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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怀民，湖南衡阳人，首批清华大学
与空军联合培养飞行学员，2015年在清华
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与航天航空工
程专业本科毕业，2015—2017年，在空军
飞行学院先后经历初教-6、教-8和歼-7改
装训练，2017年12月因技术原因停飞，任
河北某场站驱鸟队排长。2018年改学专业
航空管制，9月分配至西南某机场任管制
参谋。2020年3月，经考核被任命为所属
部队首批塔台飞行管制员。

2019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74周年，在我的军旅生涯中同样也是

极不平凡的一天。告别飞行两年半后，我

再次和飞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塔台独

立担负战斗机管制指挥，与蓝天再续前

缘。下达完起飞口令，望着加力呼啸升空

的战鹰和滚滚热浪，我思绪万千，心潮起

伏，回想这几年来的经历，一种慑人心魂

的感动直触心房，往事历历犹如幻灯片回

放浮现眼前。

高中毕业时，我怀揣着飞天的理想招

情系蓝天 不变的初心
○王怀民（2011 级航院）

飞入伍，没有料想到挑战会来得如此突

然，我接到了提前到军校参加选拔的通

知。带着激动的心情和对未知的期待，我

乘车辗转来到北国春城，一轮轮考评接踵

而至。经过军事体育科目的训练，航空理

论的学习，初教机的体验考核和文化成绩

复试，我通过了选拔，成为首批空军与清华

大学联合培养飞行学员的三十二分之一。

在长春的这段日子，紧张而短暂，忙

碌又充实，充满了艰辛、苦涩和汗水，更

有战胜挑战后的喜悦。对飞行事业的向往

让我选择了勇敢面对和坚持到底，这段令

我自豪的经历不仅磨练了意志，更提高

了觉悟。依稀记得中学校园里立有一句标

语：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祖国的人。

这句话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立志

绝不能简单考虑一己之得失，而应该思索

如何将个人的事业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结

合。只有这样人生才会跃迁到新的起点和

高度，正确的人生航向才能被赋予生命航

线更大的意义和价值。

“水木清华强军志，逐梦空天赤子

心。”在清华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下，

我们不仅获取航空航天的专业知识，逐渐

丰满搏击长空的羽翼，而且广泛涉猎各门

类感兴趣的学科领域，努力拓宽自己的视

野和知识面。利用广阔的平台、优异的资

源，去磨砺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在清华

园里不断成长，完成了由一名普通青年向

合格飞行学员的转变。大学带给我的，不

只是知识框架的构建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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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还有人格、价值观上的塑造。

为期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参加了

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聆听了观点新颖的

大师讲座，遇到让我们深受启发的同道中

人。与优秀者同行，如同洞穴探微带着火

把前行，足以驱散黑暗。点点滴滴、言传

身教，宛如夏日夜空的点点繁星，倒映在

我们的心田。当在“航空概论”课上听

陈海昕教授讲述参与国产客机C919设计

时，我体会到了清华人对于航空梦想的执

着与热爱；当听完杨振宁先生深入浅出的

“普通物理”课时，我领悟到清华人致知

穷理的精神和学问笃实的作风；当在大操

场看见社团招新“百团大战”的热闹场

面时，我感受到清华人对于文化的开放包

容；当看到92岁的黄克智院士热爱运动、

坚持每天清晨打一场网球，我敬佩于清华

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决心；当在清

华英烈纪念碑前听到沈崇诲驾机撞向日舰

的英烈故事时，我体会到清华人穿越世纪

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当我在杨村机场感

受歼-10起飞的轰鸣，在成都飞机厂看到

歼-20的飒爽英姿时，我叹服于飞行事业

的宏伟，更无比感恩清华对我们这个集体

的用心付出。这些付出，都在我心里深深

刻下清华的印记，让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要

做什么，越来越清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

的人。

时光追溯，回到2014年的转校季。临

别时，校武装部熊剑平老师殷切叮嘱：

“未来的人生航段风景瑰丽又充满挑战，

或许有人会在征途上踯躅彷徨，甚至在困

难面前退缩放弃，但无论平凡抑或伟大，

我都希望你们的内心长明自强不息之灯，

永远保持进取的姿态，把艰难困苦视作玉

汝于成的机遇。”顺利完成联合培养阶段

的学习任务，怀着对母校的依依不舍和无

限眷恋，带着师长、亲友的厚望和寄托，

我们踏上新的征程。作为飞行学员，我先

后经历初教机训练、高教机训练和战斗机

入门改装三个阶段，无论哪一种机型，我

都认真钻研机型理论，全身心扑在飞行训

练上。

然而，由于技术原因，我于2017年3
月停飞了。“飞天”的梦想成为了破灭的

“肥皂泡”。在心情低落的日子里，我被

安排到连队锻炼，任代理排长。作为驱鸟

队的一分子，飞行时常伫立在跑道一侧，

操作钛雷炮轰驱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禽。望

着同期同学驾机升空，我思考着在人生

变幻的旅途上，除了钟爱的飞行，还能从

事什么样的职业才能重新构建起精神的大

厦。目光随着腾空消逝的战机望向远方的

天空，我回想起第一次飞高空科目时的情

景。脚下是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平日里

常去的定兴县城小得微不足道，而东北处

偌大的北京城、天津卫作为人类文明在黄

土地上的结晶，与向西看去绵延万里的巍

巍太行相比竟感觉如此渺小，天空的浩瀚

壮阔，与人类征服蓝天事业的博大崇高相

映得彰。这种感情提醒我，即使我不能飞

行了，我也要紧密地与飞行联系在一起，

清华飞行员班集体参观航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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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为飞行服务的人员！就这样，停飞

面临转往地面院校以及专业选择时，我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航空管制，立志成为一名维护

飞行秩序、保证飞行安全的“空中交警”。

2018年9月，我毕业分配到空军西南

某机场，开始了我的飞行管制工作生涯。

怀着一腔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积

极学习航管相关法规，熟记每个空域的使

用规定，熟悉区域内的每一条航路、航

线，仔细琢磨值班中特殊情况的处置方

法，很快开始单独担负机场管制值班，成

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飞行管制员。

踏着改革强军号角的鼓点，飞行组织

指挥模式改革把飞行管制员推上了飞行指

挥的前台，成为了塔台的核心。面对这个

新生事物，我牢记守护蓝天的使命，欣然

接受挑战。记得第一次拿起话筒指挥战

斗机的时候，心中满是沉甸甸的责任感。

我当过飞行员、连队排长、机关参谋，在

军事飞行训练人前幕后的各个岗位流转，

真正走向调度中枢，近距离体会组织飞行

的严肃紧张，却是首次。通过手心里冒汗

的红色话筒报出安全的归航方法，我目不

转睛地看着监控器上的飞机光标，仿佛自

己也置身于空域的返航路线上，俯瞰这云

海茫茫下的苍茫大地。随着最后一架战机

着陆滑回，首次见习指挥在指挥员的帮带

下画上了句号。夜航飞行讲评结束，我带

着体会一边反思品味，一边走回管制室准

备组织复盘。夏季夜空繁星点点，机场的

灯光更加绚烂，偶尔降落的民航班机提醒

我，时间已经将近晚上12点，但飞行调配

的魅力注定将今晚变得漫长。指挥中开车

时机的掌握、地面滑行的观察、道面的管

制、空域和航线的规划、指挥的用语等每

个细节都与整个场次息息相关。从飞行决

策的参与者和建议者，转变为飞行指挥的

决策者，不仅要求我掌握基本调配数据，

还要清楚具体的实施方法；不仅要求我熟

悉飞行诸元，还要了解基本的操纵原理，

做到求其上，才能得其中，最终达到游刃

有余。想到这里，我有一种“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无论多晚结束回来

学习讨教也成自觉，把每个场次当成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能力的机会。

日晷上日影的转动提醒我们珍惜生

命。回首我的青春航迹，我明白事业不

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永远坎坷不

平。我们本都是极其普通的一人，仅仅是

凭借了向往蓝天的初心和担当使命的决

心，仅仅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和

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投身到一份伟

大的事业里，人生才创造出更大价值。是

党和国家给了我优异的平台，锻造了我的

思考能力、身体素质和综合品质等方方面

面，我衷心感谢组织的培养、领导的关心

和同志们的帮助。个人能做的就是在顺境

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逆境中不断激励自

己，努力承载起背负的使命。正如清华校

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谨以此文献给母校110周年华诞！

王怀民校友在工作岗位上，目迎飞机返航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