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宋招枘

10 月 9 日，西北高原上，天空
是那么蓝那么近，高原的太阳十分刺
眼，阳光洒在一个个准备归程的试
飞人兴奋的笑脸上。这一天，某型
机高原试飞任务圆满完成！从海拔
一千多米到海拔三四千米，这个团
队转战三省，他们出发时的西安骄
阳似火，归来时已是棉衣加身，他
们不辱使命，顺利回归。这支队伍
就是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某型机试飞
技术体系党员先锋队。

|7 月 25 日奔赴高原以来，这
支团队便开始进入高强度试飞工作。
某机场海拔一千多米，也是此次试
飞历程三个机场中海拔高度较低的
机场。在这里，主要进行该型机基
本科目试飞，飞机所的课题主管们
一边进行着紧张的试飞工作，一边
为后续四千多米高原试飞工作提前
适应高原环境。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的试飞任务后，该型机顺利转场至
海拔四千多米的机场，在这里，试
飞队离天空更近了，然而高海拔机

场飞行的任务是艰巨的，对每个人
的身体都是一个严酷的考验。从住
宿的地方到机场需要两个半小时的
车程，每天天不亮，他们就开始出
发，一路颠簸到达环境严苛的机场，
为了每天能多飞一个架次，大家的
午饭就在机场简单解决，每个人拿
没烧开的温水泡一桶方便面，再啃
一个小面包，这就是试飞队的午餐。
这里的试飞条件简陋，环境恶劣，
没有厕所，大家要尽量减少喝水量，
每个人的嘴唇都是皲裂的。

作为一直生活在平原地区的航
空试飞人，在四千多米海拔说一段话
都要喘上好几口气。严峻高原环境
下的试飞任务是一块硬骨头，但党
员先锋队中的每一个人都饱含激情
地要把这块骨头啃下来。无论男女，
年少还是年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
股坚定的信念 ：站在巍峨高山耸立
的高原机场，想着祖国的大好河山
需要我们试飞成功的强大武器来守
护，再辛苦、再难也要坚持。在某机
场有两架该型机执行试飞任务，每
天两架机基本上都是同时执行任务，

所以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能够
身兼数职，不光要胜任自己的课题，
还要搬得动配重袋，画得了地标。也
许相比其他两个机场，这里海拔还不
算高，但跑两步也会气喘吁吁，就
算这样，每当看着试验机顺利返航，
完成一个架次又一个架次试飞任务
时，每个人的心中充满着即将圆满完
成任务的激动和喜悦。飞得越顺利，
大家的干劲就越足，每天早晨七点
半开始保障飞行，晚上十一二点还
能在机房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从市
区通往机场的路上，每天清晨和傍
晚都可以看到几辆行动有序的车辆
在这里往返。飞机转场至该机场时
正值 9 月中旬，在万家灯火，全家
团圆的中秋佳节、举国欢庆的国庆
节假期里，党员先锋队的同志们依
然奋战在试飞工作的岗位上，他们
有条不紊地各自忙碌着，他们其中
许多人已是“三上”高原，去年的
中秋节也是在高原机场上试验机的
轰鸣声中度过的。在举国欢庆的国
庆和合家团圆的节日里，他们为了
完成任务留在了高原上，他们没有
抱怨，没有后悔，相反，每个人的
心里都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盼望着
任务圆满完成的那一刻。

战机为了翱翔蓝天积极准备着
坚挺的羽翼，而孜孜不倦的航空试飞
人则成就了雄鹰之羽。他们，志存
高远 ；他们，勇往直前 ；每一次高
原之行，他们的脚步更加扎实，信
心更加饱满，未来，他们将继续用
航空人胡智慧和双手描绘中国天空
的绚丽篇章。

|| |航空工业汉航　黎智

下了高速大巴到了县城，再换乘
回村去的班车，喧闹的县城很快就被
抛在身后，穿越崎岖的盘山路，天越
来越蓝，空气越来越清新，行车的道
路随着河道蜿蜒而入。在班车上闲聊
中遇到一个在外打工回村的青年人小
严，当得知我是驻他们村的扶贫工作
队队员时，他顿时流露出激动而加上
赞许和几分自豪的表情说 ：“我们村
里近几年经过你们的帮扶可以说是一
年一个样，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过
去晚上一片漆黑的路上有了灯，一个
荒草沟变成了文化广场，帮扶户都有
了各自的门路，现在路通了，村里今
后还可利用好的自然景色搞特色乡村
旅游，到时候我也可以办个农家乐，
就不用外出打工了。”

当车到达终点骆家坝古镇，我们
徒步行走在通往牧马河源头的一个偏
僻村落的通村路上，太阳能路灯一字
排开，灯柱上清晰地标注着集团公司
的司徽和“航空工业”几个方正大字。
听着小严的述说，遥望着路旁的田野，
山岭上的大豆、苞谷，成熟前的水稻
迎风摇曳，荷塘里亭亭玉立随风起舞
的荷花绽放着笑脸，再往里走就是一
个新建的有红色文化标识的小广场，
这里就是航空工业在陕扶贫点——陕
西省西乡县骆家坝镇回龙村村委所在
地。

回龙村过去称为“龙灯村”，因

村民自古喜好在春节、元宵节、三月
三庙会等传统节日开展“舞龙灯”民
俗文化活动而得名，是骆家坝镇最西
南的一个小村，地处两县交界的山区，
距县城 48 公里。区域面积 25 平方公
里。310 县道峡骆路贯穿全村，过境
段 11 公里，直达马儿崖。

航空工业汉航牵手回龙村，开展

定点扶贫已两年有余。我在这里驻村
的主要任务，首先是现场监督集团公
司帮扶项目的具体落实，在这里亲眼
目睹、见证了航空工业援建回龙村“富
民路”的完工、道路的亮化、村委会
的改建、文化广场的建设、百亩茶园
的建成、一对一帮扶产业的发展和农
户收入的增加。协助村委参与完成了
贫困户精准识别的入户调查摸底的艰
巨任务。山村农户居住比较分散，户
与户相距好几里山路，每天徒步行走
都在七八公里以上，如遇大雨天必须

装备雨衣、雨鞋前往容易
滑坡的地段巡视查看。如
果说在城里是挤时间健
步，用计步手环监督自己
锻炼，在这里就不用刻意
努力地去瘦身健体。我到
这里的第一个月，腰围锐
减一寸有余，体重下降 3
斤，但腿脚变得更加有力，

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只有你深入农户，
目睹他们的生活现状，才能真正理解
什么叫贫困，体味到什么是幸福。

尽管我已是“奔六”的人，在村
里喝的水有泥土腥，吃的粗茶淡饭有
柴火味，远离了家人和朋友，但内心
深处自然有一份“老马自知夕阳短，
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自信和努力的决
心，在我人生历程中能有这样的一段
岁月，能健步行走在乡村脱贫攻坚的
道路上，能为社会做点实事，尽自己
一份微薄之力，心中就会生出一丝温

暖和骄傲。
目前，回龙村正处在如火如荼的

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的热潮当中，
随着“四个一”工程的逐步落实，一
对一帮扶，因户施策，促种养殖发展，
利用当地茶叶资源兴办村龙头产业，
用互联网 + 乡村电商中心扩大农产品
销售，以乡村旅游带动农民增收。我
想回龙村在 2019 年完成“一超，九
有”（一超 ：人均年收入 3051 元，九
有 ：有住房、有合作医疗、有安全饮
水、有养老保障、有致富技能、有稳
定的收入渠道、义务教育无辍学学生、
通沙石机耕路、通照明用电）的脱贫
目标胜利在望。

朋友，当你有机会来这里赏景、
健步，在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的同时，
能在这里吃顿农家饭，买份土特产或
许这就是对脱贫工作的支持，回龙村
等待着你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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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高原，守望战鹰
——某型机试飞技术体系党员先锋队高原纪实

一群与困难对抗的“蓑羽鹤”
|| 航空工业导弹院　晏勇

为了生存，为了明天，一群蓑羽
鹤振翅高飞，逆势而上，冲击地球之巅。
气流、天敌、折羽，都无法阻断攀升
前行的向往。它们挑战艰险，穿越极
限，飞越珠穆朗玛峰。那亢奋地叫喊声，
在喜马拉雅山群峰之间激荡回旋……

在航空工业导弹院，也有这样一
群“蓑羽鹤|”，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
为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们
在不平坦的科研之途艰难前行，奋力
向上，跨越一个个险峰……

|
引子

某型产品在一次考核试验中失
利……试验团队们风尘仆仆从外场赶
回单位，立即投入到故障攻关中，开
始了一场与困难的顽强对抗。

为了尽快找出原因、早日让故障
归零，攻关负责人决定把攻关团队分
成红军、蓝军，开展一次针对性地“对
抗”。一场与困难对抗的竞赛就此拉开。

在这一段艰难的时光中，让我们
深入攻关现场，感受队员们与困难对

抗的艰辛，让我们对他们坚韧、奉献
精神感到深深钦佩和感动。

|
当高考遇攻关

攻关从五月开始，这时正是一年
一度高考前的最后冲刺阶段。高静是
一位即将高考的孩子妈妈，同样也是
一位攻关的主力。

高静与爱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业务繁忙，家里还有瘫痪卧床的公公
需要照顾，高静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
当高静谈到工作，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面带笑容；但提起孩子，就仿佛触及
了她心底深深的痛，她的眼泪瞬时夺
眶而出，她说：“在孩子最需要我的时
候，我连一日三餐都没法做到，更不
能像其他妈妈一样陪伴孩子与他交流
缓解压力了。”可是高静还是笑着说，
孩子考得不错，有 600 多分！这个关
于高考的故事，有一个令人心酸的开
头，却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装修一拖再拖

房子装修可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儿，
谁不想尽快装修完搬进自己的新房住，

但装修碰到攻关，必须让路。
去年刚交完房，陈伟衡就去外场

了，一待就到过年前。本来计划过完
年开始装修，一晃时间到了五月，产
品攻关开始了，装修就被无限期地往
后推迟。但他却一副不急不缓的模样，
这劲头跟工作相比，还真是差远了。
要知道，为了写攻关方案，他可以连
续一个星期每天工作 14个小时以上。

负责组织实验的付均也碰到房子
装修的问题，为了省时省事，他找了
一家装修公司签完合同就当上了“甩
手掌柜”。攻关期间，付均更是把装修
这事儿都抛诸脑后。两个月后，装修
公司完成基础装修，最后要测工程量
结算，必须他亲自到场。由于工作忙
实在抽不开身，他也经常放别人“鸽
子”。

|
好男儿看担当

正是攻关最紧张的时期，负责软
件设计的李文龙的家里传来噩耗，他
的岳母突然离世。由于妻子是独生女，
面对突然的变故惊慌失措、悲痛不已，
处理后事理所当然地全部落在了李文

龙的身上。可此时屋漏偏逢连阴雨，
孩子又患上了肺炎，此时此刻，李文
龙心力交瘁，几乎快要崩溃，他在只
请了 3 天假后，又迅速投入到紧张的
攻关工作中——分析数据、更改软件，
工作一环扣一环、节点一步紧跟一步。
他把对亲人离去的痛苦、对孩子生病
不能照顾的内疚、对爱人在最需要他
的时刻不能陪伴她身边的愧疚深埋于
心底，他坚守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做
好分内的工作，为推动攻关进展竭尽
一己之力。

身体与意志的较量

首席专家曹旭东最近身体明显虚
弱了很多，因为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不
大不小的健康劫难。六月初，他带领
团队分析策略、做实验，忙得天昏地
暗。一天下午，他感觉自己身体不舒
服，去医院量血压，低压至四十多！
医生建议他马上输液。想到当天下午
四点还有攻关会，于是曹旭东跟医生
协商把输液换成喝盐水。第二天，他
在爱人的强烈“命令|”下，去医院做
了全身体检，检查结果是心因性高血

压。这种病在压力过大、焦虑的情况
下症状突出。虽然病症在身，但是他
仍然冲锋在攻关一线。

素有“拼命三郎”之称的吴卫山，
在持续超常的奋战中，身体也出现了
问题。吴卫山连续几天在办公室里一
个喷嚏接着一个喷嚏，眼泪鼻涕擦个
不停。这个工作狂、技术牛人讲起技
术问题来头头是道，问起身体不舒服
的感受却总是“无语”。

左瑞芹，一个“铁娘子”般的女
职工，负责实验记录和整理，跟着做
完全程实验之后，还得整理数据，经
常是几十页的数据，看得眼睛昏花、
腰酸背疼。有一次她连续几天低烧，
仍在坚持。同事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大家让领导出面把她“赶回家”休息。
团队中的齐恩勇、赵毅寰、张跃实、
吕辉……他们都是连续奋战两个多月
的攻关成员。

经过几个月与困难的顽强对抗，
导弹院的这群“蓑羽鹤”们终于翻越
了障碍，跨越了又一个科研高峰，迎
来了顺利通过最终考核试验的那一
刻——云开日明！|

好人老颜
|| 航空工业宝成　黎眉

说起工会的颜志辉，了解的人
都说 ：“老颜是个好人，是困难职工
的贴心人。”

年届 60 岁的老颜，在工会工
作了几十年，为人真诚厚道，工作
细致认真。老颜是地地道道的老陕，
人腼腆，话不多，不争名，不争利。
但老颜也有脾气，他性情耿直，敢
讲真话，干实事。老颜爱读书，业
余写散文，兴致很高，在单位里小
有名气。他爱摄影，摄像，谁家有
喜事总是忘不了叫老颜摄像 ；他还
有一手维修家电的绝活，那些年，
老颜为不少人家修理电视机、录像
机等家用电器。

老颜自幼生长在农村，从小也
吃了不少苦。老父亲当年是生产队
长，谁家有困难，少不了跑前跑后
的热心帮助。如此耳濡目染，参加
工作以后，尤其是在工会工作几十
年，老颜对困难职工也充满感情，
他从本职出发，尽力热心帮助。

公司员工娄勇让，去年不幸身
患重病，老颜得知后，多次与单位
及娄勇让联系，详细了解病情及其
家庭情况后，他为娄永让建立困难
职工档案，并第一时间为其办理宝
成帮扶救助金。娄永让不幸去世后，
家中已入不敷岀，还在读研的女儿，
学费尚无着落。一次，老颜在与娄
勇让的爱人交谈发现她心情忧郁，
为生活愁苦的神情恍惚，了解到她
的困难后，老颜及时把娄勇让家庭
困难的情况及时向部门领导反映，
公司领导亲自批示，在困难帮扶资
金有限的情况下，决定给予娄永让
女儿连续两年每年 2000 元的助学帮
扶，使其女儿顺利完成学业。

都说老颜热心，帮助困难职工，
他还真是上心。公司有困难职工身
患严重的高血压，爱人无正式工作，
女儿因视网膜脱落而休学。这名员工
家庭负担很重，父母年老体弱多病，
他还要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弟弟，曾因
个人生病和不堪心理重负而想不开，
有过轻生的念头。老颜得知这一情
况，经常找他谈心，虽然老颜收入不
高，但也会给他经济上一些资助。

老颜很平凡，像路边的雪松，
为人带来清凉，但却毫不张扬。自
己有困难却从不向人述说。有人问
老颜，你哪来的热情和精力关心那
些困难职工啊？老颜笑着说 ：“在宝
成工作生活几十年，我在这个大家
庭里学会了很多的知识和技能，我
只是把与人为善作为处世为人的首
选，讲真话，做实事，问需于民，
尤其是要帮助那些困难职工，做好
维护和帮助困难职工是我的职责。”

年届六旬的老颜，他身患冠心
病、脑梗等疾病，爱人行动不便，
孙子还小，家里生活并不富裕。近
两年老颜连着住了几次医院，即使
这样也没有影响他帮助困难职工的
热情。

“生活给我以苦涩，我报人生以
笑脸”这是人们对老颜热心帮助困
难职工的写照。因此，我也情不自
禁地夸赞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位好人
老颜。

我走过的航空路 
|| 航空工业昌飞||谢全超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全面经
济建设时期。从 1950 年抗美援朝开
始，无论是前线损坏的飞机急需修理，
还是保卫新政权都急需发展中国自己
的航空工业。1951 年 4 月，航空工
业局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成立。为培养
航空工业技术人才，航空局领导决定
在全国建立航空院校。于是在 1952
年，北京航院、南京航空专科学校、
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沈阳航空工业
学校等航空学校同时建校，并在当年
秋季开始正式招生。

1952 年秋，我和十几位同志从
志愿军直接去北京航空四局报到，随
后被分配到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成为
第一批学员。那时，哈航和南航的学
员多数是从解放军各野战部队抽调过
去的，一天，北京航空四局负责接待
的同志告诉新学员说：|“你们是经过
部队几年培养、锻炼和战争考验过的，
也是最听党的话，最忠诚于党，能吃
苦又聪明的青年知识分子。”这句话
让人听后斗志昂扬，激情高涨。经过
3 年的刻苦学习，我圆满完成了苏联
航空中专教育全部教材的学习，最后
顺利通过答辩委员会的考核和答辩。
记得当时任答辩委员会主任的胡锡川
工程师紧握住我的手说：“祝贺你成
为第一批航空工业女技术员！”那一
刻，我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流下了
感激的泪水。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 122厂的 223
车间，在那里担任飞机结构修理技术
员。当第一次看到厂房里停放的一架
从朝鲜前线运回来机身伤痕累累的
图-2轰炸机时，我默默地暗下决心：
一定要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尽快将这
些飞机修理好，让它们重返前线！

经过几年的修理和自制零部件
组装，如方向舵、升降舵、副翼、整
流罩等的经验积累，从 1958 年开始，
我们走上自主设计制造飞机的阶段。
当年，我参加了“松花江一号”的结
构设计、静力试验，共历时两年多时
间最后完成首飞。1960 年，我调回
铆接车间，参加直 5机身试制，直至
批量生产，该机试制却并不顺利，经
历了各种挫折。第一次试制，由于急
于求成，试成后交付几架机给部队，
由于质量不达标，导致航空局和空军

部队不满意，贺龙元帅曾亲自到工厂
下达命令：“推倒重来！”第二次试制，
原则上是按照苏联的工艺方法施工，
由于当时专职翻译十分缺少，只能由
工艺人员自己翻译。大家开始重新复
习俄文，靠着一本《俄汉航空工业辞
典》，编写各自主管部件的工艺规程。
在苏联专家帮助和指导下，我们克服
了没有专用机床等许多困难，直升机
主要动部件——自动倾斜仪、金属旋
翼大梁等终于试制成功，进入批量生
产。

1968 年，为响应国家建设三线
号召，我自愿申请，经组织批准调到
原第三机械工业部驻贵阳办事处，一
去就是 8 年，直到 1976 年，组织安
排我调入昌河飞机厂工艺装配科担任
主管工艺员，参加直 8 测绘、试制、
定型全过程。当时工厂没有住房给新
来的职工家属，我们这批从贵阳调来
的几十户职工家属只能住在吕蒙机场
的机库里。如今，昌飞公司西门内仍
在使用的那栋三层办公楼则是当时的
工艺科、工装设计科、生产总调室、
资料科等办公地点。那些年办公条件
确实艰苦，桌椅短缺，地面粗糙，每
天早上扫地必须洒水，否则满屋、满
身灰尘。为加快试制进度，不得不借
用原昌河中学的教室供设计员、工艺
员联合办公。为了缩短出图时间，我
们边设计边进行工艺性审查。试制期
间，主管工艺员要在生产第一线办公，
技术系统定期召开协调会，及时处理
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当时飞机的协调
主要靠模线样板进行，有了问题，要
拿着零件、样板到有关单位查找原
因。试制最紧张的阶段，一天要来回
走 40 多里路。尽管辛苦，但大家凭
着航空人要制造出自己的飞机的远大
理想，不计得失，无怨无悔。

中国直升机从无到有，未来发
展越来越好。如今，我已经离开工厂
20 多年，但心里一如既往地关注航
空工业的变化和发展，我也早已把昌
飞当成了自己的家。当我看到直升机
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我由衷地高兴。
真羡慕后来人赶上这样的好时代、好
条件，国家富强和一代代昌飞人的辛
勤付出，不断创新的结果，让我们看
到直升机第二代、第三代航空人迅速
成长和不断壮大。

走在乡村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