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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的地方菜品花样繁多，包含蒙古族、满族、汉族、回族、朝鲜族
饮食文化特点。

羊汤

羊汤极具风味，最典型的做法是将两年至三年的肥羊宰杀、接血、
去皮，将内脏取出，肠、肚清理干净，将羊窠裸不去骨分割成小块。分锅
将肉、肚、肠“紧”一下，漂去血沫脏物，用清水洗净，将内脏、肉等煮熟。
羊血煮熟后，放清水中凉透，然后将带骨的肉及心、肺、肠、肚、血切成
条，一同放入锅中，不加作料慢炖两至三个小时，至汤呈乳白色，装盆上
桌，由食客自行盛入碗中食用。桌上放醋、盐、蒜末、香菜等调料，依据
口味自己向汤中添加。这道菜不膻不腻，烂熟纯香，天然纯朴。

滚刀肉

滚刀肉即红烧羊脖子。把新鲜羊脖子洗净煮熟，再伴以作料红烧，做
成后呈肉红色，大盘上桌，光泽鲜艳，看之就已令人垂涎欲滴。其肉鲜美不
腻，骨烂筋熟，香嫩可口。因为似肉墩形，食用时必须用刀或筷子撕下肉来，
大家轮流割肉吃，这肉墩就在盘子里滚来滚去，因而这道菜得名滚刀肉。

手扒肉

手扒肉是蒙古族千百年来最喜欢的传统食品，因用手抓着吃肉，故
名手扒肉。牛、羊、马、骆驼等家畜及狍兽类的肉均可用来烹制手扒肉，
但通常白城地区的手扒肉主要指手扒羊肉。手扒肉是蒙古族款待客人
必不可少的佳肴。 （白城市文联供稿）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
校）在吉林通化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办学期间，东北老航校先后4次搬迁：1946年4月，从通化
搬到牡丹江；1946年11月，从牡丹江搬到密山；1948年3月，从
密山搬回牡丹江；1949年3月，从牡丹江迁到长春。1949年
11月18日，根据中央军委“先办航校、再建空军”的指示，
我军先后成立了7所航空学校，老航校的骨干力量陆续输送到
各个航校和其他有关单位。因此，东北老航校被称为“人民空
军的摇篮”。

1949年11月2日，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民用航空
局，受空军指导。至上世纪80年代，我国航空事业长时期是军
民合一的局面，因此东北老航校也被称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
摇篮”。

今天校部坐落在长春的空军航空大学，是人民空军主体战
斗力生成的唯一源头，其前身就是东北老航校。

在艰辛的奋斗中，东北老航校人孕育形成了东北老航校精
神。202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到空军航空大学视察时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
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

一、东北老航校精神内涵意蕴

东北老航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东北老航校光辉历程的高度凝练，是人民军
队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包含“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
拓新路”四个内容，每个内容都有其深刻的内涵、丰富的意蕴。

（一）团结奋斗是东北老航校精神的力量源泉
东北老航校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我党早期派往苏联学习

的航空技术骨干，有经过长征和抗日战争的老战士，有参加革命
时间不长的年轻学生，也有从汪伪和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还有
日籍留用人员。这些人员思想觉悟高低不一，文化技术水平参
差不齐，作风习惯松严不一。在这种情况下办航校，团结各方面
人员上下同心，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是办好航校的唯一出
路。

1.坚持党的领导是团结奋斗的核心。人民空军党缔造，人
民空军忠于党。从航空队到航空总队、航空学校，始终在党的领
导下，具体工作是在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一般简称
东总）领导下开展。1947年6月，有6位起义人员和航校的2位
同志联名向航校领导提交了一份《八人意见书》，提出：由他们飞
战斗机，而由新疆航空队回来的红军干部当飞行教员。校领导
研究后，初步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定在飞行教员训练班结束夏
训后照此意见办。新疆航空队回来的红军干部得知这一情况后
召开支委会，一致认为：由谁来飞战斗机、培养什么样的飞行员，
是关系到党的建军原则方针的问题。战斗机应由共产党员干部
来掌握。他们派人向航校领导和东总首长反映情况。东总的刘
亚楼、谭政两位首长听到汇报后，向航校发电报指示：按新疆航
空队同志提出的建议办。按照东总的指示，航校加深了对“航校
应该依靠谁、培养谁”问题的认识，决定由新疆航空队回来的同
志改装和掌握隼式战斗机。

2.确立奋斗目标是团结奋斗的基础。东北老航校团结奋斗
靠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军功赏格，靠的是追求，也就是奋斗目
标。1946年，航校遇到了三大难题，一是理论教学能否进行下
去，二是没有初级和中级教练机如何飞行，三是没有航空汽油如
何进行训练。任何一个问题不解决，航校都办不下去。靠什么
凝聚大家呢？靠党中央关于“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的伟大号
召，将其作为团结奋斗基础的目标，靠着这个目标解决了一个个

办校难题。
3.执行决策部署是团结奋斗的关键。东北老航校始终贯彻

执行党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各类人员政策，尊重、珍惜技术
人才，形成了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局面。1946年4
月，航校领导在通化暴动刚过两个月的情况下，决定让日籍飞行
员参加空中转场。当宣布这个决定时，引起了日籍飞行员很大
的震动，林弥一郎和一些日籍飞行员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
说：“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是宽大的，是实事求是的，是信任的。”结
果，在将近一个月的空中转场中，所有的日籍飞行员都认真负责
地把飞机安全地飞到指定地点，大塚等4名日籍飞行员因偏航
撞山献出了生命。当时，还有一批日籍人员和中国同志一起到
长春搜集器材，由于国民党进攻长春，他们和中国同志失去了联
系，但没有投奔国民党，历经波折后步行回到了航校。

4.发挥骨干作用是团结奋斗的支撑。党员干部也有思想问
题。航校老领导常乾坤回忆说，有的干部一来就遇上航校搬家，
行军途中还要求背长枪、站岗放哨，觉得到航校比在陆军当干部
辛苦；有的干部要求学飞行，达不到目的很不高兴；有的干部和
学生对办航校所遇到的重重困难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感到航
校难以为继、丧失信心，要求调动工作，等等。1947年12月下
旬，副政委薛少卿主持召开了航校党委民主生活会，进行统一思
想工作。王弼和常乾坤等领导同志都作了深刻的批判与自我批
评。参会的红军干部也作了自我批评，检讨“总部航空队”是老
大思想，航校“舍我其谁”思想带有片面性，对团结也不利，表示
应在今后的工作中注重克服。航校在整顿中上下通了气，解除
了很多人心中怨气，消除了领导班子成员和红军干部之间的隔
阂，树立起了同心同德、同甘共苦搞好工作的良好风气。

5.发扬民主是团结奋斗的保证。东北老航校深入细致的政
治思想工作，发扬三大民主，通过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批评与
自我批评来统一思想。航校飞行一期学员、原空司副参谋长姚
峻和原广空副参谋长孟力回忆说，在老航校里，常乾坤之所以深
受大家的尊敬，就是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老航校到处充满了
团结的空气，靠的是发扬民主，特别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比如，航
校实物教学、直上“九九”高教机、酒精代汽油，就是靠民主讨论
解决的。

（二）艰苦创业是东北老航校精神的核心内涵
创办航校正处于建立东北解放区的艰苦时期，当时，国民党

军发动猖狂进攻，敌机经常来空袭，日伪残余和土匪特务不断骚
扰破坏，物资供应极为困难，航材、油料缺乏，而且东北地区冬天
气候异常严寒。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教育训练，其艰苦
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1.艰苦创业体现在不怕吃苦。东北老航校创建者以苦为
荣，以苦为乐。乐于当“团长”。东北的冬季气候通常在零下三
四十摄氏度，火炉在临睡前燃一阵便熄灭了，室内温度很低，大
家睡觉时一钻进被窝便缩成一团儿，同志们风趣地说，这是当

“团长”。有人写诗描述道：“长夜风雪吼欲狂，衣单被薄镀银
光。蓝天壮志聊一阵，当个团长入梦乡”。

2.艰苦创业体现在敢于担当。老航校创建者知难而进，迎
难而上，靠担当克服困难。比如张开帙回忆：当时的飞机十分破
旧，有的一架就有100多个洞。飞机之所以都破旧得这样厉害，
是因为老百姓痛恨日本人，在飞机上扎了许多洞。要修好这些
飞机，实在不容易，不仅技术上难题多，还缺少必要的技术资料、
工具和原材料。搜集到的破旧飞机运到通化以后，航空队马上
组织人员开始抢修。没有维修记录，哪有故障就修哪里；缺少航
材，就把几架飞机上的零件拆下来集中到一架上使用。曾经有
一架飞机蒙皮上打了120多块补丁。有一架飞机的一叶螺旋桨
打断一截，就把另一叶锯短以保持平衡，照样飞上蓝天。

（三）勇于献身是东北老航校精神的血性胆气

老航校是在战火纷飞、情况复杂、环境险恶的条件下工作
的。由于任务紧迫，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很难照顾职务待遇等个
人利益，有时甚至要求付出更大牺牲。

1.勇于献身就要正确对待个人利益。放下待遇学飞行是当
时学员们的普遍选择。1946年6月，一期机械班、二期飞行班
学员王海，经莒县、诸城、高密、平度等地，风雨千里到了丹东，一
道选择题摆在他的面前：留在当地工作，或是继续奔赴航校。留
地方工作颇具诱惑力，由于当地干部奇缺，凡是来自关内、经过
战争考验的，都能得到重用。但王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继
续徒步前行，穿过长白山原始森林，最终到达老航校驻地。

2.勇于献身就要正确看待生与死。老航校创建者为了建设
航校，宁要航材不要命。1946年3月1日，航校在通化成立，对
外番号是“三一”部队，老百姓听不真切，又见拉的都是破烂飞
机，零七八碎的东西，就称他们是“垃圾”部队。刘亚楼后来说，
贺龙靠两把菜刀创建红军，我们是靠破铜烂铁创建空军。为了
搜集飞机、航材和设备，有的同志受伤致残，有的甚至牺牲了生
命。学员毛景新在搜集搬运器材时被车压断了一条腿，落下终
身残疾。王弼、顾光旭等人乘卡车冒着寒冷刺骨的风雪边走边
查，辗转到了哈尔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了日军731部队
遗留在平房区的地下仓库搜集航材，他们回驻地不久就出现发
烧、昏迷症状。经医院全力抢救，同去的5人有2个中国人和1
个日本人大难不死，另有1个日本人和1个朝鲜族人却献出了
年轻的生命。顾光旭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落下了口吃的毛病。

（四）开拓新路是东北老航校精神的显著特征
办航校是我党我军从未有过的事业，如果按照外国建设空

军的经验，要在当时的环境和情况下办航校，简直是不可能的。
创办初期，航校面临着一系列关系到能否办下去的大问题。

1.开拓新路必须敢于创新。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办航
校，老航校人开动脑筋，打破常规，敢于创新，敢为人先，走出了
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1946年夏航校开飞以后，随着学员人数
不断增多和飞行场次的增加，油料消耗量越来越大。解放区不
能生产，从外国进口也不可能。为克服这一困难，航校领导发动
群众进行讨论。日籍技术人员提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曾被
迫进行过用酒精代替航空汽油的试验。航校决定立即进行以酒
精代替汽油的试验。经东总批准，研究小组以改进汽化器为重
点，经过上百次试验，在把汽化器喷嘴加大到2.5毫米、酒精纯
度提高到96%的情况下，调整进气阀和排气阀的间隙及点火位
置，发动机可以正常运转。地面试验，发动机最大转速符合飞行
要求。地面试车成功后，空中试飞成功。

2.开拓新路必须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老航校
立足现实，尊重科学，不蛮干，不逞匹夫之勇，善于从具体实际出
发，树立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1946年7月，飞行一期甲班进
入飞行训练阶段，航校训练再次遇到“拦路虎”。各国培训飞行
员都是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最后飞高级教练机。
但航校仅有4架“英格曼”初级教练机和10余架“九九”高级教
练机，没有中级教练机。4架初级教练机破旧不堪，1架修复后
试飞时发生故障坠毁，其余3架都不能使用。航校领导将这一
问题交全校讨论，大家认为学员训练不能等，只能想方设法“一
步登天”，越过初、中两级教练机，直上“九九”高教机训练。在统
一认识的基础上，航校领导发动群众摆问题、想办法。针对“九
九”高教机飞行速度较大、操纵困难等情况，采取了反复进行座

舱练习，着重掌握起飞着陆要领，增加带飞时间，严格考核制度，
确保有把握才放单飞等一系列措施，把勇敢精神和科学态度紧
密结合起来。经过大家的努力，所有学员都陆续放了单飞。一
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子，就这样被闯出来了。

二、东北老航校精神时代价值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民空军建设发展，着眼为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作出“努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空军”的战略擘画，并在2020年莅临长春，视察空军航
空大学，发出要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的指示号召，为我们
明确了新时代加强人民空军建设的引领指南。

（一）坚定信仰牢记崇高使命
东北老航校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

业绩，靠的就是办好航校建空军的信仰追求。信仰既是奋斗的
灵魂，也是团结的基础。只有在信仰的旗帜下，才能凝聚起人民
群众和官兵的信念意志，汇集成最强大的奋斗力量。新时代是
奋斗者的时代，我们要牢记崇高使命，笃定建功空天理想追求，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
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新时代军事教育
方针，沿着习近平主席标定的航向奋飞，自觉投身建设强大人民
空军的伟大实践。

（二）不忘历史发扬斗争精神
从1924年我们党选派党员学飞行，到1949年人民空军成

立，再到新时代现代化战略空军初成，凝聚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
的信仰追求，经历了几代空军人的接续奋斗。进入新时代，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继“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又提
出了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并为我们绘定了“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
军”壮伟蓝图。我们要发扬伟大斗争精神，勇于自我革新，为将
空军航空大学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校不懈奋斗。

（三）赓续血脉锻造新型人才
东北老航校办学的硬件起点虽然低，软件起点却很高，其中

之一就是校领导和教员骨干的素质高，他们当中既有后来担任
空军首任司令员的刘亚楼、曾任空军副司令员的常乾坤，也有我
党多方培养储备的优秀航空人才，还有日籍留用人员。强军事
业呼唤强军人才。东北老航校的办学历程给我们的启示是：建
设世界一流空军必须有一流的英才方阵。党中央、中央军委始
终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坚持把飞行人员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
中之重，大力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工程，努力锻造能够担当强军重
任的高素质干部和人才队伍。我们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
资源的思想理念，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关系大局的大事来抓，切
实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倾力
打造新时代强军兴军人才矩阵。

（四）勇闯新路推动改革创新
当前，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空军航空

大学的建设也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军
校的战略目标为我们提出了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面对前进道
路上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热切响应新军事变革的大潮呼唤，坚
决贯彻习近平主席“强化改革创新”的指示要求，大力传承弘扬
东北老航校开拓新路的创新精神，前瞻把握院校转型建设发展
的时代大势，以不进则退、只争朝夕的紧迫忧患，持续激发全校
官兵干事创业的热情动力，以高度政治自觉和强烈使命担当，紧
盯空天领域发展前沿，坚持自主创新，勇于自我变革。

这就是诞生在吉林省的东北老航校，是空军主体战斗力生
成的唯一源头，是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英雄的摇篮和
将军的摇篮。东北老航校精神映照着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是我
军一向坚持的团结奋斗历程的生动体现。在强军兴军的征程
中，我们要牢记习近平主席的重托，大力传承弘扬老航校优良传
统和红色基因，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为早日
建成世界一流空军拼搏奉献！

（据《吉林日报》）

吉林省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
●王玉琦 白刚

聚焦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 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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铢积寸累 日就月将
●马志强

“风霜”一词本义是指风和霜。古人用“风霜之吏”来
喻指监察之职、御史之任，御史台也被称为“霜台”“霜
署”。南朝史家范晔在《后汉书》里说：“风霜以别草木之
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在风霜中，才能识别各类草木的
性质，在危乱中，才能得见忠贞志士的操守。

“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
之比焉。”御史行纠弹百官、维护纲纪之责，“风霜”之危难

严峻，不但在辨别百官之忠奸善恶，更加在于考验御史的
担当操守。

《南齐书·崔祖思传》说：“论儒者以德化为本，谈法者
以刻削为体。道教治世之粱肉，刑宪乱世之药石。故以教
化比雨露，名法方风霜。”道德之教化被比作雨露，春风化
雨，教化人心；律法之严明被喻为风霜，不容徇私，规矩分
明。

寒风萧索，冷如霜雪。宋代欧阳修所著《醉翁亭
记》有“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
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风高霜洁，山间四季风
光，清楚分明。

我国自古多廉吏，爱憎分明。包拯任监察御史及知谏
院时，为肃正纲纪，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
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一千六百余匹驼毛缎
子的汾州知州任弁等，民间有“包弹”之称。而对于有才干
者，包拯则秉公力荐。杨邠、王鼎、王绰因任内严惩贪官被
权臣所忌而降任，包拯极力主张复用此三人。

《大清相国》中的陈廷敬，两次担任吏部尚书，也在主
管监察、弹劾及建议的都察院做过两次左都御史。陈廷敬
提出吏治的关键是加强对地方总督、巡抚等高官的监督和
问责，“上官廉，则吏自不敢为贪；上官不廉，则吏虽欲为廉
而不可得。”

勇 担 风 霜 之 任
●刘梦云

“铢积寸累”语出宋代苏轼《梦
中作靴铭》：“寒女之丝，铢积寸
累”，强调一点一滴地积累；“日就
月将”出自 《诗经·周颂·敬之》：

“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意
思是每天有收获，每月有进步，形
容积少成多，精进不止。“铢积寸
累，日就月将”隐藏着辩证法中的
量变质变规律，强调的是量的积累
和沉淀。为学没有捷径，都要经历
一个日积月累、由浅入深、由小而
大的过程。唯有不弃微小，不懈努
力，一步一个脚印，方能学有所
得、学有所成。

“铢积寸累，日就月将”蕴含着
一个“勤”字。“业精于勤荒于
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习来不
得投机取巧，以勤为径、以苦作
舟，平时多下一点“笨功夫”，最
后才能成就“真功夫”。晚清名臣
曾国藩自称少时“愚陋之至”，但
他相信勤能补拙，每天黎明即起，
醒后勿沾恋，史书每日读十页，每
月作诗文数首，即使公务缠身，甚
至在行军打仗时，仍然刻苦读书、
孜孜向学。他在读书笔记《克勤小
物》中写道：“古之成大业者，多
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栋，基于
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
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
也。”

“铢积寸累，日就月将”蕴含着
一个“恒”字。学贵有恒，最忌

“一日曝十日寒”，最需要“板凳甘
坐十年冷”的韧劲和钻劲。西晋左
思在写《三都赋》时，家门口、庭
院里、厕所里，都摆放着笔和纸，
偶尔想出一句，马上就记录下来，
日积月累，坚持了十年终成佳作，
人们竞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
近代学人杨树达，一生专注治学，
直到晚年研究甲骨金文，仍然坚持

早晨三四点起床工作，上午十时休
息，下午继续工作，几乎天天如
此。他自命“积微居”，从一张张的
学术资料卡片的“微小”积累起
步，日复一日地钻研整理，写就了
《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等考
证严谨的著作。

“铢积寸累，日就月将”蕴含着
一个“挤”字。鲁迅有言，时间就
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
有的。学习如果能够做到见缝插
针、积零为整，哪怕事务繁忙、千
头万绪，仍能日有所获、月有所
进。北宋欧阳修为学有“三上”，即
枕上、马上、厕上。他把这些零碎
光阴“挤”出来，用在读书治学
上，日积月累，收获颇丰。数学家
苏步青把零碎的、稍纵即逝的时间
比作“零头布”，他常常在清晨做健
身操时阅读古诗词，散步、聊天时
构思诗作，接待记者来访、朋友座
谈间隙读书，其著作《微分几何》
的大部分篇幅就是靠“挤”“零头
布”写出来的。

“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
为学如此，为政亦然。党的十八大
以来，经过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
锻造，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
心为之一振，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
是，紧盯一条烟、一瓶酒、一盒月
饼这些“铢寸”之弊，一个节点一
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
决，持续发力、步步为营，积小胜
为大胜，推动实现风气的整体好转。

事业的大厦是一砖一瓦堆砌起
来的。新时代的党员干部，不论为
学还是为政，都要拿出“勤”“恒”

“挤”的干劲和韧劲，从一点一滴、
一时一事做起，积少成多，精进不
止，才能实现由量变到质变，采撷
到“所做平凡事，皆成巨丽珍”的
胜利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