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5 月 13 日 13 时 37 分，一架
飞机划过海军驻辽西某机场的晴空，漂
亮着陆，这是海军航空兵学院 22 岁的学
员鲁朋飞和教员姜涛正在执行学员期班
结业飞行技术考核任务。13 时 37 分 18
秒，飞机完成着陆之后，再次拉起。塔
台飞行指挥员李万年发现飞机拉出异常
青烟，立即提醒飞行员“检查温度”。37
分 19 秒，飞机开始右转，机头调转。37
分 23 秒，飞机开始大坡度右转，非常规
快速转弯。李万年反复提醒“注意状
态”，但未收到任何回应。

37分 31秒，飞机失速，向地面俯冲。
37分 34秒，飞机坠毁，飞行员牺牲。
为什么两名技术娴熟的飞行员在 17

秒内做出如此反常的动作？飞机上到底
发生了什么？调查组经过缜密调查后得
出结论：飞机在上升过程中，发动机舱局
部失火。飞行员为防止坠入前方人口密
集区，迅速右转，终因高度过低、处置时间
短，无法跳伞，坠入营区一片树林。两名
飞行员壮烈牺牲，地面无任何连带损失。

海空雄鹰志在长空，血性英雄铸骨青
山。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两个鲜活的生命用短暂的 17 秒，飞出了
人生中最壮烈的航线！

“17秒，他舍命一转”

5 月 13 日，登上熟悉的初教机，鲁朋
飞心中一定感慨万千。夏暑冬寒，记不清
与这位“老朋友”见过多少次面了，它曾带
着无数飞行员的梦想冲上蓝天，如今，又
要见证他的结业飞行。来团里已经飞行
97 小时 42 分，再加把劲儿，鲁朋飞就达到
100 小时，可以奔赴梦想已久的歼击机训
练场！千锤百炼，矢志不渝，就是为了今
天这一“飞”！

对于发动机空中停车，直线迫降或
者小角度迫降都符合要求，且成功几率
很大。鲁朋飞平时飞行技术熟练，教员
姜涛飞行经验更是十分丰富，他们为什
么会选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强行掉头
呢？如此危险的做法，他们难道没有考
虑后果吗？

飞行参数显示，飞机发生故障时，距
离地面仅 64 米，速度是 174.86 千米/小
时。理论上，飞机进行直线迫降和小角度
转弯迫降需要 600 米的滑翔距离。但向
前飞 130 米是地方驾校，350 米之外是人
口密集的繁华地段，学校、居民楼、医院、
加油站⋯⋯如果让飞机冲进去，后果不堪
设想。小角度转弯迫降也是不可行的。
向右转 90度，下方仍是一片居民区。

为什么飞行员不跳伞呢？初教机没
有弹射跳伞装置，平飞状态下飞行员需要
打开座舱，解开安全带，爬出舱外跳伞，所
需高度至少是 150 米，但此时飞行高度明
显不够。况且，没有飞行员操纵的飞机坠
入人口密集区，无异于一颗炸弹⋯⋯

在 17 秒中，他们用最迅捷的反应，连
续做出了 20 多个规避动作，终于做出了
超越飞机极限性能的转弯。海军航空兵
学院某飞行训练团副团长崔海波说道：

“这些动作，在正常情况下都具有相当大
的危险性，何况是发动机空中停车，可见
他们要避开人口密集区的决心多么坚
定。这是舍命的一转哪！”

牺牲之后，鲁朋飞仍然保持着拉杆蹬
舵的姿势，双腿和手臂掰都掰不回来。战
士们忍不住哭了。该飞行训练团飞行教
员黄志琪说：“他们的选择，是融化在每个
战士血液里的，正是他们履行了保卫人民
的职责，才体现出了军人的真正价值。”

“好男儿去当兵，大丈
夫来飞行”

鲁朋飞高中就读的河南沁阳一中是
海军招飞优质生源基地。2011 年 3 月，学
校组织飞行员体检，朋飞瞒着家里人偷偷
报了名，在 10 万个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直到去郑州参加体检，必须由家长陪同。
他斟酌再三，才不得不告诉父母实情。

“爸妈，我想当飞行员，要去郑州体检
了，你们同意吗？”父母有隐隐的担心：“部
队生活很坚苦，当飞行员也有一定风险，
你决定好了吗？”

鲁朋飞并未放弃：“参军入伍是我一
直以来的梦想，我想当一名飞行员，好男
儿去当兵，大丈夫去飞行。要是都觉得危
险不去当飞行员，谁来保卫祖国？”

就是凭着这股“轴劲儿”，鲁朋飞如愿
进入海军航空兵学院学习。

雄鹰振翅越海天，奋飞万里不迷航。
鲁朋飞视飞行为“勇敢者的事业”。李万
年曾与他谈及生与死的话题，当时朋飞引
用了一句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
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
尚的人会流下热泪。飞行不怕死，怕死不
飞行。从穿上飞行服起，我就做好了心理
准备。”

血性，是鲁朋飞作为一名军人的性
格！飞行学员的淘汰率将近 50%，这是绷
在每个学员心中的一根弦，大家都拼了命
练习，鲁朋飞总是走在最前面。飞模拟机
是每个学员在空中实飞前的必修课，团里
学员多，模拟机少，他就趁战友吃午饭的
时间，匆匆赶去模拟机室，抓紧练习。他
说：“我们的飞行时间只有 100 个小时，要
想进步快，就必须在模拟机上多练习。”

对高空有先天性恐惧的鲁朋飞要想
飞上蓝天，着实不简单。由于舰载机对飞
行员的体能要求更高，他要付出更多。5
公里体能训练，他总比别人多跑几圈；伞
降训练，别人练 1次，他就练 2次、3次。“吃
得苦中苦，练得好技术”，是他的口头禅。

在抗眩晕能力训练中，旋梯和滚轮训
练是很多学员的噩梦，别人转 40 圈，鲁朋
飞就转 80 圈。手脚磨破了，露出血肉，他
咬牙坚持，直到磨出厚厚的膙子；衣服磨

破了，他就随便套上件衣服回来继续练。
后来他就干脆让战友用背包绳将自己绑
在滚轮上，左右各转 40 圈，时间长达半个
小时。从滚轮上下来时，他狂吐不止，瘫
坐在地上。战友搀扶着他去休息，他边擦
汗边笑着说：“我离舰载机又近了一步。”

傲骨雏鹰折翼，凌云壮志未酬。如
今，看着演练场上新的飞行学员在训练，
战友们总想起朋飞。战友李帆说道：“我
总抽空翻翻相册看看老鲁，他的舍命一转
让我感到了这身军装的重量。”

“对不起，给部队添麻
烦了”

2014 年春节，鲁朋飞回到故乡焦作
市博爱县磨头镇际西村。为让父母看看
自己飞行时的样子，他特意换上飞行服。
看着英俊潇洒的儿子，老人笑得合不拢
嘴。朋飞说：“爸妈，你们也知道做飞行员
有风险，但我不怕冒险，以后不能在你们
身边尽孝，就让儿子给你们敬个礼吧！”

今年 4 月底的一天傍晚，按捺不住激
动心情的鲁朋飞给父亲鲁有海打电话：

“爸，我放单飞了！”此时，鲁有海正走街串
巷地卖菜，听完也高兴起来：“好啊，但你
以后更要注意安全。”

儿子笑了：“您放心吧，我不会有事
的。”打完电话，不知道为啥，鲁有海感觉
心里闷闷的，坐在路边抽了半天烟。

飞机失事后，海军航空兵学院第一时
间向鲁朋飞的舅舅、博爱县民政局副局长
郝瑞军通报了噩耗。当天晚上，郝瑞军和
部队上的人赶到鲁朋飞家。即使他们尽量
轻描淡写地说：“朋飞受伤住院了。”但从他
们躲闪的眼神中，两位老人仍然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取出卖菜攒下的全部
家底4.3万元，收拾行李，赶到部队。

得知鲁朋飞牺牲的消息之后，鲁有海
的身体像被一下子抽空了，眼前一片空
白，无力地瘫坐在地上。母亲郝瑞芳“哇”
地大叫一声，晕厥了过去。

清醒过来之后，鲁有海的第一句话竟
然是：“对不起，给部队添麻烦了！”

鲁朋飞父母离开部队前留下了一封
信：“既然当兵是孩子的梦想，既然孩子这
么热爱部队，甘愿献身国防，我们做家长

的就必须绝对地相信部队，依靠部队，就
要服从部队的规定，理解部队的难处，配
合部队的工作，不能给朋飞脸上抹黑。”

朋飞牺牲之后，鲁有海夫妇多出了很
多“孝顺儿子”。当部队领导将战友捐赠
的 4.3 万元送到他们面前时，老两口忍不
住泪流满面：“孩子们这些钱有 5 块的，有
10 块的，分明是从生活费里硬挤出来的。
这份情，让我们怎么还啊！”他们坚持从抚
恤金中拿出 10 万元，捐献给朋飞生前所
在的飞行大队，作为学员的困难补助金。

英雄的父母更是英雄！他们用日复
一日的辛劳培育出人民的好儿子，用一点
一滴的德行教化出新时代的好军人。正
因为有了如此朴素醇厚的家风，在关键时
刻，英雄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人民利益！

“英雄，一路走好”

英雄虽逝，精神长存。为让烈士安心
回家，海军航空兵学院和地方达成了共
识：“部队把烈士送回家，家乡把烈士迎回
家，军地共同把烈士安好家。”

5 月 20 日凌晨 4 点，学院官兵代表庄
严列队，肃立默哀。“向烈士——敬礼！”一
声令下，泪眼模糊的战友们举起手，用最
神圣的军礼为英雄送别。

护送烈士回乡的灵车缓缓启动，英雄
的哥哥鲁振华抱着骨灰盒，满眼泪水。

经 过 12 个 小 时 的 跋 涉 ，英 雄 到 家
了！焦作市领导在高速路口列队迎候，许
多素未谋面的乡亲们，眼含热泪，手捧鲜
花，伫立在村口，迎接烈士回家。云低风
轻，仿佛连树叶都在为烈士哀鸣。

黄土地里，英雄长眠；海空一线，又多
了只翱翔天际的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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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鲁朋飞正在参加中队的知识竞赛。

图②图② 鲁朋飞（右二）与队友合影。

图③图③ 训练中的鲁朋飞（左二）。（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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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秒，他用生命飞出壮美航线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家境贫寒的康玉静是曲
阜师范大学的女大学生，在
社会各界的资助下，她如愿
完成了大学学业。这其中，有
位名叫李玉坤的好心人，自
康玉静上大学后，不但每年
资助她 1000 元，还时常写
信勉励她好好学习，为报答
社会积蓄正能量。在康玉静
的心目中，李玉坤肯定是个
有学识、有修养、赚大钱的

“伯伯”。毕业前，她照着信封
上的地址，踏上了寻恩路。

“这就是你要找的‘李伯
伯’。”山东文登市环卫处清
扫科科长柳凤海带着康玉静
来到文登市步行街，指着正
在弯腰扫街的李玉坤说。原
来，资助了自己 4 年的“伯
伯”竟然是个收入微薄的环
卫阿姨，康玉静惊呆了，泪水
夺眶而出，跑上前一把抱住
李玉坤，哭着说：“阿姨，你赚
钱不多，还资助我⋯⋯”

“最困难时，我曾得到
过社会的帮助。现在，我比
以前生活好了，就应该回报
社会。”这是李玉坤善行的
原动力。

1986 年秋，李玉坤的丈
夫患上重病，母亲也卧床不起，为了治病，在家务农
的李玉坤欠下了 2 万多元的债务。最困难时，家里曾
三天靠啃食冷馒头艰难度日。就在一家陷入绝境之
时，她丈夫所在单位——山东曲轴总厂向他们伸出
援助之手，承担了治病的一切费用。社会各界也纷纷
向他们献出爱心。1990 年，经热心人介绍，她成了一
名环卫工人，虽然起初月收入只有 120 元，但有了固
定收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没有大家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只要我有
一点能力就要帮帮更困难的人。”李玉坤对此总是念
念不忘。“非典”期间，她带着女儿到医院献血，并捐
款 1300 元；汶川大地震，她先是捐款 3000 元，又资
助了 4 名灾区的特困生；青海玉树大地震，她向人借
了 3000元，添上自己仅有的 200元，捐了出去；雅安
地震，她第一时间捐款 6000元⋯⋯

李玉坤对贫困学生有着超乎寻常的“母爱”。
1999 年，她在文登市春节晚会上看到了感人的一
幕：十几个特困生在政府的资助下步入大学校园。李
玉坤的心动了，她下定决心，“哪怕自己勒紧裤腰带，
也要为贫困学生献上一份爱心”。随后，她把自己挑
灯做手工活攒下的 1200 元，连同市里发给她的
2000元十佳文明市民奖金，悉数捐给了温暖工程。

据文登市环卫处估算，自 1998 年以来，李玉坤
捐助过的孩子有 40 多个，捐款额达 20 多万元。为捐
助更多的人，她专门订阅了报纸，只要看到灾情或是
贫困生的报道，就马上捐助。而对于捐助社会的善
举，李玉坤从来不愿多说。前些年，李玉坤不知道钱
该捐到哪儿，就主要通过市环卫处捐。近几年，她逐
渐找到了“熟门”，偷偷跑去慈善组织捐款。

李玉坤对他人慷慨，对自己却很“抠门”。文登市
建设局考虑到作为山东省建设系统劳模的她晚年没
有生活保障，曾专门拨付 5 万元用于她养老。2011
年，文登推行大龄居民养老保险，环卫处领导建议她
拿出这笔钱投保，以解后顾之忧，但一问才知道，这
5万元早被李玉坤一分不留地捐给了贫困生。

盐水泡米饭、馒头就大葱是她的家常饭，多年前
别人赠送的一件紫红色外套是她惟一一件正式服
装，逢开会、拍照时才拿出来穿。她为自己花得最多
的钱是买鞋，因为她每天为扫地、捐赠而不停地奔
波，半个月就能磨破一双鞋。为了支撑自己的善举，
李玉坤还捡拾破烂，所得收入全部用于捐助。

李玉坤说，自打献身公益事业以来，最痛苦的不
是“亏待”自己，而是见不得被捐助者的冷漠无情。在
得知一名大学生为学费发愁时，李玉坤寄去 1000
元钱。过了不到一年，李玉坤放心不下，拨通了这个
学生的电话。“李玉坤是谁？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
人。”电话那边传来冷漠的话语。李玉坤曾给一个大
学生买了一件崭新的羽绒服，寄出之后却被无情地
退了回来，原因是对方嫌样式不够新潮。

但是，冷漠和误解都不能动摇李玉坤，因为她有
自己的幸福坐标，她常说，“别人过好了我就感觉好，
只要能动我就要去帮别人”。正是有了这种信念，她
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把爱心奉献给他人，把
真心奉献给社会。

山东省文登市环卫工人李玉坤

：

﹃
别人过好了我就感觉好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

波

得知“李伯伯”竟然是一位 60 多岁的环卫女工，

康玉静(左)泪流满面。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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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深州市深州镇西街关村，有
位叫谷天芳的女士。2005 年，20 岁的她
离开象牙塔返乡创业；2015 年，30 岁的她
拥有了年销售额近 500 万元的花卉企业。
10 年间，她用自己的青春和胆识，走出了
一条自主创业的芬芳路。

日前，《经济日报》记者走进谷天芳的
西大苗木花卉专业合作社展厅，一股清香
伴着清凉让人顿感神清气爽，杜鹃、凤梨、
青叶碧玉等花卉应有尽有，姹紫嫣红。

谷天芳自幼受家庭熏陶，对花草情有
独钟。2005年，为追求梦想，她返乡创业。

“起初最发愁的就是钱，场地、人工、原
料各项加起来，一次就得投入 50 万元以
上。”万事开头难，谷天芳说服父母、找到亲
朋，总算凑足了 70万元的启动资金。

建花圃需要一块宽阔场地，为节省成
本，谷天芳选择了一片垃圾成堆、野草丛生
的废旧坑塘。清理垃圾、拉土垫坑、平整地

面、搭建屋舍⋯⋯经过谷天芳一家人 3 个
月的忙碌，一个占地 7亩的花圃基本建成。

接着是建设温室、引进花草，把花圃逐
步充实起来。历经两年筹建和发展，谷天
芳的西大花卉养花基地正式开业。

“刚开始每天看着花圃里各种各样的
花，心里美滋滋的。”谷天芳聊起第一年养
花的经历说，“可问题接着就来了，花养得
不错，可没人买，那两年投了不少钱，却基
本没见着收益”。

眼看着市场打不开、投资要打水漂，谷
天芳有些灰心。“赔点钱不要紧，后面的路
还长着呢！”父亲谷宝三一边为女儿打气，
一边帮她找原因，“是不是咱们引进的品种
太单调，顾客不喜欢⋯⋯”

找到问题的关键后，谷天芳开始详细
调研、总结经验，改种适销对路的花草。她
还利用网络，为客户提供跟踪服务和寄养
服务，谁家的花出了问题，她随叫随到帮忙

解决，实在不行的她就运回自己的花圃，把
花调养好了再送回去。渐渐地，人们都被
这个小姑娘的热心所感动，西大花卉也逐
渐得到了认可，来花圃买花的人越来越多。

“总算是开始盈利了，但后来又经历了
不少打击呢。”聊起创业路上的波折，谷天
芳开玩笑说，“多得连我自己也数不完”。

2009 年，她从南方引进了价值 10 几
万元的热带花卉。由于花苗质量较差，加
上当年冬天突降大雪、花棚保温措施不到
位，满棚的花“全军覆没”，损失惨重。当时
很多人都劝她放弃，不服输的谷天芳选择
了坚持。她擦干泪水、重新建棚，在家人的
支持下，继续学习摸索、总结经验。

为改善花圃的硬件设施，谷天芳又先
后建起 3 个外遮阳、内遮荫的花卉温室，室
内可人工调节温度。

“都说铁树 60 年一开花，可俺培育的
120 棵铁树刚到 30 年树龄就开花了。”提

起种花技术，谷天芳很骄傲。她对科技痴
迷，却从不拘泥于书本理论，她能用杜鹃、
凤梨等鲜花制作出“欢庆五一”、祥云图案
等各种节日造型，每逢情人节、母亲节、中
秋节等节点，她还会为顾客配搭出充满寓
意的“鲜花套餐”。

经过 10 年的发展，谷天芳的西大花卉
已有大型温室 3 个、观光展厅 1 个、室外种
植基地 30 多亩，年销售额近 500 万元。花
圃内植有观花型、观叶型、观根型、观果型
等四大系列共 1000多个花卉品种。

“现在主要是走批发，也有客户来观光
零购。”谷天芳的花卉在衡水、辛集、石家庄
等地市场供不应求，前来观光采购者更是
络绎不绝。“我们刚注册了网站，下一步打
算开辟网络市场，把西大花卉卖到更远的
地方去。”谷天芳壮志满怀，“养花是我的事
业，也是我的追求，我的计划还有很多，会
一步一步实现”。

河北省深州市西街关村谷天芳：

花棚草舍间绽放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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