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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批复54.9亿投资5家新机场 
本报综合消息　据国家发改委官网

10 月 22 日公布的信息显示，国家发改
委已于 9 月底批复新建吉林省松原民用
机场、青海省果洛民用机场、内蒙古扎
兰屯机场、云南省澜沧民用机场、贵州
省仁怀民用机场共 5 家机场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公告的数据显示，5 家机场的
总投资额为 54.9 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吉林松原查干湖机场本
期工程按满足 2020 年旅客吞吐量 40 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 2000 吨的目标设计，
飞行区等级指标为 4C，松原机场项目
总投资 7.84 亿元。其中，国家发改委

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76 亿元，民航
局安排民航发展基金 2.09 亿元，其余
由吉林省和松原市政府按照等比例安排
财政资金解决。

青海果洛民用机场本期工程按满足
2020 年旅客吞吐量 8 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 200 吨的目标设计，飞行区等级指
标为 4C，项目总投资 11.33 亿元。其中，
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3.97
亿元，民航局安排民航发展基金 5.56
亿元，其余由青海省政府安排财政性资
金解决。

内蒙古扎兰屯民用机场本期工程按

满足 2020 年旅客吞吐量 28 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 1400 吨的目标设计，飞行区
等级指标 4C，项目总投资 4.67 亿元。
其中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1 亿元，民航局安排民航发展基金 1.53
亿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安排财政性资
金 0.6 亿元，其余投资由呼伦贝尔市政
府和扎兰屯市政府按等比例安排财政性
资金解决。

云南澜沧民用机场本期工程按满足
2020 年旅客吞吐量 25 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 750 吨的目标设计，飞行区等级指
标 4C，项目总投资 15.33 亿元。其中，

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76
亿元，民航局安排民航发展基金 2.09
亿元，其余由吉林省和松原市政府按照
等比例安排财政资金解决。

贵州仁怀机场工程按满足 2020 年
旅客吞吐量 35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3500 吨的目标设计，飞行区等级指标
为 4C，项目总投资 15.73 亿元。其中，
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3.07
亿元，民航局安排民航发展基金 7.8 亿
元，其余由贵州省和仁怀市政府按照等
比例安排财政性资金解决。

（李岚）

机电系统公司举办
班组建设现场交流会

本报讯　10 月 22 日，中航工业
机电系统在中航工业新航举办首次班
组建设现场交流会，以进一步落实中
航工业工会工作精神，加强各单位间
工会工作的学习和交流，持续提升“六
型”班组建设工作水平。机电系统公
司各成员单位班组建设工作主管领
导、工会主席、优秀班组长代表等共
计 170 余人参加了此次现场交流会。

会上，3 家成员单位分别作了经
验交流。中航工业南京机电的精准型
班组建设，金城“一、二、三”班组
建设体系的构建，新航的“班组长学
校”以及班组小家建设等工作各具特
色，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
外，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的
中航工业庆安九厂舵机装配生产班
组、“陕西国防系统工人先锋号”的
电源电机电器制造厂 14 车间冲压工
段、“全国工人先锋号”的新航平原
公司机加分厂“孟祥忠班组”等 3 个
优秀班组的班组长与大家分享了在管
理、技术创新、班组文化建设等方面
富有特色的经验做法，受到了与会代
表们的热烈欢迎。

机电系统公司工会主席韩晓阳指
出，班组就是企业大厦的根基，希望
各单位一把手能够亲自抓班组建设，

形成“党委领导、行政主抓、工会推
动”的合力，让职工在“家庭、学校、
舞台和赛场”上，有更多的班组长和
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他强调，“六
型班组”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六
型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要达到真正意
义上的“六型班组”，要真正结合企
业自身实际，要融入地域特色文化，
找出瓶颈，对症下药，将 AOS 管理、
精益管理、六西格玛等管理工具真正
地应用到企业的细胞中，通过不断改
进改善，最终获得大收益。

与会代表观看了新航集团通过
不断改进改善班组建设而取得的成果
展 ：新航 957 个班组焕发的活力带来
了 10 年获得的 256 项发明专利，诸
如新粒度标准溯源的研究、大型钟罩
式气体流量标准装置等。与会代表还
到现场参观了全国劳动模范朱义兵创
新工作室，亲身体验了特色班前会、
职工小家建设。

与会代表对新航的班组建设给予
了高度评价。班组长们也纷纷表示，
要向标杆学习，要把所学、所看、所
思、所想带回到企业，带领团队解放
思想、转变观念、攻坚克难，打牢基
础，深入扎实推进“六型”班组建设
工作。　　　　　　　　　　（辛文）

科技进步是王道
——中航工业南方科技工作走笔

李晨

从新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的
一飞冲天，到最新型航空动力问鼎
雪域高原 ；从南方摩托在亚运会上
的威风开路，到兆瓦级燃气轮机叩
开民机大门，历经一个多甲子的奋
斗，中航工业南方步入了快速发展
的轨道。整体叶轮精密铸造、燃烧
室激光打孔、细长轴精密加工……
精准的加工技术与潜力迸发的创新
驱动背后，是一棵挺拔茂盛、硕果
累累的科技大树 ：2013 年，中航工
业南方获得中航工业科技进步奖 17
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 32 项，其中
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各 1 项，“某型燃气轮机及
其供能系统研制”等项目顺利通过
科技成果鉴定……伴着航机与非航
产品齐飞的荣光，“南方人”始终坚
信着一个道理——科技进步是王道。

 科技羽翼渐丰满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南方公
司六十余年的创业史中，各类科技
元素随着企业发展壮大而不断向着
多元化迈进。2013 年，名为“MBD”
的定义模型开始应用于某航机关键
零件的工艺编制中，这标志着公司
的工艺编制从二维向三维跨越 ；同
年，南方公司完成了航空发动机设
计制造协同平台建设，工艺与设计
人员从此实现数据共享，技术文件
会签、数据发放、接收和归档均可
在网上完成，91.11 分的信息化水平
评分昭示着一个高度智能与便捷的
信息化时代正在“南方”揭开序幕。
而在这样的发展“快车道”中，一
个个全新的高科技平台焕发出活力 ：
2013 年年末，无损检测国家实验室
通过国家认证 ；2014 年初，理化测
试国家实验室获行业认可，并获得
加拿大普惠公司材料实验室认证，
其中工业 CT 检测技术、理化测试
能力、外场原位无损检测等技术已
达国内领先水平。在计量方面，公
司拥有 200 余项检测和校准能力的
国家校准实验室，从而跻身国防军
工二级综合计量站之列。

今 年 10 月 下 旬， 原 中 国 航 空
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来公司调研，
南方公司早就用上 3D 技术的事实让
这位老领导震惊。虽然 2013 年 8 月
中航工业在飞机研制过程中率先采
用了 3D 打印技术，并成功将打印部
件用在了新机型上，但在中航工业
南方，这项技术早在 2002 年就已经
应用于精密铸造领域。目前，公司
已经计划选取若干的零件图号开展
重点研究，结合国内外企业、院校、
研究机构的助力，不断寻求着 3D 打
印技术在航空发动机研制领域的新
突破。3D 打印技术的增材制造与传
统的机械加工的减材制造，中航工
业南方正不断尝试着将二者有机结
合，全速引领着未来航空动力制造
行业的发展趋势。

“南方人”深知，在科技舞台上
演独角戏，注定不会精彩，校企合
作为科技工作铺设了另一块厚重的
基石。随着公司与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等一批知名院校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一个个合作攻关课题和专家
工作站纷纷落户“南方”，成为了探
索高新技术和解决质量难点的原动
力。目前公司已与合作院校签订和

待签订合作项目 24 个，其中半数项
目和课题已经完成验收，在科研生
产中正释放出应有的科技正能量。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南方人”
心底的创新动力被源源不断地激发
出 来。2009~2013 年， 公 司 共 申 报
专利 590 件，这个数字是 2005~2009
年申报总数的 10 倍，单年的发明专
利从 2009 年的 16 件跃升至 2013 年
的 74 件。公司技术水平也不断突破

“天花板”，某航机对半机匣变形控
制、复杂多层机匣钎焊技术、整体
构建精密铸造技术……一项项行业
里高难度的技术项目，被一一拿下。
公司每年赢得的航机订单越来越多，
高效率、高质量的“南方特色”技
术及加工能力也逐渐被行业内熟知。

技术与需求的“二重奏”

科 技 升 级 的 源 泉 究 竟 从 哪 里
来？这从中航工业南方型号的蝶变
历程上可以找到答案。无论是军品
航机还是非航民品，从大型涡桨发
动机到小型起动机，公司的型号换
代和技术升级是一曲厚重而和谐的
二重奏，每当一款全新的产品进入

“南方”动力家族，技术的升级便是
最具代表性的注解，每个型号需求
的背后，都是一场众望所归的科技
革命。

新航机能够顺利“降生”，需要
越磨砺越光芒的技术。在某型航机
的研制过程中，两大机匣铸造的突
破之路令人难忘，这条路，曲折而
艰难。

当设计人员拿到该型航机的机
匣设计要求时，着实为它的“娇贵”
吸了一口凉气——从未接触过的复
杂型腔、壁薄、尺寸精度高、空间
油路复杂……为了确保研制质量和
进度，公司最初决定向海外订货，
浪漫的法国人最初应允，并铸出样
件，后来却因为成本太高而终止了
合同 ；俄罗斯人看了图纸之后，坦
陈只有降低精度、增加壁厚，才能
承揽铸造。在这样尴尬的处境下，“南
方人”决定卧薪尝胆，坚决攻下机
匣铸造这片技术高地。

从 2008 年开始，“南方人”像
燕子衔泥垒窝一样，陆续增添先进
铸造设备。为解决毛坯尺寸稳定性
问题，凭借过去其他型号的铸造经
验，技术人员在制芯、用砂选择、
剖面划线方面采用新技术 ；为了在
浇铸过程中让金属液流动得更快更
均匀，大胆采用铸造中不常用的“倒

金字塔”反向铸造法……经过反复
试制，全新的主机匣毛坯无论是在
尺寸保证还是装机性能等方面都大
放异彩，“南方人”在完成了看似“不
可能”的任务同时，该新机正一步
步走向直冲云霄的那一刻。

同 样， 公 司 强 劲 的 科 研 能 力
也为更多的项目铸就着腾飞之翼。
2013 年 12 月，公司与中航工业动研
所合作完成的“某发动机工程”项
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
该项目在制造工艺上的先锋军，公
司 10 多年的科研生产历程同样是一
曲技术创新、攻坚瓶颈的交响 ：国
内首次采用粉末冶金高温合金制造
涡轮盘、领先攻克大扭角复杂曲面
整体离心叶轮数控高效加工技术瓶
颈……公司用多项先进的技术助推
该型发动机制造工艺水平完成了从
二代机向三代机的跨越。积聚着高
精尖的科研能力，南方航机的呼啸
声响彻苍穹。

“新青年”带来新希望

科技基业若想长青，必须根深
蒂固，还得花果满枝，在科技升级
的大环境下，公司一批批年轻科研
技术人才正茁壮成长。当积累起来
的技术与新奇活跃的思维融合，一
张散发着活力的科技图谱在新时期
悄然展开卷轴，中航工业南方的新
一代正用他们独有的方式为科技的
未来带来新的希望。

2013 年 12 月 4 日，专家团队宣
布公司“某燃气轮机及其功能系统
研制”项目正式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这标志着公司民品开发迎来了新的
纪元，而项目背后的 11 名年轻的团
队成员则是点燃希望之火的普罗米
修斯。在这个团队中，有 8 个是“80
后”，他们或是初出茅庐的工程师，
或是刚工作 2、3 年的愣小伙。虽然
在经验上略显青涩，但充满热情、
永不服输是他们的标签。因为实行
项目管理制，团队要负责从设计、
试制、装配、试车到市场开拓等整
个流程。有时候工人师傅忙不过来，
这群从事设计的年轻人就亲自上阵，
明确分工后，全程参与从样机分解、
分析部件性能、到三维仿真制造等
过程。遇到问题，专家们倾囊相授，
帮他们分析方案的合理性，为年轻
人把好关。久而久之，项目逐渐成
型，项目组成员们都成长成了“电
脑桌上能画设计图、办公室外能试
车”的“全能王”。

2013 年 9 月，燃气轮机项目进
入到了最后阶段——高原试车，这
个平均年龄只有 27 岁的团队带着燃
气轮机踏上了通向青海的高海拔之
路。刚来到青海德令哈，严重的高
原反应就让试车小组的成员们感觉
气短头晕，但为了一刻等不得的任
务，他们咽下两片缓解药后，就再
一次踏上试车的征程。在车队横渡
一条 10 米宽的小河时，运输车突然
抛锚，眼看试车地点就在眼前，试
车组成员马上卷起裤脚，踩着接近
冰点的河水，愣是生生地把运输车
推过了河岸……几十里试车路上，
踩满了他们倔强的脚印。

同 年 9 月 14 日， 燃 气 轮 机 在

3000 米 海 拔 完 成 冷 运 转 ；15 日，
3000 米海拔试车完成 ；17 日，燃气
轮机上 4400 米海拔运转正常，高原
试车任务全面完成。这个焕发着生
气的新机在“南方人”的陪伴下完
成了迈向市场的“成人礼”，小组成
员们也完成了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谦虚、倔强、创新、果敢……
在历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南方青
年”们已经成为公司科研的中坚力
量，一朵朵迸发着活力的科技之花
也绽放开来，“80 后”的林虎钻研出
的对半机匣形变控制技术为某型航
机的科研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31
岁的黄如采用全新的误差基准测量
方法，将某种零件的合格率从 70%
提升到 100%，朱铁山对加工方法进
行创新，某附件机匣的加工工序从
原来的 106 道减少至 85 道……当各
个岗位上的闪耀点聚合在一起，前
行的道路上，是无穷无尽的动力。

精心管理成硕果

自 2009 年召开首次科技大会以
来，在“建设科技领先型企业、打
造中小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品牌”
目标的引领下，公司科研能力不断
增强，一批又一批的新型项目相继
立项。虽然科技立项的形势一片大
好，但如何保证项目顺利通过层层
评审验收并最终“开花结果”，不仅
要求项目本身过硬的技术水平，更
考验着公司的科技成果管理能力。
为了做好这个科技花园里的“园丁”，
公司在管理上不断完善。

“好的印象是成功的一半。”2013
年 8 月，正值某型号航机的科技项
目申请成果的关键时期，公司为该
项目量身定做宣传片，对项目的市
场前景、创新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系
统的介绍。当气势磅礴的影像出现
在评审会的大屏幕，该款航机便牢
牢镌刻在了专家们的心中。有了好
印象的助力，最终该项目在 40 项获
得中航工业一等奖的项目中脱颖而
出，获得二阶段考核的“面试”资格，
被直接报送至国防科技进步奖，并
最终用一等奖的成绩完美收官。权
威的鉴定是科技成果的“定心丸”。
2013 年 12 月，公司首次邀请空军装
备研究院和装甲兵工程学院的院士
完成了某兆瓦燃机的成果鉴定，他
们的到来不仅解决了项目本身存在
的短板问题，更用至上的权威为其
后的发展之路上了道坚实的“保险”。
制度是管理的“护卫舰”。2012 年，
公司印发了《中航工业南方科技成
果管理办法》，在丰富内容的同时，
大幅提升奖励金额，并将科技成果
与专家的晋升挂钩，不断促进着公
司上下形成重视科技成果的良好气
氛。在全面科技管理的护航下，科
技花园中的雨后春笋茁壮成长。

不懈奋斗稳迈进，科技之花洒
芬芳。一片对蓝天的赤诚，让“南
方人”越是困难越向前，对技术的
求精，让“南方制造”向着国际一
流不断接近。伴着航机与非航民品
迸发出的火花，“南方人”正用如火
的热情，浇灌着科技的希望之花，
向着未来骄傲地怒放。

南方公司与昌飞合作焊接技术工程实践教育基地揭牌。

30个昼夜的鏖战
方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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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1 月，攻坚歼 7 Ⅲ型飞机
01 架总装的战斗在天寒地冻中打响。
由于种种原因，原计划进度被拖延。为
此，中航工业成飞发出了“让晚点列车
正点出发”的号令。一时间，全厂上下
总动员，各路精兵强将披挂上阵，争分
夺秒。

“老朱，你的鼻子怎么出血了？”
在总装现场，一位同事焦急地对年近花
甲的现场服务组副组长朱家思喊道。“没
事的，没事的。”大伙心里都知道，从
部装现场一直跟到总装现场，患有高
血压的朱家思星期天也没有休息。因为
腰部受伤，他常年身穿钢背心。“不行，
今天你必须去医院了。”就这样，朱家
思被大伙“强制”送往医院。

“你劳累过度，血压不断升高，导
致鼻腔流血，必须卧床休息。”“医生，
现场还有好多事在等着我呢，麻烦给我

开点药，让我回去吧。”“不行，你不能
回去，会有危险的。”

不顾医生的警告，不到 10 小时，
朱家思又回到了总装现场。当领导和员
工再三劝他休息时，他深情地说 ：“对
我来说，歼 7 Ⅲ型是最后一个机种了，
让我为航空工业再出一把力吧！”听到
这里，大伙不禁湿润了双眼。

十万火急，歼 7 Ⅲ型飞机 01 架总
装激战犹酣。为了确保歼 7 Ⅲ型机试制
总进度，总装车间召开誓师大会，倒排
计划，切断退路，决心攻下歼 7 Ⅲ型总

装关。计划是以小时为单位安排的，没
有安排吃饭睡觉的时间，没有周末，更
没有春节假日，24 小时机上工作不停，
数百名总装工人和配合人员在会战中表
现出了顽强拼劲。煤油系统气密性试验
仅用了 6 个小时 ；座舱气密性试验，仅
用了 10 个小时 ；540 根导管取样、制
造和安装仅用了 16 个昼夜。

1984 年 2 月 6 日，仅用 30 个昼夜，
歼 7 Ⅲ型机 01 架总装就已全面完成，
一个研制机首架总装周期新纪录由此诞
生。                                              

 执着于航空
——记中航工业特级技能专家李冰（之三）

牛雪林

作为中航工业特级技能专家、陕
西省首席技师和享受特殊津贴的高技
能人才，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李冰
都非常愿意将自己的经验和大家分
享。在近年的工作中 , 随着中航工业
试飞中心型号任务的发展，维修技术
也在发生着改变。对于一个 50 多岁
的老工人来说，他所面临的挑战，有
维修理念和行为意识层面的，更有自
身体力和能力上的。面对这些，李冰
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毅力。同事们经常
可以看到他一边捧着书本、一边对着
飞机不停地看，同时嘴里念念有词。

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使得他始终
站立在技术和技能的前列，成为年轻
人的榜样。

作为技能专家，李冰不光在作业
现场体现自我价值，更关心着未来维
修技术的发展。他在《中国航空报》
上发表了一篇 3000 多字的论述文章，
探讨航空维修技术的发展，这体现了
他对航空维修专业执着的热爱。

作为一名老技师，李冰在工作中
自我要求很高。他不断掌握新知识新
技术，充分发挥技术特长，带领全中
队人员从基础做起，抓紧学习。他在
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新机维修和新装
使用，并在工作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
有效的作业流程和经验。李冰经常对
年轻人讲的一句话就是 ：“多学多练，
学到的本事是自己的，别人拿不走。
老话说‘百万家财不如一技傍身’。”

或许这就是一个典型“技术控”
老师傅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吧。说起
李冰，年轻人都有些怕他，但正是这
样让年轻人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在多年的飞机维护工作中，李冰
用他特有的方式在工作和学习，也在
影响和教导着年轻人不断的成长、成
熟，腾飞之梦也在这样一群平凡而又
不普通的人的辛勤劳作中逐步实现。

航　空　之　星

报　网　互　动

中航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丁凯　党委书记 ：靳武强

电话 ：029-84635114　传真 ：029-84261604

网址 ：www.qingan.com

中航工业南方“强管理创质效”系列报道之一

南方公司员工在高原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