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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成长
|| 航空工业光电所　余晨菲　李方亮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
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今天的航空
工业光电所里，每一名青年员工的
成长都得益于师傅们的悉心指导与
无私栽培。依靠这种师徒“传帮带”
的培养模式，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
在这里成长起来，并将航空人的这
种“传帮带”精神继续下去。

初入职场遇名师

2010 年春天，大学刚刚毕业就
进入光电所工作的郑国锋，还是一
个懵懂而又迷茫的小伙子。在面试
的时候，部门里已经充分了解了郑
国锋的专业方向、个人兴趣。经过
部里的研究与讨论，他们为郑国锋
安排了一名对口的师傅——仿测室
“技术大牛”李艳晓。李艳晓根据郑
国锋所学的专业，决定将目标特性
仿真作为他的研究方向。这个专业
研究方向前沿，技术难度大，新人
郑国锋一时无从下手。李艳晓就从
基础理论讲起，结合工程实践为郑
国锋做技术启蒙。师傅一遍遍地讲，
徒弟认真地听和记，并不时地提出
自己的疑惑，师傅也总是耐心、详
细地解答。在李艳晓的指导下，郑
国锋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他查阅外
文资料、建立数学模型、推导计算
公式，办公室的灯时常亮到深夜。
不管遇到什么技术难题，师徒二人
总是共同学习、一起解决。通过自
己的不懈努力和师傅的精心指导，
郑国锋很快就在工作中独当一面，
成为众人眼中目标特性仿真方面的
专家。

成长路上受点拨

2013 年，为了提高产品竞争力，
部门提出建立光电产品工作全过程
的仿真系统。系统要求极高，是一
个跨学科、跨专业的技术课题。而
此时，已经作为课题负责人的郑国
锋常常因为各学科之间复杂的交联
关系而手足无措。郑国锋的另一个
师傅朱彬是多学科联合仿真方面的

专家，她常常在郑国锋最为困难的
时候给予指导，一句话、一个参数、
一个基本原理总是给予郑国锋极大
的启发。

在交流技术问题的过程中，朱
师傅明确指出郑国锋工作方法上的
不足之处，希望他能够不断拓展知
识面，学着用基本原理解决实际工
程问题，并且重视试验。郑国锋牢
记朱师傅的教导，在日后的工作中
有针对性地改善方法、弥补不足，
同时带领课题组攻坚克难，逐步解
决了探测能力、跟踪精度的仿真准
确度等多项技术难点，最终完成了
光电系统全过程仿真软件的设计开
发。

技术达人初长成

如今作为技术骨干的郑国锋正
从一个领域转战到另一个领域。可
以说在每个领域他都遇到了好师傅，
这些师傅们成为他成长路上的灯塔，
指引他不断向前 ；几年之后，他也

渐渐成长为别人的师傅，能够为他
的徒弟们答疑解惑、指点迷津。师
徒齐心，其利断金。几年下来，郑
国锋和他的师傅们以及他的徒弟们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型号难关，解决
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为航空事
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每一个航空人的成长，都离不
开师傅们的辛勤付出，而从他们成
为师傅的那一天起，他们又会紧紧
守护着下一批年轻人的成长。这就
是我们的航空工业，一个需要传承
的伟大事业，也是代代航空人甘愿
为之付出的不朽事业。

奋力追梦 永不停歇

|| 航空工业气动院　郑佳丽　楚长富

在航空工业气动院，有一个年纪轻
轻的“易总”，叫他“总”，并不是因为
他真的是一位“总师”，而是因为大家
都觉得在风洞设计领域，他什么都干过，
什么都会，面对问题他总有应对的经验
和解决办法，就像一个“总师”一样老
道而全面。工作 7年，易卫取得的成绩
有目共睹，他曾获得中央企业青年岗位
能手、航空工业科技进步三等奖、气动
院院级科技成果一等奖两次、气动院“以
业为重”突出贡献奖三次、新员工进步
奖，并破格晋升工程师，打破了别人眼
中的一个个“不可能”。

坚持以业为重，弘扬敬业正能量

了解风洞的人都知道，风洞的“风”
大多数来自于风扇，风扇是风洞的关键

部件。易卫在实习期间，利用倒班结束
后的休息时间到办公室继续钻研本科毕
业设计时做的风扇系统设计研究，推导、
演算、对比、修改程序，一轮又一轮，
硬是从毕设研究课题开发出与国内高校
同等水平的实用程序。0.5 米声学风洞，
是气动院第一个声学风洞，在国内也鲜
有类似风洞，它的设计、建设及调试对
易卫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为了拿下这
个项目，易卫放弃了周末休息时间，饿
了就吃碗泡面，工作晚了索性睡在调试
间。他努力克服技术难、条件艰苦、工
作量大等困难，解决多项关键技术难题，
完成了风洞的精准设计，使得施工方仅
用四个月就完成了风洞建设。最终，0.5
米声学风洞的各项调试工作顺利完成，
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该项目获
航空工业集团科技进步三等奖、气动院
院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潜心研究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易卫不仅喜欢研究问题，他还精
益求精，习惯于把数据演算得更加精
确、把事情做得更细致。长期的技术学
习和储备，使得易卫在风洞设计能力上
取得了重大突破，为风洞 / 风扇产业走
向新市场提供了技术支持。他改善了航
空声学风洞设计、低噪声风扇设计两大
核心技术，进一步提高风洞总体设计能
力，航空声学风洞气动与声学优化设计
技术被鉴定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轴
流风机设计技术上的研究，解决了多种
构型、复杂环境下的轴流风扇气动设计
问题，在院内首次将变桨距风扇设计、
P+R+S 级风扇系统设计、多级风扇设
计等从理论推向实践。相对院内传统风
机设计方法，该方法还具备对已有的风
扇进行各种不同工况下的性能计算以及

变环量设计能力。成功完成某型高难度
冷却风机脱模改型设计，开启了气动院
传统风洞风扇系统设计走向民用通风机
市场的第一步。

砥砺前行，“追梦”路上不停歇

经过 7 年的磨砺与锻炼，易卫从
一名普通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可以同时
负责多个大型风洞项目的产业线技术骨
干；从一名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可以
把多种复杂业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的室主
任。岗位在变、角色在变，但始终未变的，
是他爱岗敬业的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
态度、锐意进取的激情。跟千千万万航
空人一样，他的心底始终揣着航空强国
的英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英雄梦想，
他立足岗位，燃烧青春，奋力追梦，永
不停歇！　

敢于担当的“90后” 
——记航空工业洪都优秀青年彭胜

|| 航空工业洪都　卢雪梅

潜心学习提升战斗力量

“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学的越多，遇到的难题就越容易解决，
就越能保证工作效率和质量。”彭胜
说。

2013 年，彭胜怀着激动喜悦的
心情来到了洪都公司飞机总装厂，当
时他只有 21岁。年轻的心并没有因
为初次接触飞机操纵系统安装调试工
作而浮躁不安，他为自己定下目标，
要尽快熟悉操纵系统，并熟练掌握相
关知识。

“小伙子真的很好学，悟性又高，
关键是他沉得下心来。”彭胜的师傅
这样评价他。“要成为有担当的人，
就必须要有实力。”彭胜想尽快成为
一个独当一面、为站位分忧解难的人。
从进入分厂开始，彭胜就开启了边实
践，边学习的成长模式。白天跟着师
傅和同事在飞机总装生产线上忙碌，
晚上查找资料，恶补专业知识，遇到
自己不理解的东西便记录下来，第二
天一早向师傅和同事讨教。

“这一两年，他都是这样坚持学
习的，有时候晚上学到一两点才回宿
舍，这种恒心十分难得。”这是同事
眼中的彭胜。因为这份坚持，彭胜在
两年内便拿下了飞机操纵系统安装测
试、维修电工、无线电调试、飞机动
力系统安装测试、飞机液压冷气起落
架安装测试五个专业的职业技能资格
证书，成为分厂青年员工中的典范。
“只有将该掌握的技能掌握了，具备
应对未知的能力，我才敢稍稍松口
气。”这个执着的男孩，他的黑发中
夹杂着些许白发，坚毅的脸庞有着超
越年龄的成熟。勇于担当的心鞭策着
他奋力前行，为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生
产者打下基础。

 主动作为凸显担当意识

|2013年，洪都公司深入开展信
息化工作，设计、工艺、生产等科研
生产各个环节都在施行改革，彭胜所
在的飞机总装厂在推行脉动生产线。
彭胜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数据模型相关
知识研究清楚，并帮助组员学习查看
计算机里的工艺图纸。在专业知识上，
他虚心求教，在这场变革中，他成为
推行信息化的主力之一。只要一闲下
来，他便会帮助同事练习操作计算机，
看数据模型图。

近年来，洪都公司飞机总装厂
各项研制生产任务繁重，因为 L15
高教机改装而产生的新的工艺、新的
操作方法，对一线生产者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此时，设计、工艺、生产相
互配合便显得尤为重要。当时，洪都
公司提倡“设计、工艺、生产一体化”，
各种管理流程正在构建，流程落地需
要公司员工的主动作为。

彭胜不厌其烦地往返工艺室和
工段，对不懂的问题及时与工艺员沟
通请教，发现不合理的地方大胆提出
更改意见。他积极配合设计与工艺人
员，对已经到场的成品附件，在不影
响全机安装装配的前提下，提前进行
安装，为后续工作留足时间。主动出
击、争分夺秒已经成为他的工作常态。
在高教机调试阶段，飞参调试检查时
出现故障，他不惧困难，不分昼夜，
积极配合，与大家一起讨论问题出处，
一起查看数模图，检查电气工作路线，
考虑成品附件的损坏对工作性能的影
响，为高教机的圆满交付尽全力。

顶压而上发挥担当精神

经洪都公司内部考核选拔，苦
练本领的彭胜代表洪都公司赴景德镇
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飞机维修
项目全国选拔赛，并取得了全国第三
名的好成绩，顺利入选中国集训队。
在后续的 100 多个日日夜夜里，总
是可以看到他最早到训练场所，最晚
离开。白天练足8小时，晚上还要加
练到11点多，风雨无阻。在此期间，
因为长时间使用气钻、铆枪等工具，
他的双手布满了水泡，但他缠上纱布
咬牙坚持，最后水泡全变成一个个老
茧；在苦练基本功的同时，他不忘学
习理论知识，挤出时间查阅资料，通
过实践总结出更加准确的手工钣金成
型方法，把劣势转化成优势。最终，
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和训练，通过“钣
金组件”“飞机操纵钢索调整”等七
个模块的层层选拔，取得全国第三名
的好成绩，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2016 年 4月，他再一次被选派
参加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
航空工业飞机维修项目选拔赛，第二
次参加比赛的他与来自中国航空工业
十多个成员单位八十名选手同台竞
技，在两个阶段的培训里，他不放过
一个疑难问题，不断改进方式方法，
最终夺得选拔赛的第一名，代表中国
航空工业参加全国选拔赛以第三名的
好成绩进入国家集训队。

彭胜通过自身刻苦学习的精神
和对工作严谨、执着的态度，迅速成
长为一名青年骨干，面对成绩他不骄
傲，面对困难他不妥协，立足岗位，
不断进步，为洪都公司的快速发展乘
势担当。

依靠师徒“传帮带”
的培养模式，光电所
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
在这里成长起来，并
将航空人的这种“传
帮带”精神继续下去。

“我认为担当就
是自己的事情要勇
于承担，竭尽所能
完成任务，并对此
负责！”彭胜如此
定义担当，他也用
自己的行动演绎着
“担当”二字。

——记航空工业气动院优秀员工易卫

李艳晓在向郑国锋讲解论文中的技术问题。   谢飞　摄

|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

择一事而终一生
|| 航空工业青云　丁晨红

“37 年了，从 1980 年参加工作到现在，一直就干
陀螺装配，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份工作。”孟增良师傅摘
掉老花镜，放下手中一只刚装调完的陀螺笑着说。作
为集团公司航空电动陀螺仪表装配工种首席技能专家、
“国企楷模|北京榜样”优秀人物、航空工业青云技能
专家工作室负责人，孟增良获得过大大小小太多的荣
誉和成绩，是领导眼中信得过靠得住的专家，是徒弟
眼中什么都能解决的“万能”师傅，是同事眼中平易
近人、谦虚老实的老孟，但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航
空战线上的手艺人。

航空匠心——经验的累积与磨砺

传统匠人们会经常提起“守破离”这三个字，这
是一个工匠的必经之路。所谓“守”，是指一开始忠
于师傅前辈传授的经验，然后“打破”这个形式，自
己加以应用总结，最后“离开”形式开创自己的新路
径。这条打磨匠心的道路，靠的是耐心、恒心和责任
心，孟增良不仅一直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也
把这个“坐得住”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去。从
“守”开始，意味着他踏上了航空工匠的成长之路。从
基本功开始，一遍一遍地练习琢磨，零件精细而复杂，
他深知一点小的疏忽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于是
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认真地打磨每一件产品。经常
在小小的工作台前一坐就是大半天，就这样他一步一
个脚印，从学徒渐渐成长为能带领徒弟的班组长，再
到技能专家……孟增良并不满足于完成任务，而是开
始在工作中融入自己的想法和思考，经过多年的摸索
与积淀，在已有的基础上实现突破。在装配某型号零
件不可返修的条件下，他灵活运用自己游丝焊接、浮
子静平衡、产品密封焊接和液浮陀螺调试方面的技能，
激活零件中可以重复实用的部件，提出详细的工艺改
进方案，对积压报废的陀螺产品进行合理分解，取出
关键部件再利用进行二次装调。最终，既满足了型号
产品的交付任务，又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
产成本。|有了这次成功的尝试，他不断完善工艺，经
过几年的积累与探索，新工艺方法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稳定性，产品合格率达 99%，填补了装配工艺上的空
白。

2016 年，他带领班组成员承担了公司全年 TS 系
列 1000 多只浮子组件平衡等工作。在 TS 系列速率陀
螺返修工作中，他改变更换本体的维修方法，探索深
度维修，大幅降低了本体报废率，减少了维修与批产
工作的资源冲突。当年 10 月中旬，他带领返修小组保
质保量完成 200 余只陀螺的返修工作，月平均返修量
较之前提高 300%。现在东西坏了，孟师傅想的是尽
量修好，不浪费每个物件的价值。

不忘初心——技艺的传承与延续

孟师傅知道，这份工作带来的荣誉和光环不仅是
自己的收获，更是一代又一代青云工匠看齐的榜样和
努力的方向。于是，他着力培养年轻技术人员，把自
己多年积淀的经验和收获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悉
心教导、孜孜不倦。从装调的原理到工具的使用，不
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多年努力，当前液浮陀螺的
生产已经由一个类型的产品发展到几个类型的产品，
数量由原来的几十个到现在的几十套陀螺组、几百个
产品。而从事装配调试液浮陀螺岗位的人员，也由最
初的五六个人增加到现在的 17 人，液浮陀螺生产线
保持了稳定，在生产量逐年提高的情况下，产品合格
率也大幅提高。孟增良经常提醒徒弟们 ：“学习不仅在
本职工作中，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多看两眼，多想一
下都是学习。比如有时设备需要维修，技术人员来修
理的时候我就喜欢在旁边看看，虽然跟自己没有关系，
但是你能通过这个机会了解设备的构造原理，以后工
作中就能更得心应手地使用它。技多不压身，学得越
多用得越熟。”|||||||||||||||

会做事还不足以称之为工匠，能认真做事才是工
匠的根本所在。作为一名不忘初心的航空工匠，孟增
良始终用追求完美的态度做着一件事，努力做到极致，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航空人的信仰与情怀。|

“37 年了，从 1980 年参加工作到现在，一直

就干陀螺装配，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