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梁晓英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一切向前走，都
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肩负着民族解放、民族复兴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已经
深刻认识到崛起的中华民族必须有强大的航空力量作为保证，并为之进行积
极探索、勇敢尝试、不懈奋斗。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战争年代，发端
于航空先驱和革命前辈心中的“飞行梦”，激发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航空
事业无限探索和勇敢尝试。

党的领导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传承发展的红色基因，对新中国
航空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激励和深远的影响。

启航：点燃航空梦想
1909 年 9 月 21 日，这一天，是中国人在天空中第一次

留下飞机身影的日子，也是中国航空史上创世纪的日子。这
一天，“冯如 1 号”的惊世一飞，将中华民族前进的航标指
向了更加深远和广阔的天空。

在冯如飞上天空后的第三天，美国媒体的两篇报道都以
“中国人”为核心词汇，发出了“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超越西方”
的感叹。

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同样热衷研究飞机制造并醉心于飞
行的中国籍工程师谭根，在 1910 年 7 月举行的美国芝加哥万
国飞机制造大会上，驾驶着自己制造的水上飞机获得了水上飞
机组第一名的佳绩。

20 世纪初，这些留学生和爱国华侨怀着	“航空救国”的雄
心壮志纷纷回国效力，他们带来了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和高超的
飞行驾驶技术，推动并加速了中国近代航空的起步。

1910 年，留学日本的刘佐成和李宝焌研制飞机成功，被召集回
国后，在北京南苑飞机机场旁开办飞机试行工厂 ；1914 年，北京南苑
飞机修理厂厂长潘世忠成功研制出一架动力为 80 马力且机头装有 1 挺机
枪的推进式飞机，这是在中国本土上成功自制武装飞机的最早记录……

他们点燃了中华民族的航空梦想，照亮了中华民族航空事业的发展道路。
“我们造飞机是为了祖国能拥有一片和平的天空，我相信不用多久，中国军
队也会用上我们的飞机！”冯如那回荡在海天间的铿锵之言仿佛划破了时空，
激起了无数航空先驱们的共鸣。

探索：立志“航空救国”
100 年前的今天，一艘小小的红船从嘉兴南湖启航。中国共产党，怀着

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信念，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站在了中国历史舞台的
中央。

航空，作为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对其
高度关注，并进行了积极探索。

在广州市大沙头西侧，珠江岸边，有一幢由红砖砌成的造型独特的高大
房屋，人们亲切地称它为“红屋”。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推动帮助下，
孙中山于 1924 年 7 月在广州创办的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广东航空学校）本
部所在地。

为了给组建人民空军和发展航空事业积蓄力量，从 1924 年开始，中国
共产党就不失时机地挑选优秀人才，在国内和苏联学习航空技术。

这所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军事飞机学校，不仅开设了飞行理论
课，还有初、中、高级的飞行训练和机械方面的课程，包括发动机、器械实
习和飞机修护等，在教学和训练方面，已经非常系统和科学了。从 1924 年起，
该校共办了 6 期，培养了 400 多名飞行员，其中，不乏唐铎、常乾坤、龙文
光等共产党人的身影。

“愿我国威震长空，愿我飞机战亚东……”这所救亡图存革命学校的校歌
唱出了爱国青年保家卫国、献身航空的满腔热血和赤胆忠诚。

在耕耘航空学校、培养优秀人才队伍之外，即使是在当时异常艰苦的条
件下，“小米加步枪”的红军也拥有了自己的飞机。第一架名为“列宁”号的
飞机是鄂豫皖红军于 1930 年缴获的国民党进口的外国飞机。

在克服了技术和物质上的重重困难后，经过重新装配修复，根据地兵工
厂的工作人员在这架飞机的机身上涂上一层银灰色的油漆，并在机翼下方两

“列宁”号飞机。“列宁”号飞机。

“马克思”号飞机。“马克思”号飞机。

我国第一所革命航校——广东航空学校校门。我国第一所革命航校——广东航空学校校门。
“中共”号飞机。“中共”号飞机。

广东军事飞机学校选定“红屋”为校本部。广东军事飞机学校选定“红屋”为校本部。 东北老航校机务人员在冰天雪地里维护飞机。东北老航校机务人员在冰天雪地里维护飞机。东北老航校简陋的发动机维修车间。东北老航校简陋的发动机维修车间。

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师生高举自制飞机模型，参加开国大典游行。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师生高举自制飞机模型，参加开国大典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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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各绘制了一颗红色的五角星。从此，中国工农红军拥有了第一架飞机。这
架“误打误撞”的“天外来客”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并在后来
的黄安战役和第四次反“围剿”等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共中央已深刻意识到“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
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以战胜将来敌人”。我们党审时度势，于 1938 年
3月，选派44名干部到新疆航校学习，为共产党组建第一支航空队的骨干力量。

这支“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顽强苦学，系
统掌握了多种型号飞机的驾驶、维护和作战技能。他们以爬雪山、过草地的

精神，勇克难关，克服航空理论不易掌握的困难 ；他们探索运用实物学习，
创新办法，边操作实物，边领悟原理，较好掌握了飞行和维护技术知识；
他们淡泊名利，要技术不要高薪官衔，为巩固提高技术要求推迟毕业。

在 1939 年底进行技术考核时，学员们在驾驶、修理、战术、射
击等方面都取得了好成绩。中共第一批飞行员在新疆顺利飞上蓝天，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第一批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师。
这支诞生于天山之麓的红色航空队，走出了新中国第一批 14 位
空军将领。

建设：笃定报国信念
在党领导中国航空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上，无论是在开

国大典上驾驶战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还是从无到有组建人
民空军，亦或是在抗美援朝空战中打出国威军威的辉煌时刻，
都离不开一个名字——“东北老航校”。

1946 年，在战争的废墟和炮火硝烟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于吉
林省通化市成立。

“组建东北老航校，体现了党中央的战略眼光。”刚成立时就
担任东北老航校副政委的黄乃一回忆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

决定迅速抽调一部分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同时派出在延安储备的航
空人才进入东北，利用日军留下来的机场、飞机和航空器材创建航校，

以培养人民空军的“种子”。
然而，在那片满是战争创伤的黑土地上，老航校的飞天之路却异常坎

坷。一大批航空先驱们身披战火硝烟，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开启了艰苦创业。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四处搜集飞机和航材，

用马车牵引飞机，用打气筒给飞机轮胎充气，用酒精代替航油飞行，甚至有
的飞行学员没有鞋穿，赤着脚就飞上了蓝天。

航校刚刚成立一个半月之时，因为战局所迫不得不从地面和空中向牡丹
江迁徙。在老爷岭，由于火车动力不足，老航校人甚至创下了“人推火车”
的壮举。

就是在这所被誉为“共和国航空事业的摇篮”里，短短三年半时间内培
育出了 500 多名航空人才，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输送了大批领导干
部和骨干力量，并摸索积累了丰富的办校经验，凝成了“团结奋斗、艰苦创业、
勇于献身、开拓新路”为核心内容的东北老航校精神。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古老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举
目仰望，注视着人民空军 17 架飞机以整齐威武的队形飞过广场上空，接受
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发动机轰鸣声激荡在低云之下，昂扬了无数国人的志气。
人民空军的首次公开亮相震惊了世界。

中国空军的成立预示着新中国航空工业呼之欲出，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
爆发，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组建和创建被提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在烽烟战
火中，1951 年 4 月 17 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
决定》，标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诞生。

奋斗不息，才有未来可期。从 1921 年到 2021 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
了百年征程，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航空事业业已历经 70 载，满怀活力与激情奋
勇前行。在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 70 年历程中，航空人始终坚持以党的旗帜
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笃定航空报国信念，一代
代接续奋斗。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中国共产党早期对航空事业的探索，是新中
国航空事业的原点，更是所有航空人初心肇始的地方。历史和实践证明，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航空事业置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
之中，才能真正展现航空工业强军兴国的重要价值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才能真正建设中国的航空事业，才能真正发展和壮大中国的航空事业。

航空人认定了这一条真理，在下一个七十年，下一个百年，我们仍将笃
志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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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红色航迹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17架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放军空军17架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