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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四平是东北解放战争中一段重要
的战事。1946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先后在四平
进行了四次浴血鏖战，人民军队以伤亡4
万余人的代价取得最后胜利。

历史永远铭记那些为了新中国付出鲜
血和生命的英烈。让我们一起感受这部炮
火硝烟中的壮丽史诗。

兵家必争之地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东北是当时
中国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控制了东北，
就意味着在全国战局中占了有利地位。四
平是当时辽北省省会，地处松辽平原中部
腹地，辽、吉、蒙三省区交界处，是连接
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又是粮食集散地，
战略位置重要。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此地
便成为两军争夺的军事战略要地。

四战四平历时两年，投入兵力94万余
人次，展开四次战役：四平解放战、四平
保卫战、四平攻坚战、四平收复战。第一
次作战为四平解放战，是东北民主联军为
了夺取战略要地四平，同驻守在四平的国
民党军队展开的战斗。第二次作战为四平
保卫战，是国民党新一军全面进攻四平，
东北民主联军守城部队奋起还击，打响的
四平城区保卫战。第三次作战为四平攻坚
战，是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决战于四
平外围的战斗。第四次作战为四平收复
战，是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肃清四平
国民党守军的战斗。

四平解放战

1946年3月13日，苏军撤离四平。3
月17日，东北民主联军以6000兵力速战
速决，全歼驻守四平的国民党辽北省地方
保安部队3000人，抢在国民党军队北上
之前占领了四平，关闭了国民党军队北进
的大门。四平保卫战的序幕也由此徐徐拉
开。此谓一战四平，又称四平解放战。

四平保卫战

随后，国民党意欲越过四平直取北满
地区。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决定以战促
和，部署了以保卫战略要地四平街为核心
的东北大会战，以军事斗争扩展政治回旋
空间，迫使国民党停战，促成东北和平。

国共双方二十余万大军在四平城郊百余里
防线上阵地对垒。东北民主联军顽强保卫
四平，以伤亡800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
军1.6万余人。一个月后，暂居劣势的东
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四平，移师北满。此
谓二战四平，又称四平保卫战。

这一战中，最惨烈的当属塔子山战
斗。廖耀湘指挥的新六军用600多辆汽
车、坦克和火炮很快逼近四平地区，对四
平防线的制高点塔子山形成三面包围。双
方炮火齐开，我方官兵面对敌人的集团式
冲锋，无一人后退，弹药打完之后，用石
头砸，石头砸完之后，干脆牙咬肉搏。

四平攻坚战

四平攻坚战是东北民主联军历史上第
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也可以说是双
方打得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战斗开始，四平城内的交战空前激
烈，到了晚上，四平上空飞满了照明弹、
燃烧弹，民房被炮弹点燃，火光熊熊，夜
里的四平如同白昼。苦战一个礼拜，我军
占领四平道西一带。国民党七十一军伤亡

惨重，军长陈明仁的弟弟陈明信被俘。
刻不容缓，要进一步拿下道东地区。

道东地区有一座水塔，用大理石砌成，敌
军仗着这个牢固“碉堡”以逸待劳，连伤
我军多名冲锋战士。最后，解放军战士用
十几挺机枪封锁住塔上的枪眼，爆破手上
前进行爆破，才拔掉这根硬刺。

当时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是陈明仁。
在战役中，陈明仁把从十九路军在上海抗
战时学来的“撒豆成兵”战术用上。我军
攻击部队正要冲上铁路天桥时，天桥上边
悬吊着的两只大麻袋突然开了口，两大袋
黄豆像水一样撒下，战士们猝不及防、跌
倒在地，致使我军众多战士牺牲。

后来，陈明仁弃暗投明。1949年8月
4日，程潜、陈明仁率湖南七万七千官兵
在长沙起义，为和平解放长沙做出杰出贡
献。毛主席、朱总司令专电嘉励“义声昭
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四平收复战

在四平收复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
（原东北民主联军） 先后占领鞍山、营

口、开原等中小城市，使国民党军被南北
分割。吉林、长春、沈阳间交通断绝，成
为孤岛，处境危殆。

1948年2月27日，我军下达作战命
令，国民党守军指挥官彭锷决定死守四
平。3月4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再次围攻
四平，用了8天时间先集中力量扫清四平
守军的外围支撑点，12日发起总攻。解放
军以五路优势兵力配以强大炮火同时出
击，分割穿插，向心突破。解放军第一纵
队，采取了迂回穿插战术，打乱了守军防
御体系，接连发起猛攻。眼看大势已去、
无力回天，彭锷带着 1000 多人仓皇突
围。留下近两万国民党守军，在一个昼夜
之间全面溃败。最终，东北民主联军以总
计伤亡四万余人的代价歼击国民党军六万
八千余人，牢牢掌控了四平。

从此，四平彻底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四战四平以血与火的生死局面，锤炼

了东北人民解放军正规化作战能力，为人
民解放军控制东北战场局势、打击国民党
军有生力量、解放东北及全中国，奠定了
基础。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四战四平：解放战争的壮丽史诗

战机延寿是各国为保持空中
力量规模与水平而采用的常见做
法。那么，投入大笔资金改造老
战机到底值不值？延寿又有哪些
方式方法？

根据战机实际情况，决定是
换新、翻新还是常规维修保障
后，即可展开后续工作。战机延
寿主要有以下几种典型方式：

“查缺补漏”式。针对使用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采取“哪里
不行改哪里”方式，修补设计漏
洞或缺陷。

“添砖加瓦”式。这是装备
“ 加 改 装 ” 典 型 手 段 中 的
“加”，主要根据任务能力需求，
通过增加新型设备和系统等，进
一步提升战机作战能力。

“改头换面”式。这是装备
“加改装”典型手段中的“改”。
即针对任务需求或昔日的“瓶
颈”“短板”，通过局部改变、更
换或改进原战机的装备、武器、
配置、结构、材料、尺寸、形
状、安装位置等，改变或增强原
有的功能或能力。

“取长补短”式。主要是借
用成熟的装（设）备、材料、系
统或技术进行升级。此举既能有
效降低升级和维护成本，同时也

能加快战机作战能力生成。比
如，俄罗斯借助在叙利亚取得的
实战经验，对苏-35战机进行升
级后，如今又计划借用苏-57战
机的部分技术对苏-35的发动
机、雷达和电子设备进行深度升
级。

“增量迭代”式。主要是指
在原型机基础上增量迭代，使一
批更比一批强。这样做既能最大
化降低生产成本和维护保障费
用，也能促使相关战机的生产线
可持续发展。

战机或借助数字孪生等技
术实现快速“重生”。一些国家
近几年高度重视数字孪生技术的
应用，大力推动战机研发与使用
数字化工程，助推战机延寿更有
针对性且更加智能化。通过运用
数字孪生等技术对老旧机型进行
扫描和3D建模，一方面，能在
战时快速重启生产线，同步实施
针对性升级改进；另一方面，也
能够借助3D打印等手段，有效
解决老旧战机所存在的供应链中
断、零部件短缺等问题，确保战
时快速“打补丁”的实现战机或
可借助新战法减少损耗。未来，
战机延寿也可借助新战法的运用
来实现。 据《解放军报》

如何延长战机寿命

看着战机穿云破雾，你有没
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战机遭遇
雷击怎么办？

不少人会回答：绕道而行。
雷暴区被视为飞行活动的“禁
区”。如果飞行航线上有雷雨云
封道，会对战机飞行安全带来极
大影响。不过，有时候飞机遭受
雷击在所难免。2018年 12月，
科威特空军的一架F/A-18战斗
机曾遭遇“空中惊魂”。闪电击
中机身后，在座舱盖上留下明显
伤痕，使战机发生剧烈振动。战
机降落后，立即被送往机库检
修。

防雷击一直是飞机研究的重
点课题。目前，战机防雷技术指
标总体上优于民航客机，重点体
现在“避雷”的机动能力、“探
雷”的预警能力和“抗雷”的绝
缘性等方面。

为了让战机远离“雷电”，
科研人员费尽心思。一般来讲，
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躲”。战机携带的雷

达能够对大气环境进行自主监
测，地面指控中心同样时时监控
着天气变化和飞机飞行情况，遇
到雷暴天气会提前发出警报。在
地面指挥中心协同配合下，飞行
员可以提前采取措施躲避雷暴
区。俄军苏-35S战机就配备了

“雪豹”-E雷达用来探测气象。
二是“罩”。“罩”依据的是

静电屏蔽原理。以法国“阵风”
战机为例，当靠近雷暴区时，导
体制成的战机机身就像一个金钟
罩，将电流排斥在外，保护战机
内部人员和设备。复合材料制成
的隐身战机，内部会有一层薄薄
的金属网，能够有效避免雷击带
来的损坏。

三是“导”。“导”是在机
翼、翼尖等处安装放电刷。闪电
来袭时，战机如同一个移动避雷
针，将电流传至放电刷，保护机
内人员和设备。瑞典“鹰狮”、
英国“鹞式”战机均采用这种装
置。

据《解放军报》

战机怎么防雷击

为完成战术侦察或其他任务，潜望
镜、雷达、热像仪、激光测距仪、雷达定
位定向设备等渐渐成为装甲侦察车感知系
统的组成部分。信息快速处理和传输设备
的加盟，则使得装甲侦察车成为实时信息
网络的一部分。由于各自作战需求不同，
各国装甲侦察车在实际功能选择上也各有
侧重。

法国
“美洲豹”装甲侦察车

车体较小，以便降低被敌方击中的概
率；外形低矮，便于借助地形规避敌方探
测；采用“机关炮+反坦克导弹”组合，
以便在行踪暴露后压制对方火力，快速脱
离接触……这些现代装甲侦察车拥有的特
征，在法国“美洲豹”装甲侦察车上都可
以找到。

在火力方面，“美洲豹”轮式装甲侦
察车是“小车扛大炮”。硕大的双人炮塔
上安装着40毫米口径埋头弹机关炮。炮
塔右侧是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具有

“发射后不管”和“人在回路中”双模
式。另外，它还配有机枪以及烟幕弹发
射装置。

作为装甲侦察车，该车安装有稳定式
全景视野远程监视系统，能够昼夜监视、
识别和跟踪目标。驾驶舱上方，安装有3
具潜望镜，车体左侧还有一具前视观察探

头。车长有指挥观瞄镜，炮长有观瞄镜。
信息的传输和共享由车载的“蝎子”前方
信息系统管控，这使得该车可与后方共享
侦察成果。

瑞士
“鹰”式装甲侦察车

装甲侦察车可分为履带式与轮式两
种。瑞士陆军前些年采购的“鹰”式装甲

侦察车就是轮式装甲车。
和履带式装甲侦察车相比，轮式装甲

侦察车机动时更加灵活、时速更高。由于
多用途设计理念的运用，“鹰”式装甲侦
察车有炮兵前沿观察车等不少亚型，可执
行不同任务。

为更好地感知态势，该车正面和侧面
车门上部设计有防弹玻璃窗。驾驶员和车
长座舱顶部可安装前视夜视装置。光电目
标探头一般设置在可折叠桅杆上，竖起

时，能观测更大的范围，不用时则可收
回。所获数据不仅可传输给车载指控系统
终端，也可上传给指挥链路。它的单人炮
塔上装有可拆卸的前方观察/热成像系统
瞄准具，旁边的7.5毫米口径机枪和烟幕
弹发射装置可提供一定防护能力。

白俄罗斯
“潜行者”装甲侦察车

白俄罗斯的“潜行者”装甲侦察车是
一款履带式装甲侦察车，与轮式装甲侦察
车相比，它的地形适应能力较强。

“潜行者”装甲侦察车并非由现成的
装甲车改装而来，只是在建造时借力于
GM-352M履带式底盘。作为一款2001
年推出原型车的装甲侦察车，“潜行者”
的态势感知手段比较齐全。无线电扫描装
置、安装在伸缩桅杆上的远程光学探测仪
器、电视摄像机、无线电电子对抗装备等
使它“耳聪目明”。惯性导航系统和全球
卫星定位系统，以及加密无线电通信手
段，使它能实现信息上传下达。稳像式火
控系统的运用，可保证它在昼夜情况下搜
索、发现和跟踪目标。

为确保在深入目标区域时行踪隐秘，
它的车体低矮、炮塔扁平，车体表面涂有
一层吸波材料，对尾气排放和发动机噪音
也进行了针对性处理。

据《解放军报》

各国装甲侦察车有哪些不同

①“美洲豹”装甲侦察车

③“潜行者”装甲侦察车

②“鹰”式装甲侦察车

最近，中国空军发布的宣传
片《天空之上》在网上刷屏。片
中，我国各种自主研制战机翱翔
蓝天的画面，引来广大网友点赞。

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
航空工业刚刚起步，只有数量极
少、规模很小的飞机及配件修造
厂，没有能力独立设计和制造国
产飞机。

“一五”计划期间，航空工
业开始从战时飞机修理向批量生
产制造的阶段发展。此时，一道
难题摆在科研人员面前——受限
于工艺和材料技术，科研落后生
产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

经航空工业局批准，1956
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
国营112厂成立。徐舜寿被任命
为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叶正
大、黄志千为副主任设计师。

设计室的创建工作举步维
艰。设计团队住在招待所里，连
热水都没有；初始办公场所是国
营 112 厂技术大楼的几间办公
室，工作条件十分艰苦。

一天，徐舜寿与工作人员散
步时，无意间发现厂区里的一排
小红房，房屋门前遍地落叶，墙
上布满青苔，已经弃置多年。

徐舜寿当即决定将这里改造
成办公室。他要求把房屋全部打
通，变成大办公室，所有的制图
桌都集中在这间大办公室里。徐
舜寿的工作位置设在房屋一角，
每当设计师遇到问题时，他马上
协调解决。

设计室建立初期，大多数设
计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们有
的大学刚刚毕业，有的才下战
场，有的从国外辗转回国……这
支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年轻队
伍，真正从事过飞机研究的只有
徐舜寿、黄志千和陆孝彭等人。

如何让年轻设计师快速成

长，是设计室必须直面的难题。
徐舜寿想方设法为年轻设计师创
造学习条件。只要有来沈阳的航
空领域专家，他都登门拜访，请
他们来设计室授课。

徐舜寿还模仿国外航空企
业，聘请国内教授当顾问，并
颁发聘书。在他的不懈努力
下，设计室里每位设计师都可
以向专家提问，专家可以随时
答疑解惑。

当时，我国已完成歼-5飞
机的研制，设计室把设计目标定
为喷气式教练机。徐舜寿希望通
过这型飞机的研制，既能为空军
提供先进战机，又能培养出更多
的飞机设计人才。

后来，这架被称为歼教-1
的传奇飞机，采用两侧进气的全
新设计。有人质疑，摒弃传统的
机头进气设计，这种方案是不是
步子迈得太大了。徐舜寿却认
为：“两侧进气便于在机头安装
雷达，我们自主设计飞机要广泛
吸收长处，不能‘唯米格论’。”

为解决机身两侧进气难题，
顾诵芬回北京从头学起。“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白天学生
在用，我只能晚上骑自行车去查
阅资料。”顾诵芬回忆说，为了
尽可能准确，他甚至用硫酸纸把
图描下来，自己动手“影印”。

就这样，一个个技术难题得
以攻克。

1958年7月26日，歼教-1
在北陵机场首飞成功。歼教-1
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
迈上自主研制的新台阶。

在那个艰苦年代，设计室创
造了我国航空工业史上的多个第
一，为新中国自行制造飞机奠定
了坚实基础，在我国航空工业发
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据《解放军报》

我国首个飞机设计室

日前，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宣布完成首
架电动飞机试飞测试。在公布的照片上，
一架外观时尚的电动飞机，在大地的衬托
下显得动感十足。

这架名为“创新精神”的电动飞机是
劳斯莱斯公司“加速飞行电气化”计划的
一部分。该机由 6000 个电池组提供电
力，动力达400千瓦。这套电池组也是迄
今为止能量密度最高的推进电池组。

劳斯莱斯公司称，在飞行测试中，
“创新精神”电动飞机创下3项世界纪录。
在3000米内达到每小时556千米的最高时
速（超过原纪录每小时212千米），在15
千米内达到每小时531千米的时速（超过
原纪录每小时292千米），在202秒内爬升
至3000米高度（比原纪录快60秒）。另

外，该机最高时速每小时623千米，被认
为是世界上最快的全电设备。

“创新精神”电动飞机亮眼的飞行成
绩，得益于采用的高能量密度电池组。在
全电设备领域，电池能量密度是制约发展
的主要因素。因此，对机动性要求较高的
飞机，尤其是战斗机来说，很难实现全电
推进。“创新精神”电动飞机在电池组技
术上的突破，有望推动军用飞机电动化发
展。

或许不久以后，“创新精神”电动飞
机的相关技术将在军事领域得以推广。同
时，随着全电推进技术的发展，更多符合
作战需要的高能量密度电池将被开发出
来，甚至取代燃油动力系统。

据《中国国防报》

最高时速达每小时623千米

世界上最快的电动飞机来了

““创新精神创新精神””电动飞机电动飞机

↑四平战役纪念馆。

←四战四平中，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西满纵队独立一师师长马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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