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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眼中的航空工业
10 月 12~13 日，在十九大即将胜

利召开之际，由中新社、《工人日报》、
中央电视台、新华网、央视网、环球网
等 17 家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团，走进

“中国歼击机的摇篮”——沈阳。在这
里，记者们近距离接触了“鹘鹰”“飞
鲨”等新型战机的诞生地，亲身感受
了十八大以来航空工业在航空武器装
备发展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对于这次深入沈阳厂所战机研制
生产一线的所见所闻，记者朋友们深感
振奋，也有颇多感想。在两天的行程中，
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这些媒体团成员，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眼中的航空工业。

《航空知识》 王亚男 ：
“跨越不是盯着差距实现的，而是

在默默走脚下的路时，不知不觉就领
先了。”

通过这次走进沈阳，我们看到了
很多亮点。沈阳厂所诞生于抗美援朝
的炮火中，那时的发展是基于迫切的
国防需求拉动。但现在时代已不同了，
必须要有主动的预见性，分析国家近
期和远期的装备需求，并以此为基础
对产品做全方位规划，才能为未来赢
得发展潜力。沈阳厂所做到了这一点，
其自筹资金、自担风险研制了四代机

“鹘鹰”，这是这些年来最大的变化。    
新的型号装备是外在表现，其深

层内涵是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管理水
平的大幅提升。我认为，就像刚经历
过的新机型不断涌现的 10 年，中国航
空工业还会出现新的快速发展期，但
将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机体结构材
料的显著改变、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
效能的大幅增长、可维护性的大幅提
高，整个工业潜力会继续增加。

航空工业是一个研制周期很长的
事业。做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没有成就
感，但 20 年坚持下来，会发现不知不
觉已经超越了所有人。有时候跨越不
是盯着差距实现的，而是在你默默走
脚下的路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领先了。

环球网张加军 ：
“我们的内功已经修炼出来了，但

看到成绩的同时，还要积极进取，不
能懈怠。”

作为军迷，我对“飞鲨”“鹘鹰”
这两款新型号的诞生地一直很向往。这
次来之后感觉很震撼，像增材制造技
术、复合材料应用，在这里已经很普及，
进步存在于每一个细节之中。

从“鹘鹰”身上，我感觉沈阳厂
所已经实现了一种跨越。从过去带着
别人影子的仿制和改进改型，到现在
已经达到新的境界，即瞄准未来战争
需求和市场需要，设计出了一款完全自
主的、不带别人痕迹的全新产品。而
且研制周期之短，开创了国产战机研
制的新纪录。

这说明，我们的内功已经修炼出
来了。但是航空人一直默默奉献，对
于这种变化，外界知道得很少。我认为，
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把这些成果和变
化传播出去，否则以前的偏见可能还
难以消除。

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
的崛起进程在加快，具体到航空工业，
我们经过多年努力积累，也实现了从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所以有了今天的
型号快速发展。

公众包括军迷，对航空工业的关
注在与日俱增。但我们不应该过分乐
观，毕竟在一些方面，我们与最先进的
还有差距，还需继续强化和积累。基

础不牢的话，可能还会走回头路。
看到成绩的同时，要积极进取，

不能懈怠。
中央电视台刘朝晖 ：

“小人物、小故事反映大产业、大
时代。”

航空工业沈飞和航空工业沈阳所
这两个单位，有着军工企业特有的家
国情怀。

我采访时问一名高技能人才，外
面高薪挖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呢，他
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我爷爷奶
奶父母都在这里，我去哪里呢？他说，
沈飞是他的家，是他的根，哪怕钱少
一点，但是他不离开这个地方。

这次来了之后，发现方文墨手工
加工精度又提高了，说明他在不停地
追求进步。

不管是王刚、方文墨，还是其他
高技能人才，这些人其实是一个缩影，
他代表沈飞人的梦想，沈飞人的追求，
代表家国情怀。

从宣传的角度，这也是一个很好
的切入点，你把这个人说得越透彻，
就把整个氛围和大环境折射地越清晰，
从小人物、小故事反映大产业、大时代。

《军工文化》齐保鼎 ：
“厂房见闻让我对航空工业有了颠

覆性的感受。”
我以前参观过很多航空工业的主

机厂所，但是沈飞和沈阳所还是第一
次来。相对于成都和西安，沈阳一直
是一个特别神秘的存在，所以我对这
次参观非常期待。

一天走下来，带给我最大触动的
是这里的厂房。大家可以看到，在数字
化柔性加工车间里，配装柔性生产线
后，他们的民机制造基本上实现了无人
化 ；还有浑南民机现场，生产 C 系列
飞机的厂房特别壮观，量产化的民机
生产线特别震撼。这些都与停留在印
象中，那种原始的老式厂房截然不同，
这让我对航空工业的研制生产能力有
了颠覆性的感受。

还有，沈阳厂所在公众和军迷眼
中，一直备受关注。所以这次有机会来
这里，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看看这些厂房里有没有可以深入挖
掘的东西，以小见大，满足公众了解“中
国歼击机的摇篮”的愿望。

央视网李夏 ：
“以罗阳为代表的航空人的坚守令

人动容。”
我是第一次走进航空厂所，以前

对这个行业知之甚少，但是这次来之
后，感觉很震撼。尤其是在沈飞展厅再
次看到罗阳的事迹和一些当时的记录，
虽然以前已经在媒体上关注过，但来
到他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看到这些，觉
得尤其感动。

这次通过在厂所的采访，我对航
空人和航空精神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由于军工行业的特殊性，航空人的工作
大多数都不为外界所知，一个“某重点
型号”的字眼下，可能是几代“航空人”
穷其一生的心血。正因如此，以罗阳
为代表的航空人的坚守更加令人动容。

我觉得，罗阳所代表的是为中国
和平崛起付出过、努力过的一代人。
他们可能是飞机制造者，可能是空军、
海军，他们坚守信念和理想，为了共同
的事业，奋斗终生，却默默无闻，他
们都是真正的英雄。

（马倩　袁新立　采访整理）

走进沈阳 走向未来
——探访“中国歼击机的摇篮”

 | 本报记者　刘弘毅　马倩　袁新立

以重工业装备制造闻名的沈阳在
世人眼中，从来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

这里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发祥地之
一。在抗美援朝的炮火声中、在研制
中国自己的战斗机的时代感召下，航
空工业沈飞和航空工业沈阳所在这里
先后崛起，自此扛起了建设我国航空
工业、守卫祖国空疆的神圣使命。在
那个满足战争需求大于一切的年代，

沈阳厂所与“苏制飞机”“修理”“仿制”
联系在一起，成为无数人的历史记忆。

然而，近五年来沈阳地区频频爆
出的消息，正在逐步刷新公众对这里
的认知。

2012 年，基于陆基飞机全新研
制的舰载机“飞鲨”在“辽宁舰”上
成功起降，自此开始大洋砺剑。

2014 年，第四代战斗机“鹘鹰”
亮相珠海航展，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同时开展两型四代机研制的国

家。
2017 年，朱日和阅兵场上，空

军主战装备歼 11B、歼 15、歼 16 等
战斗机列队光荣接受检阅。

划破历史长河，沈阳已经孕育
了面向未来的巨大发展能量，实现了
从当年跟踪仿制到而今全面创新的跨
越。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站
在时代背景下，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
沈阳厂所背负历史重托，不辱使命，

为中国空军建设了一支强大的歼击机
队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
记做出了“强军需要优秀装备，得靠
你们努力”的殷切嘱托。沈阳厂所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做出了令世界为
之瞩目的新成就。

变化，在这个东北工业重镇，在
中国航空工业位于沈水之畔的一厂一
所，在浑南民机现场，在被世人所忽
略的时光里，正在发生。

在位居沈阳北部的厂所内，分
布着大大小小的实验室和厂房，承
担着密集的型号科研生产任务。令
人不禁好奇，那些令世人瞩目的战
鹰是从怎样的地方飞出？一旦走进，
会发现和想象中热火朝天、汗流浃
背的场面不同。

航空工业沈飞，数字化柔性加
工车间里，整个大厅寥落安静，只
有机床不时发出的铣削声。自动导
引运输车（AGV）正沿着既定轨道
缓缓运行 ；稀稀落落的技术人员在
面板上进行着操控 ；而一旁的操作
台上，物料被机械手臂推入轨道开
始了自动化加工的全流程。二楼的
中央控制室里，工作人员通过信息
化系统，对生产现场以及设备状态
进行着实时监控。无人化生产、“黑
灯”工厂正在这里成为现实。

航空工业沈阳所，电磁环境效
应实验室，在这个六面钢板的巨大
厂房，五面墙壁都布满了密密麻麻
的锡箔材料，置身其中有种身处异
度空间的既视感。这是国内唯一可
以进行整机实验的电磁实验室，能
够模拟任何复杂电磁环境，也是飞
机出厂前必须来接受考验的地方。

而在沈阳最南端的浑南民机现
场——航空工业沈飞民机和庞巴迪
合作的 C 系列飞机项目基地，则在
视觉上非常震撼。巨大明亮的厂房
里，分布着众多工作区，不同的零
部件在这里接受着钉、铆、拼装、
喷涂等一系列制造工艺，百十来人
同时作业，铆枪声、铣削声不绝于耳，
繁忙而有条不紊。这些散布在不同
工作区的部件，到最后组装成庞大
的整体，经由海运，抵达加拿大实
现整机装配，交付全球用户。

这只是沈阳厂所发展的一个缩
影，而更多创新能量正孕育在这些
星罗棋布的厂房之中。

这些厂所一南一北，如沈阳之
两翼，助力工业重镇从历史走向未
来。

回顾沈阳厂所的早期发展，靠的
是作战需求的直接拉动。从歼 5、歼 6
到歼 7，对苏制飞机进行修理、仿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沈阳厂所的主
要工作。

而时至今日，它已跨越历史，开
始抵达着眼未来国防建设和市场需求
的预见性发展阶段，为未来埋下诸多
伏笔。“鹘鹰”和“飞鲨”正是这一时
期的代表之作。

“鹘鹰”作为航空工业依托沈阳厂
所自主研制的第四代战斗机，其出现
使我国形成了“高低搭配”的四代机
战斗体系。

作为一型全新研制的中型多用途
战斗机，“挑战与超越”成为该型飞机
研制贯穿始终的主题。从设计到零件
制造再到装配集成，沈阳厂所实现了
以增材制造、复合材料为代表的大量
新技术、新工艺的突破，满足了新机
的高性能要求；同时，为实现型号“快
速试制”要求，组建了沈阳新机快速
试制中心，以管理模式创新大大缩短
产品研制周期。

3 个月完成详细初步设计、6 个月
完成全集制造数据集发布、13 个月实
现首飞，“鹘鹰”创下了国内军机研制
速度新纪录。

全新的设计思想、数百项关键技
术攻关、新一代机的管理工具和手段，
沈阳厂所技术、管理、设计手段以及
研发模式藉此都实现了跨代提升。

2014 年，“鹘鹰”飞机在珠海航
展上首次亮相，惊艳世人。而今，它
更走出国门，成为迪拜、巴黎等各大
国际航展的座上客，为沈阳厂所未来
面向军贸市场的转型发展开启序章。

而“飞鲨”作为公众所熟知的我
国首型固定翼舰载多用途战斗机，其
成功研制被称为航空工业里程碑式的
突破。有多难？舰载机着舰，被称为“刀
尖炫舞”。

仅有陆基机场十分之一长的起降
跑道，摇摆、俯仰的甲板上形成的复
杂涡流区，高温、高湿、高盐、霉菌、
油雾、振动、大过载冲击、强电磁辐
射等各种恶劣海洋环境条件……在这
样的条件下起飞、着舰，对舰载机的

设计提出了苛刻要求。
研制过程中，沈阳厂所联合团队

突破重重难关。气动布局设计上，在
国内首次开展了舰载机增升装置的设
计，首次针对舰载机的升力特性开展
了气动力的科研试飞，首次针对复杂
海况下的舰艉流场开展了大视场的流
动测试 ；在起落架和拦阻钩方面，经
过充分论证，借助新型仿真手段，大
胆创新试验模拟方式，开展关键技术
攻关，全新研制了起落装置及拦阻钩
系统，最终满足了舰载机着舰和起飞
的严格设计要求。

2012 年，“飞鲨”在航母上的精
彩首秀令世界为之赞叹，自此成为我
国海军走向深海的第一把利剑，开启
了守卫海空、保家护国的光荣征程。

沈阳厂所也由此实现了从三代机
向四代机的延伸、从陆基飞机向舰载
机的跨越、从有人机向无人机的拓展，
正酝酿更多面向未来的前沿攻关，也
开始更有信心和底气地迈向明天。

在沈阳的北部厂区里，试飞站里
每日战鹰轰鸣不断，那里有军机的蓬
勃。

而位于沈阳最南的浑南民机现场，
则释放着民机产业的繁荣。

在这里，沈飞国际与庞巴迪公司
合作开展的 C 系列飞机项目，是我国
第一个以风险合作模式进入国际新型
民机研制的项目。C 系列飞机大部分
机身的设计、制造、装配及试验工作
都在这儿进行，承担了机体结构 60%
的制造工作量。藉此，我国一跃成为
世界级民机机体结构研发制造航空转
包一级供应商，极大提升了民机产业
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不止于此。多年来，沈阳厂所还
在中国 ARJ21、C919 和大型宽体客
机研发中承担了重要部件生产，与波
音和空客等开展国际转包配套合作。

“大曲率复合材料加筋壁板铺贴”“大
曲率复合材料壁板 Ω 型长桁共固化技
术”“复合材料自动铺带技术”“复合
材料热隔膜成型技术”等关键技术，
钛合金超塑成型、大型复合材料夹层
零件制造等技术难题，在这些项目中
一一得以突破。

在一片向好的民机产业，通过对
国际伙伴先进经验的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沈阳厂所日渐形成了技术、
质量、项目、采购及供应商管理等完

善的民机管理体系，实现了能力水平
比肩国际的巨大飞跃，也将这里的经
验和积累带到军机研制，实现着军民
技术的相互促进和转移。

与此同时，通过培育民机零部件
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部分零件生产
通过供应链管理委托当地企业生产，
大幅拉动了周边机械加工等制造产业
的发展，带动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对航空相关产业和辽沈经济起到
了明显的拉动效应。

在实施军民融合、推进军民双向
转移、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履行社会
责任方面，沈阳厂所做出了不懈努力。

厂房寻访

大国砺剑

军民两翼齐飞

沈阳，最拨动人心的不仅是“战
鹰”，还有“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无
闻人”的航空人。

他们是为祖国航空事业发展披肝
沥胆、鞠躬尽瘁，直至殉职的最后一
刻的英雄——罗阳。

他们是为型号研制攻坚克难不懈
努力，开创中国航空工业里程碑式突
破的型号总师——孙聪。

他们是创造了“文墨”精度以及
百炼成“刚”的大国工匠——方文墨、
王刚。

他们还是孙飞、王金财、郑秋菊，
是新一代劳模创新工作室的主人，是
国之栋梁。

还有特别能攻坚的“罗阳攻坚突
击队”、特别能奉献的“罗阳志愿者服
务队”。

他们站在这条航空工业大生产线
的不同位置，共同竭心尽力，为铸造
大国重器，为守卫国家海天，做出了
无私的、默默地、虔诚的奉献。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在历史
车轮滚滚向前，东北历经重工业基地
辉煌开始步速放缓的今天，沈阳厂所
依然走出了自己的加速度。

这种动力来自哪里？
来自 60 多年来的航空报国传承，

来自融在血液里的红色基因，来自实
验室、厂房里那一面面火热的党旗。

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直至今天，
沈阳厂所始终以重点型号研制为牵引，
将党建工作融入中心工作，激发基层

党组织活力，增强广大党员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将航空报国理想信念和强
军首责的责任担当，落实在岗位上，
体现在产品上，迎来了技术进步、型
号发展、党建提升、文化升华、人才
成长，各项工作长足进步。

广大干部员工也始终将自身努力
与航空工业乃至国家民族的需求紧密
相连，传承罗阳精神、弘扬劳模精神，
艰苦创业、团结拼搏、敬业诚信、创
新超越，推动我国歼击机事业实现了
历史性飞跃。

而这里的故事仍在继续。办公楼、
实验室、厂房、试飞站……人们正为
冲刺全年任务而忙碌。飘扬的党旗下，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点滴努力，践行
着航空报国，汇聚成托举强军梦、中
国梦的强大力量。

探寻老军工的腾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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