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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一个传统 十八勇士
|| 航空工业哈飞　孙艳升　整理

航空工业哈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48 年，作为“一五”时期 156 个重
点项目之一，早年的哈飞是中国飞机维
修和制造的先驱，一时无比辉煌。作
为哈飞历史的一个重要开端，“十八勇
士”的故事承载着太多的光荣和梦想。

1936 年 至 1939 年， 日 寇 在 哈
尔滨平房区北部建立了十七号军事基
地——731 部队，即臭名昭著的细菌杀
人工厂。在平房区南部建立了空军第
8372 部队，其附属有飞机场、飞机修
理厂，共有九个大小不同的厂房、试
验室、发动机试车台、辅助厂房和生
活设施。1945 年夏，日寇为了消灭罪
证，炸毁了工厂，将重要物资、机床
等集中销毁，房屋、厂房全部被破坏 ；
并放出了大量的保菌鼠和染有鼠疫的
跳蚤，1946 年曾造成严重疫情，并持
续了很长时间。

1946 年 4 月 28 日，哈尔滨解放。
党对军工生产十分重视。1947 年初，
在东北军区办事处领导下，各军工厂
在哈尔滨陆续成立。由于解放战争的
需要，军工生产任务不断增加，组织
规模和生产能力不断扩大。

1948 年 6 月，东北军区军工部部
长何长工带人到平房勘察建厂地址。认
为这里厂基尚存，地势平坦，交通便利，
有电力来源，又与苏联临近，是建立
和发展军事工业的良好基地。在这里
恢复建厂，比新建厂要快得多。于是
便选定了原日寇 8372 部队航空队专
用飞机场及飞机维修厂作为建厂厂址，
一个大型军工机械和炮弹制造厂开始
修建。

1948 年 8 月 18 日，平房修建委
员会副主任、哈尔滨试验工厂副厂长温
其芳带领谭腾、曲光信、付廷林、李
茂绩、郭常福、杨玉祥、赵福臣、曹
洪喜、徐东杰等十八人开着三辆汽车，
装着搭床铺的木材、木工工具、炊事
用具、粮食、建灶的砖头和行李来到

平房。这时，南厂九趟楼的楼下都被
老百姓占用着，有的住人，有的做牛
马棚，楼上的房盖和门窗都已被拆光。
温其芳带头挨家挨户做工作，向老百姓
讲明，国家要在这里建立我们自己的
工厂，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枪炮，以后
还要有自己的飞机，过去挨打受气的
日子一去不返了。老百姓听了都非常
高兴，当天就把九趟楼的第一趟西头
楼下腾出来了。创业者安上了锅灶和
床铺，后来又把楼上加了临时盖。这
就成了建厂的大本营。然后利用原来
的地下电缆，稍加修复，建起了临时
火锯工房，并修好了九趟楼的前三栋，
作为厂部机关和家属宿舍。

这年冬天，暖气、锅炉还来不及
安装，室外零下 40 多摄氏度的严冬，
墙上挂着厚厚的冰霜，脸盆里的水都
结了冰。除了个别房间有炉子烤火，
多数人是在冰冷中熬过了一冬。残垣
断壁，野草丛生，白天四处惊跑的野
兔，夜间成群饿狼的嚎叫，“十八勇士”
把这当作对自己革命意志的考验。他
们编了这样一首歌 ：“一片荒草窝，人
少兔子多，吃水摇辘轳，做饭转支锅。
刮风一身土，下雨泥成河，耗子编队走，
乌鸦来唱歌。”

1949 年 1~3 月，部分军工厂陆续
搬迁到平房，建立了东北军区军工部
北满分部直属三厂，这是哈飞历史上
的第一个正式称谓。

1949 年春，大兴土木建筑。军工
战士新建并修盖了家属楼、厂房，铺
修了火车专用线，基本满足了生产生
活需求。“十八勇士”有的作为指挥者，
有的作为业务骨干，在工作和生活中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冬天没有棉衣棉被御寒，工厂分发了
棉布和棉花，大家就自己缝制冬装。
生活区用水困难，就自己打了九眼井。
他们还克服了驻地分散、道路难行、
餐饮无法及时保障等困难。那时候典
型的工作场景是这样的 ：军工战士们

头顶一片蓝天，脚踏茫茫草地。没有
劳保用品，大家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
扎着袖口，腰间吊着一个铝碗，衣兜
里插着小勺，脚上穿着过膝的大白布
袜子，鞋上盖着大布罩，一年四季都
是这身装束。大白布袜子和大口罩是
必备的，这是对于防止鼠疫的要求。

这样的条件下危险也会突然降临。
一天，一个军工战士起早上班，走在工
厂的铁路专用线上，突然感觉身后有
“软乎乎”的东西重重地搭在他的双肩
上。他用手一摸是有毛的爪子，突然
意识到可能遇到了狼，于是立刻用头
顶住狼的下巴，然后用双手抓住狼的
双爪，用力来个大背摔，将狼摔在枕
木上，此刻狼的腰被摔断，不能动弹了，
之后在他人帮助下将狼打死。事后那
个军工战士说起此事依然心有余悸。

军工战士们每天的劳动强度很大，
但是纪律严明。大家都遵循着一条原
则 ：党需要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就
到哪里。劳动不计时间，不讲报酬，
千万吨的物资和机器，就是靠男军工
战士喊着劳动号子，用撬杠撬，大绳拉，
人扛肩挑运到建设工地。女军工战士
也不含糊，她们负责从闷罐车上卸散
装白灰，每人挑着一个土篮，用自己
的手绢把头一包，边喊着劳动号子边
小跑地干起来。年轻的姑娘们互相望
着落满石灰的白头发，打趣道 ：“咱们
都成老白头了。”

就这样，以“十八勇士”为代表
的军工战士们用自己改天换地的双手，
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
一片废墟上建设起了一个军工厂。

伴随着工厂乃至国家的发展脚步，
“十八勇士”有的在哈飞坚守，有的支
援到新厂建设，有的调转到了地方。
但无论在哪个岗位，他们都曾共同拥
有一个骄傲的名字“十八勇士”！他
们的形象、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精神
已经铸就了哈飞永远的丰碑。

选树一名典型

“飞鲨”，亮丽绽放海天魂
——记航空工业沈阳所“飞鲨”研制团队

|| 航空工业沈阳所　李晓滨

这是一支坚强的团队，肩负着时
代的重托，默默耕耘在战斗机设计、试
制第一线，见证着一架架新型战鹰翱翔
蓝天；

这是一支创新的团队，秉承着“航
空报国、强军富民”的理念，坚持不懈、
攻坚克难，托起了中国首架舰载机完美
着舰；

这是一支奉献的团队，倾心付出，
集智攻关，屡建战功，以责任、使命与
担当，诠释了逐梦蓝天、丹心铸剑的无
悔人生……

历史不会忘记，那一天，在辽宁
舰的甲板上，“飞鲨”平稳下滑，钩住
拦阻锁，滑行几十米后稳稳停在甲板
上，着舰成功。随后，它又沿着滑跃甲
板一飞冲天，成功完成了中国舰载机首
次航母起降试验。国产战斗机由此实现
了由陆基走向海基的历史性跨越。这一
刻，亿万中国人沸腾了，世界也为之震
撼。人们不会忘记，在成功的背后，是
为“飞鲨”研制成功而默默付出的中国
航空人——航空工业沈阳所“飞鲨”研
制团队。

迎难而上  挑战“不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武器装备是军
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国家安全和民
族复兴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面对世界
航空武器装备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国家对
高性能武器装备的迫切需求，航空工业

沈阳所秉承“航空报国、强
军富民”的

信念，在重点型号研制中创造了中国航
空史上一个个奇迹，取得了自主创新一
项项成果。

“飞鲨”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首型
舰载战斗机，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这是一项开疆拓域、由陆地走向海洋的
伟大工程。在项目研制之初，没有研制
规范和技术体系可遵循，也没有设计基
础和使用经验供参考，诸多关键技术尚
待突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纵观航空史，舰载机的发展历程
充满了血腥。国外舰载机研制过程中的
坠毁事件触目惊心，事故频频发生，至
今无法避免。当时，美国记者称此为“刀
尖上的舞蹈”，足见其精细再精细之 13
秒的惊心动魄。

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面
对坎坷崎岖的研制艰辛与困难，总设计
师孙聪带领“飞鲨”研制团队发奋图强，
从零开始，从零碎的资料里悟，从失败
的案例中找寻规律。岁月变幻，不变的
是航空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一个个全新
的设计方案、一次次挑战的试验试飞、
一项项关键的技术攻关，让原先的“不
可能”最终成为“可能”。

千难万难  必须“起降成功”

为确保这“生死 13 秒”的生而不
死，有效避免事故和灾难，“飞鲨”团
队耗尽心血潜心研究，突破了一道道难
关，创下了一个个奇迹，闯出了一条条
新路，圆满完成了“飞鲨”舰载机的设
计，竖起了中国战机研制新的里程碑。

舰载机和陆基飞机在空战或执行
对地任务时目的一致，差别在于机场的
不一样。航母起飞 / 着舰跑道长度仅为

陆基机场的十分之一。在如
此短距离的跑

道上，要使飞机在气动布局设计上产生
足够的升力，并通过现有的手段进行精
准的预测，特别是恶劣海况下航母不时
地俯仰、摇摆、升沉运动交织着舰首、
舰岛引起的复杂舰艉流场，使得这一过
程更加复杂。这是舰载机设计的一大难
点。

在气动布局设计上，研制团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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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研究方案讨论，每一次的
设计与测试，每一笔的布局设计，都承
载着舰载机的安全，更承载着飞行员的
安全。

没有懈怠、没有抱怨。大山里、大
海上、设计室内，几百个日日夜夜的通
宵达旦，“飞鲨”研制团队成员们用心
血与智慧进行着气动布局的精心设计、
稳定操纵的精准分析、起降控制的精确
设置。他们，只为“飞鲨”滑跃离舰那
一瞬间腾起的一飞冲天，只为“飞鲨”
精准钩索那一刹那演绎的刀尖炫舞，只
为飞行员的安心与安全，只为祖国的安
宁与和平。

一切努力  只为“精彩绽放”

舰载机的关键技术之一就是飞机
尾端的拦阻钩。一般看来，只要拦阻钩
能钩住飞机就成了，可是钩住了飞机，
飞机的其他部位能否扛得住？除拦阻
钩本身的性能之外，跑道上几道拦阻索
的位置、性能等都是设计时必须考虑的
重要因素，需要反复计算并最终确定科
学准确的数据。细节决定成败，责任重
于泰山。舰载机着舰的 10 余秒里，每
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

“飞鲨”采用滑跃起飞，即借助上

翘的斜甲板实现离舰起飞。但是，在这
个过程中，起落架经历了什么？如何在
整机试飞前预测滑跃起飞过程中起落架
的受力？如何在试验室模拟起落架的滑
跃起飞过程？这些问题都是舰载机起落
架设计必须解决的。“飞鲨”研制团队
经过充分论证，借助新型仿真手段，大
胆创新试验模拟方式，开展起落架试验
以及关键技术攻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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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舰载机的着舰速度显著高于陆基
飞机，导致起落架着舰时所受的冲击力
巨大。同时，舰载机在海洋环境下工作，
要求舰载机的起落架既要十分结实、又
要很轻巧、非常耐腐蚀。这就对结构设
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如此艰巨
的考验，研制团队提出了在国内研制新
型高性能、耐腐蚀材料的目标，并联合
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在不断失败、
不断尝试中历时三年，终于突破关键技
术，基本形成了高强度、耐腐蚀材料的
技术体系。经过一系列试验的考核，确
保安全可靠地应用在“飞鲨”的起落架
上，为舰载机长寿命、高可靠性的使用
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国内材
料研制技术水平。

“飞鲨”舰上起降成功，不仅成功
实现了我国在舰载战斗机领域的技术突
破，同时还锻炼出了一支有知识、有技
术、能打硬仗的高水平研制团队。

海潮奔涌，见证着航空人澎湃的强
国雄心；蓝天浩渺，镌刻着航空人生生
不息的航空梦想。“飞鲨”，展开刚毅的
双翅，在海天之间振翅翱翔。那为“飞
鲨”注入心血与灵魂的研制团队将一路
前行，使中国战机飞跃蓝海、护卫祖国
的万里海疆。

“航空报国”是一种信仰
|| 航空工业洪都　李慧

“只要还在干就得学，我们的航
空产品想要世界领先，那我们的加
工技术也必须跟上世界水平。”对于
中国航空工业首席操作师，身处航
空工业生产一线的马跃辉来说，这
是他一直践行着的航空报国追求，
并身体力行的信仰。正是这样的执
着追求和信仰，支撑着他不断进取，
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劳动模范等一系列荣誉，并受到习
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

吃苦耐劳、严慎细实的沉稳作风

马跃辉是退伍军人，也是一名
老党员。而作为一名军人党员，最
大的特点就是吃苦耐劳、严慎细实。
和他工作了几十年的同事们深有体
会。

马跃辉所在的分厂主要承担各
机型系统零部件的机械加工、黑色
金属钣金件的加工和焊接工作等。
一次车间接到一项外协任务，由于
发货的船期已经确定，为了赶上装
船时间，他硬是连续一周从早上六
点到晚上十二点拼命工作，到了冲
刺的时候，凭借着当炮兵时期练就
一副好身板，更是从早上六点一直
干到第二天下午一点，出色地完成
了任务。

在分厂遇到的难活多，面对复
杂工件，他勤学苦练，再加上积极
的钻研，出师不久的马跃辉很快便
掌握了技能要领，还慢慢地把老师
傅们做了七八年以上的绝活在两三
年内变成了自己的本事。比如如何
用普通铣床加工小角度复合凹圆弧
面、如何克服大圆弧面加工普遍存
在加工工序较繁琐零件表面粗糙的
难题、设计专用夹具加工异形零件
等。凭着这些真本事，马跃辉脱颖
而出，成了生产一线的“技术大拿”，
并为他赢得了“铣王”的外号。

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执着韧劲

经过长期的锤炼，马跃辉积累
了一手绝活，但他也有了股|“与众不
同”的韧劲儿。他最擅长加工槽形件
和薄壁形件的加工，而且总能找到
实用高效的加工方法。一份活儿的
图纸到了他手上，他绝对会按调度
指令完成任务。但是，他有自己的“想
法”：“这样做工艺不行，加工不科学，
效率不高，费劲！”同事劝他 ：“咱
们照着图纸加工不出废品就行。加
工工艺是工程师们的事！”马跃辉
却不放弃。

分厂接到模锻件生产任务，按
生产节点要求交付周期较短，如按常
规程序生产周期不能满足节点要求。
若按自由锻件加工，不仅工序繁琐，
加工难度较大，且生产周期同样不能
得到保证。当大家都为这项任务犯
难时，马跃辉却没有慌。他仔细分析，
认真校对零件图，通过比对相关数
据发现，该零件与某型零件材料、
尺寸较为相似。为此马跃辉马上申
请，调用该型零件模锻件进行试制。
很快试制的零件出来了，经检测后，
试制的零件满足各项技术指标要求，
为该型飞机顺利交付作出了贡献。|

类似这样的紧急任务，对马跃
辉而言已是家常便饭。这也使他对
自己的工作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一
线员工不只是简单、机械地完成生
产任务，同样能够凭借聪明才智和
高超技能为企业解决生产难题，创
造更大的价值。

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航空匠心

“做铣工那会儿，他做得挺好的，
也获得了很多荣誉。但后来他又非
要去学数控，当时不太理解。”马跃
辉的妻子说。然而马跃辉却有自己
的想法——创新是工人和工匠的本
质区别。他喜欢琢磨，酷爱创新。“时
代在发展，设备在更新，作为新时
代的航空工人更要去与时俱进。”马
跃辉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上数控机床操作，对高中毕业
的马跃辉来说，在这个新领域，要

消化一沓沓的操作说明书，真是费
了不少劲。面对抽象、生硬的说明，
他又是找老师，又是啃程序，又是
拿废料练手，很快就让机床高效运
行起来，与从高级工起步的数控工
人相比，也毫不逊色。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除
了掌握日常生产所需的基本知识外，
马跃辉还自费购买了大量的数控书
籍。每天满负荷的三班倒，一有时
间就自学理论，还把编程代码贴在
机床车窗的防护门上，便于在设备
运转的间隙强化记忆。下班后，他
更是一头扎进书本里。

“既然是自己选择的事情，就得
尽全力做好。要对事情负责，对自
己负责。”理论结合实际，精益求精，
这是马跃辉的诀窍。飞机零件液压闭
锁，是第三代教练机上的重要零件，
关系到批生产的稳定。但是零件表
面复杂，传统工艺加工不仅工序多、
时间长，而且质量难控制、次品率高。
马跃辉自制液压夹具，验证后固化
到加工工艺中，将原来的 37 道工序，
简化为 2 道工序，生产周期直接由 3
个月缩短到 2 周，产品合格率达到
100%。

以身作则、以一带百的授业风格

一个工匠可以带动一群人，一
群工匠可以带动一个企业。马跃辉
不善言辞，但他用行动感染着身边的
同事，为我国的航空事业默默地奉献
着。为了进一步发挥骨干人才的集
聚效应，2013 年 8 月，洪都公司创
建了马跃辉劳模创新工作室，同年
获得江西省总工会首家挂牌，2014
年 11 月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命
名。而马跃辉的关注点也从个人成
长转向团队整体能力的提升与释放。

当大家被国外各种先进设备和
加工技术震撼，担心自身的差距时，
马跃辉却告诉他们 ：“机床设备只是
我们平时生产中使用的一种工具，
关键的还是人。因此一方面我们要
结合分厂零件特点，去了解新设备、
新技术，为分厂技改提出建议 ；另
一方面机床设备到了以后，我们要
认真研究机床设备的应用，使他以
更快的速度用起来，创造效率和价
值。”

为了使人人都能成为独当一面
的能手，马跃辉和团队成员总结了
四个“一”工作目标，即解决一项
制约生产的关键零件加工工艺技术
难题、总结一套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的专业技能操作方法、培养一名善
于解决问题的青年技术骨干、建成
一支适应于公司生产任务要求的高
技能人才队伍。围绕四个“一”，马
跃辉和团队成员确立了“先攻关、
后培训”的“传、帮、带”工作机制。
他与工作室成员一起学习，分享工
作中的点滴，共同成长。在他的带
领下，团队每一个成员都走上了讲
台，把自己做过的典型零件以授课
的方式推广经验，多人掌握核心工
艺及其加工技术。

经过几年的精心建设与经营，
2016 年，以马跃辉名字命名的劳模
创新工作室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
称号。马跃辉在传授技术和知识的
同时，他所崇尚的工匠精神也在他
的工作室里得到了延续。人才快速
成长，12 名成员中，拥有航空工业
首席技能专家 2 人、航空工业特级
技能专家1人、洪都公司特级操作师、
高级技师、技师 5 人，工艺技术人
员 4 人。作为车、铣、钳、焊等多
工种复合型工作团队，马跃辉劳模
创新工作室也在洪都公司开创了一
种技术和技能组合协同创新的新模
式，有效地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创新
热情和活力。

从一个人先进到一个团队先进，
马跃辉投注了太多的热情与精力。虽
然他并不工作在某个型号一线，也
没有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事迹，但
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航空报国”
的核心价值观，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在他的影响下，一朵朵像他一样的
航空之花依次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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