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航空工业庆安　朱峰松

当第一缕阳光洒落在庆安园区内，
上班的人们迈着坚定而有力的步伐，
伴着催人奋进的司歌，奔向各自的工
作岗位。凝视着上班的人流，思绪总
会回到那久远的年代。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中，新中
国的航空工业艰难起步，急需迅速地
建设一批航空骨干工厂。随着共和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脚步，庆安——这
个被祖国寄予厚望的飞机附件制造厂
几经坎坷周折，最终在西安古丝绸之
路起点上崛起，从此走过了六十六年
的逐梦之路。

1955 年 10 月，建厂初期，那时
的中国经济严重落后，基础工业薄弱，
加工设备有限，航空技术匮乏，在首
任厂长张基带领下，庆安人以满腔的
热情投入到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中。
他们一边基建，一边试制，一边生产。
其中一号厂房是按照苏联图纸第一个
建成并投入生产的厂房。|当时的飞机
主机产品由修理逐步过渡到制造，而
飞机辅机产品一直依靠外援。1956
年 8 月，庆安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
成功生产出第一台产品——万能操纵
杆，并且积极响应地方政府号召支援
地方工农业生产，利用自身生产的微
电机技术，试制生产了第一台 C618、
C620 车床。1957 年 11 月 18 日，庆
安正式通过国家建厂验收，全厂职工

欢聚一堂，庆祝我国第一个飞机附件
厂建成投产，同时庆安也成为当时规
模最大的飞机附件厂。

1957 年、1959 年，朱德总司令
曾两次来庆安视察，并题词“鼓足干劲，
超英赶美”。1960 年 4 月，时任国家
主席刘少奇同志也来庆安视察并到一
号厂房现场指导工作，中央领导对航
空事业及庆安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
给了庆安人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全体
职工满怀激情投身各自岗位，夜以继
日、实干苦干。一号厂房在庆安重大
的历史节点、不同时期肩负着不同的
角色。它目睹了庆安的崛起，是一个
开拓者 ；它目睹了庆安的发展，是一
个亲历者 ；它目睹了庆安的辉煌，也
是一个见证者！

随着航空工业庆安的发展，新一
代高科技柔性制造 320 厂房在庆安园
里经过几年的建设于 2016 年初正式
投入生产运行，一号厂房渐渐结束了
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它虽然没有新
厂房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合理有效的布
置规划，但它却是庆安发展的见证。

走进一号厂房，夕阳的光线透过
窗户照进来，向远处延伸的过廊，斑
驳的墙皮……一切都在述说这里曾发
生的故事。在一号东区恒温间，虽然
现在已经没有了机床设备，但记忆中
这里是加工精密零件的场所，气温变
化对零件产生的热胀冷缩造成的变化
也会影响到产品的加工精度，恒温间

的气温一直保持在一个温度范围内，
新进厂的小伙子们在借量具都会穿过
恒温间，每当他们进入恒温间几乎都
会异口同声地说一句 ：“丛师傅，还是
你们这里凉快啊，顺路过来沾沾凉气
解解暑。”恒温间的师傅们都会和他们
相视一笑，也算是夏日里送出的一丝
清凉。在恒温间靠东南角有一个 1.6
平方米的工作台，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据说是在庆安展览馆里收藏了，说到

这个工作台，那真是有太多的故事可
以讲，那是全国劳模王旺民师傅曾经
工作过的地方。

王旺民，是一位被公司返聘多年
的技术顾问，是航空工业产业工人的
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58 年
参加工作，一干就是 55 年，王师傅
只有小学文化，但是却凭借着一种执
着，刻苦钻研，从产业工人转变成技
术专家。王旺民的人生座右铭是“平

凡岗位写人生，努力攻克
技术尖端，做一名优秀的
产业工人”。他一生最难
忘 的 就 是 2007 年 3 月，
某型号飞机首飞成功前的
那段日子。负责实验的他
倍感压力巨大，自实验开
始便整日寝食难安，甚至
暗自想过实验失败后的结
果……他永远也无法忘却
该型号飞机在巴基斯坦首
都机场腾空飞跃的那一
刻，自己是多么兴奋，其
实像这样激动人心的时
刻，他经历了无数次，每
一次他的技术攻关之路都
异常艰辛。

王师傅说 ：“令我引
以为傲的并不是获得某个
创新方案的知识产权，也
不是多次在国外进行走访
学习的经历，更不是自己

荣获了‘全国技术能手’的荣誉称号，
而是每次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都能尽
我最大的努力完成，并且用我的方法
可以干出高质量的产品。”就是这么平
凡真挚的言语，却要通过多少年来不
懈的学习与实践才可以将这句话说的
举重若轻。

王师傅七十多岁才正式退休，他
将自己大半生的时光奉献给了他所热
爱的航空事业，而这大半生的时光也
正是我国航空工业由弱变强，由单一
结构到多元化发展的时期，他见证了
历史，同样也书写了历史。王师傅曾
带过很多徒弟，现在很多他带过的徒
弟都已成为庆安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技
术能手，王师傅用他的传道授业继续
书写着庆安航空工业发展的未来。

在一号厂房里驻足良久，虽然没
有了机器的轰鸣声，但当年生产的场
景却从心底慢慢泛起，都会勾起每一
个曾在一号厂房工作的情景 ：“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吉刚师傅正
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数控车床的操作系
统面板，时而又看看加工的零件质量，
研究分析最优的车削参数 ；在空荡荡
的研磨间里，“航空工业首席研磨专家”
王卓岗师傅正在研磨平面，零件在他
的手里就像一位在平台上舞者，时而
平推研磨，时而旋转研磨，研磨面就
如镜面一样平整光洁，从研磨面上看
到了王师傅开心的微笑 ；在一台普通
车床上，“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侯大年师傅拿着卡尺正在返修机床
丝杠，为零件交付赢取时间；在镗床间，
“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刘婷师傅专注
地看着镗刀，正在加工壳体零件的盲
孔……曾经的场景一一浮现在脑海里，
久久不能忘怀。他们为了庆安的发展，
孜孜不倦地在一号厂房里艰苦奋斗，
在新建成的厂房里继续为航空工业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铸就庆安的光荣与
梦想。

|脑海里回想起的所有场景似乎很
远，也似乎很近，近在每天都看到庆
安人为航空工业发展无怨无悔、默默
付出，还有那坚定自信的笑容 ；远到
老照片里那些许青涩的面庞，才知多
少人为了最初的航空梦，将青春与热
情投洒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如同那
怀旧电影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无论是在艰苦创业的建厂初期，
还是在改革开放的飞跃时期，一代代
庆安人，伴随企业的创建、改革、发展，
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它凝聚着
庆安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庆安走过
了风风雨雨六十六年，六十六年来有
讲不完的故事。|

也许很多年过后，在一号厂房里
那久远的往事会淡出人们的记忆，但
是庆安人不断进取、甘于奉献，勇于
开拓的精神将在一代代庆安人身上延
绵不息永远流传下去。

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梦飞
翔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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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一代尊师之志
     创新飞机设计之路

|| 航空工业一飞院　杨成宏
|||||||||||||||||||||||||||||||||||||||||||||||
航空人的朋友圈又热闹了，什

么事情又激起大家的航空情怀呢？
原来是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
舜寿诞辰 100 周年的纪念日。

徐舜寿对一飞院的年轻飞机设
计师来说既“陌生”又“熟悉”，陌
生是他与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共过
事，说他熟悉是因为他奠定了一飞
院的专业发展基石，这些我们很熟
悉。在一飞院的科研大楼旁边矗立
着徐老的雕塑，每年清明节，研究
院都会举行纪念活动，为了纪念尊
师为航空工业做出的贡献、为了感
念总师为一飞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更为了激励广大员工继承前辈事业，
不断进步。几十年来一飞院也正是
在尊师开创的基础上，努力拼搏、
激情进取，圆满完成多项型号任务，
形成了“报国、拼搏、求实、创新、
团队”的“飞豹精神”，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
绩。新的时代、新的起点，一飞院
提出了“技术立院、创新发展”的
发展理念，号召员工践行敢于探索、
勇于挑战的“科学家精神”和严谨
细实、追求卓越的“工程师文化”。

这是传承、更是创新。

专注“飞机设计”与坚持
“技术立院、创新前行”

少年时代的徐舜寿数理化成绩
优异。1933 年，徐舜寿在秀洲中学
毕业后报考大学，由于成绩优秀，
被南京金陵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同
时录取。经过认真思索，他选择了
清华大学机械系的航空专业。后来
的人生阶段，他有赴美留学、有投
入革命、有工作调动，1964 年，组
织决定将徐舜寿调到十所（一飞院

的前身）。徐老说“只要是搞飞机，
到哪儿都行！”他的一生也面临了
很多选择，但他始终专注于飞机设
计这一专业领域，在学习苏联、参
考英美中带动全体技术人员稳步前
进，为国家航空工业的初期建设立
下了汗马功劳，其功绩卓著。

55 年后的一飞院虽然所处时代
和徐老当年起家时不同，但这个团
队“飞机设计”的初心始终未变，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不断书写航
空工业的数座丰碑。在新的发展阶
段，一飞院管理者着眼于发展改革
大势与军民融合大背景，又响亮地
吹响了“技术立院、创新前行”的
号角，力求扎下“飞机设计专业树”
的深根、着力“强基固本”，增强一
飞院的核心竞争力，着重构建全局
式、体系化航空装备发展谱系的发
展目标，以适应和牵引新形势下我
国国防发展战略需求以及未来航空
武器装备研制方向，构建“开放、
创新、合作、共赢”的科研管理新
体系，主动适应新的环境、迎接新
的挑战。

一飞院聚焦科研工作，各项管
理举措围绕激发科研人员活力、促
进科研管理体系良性运转，以最大
限度激发科研人员的自豪感、成就
感、幸福感，着力加强创新型人才
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构建充满活
力的创新生态。着力营造崇尚技术、
适宜创新的氛围。引导员工不断坚
持“不图名、不图利，甘于奉献，
坚持真理、敢于求真”的高尚精神，
推动研究院向新的台阶迈进。

 “专家 + 快手”与
“科学家精神 + 工程师文化”

徐舜寿非常珍惜人才，他关
于“专家”和“快手”相结合的人

才结构论点非常精辟和独到，在今
天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他
说 ：|“对于一个设计所的技术人员的
组成，需要有总体、性能、强度等
方面的关键专家，每个所、每个室，
都要有几把手能真正解决关键问题
的，才能撑得起整个飞机设计专业；
同时也需要有熟悉基本功、能快速
出活的‘快手’，这包括各结构、系
统的设计员，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
作。”五十多年，正是因为广大“关
键的专家”与“常规的快手”才支
撑飞机设计这棵专业大树的蓬勃发
展。

新的起点一飞院该如何传承与
发展？“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
处于一个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
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物质相对发达、
高科技、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的工
作生活有巨大的便利性，一飞院在
行业里有一定影响力，处于一个相
对较高的发展水平上。最坏的时代
是因为当前社会的浮躁、喧嚣、“差
不多”“学而优则仕”等思想产生了
很大冲击与影响。作为军工单位，
在计划与市场的双重约束下，在社
会媒体与军工文化交织、员工多元
需求与航空特色并存的局面下，该
怎样激发全院职工、特别是最大多
数的高知识科研人员？提高组织活
力与效率，实现跨越发展？一飞院
提出了继续坚持“飞豹精神”，着力
加强“科学家精神”和“工程师文化”。

刘小峰院长说，提“科学家
精神”“工程师文化”，不是另搞
一套价值观，而是对飞豹精神有侧
重点、时代性内涵的补充。“飞豹
精神”精神更多地体现了要有报
国情怀，要勇于拼搏，没有报国、
拼搏的精神，当面临艰巨任务时
是无法想象的。而“科学家精神”|||||||||||||||||||||||||||||||||||||

“工程师文化”融入了国家的总体发
展战略、面临的形势任务，更多的
将开放、创新、合作、共赢等理念
体现出来。

“科学家精神”的内涵是“敢于
探索，敢于求真”，突出了“飞豹精神”
中的“创新”，技术方面要敢于探索、
敢于求真，同时在思维方式、管理、
运行模式等方面也要敢于探索、敢
于求真，按照“需求牵引、集团抓
总、军民融合、体系保障”的总体
要求，积极推进航空工业建设。“敢
于探索，敢于求真”，就要瞄准前沿
技术，能够预见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要增强创新意识，要主动预先研究
客户的未来需求，设计和策划完整
的使用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培养
和发展客户，努力用先进技术引领
未来，催生客户需求。同时，要形
成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体制
机制，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

“工程师文化”的内涵是“严
谨细致，追求卓越，成就客户”。追
求有质量的发展，在于品质的保障，
产品的品质、员工的品质，这些都
是影响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素。突
出“飞豹精神”中的“求实”，要体
现主动性、责任意识、客户意识。
我们产品的品质、服务的品质，都
影响着一飞院的形象、员工的形象，
“工程师文化”到位了，我们的工作
也就到位了。我们必须站在未来发
展的高度，紧绷“质量”这根弦，
把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作为立
业之本和发展之要。

徐老走了，但他的思想留在了
一飞院。一飞院广大员工必将继续
继承大师思想，坚持航空报国初心，
不断创新前行。

——写在徐舜寿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航空工业庆安一号厂房背后的故事 

高方启的水杯
|| 航空工业沈飞　李莹　刘钰|

在沈飞航空博览园“航空报国”馆内，
其中一个展位里摆放着一只具有俄罗斯民
族特色的陶瓷水杯，上面刻着俄文，这个
水杯是高方启使用过的。高方启曾任东北
军区工程部科长、五三厂首任厂长，|1953
年 10 月，五三厂被评为全国第一个模范
工厂，他本人也连续多年荣获“模范厂长”
称号。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正值国家开
始建设沈阳喷气式歼击机制造厂，并试制
歼 5 飞机之际，中共中央调高方启任国营
第 112 厂（沈飞前身，简称 112 厂）厂长。
1955 年 10 月，根据他
本人提出专门从事技术
管理工作的请求，中央
将他改任为 112 厂第一
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直
至 1966 年 1 月 29 日病
逝。

高方启原来在五三
厂搞枪弹制造，到 112
厂搞飞机生产，为了成
为航空工业技术专家，
他非常注重向苏联专家
和有航空技术专长的人
学习。他会英语、德语，
但不会俄语。为适应工
作需要，他通过一年多
刻苦学习，初步具备了阅读俄文技术资料、
与苏联专家口头沟通的能力。为此，苏联
总工程师顾问阿·季·卡列夫送给他这个
水杯，鼓励他继续提高俄语水平。

高方启在歼 5 飞机研制中表现出了很
高的聪明才智和全局观念。他根据苏联专
家的意见，为使干部职工尽快掌握飞机制
造技术，确保按期完成试制任务，歼 5 飞
机试制中采用了“四阶段平行作业方案”。
但在试制中遇到了技术不协调问题，苏联
专家建议停产解决，这样将延长 8~10 个
月的试制周期。高方启深知，停产意味着
不能完成党中央交给 112 厂的试制任务。
于是，他深入现场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

反复研究探讨，提出从校正模线样板、标
准样件和装配工艺装备入手，得到苏联专
家认可，使技术不协调问题，很快得到解
决，确保了歼 5 飞机按既定计划于 1956
年 9 月试制成功。

1961 年 2 月，我国从苏联引进米
格 -21 飞机生产技术，高方启为了将歼 7
飞机试制成功，并为我国自行研制歼 8 飞
机技术摸透，做到“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
他组织工厂会同沈阳所的广大科技人员认
真消化吸收苏联图纸技术资料，并在完成
散装件组装的基础上，攻克了标准样件制
造和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等技术关键，

于 1966 年 1 月 17 日胜利
地实现了歼7飞机的首飞。

但非常不幸的是，歼
7 飞机首飞两天后，歼 8
飞机试制刚刚起步，高方
启却因患心脏病逝世。实
际上，早在 1965 年他去
北京开会，陈毅副总理见
他气色不好，派秘书送他
去北京 301 医院体检，就
确诊了他患有心脏病。但
他一直不说，直到这次住
院才把 301 医院的病志拿
了出来。高方启住院前几
天就感到身体不适。春节
后上班第一天，他忍着胸

痛推着自行车，一上午到 3 个车间进行调
研，下午又主持召开了厂质量分析会，晚
上照样在厂里忙工作。住院当天上午，他
还到 62 车间参加劳动，因胸痛得厉害才
离开车间。回办公室的路上，当走到厂办
公楼时，他突然晕倒在地，被紧急送往医
院，最终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高方启走后，
沈阳市委组成了以市委书记处书记莫文祥
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在厂文化宫举行了
隆重的追悼大会。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
辽宁省长黄欧东等东北局、辽宁省、沈阳
市委和沈阳军区的领导前来吊唁。三机部
部长孙志远致悼词，航空工业部党组追任
他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梦飞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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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号厂房，夕阳透过窗
户照进来，向远处延伸的过廊、
斑驳的墙皮……一切都在述说这
里曾发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