理”，几年下来，教学课目全部实

现从岸基向舰基迁移。

“转型越深入，遇到的情况越多，

发现的盲区越多。”训练场上，该基地

某科室领导赵华春告诉记者，这些年

他们不断突破教学盲区，侦察巡逻、搜

索营救、运输基础等以往由部队承训

的关键技能课目，都改由院校负责。

“如今的每一天都弓满弦张，每一

次飞行都充满战味！”该基地一名领导

说，距离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还

有 2 年，时间不等人、使命不等人，一定

要拧紧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发条”，

按下向战转型、为战育人的“快进键”。

主动应变，闯出发展新路

听说要接装某型新机，年近 50 岁

的飞行教官牛忠山难抑心中激动，主

动申请加入改装任务。

面对新装备，牛忠山丝毫不敢马

虎 懈 怠 。 他 天 天 铆 在 战 机 座 舱 里 学

习 ，很 快 就 对 飞 行 仪 表 和 电 门“ 一 摸

准”“一口清”。

牛忠山说，他的这股拼劲源自内

心 的 本 领 恐 慌 。“ 转 型 意 味 着 跨 越 ，

真 怕 自 己 因 为 年 龄 大 、学 得 慢 而 被

落下。”

从此，有着 20 多年教龄、安全飞行

6000 余小时、已培育 200 余名海空“雏

鹰”的牛忠山，开始“先飞”一步。新机

列装第二天，他率先驾机升空；执行转

场任务，他主动担任机组机长；基地形

成新机教学能力后，他顺利带出第一

批学员……

“真没想到，在这个年纪还能飞上

新机型！”牛忠山感慨，遇上改革转型

的大时代，变化和挑战扑面而来，唯有

主动应变、提升自我，才能不负使命。

牛忠山的经历，正是该基地教员

和学员积极拥抱转型、主动创新发展

的一个缩影——

第一次参与执行航母编队保障任

务，飞行教官李昭主动重构起飞和着

舰路线，熟记上百个数据和规则。如

今，他已随航母编队圆满完成多次保

障任务。

第一次执行协助其他单位转场任

务，飞行教官陶源用 2 天时间，将陌生

航线的大量信息要素刻入脑海。几年

下来，执行多少次类似任务，他自己已

记不清了。

一个个“第一次”的背后，是一次

次思想观念的更新。该基地领导说，

我们所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一线部

队舰载飞行能力的生成，绝不能懈怠、

观望、等靠。不能光想着四平八稳把

学员送到部队，也要多想想如何提升

学员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下转第三版）

下图：编队训练。 李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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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

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6 月 16 日至

18 日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出席第二

届中国—中亚峰会。

中亚五国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

主 席 出 席 峰 会 ，期 待 聆 听 习 近 平 主 席

提 出 的 重 要 理 念 与 主 张 ，期 盼 习 近 平

主席与中亚五国领导人一道，进一步提

升中国—中亚机制合作水平，携手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推

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的航船乘风破

浪、勇毅前行。

“为中国—中亚机制
注入新动力”

初夏时节，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

纳绿意盎然。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将

在这座城市举行。

“哈萨克斯坦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哈萨克斯

坦总统国内政策和通讯事务助理阿尔曼·

基雷克巴耶夫说，本届峰会意义重大，期

待习近平主席此行继续发挥元首外交的

战略引领作用，同中亚各国领导人携手深

化中亚国家与中国合作，进一步促进双方

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交流。

建交 30 多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始

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

赢，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近年来，

在元首外交掌舵领航下，从倡导成立中

国—中亚机制到将机制升格至元首层级，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携手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国同中亚五

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提质升

级，国际协作走深走实。两年前，以在中

国西安举行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为契

机，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正式建立，

为中国—中亚合作打造了顶级平台。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舍拉迪尔·巴克特古洛夫说，习近平主席

与中亚五国领导人亲自为中国—中亚机

制擘画发展蓝图，中国—中亚机制已在

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安全合作、推动共同

发展等领域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展现

出强大潜力，“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行进一

步拓展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前景，为

中国—中亚机制注入新动力，为各国人

民带来更多福祉”。

在 两 年 前 的 首 届 峰 会 上 ，习 近 平

主 席发表主旨讲话，强调携手建设守望

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乌兹别克斯坦政治

观察家沙罗菲丁·图拉加诺夫对此记忆犹

新。他说，相信第二届峰会将成为构建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道路上的“又一个里

程碑”，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行推动中亚国

家与中国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共识。

“中国—中亚峰会开启区域合作黄

金时代。”塔吉克斯坦阿维斯塔通讯社

说，两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以远见卓识

和务实行动，共同勾勒出互利共赢合作

的绚丽图景，在阿斯塔纳举行的第二届

峰会更蕴含着六国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

的战略愿景。

哈萨克斯坦“一带一路”专家俱乐部

主席布拉特·苏丹诺夫说，当前国际形势

变乱交织，中亚五国与中国走出一条睦

邻友好、团结协作的新路，为地区和平发

展不断注入稳定力量，期待习近平主席

此 行 进 一 步 深 化 双 方 政 治 互 信 ，把 中

国—中亚合作提升到新高度。

务实合作“双向奔赴”

对于乌兹别克斯坦记者协会费尔干

纳州分会主席穆罕默德忠·奥比多夫来

说 ，今 年 4 月 29 日 是 个 意 义 重 大 的 日

子。这一天，中吉乌铁路位于吉境内段

的三座隧道开工建设，标志着该项目正

线工程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这是一件

意义非凡的大事！”作为媒体人，奥比多

夫一直关注着中吉乌铁路项目进展。

奥 比 多 夫 说 ，中 吉 乌 铁 路 是 三 国

元 首亲自推动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标志性工程，将有效加强货物流通和人

员流动，切实改善乌、吉以及中亚其他国

家民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次出席第二届

中国—中亚峰会，与中亚国家领导人一

起推动更多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路，是改变，也是希望。2100 多年

前，汉代使者张骞出使西域，打通横贯东

西的古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同中亚友

好交往的大门。2013 年在哈萨克斯坦，

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倡议，新时代的丝路画卷就此铺

开。中国同中亚五国如今已实现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全覆盖，务实

合作硕果累累。

2023 年，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为双

方合作开辟新前景。双方互联互通日益

密切，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互利共赢合作

跑出“加速度”：中哈原油管道安全稳定

运营，中吉别迭里口岸实现阶段性通车，

中国多地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中国与

中亚国家贸易总额连创新高……

吉尔吉斯斯坦奥伊奥尔多专家倡议

中心主任伊戈尔·舍斯塔科夫认为，中国

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中亚国家发展战

略协调对接，极大助力中亚国家现代化

建设。他期待，在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二届

峰会期间，中亚国家与中国达成更多务

实合作项目，为中亚发展赋予新动能。

土库曼斯坦《金色世纪》报社社长梅

拉特·别克穆拉多夫说，中国积极同中亚

国家共享绿色发展经验，双方在水电、风

电、光伏等项目建设上成果显著，为地区

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期待以习近平

主席此行为契机，中国与中亚国家挖掘

更多创新合作增长点，推动双方务实合

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中亚国家和中国传统友谊深厚，发

展理念相近，这为双方开展合作、携手发展

提供了支撑。”在哈萨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院

长阿克尔别克·库里什巴耶夫看来，中亚国

家与中国的合作是“双向奔赴”。哈国家科

学院正与中方机构积极开展可持续发展技

术合作项目，库里什巴耶夫也因此更加忙

碌。“期待聆听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峰会上

提出面向未来的发展倡议，推动中亚国家

与中国实现共同繁荣。”他说。

“让心贴得更近”

“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永远在我心

中。”哈萨克斯坦青年伊斯密尔·道罗夫

（中文名马文轩）曾在陕西中医药大学留

学，如今在阿斯塔纳一家中医诊所工作。

新冠疫情期间，在华留学的马文轩主动请

缨支援抗疫，他的一句“我是外国人，但不

是外人”感动无数中国人。2022年 1月在

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讲述了马文轩的故事。

（下转第三版）

推动中国—中亚航船乘风破浪、勇毅前行
—中亚各界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

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本报北京 6月 14日电 张未、记者

刘丹报道：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6 月

14 日 15 时 56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电

磁 监 测 卫 星“ 张 衡 一 号 ”02 星 发 射 升

空。运载火箭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张衡

一号”02 星的成功发射是我国在地球物

理场空间观测领域探测能力建设的又一

重大成果，进一步提升我国对重大自然

灾害的“天-空-地”立体监测能力。

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星

是 落 实 中 国 与 意 大 利 两 国 领 导 人 于

2019 年见证签署的电磁监测卫星 02 星

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实践，是国家民

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中首颗

地球物理场探测业务卫星。

据介绍，“张衡一号”02 星设计寿命

6 年，搭载了 9 种有效载荷，包括中国与

意大利合作研制的电场探测仪、意大利

研制的高能粒子探测器等，将对全球电

磁场、电磁波、电离层、中性大气层的相

关参数开展准实时监测，捕捉地质活动

与人类活动引发的电磁异常、大气层中

雷暴与闪电活动等信息，可有效提升我

国对地震、海啸、火山活动、雷暴等重大

自然灾害的早期感知、风险评估和监测

预警能力，为应急管理、资源测绘、通信

导航等行业提供数据支撑，助力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相关领域科技合作。

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张衡

一号”01 星于 2018 年发射，目前在轨运

行正常。“张衡一号”02 星继承“张衡一

号”01 星技术状态，优化了载荷配置，探

测物理量更丰富。两星在同一轨道平面

的不同相位进行协同观测，可有效提高

观测的时空分辨率，更充分满足卫星的

应用需求。

我国首颗地球物理场探测业务卫星“张衡一号”02星成功发射

导读详见3版

“ 美 誉 ”之 中 见 风 骨

6月上旬，陆军某旅开展海上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 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