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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一个传统

选树一名典型

撰写一篇报道

十年磨一剑 铸魂为报国
——记航空工业南京机电空中加油吊舱研制历程

|| 航空工业南京机电　李远征

20 世纪 70 年代，航空工业南京
机电的前身——原 609 所扎根在湖北
襄阳毗邻隆中山冲一个蜿蜒 4 公里的
小山沟。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航空人
除了克服生活的艰难，还要克服科研技
术上的重重困难。西方国家和苏联都
对我们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但他们
心中始终都装着国家和人民殷殷期盼 ：
“我们再苦，即便苦到当了裤子卖了袄
也要搞出我们自己的飞机来……”在
那样的条件下，大家掀起了一股学习
热，比着刻苦学习，寝室里熄灯了就
跑到路灯下看书，每天都到凌晨一二
点。后来领导怕大家身体受损，命令
夜里 11 点之后不准自习，必须睡觉。
在当年那个以苦为乐，战天斗地的时
代，609 所的前辈们卧薪尝胆，十年磨
一剑，最终成功研制出“当惊世界殊”
的空中加油吊舱，为中国人争了一口
气。

1999 年在建国 50 周年阅兵大典
上，载着 609 所梦想的空中加油吊舱
首次在世界面前亮相对接，顿时引起
了世人的瞩目！该技术赶上了世界先
进水平，填补了中国航空史上的空白，
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609 所也
因此被中央军委、国务院授予“突出
贡献单位”，被国防科工委授予银奖，
被当时的中航第一集团授予集体功。

早在 70 年代末，609 所人就敏
锐地把空中加油立题为预先研究项目。
可是当时一是无成套技术资料和无任
何原准机做借鉴，二是试验条件设备
落后，三是无地面模拟试验装置，再
加上西方国家严密的技术封锁，国家

又没有立项和资金投入，困难之大可
想而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
条件也要上！ 609 所人冲破外国的技
术封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十
年时间成功地突破了这一军事尖端技
术，并在 1984 年完成了地面原理样机
设计。在 10 年的苦苦摸索中，唯一能
支持科研人员永不放弃的是国家肯定
有朝一日会需要的信念。||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 年，中央
军委决定把研制空中加油工程作为第
一号任务，确定由 609 所研制空中加
油吊舱。自此，609 所动员了全部的技
术力量和加工力量，不分白天黑夜投
入到战斗中。1990 年研制出第一台吊
舱，1991 年首次空中加油对接成功，
1994 年完成了设计定型……我们的空
海军部队终于装备上了我国自己制造
的加油吊舱。

同样是为了空中加油吊舱，609 所
人还曾创造过“108 小时绝路求生”的
奇迹。20 多年过去了，但参加过当年
那场战斗的人莫不对此刻骨铭心，因
为抢修“14 泵”的战斗更能让人回味“航
空报国”的真切含义。

1995 年，609 所接到一年交付多
台空中加油吊舱的紧急任务，这个进
度就是到国外订货也不能实现，何况
国内首次投产。经过一年的日夜苦战，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之际，外场突然传
来让 609 所人目瞪口呆的消息 ：14 泵
壳体出现严重裂纹。难道一年的心血
就要付诸东流了吗？交付节点可是军
令状啊！怎样办？深夜回所的所长立
即召开会议，毅然决定：全所立即动员，
全力以赴、绝路求生、再创奇迹！十
天完成 7 台 14 泵壳体，须知一批壳体

正常运行需要三个月啊！军令比天大，
容不得你讨价还价。

这是实力的考验，是意志的考验。
609 所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战斗中。更
改图纸要求 24 小时完成，深夜刚刚出
差回来的技术人员放下行李就一头扎
到办公室里，8 个小时后，图纸更改
完成。与此同时，铸造早已严阵以待，
一夜苦战，第一批 5 台铸件浇铸出来，
接下来第二批、第三批，经过三昼夜
75 小时连续突击都全部完成。

随后的粗加工、精加工、热处理、
表面处理，要牵涉到设计、材料、计划、
工艺、检验、调度，千头万绪，一环
连一环，每一环都不能有丝毫耽搁！
各工序有的交叉进行，有的同时并进，
每个岗位都是人等活儿而不是活儿等
人，保证产品不落地。不管是什么岗位，
不论家里有多大的困难，没有人不理
解拼命的意义。很多人通宵达旦，连
续加班 35 个小时以上，所领导也日夜
泡在现场，党群机关送来夜宵，职工
医院送来药品，真可谓“同心画圆连
轴转，诸力合一齐向前”。||

没有人能准确算出人的能量有多
大，但令人不敢相信的是，第一批产品
108 个小时就保质保量完成了，奇迹就
是这么创造出来的。609 所人又一次创
造了绝路求生的奇迹 ：三批产品交付
共用了 5 天时间，比规定的 10 天还缩
短了一半。外厂的同志说，你们计划
10 天完成，我们就认为不可能，现在
5 天就干完了，真不可想象！庆功会上，
时任所长动情地说，有了这种航空报
国的拼命精神，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
不能解决？还有什么样坎迈不过去？

不忘初心，不负青春
——记中航技客户服务部项目经理孙骥超

|| |中航技　李萌

“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参军，开飞
机！”每每说出这句话，孙骥超的
脸上总是掩饰不住的激动 ：“就想保
卫国家！”

在他看来，一个工作，能够同
时跟军队和飞机打交道，可遇不可
求。正是怀着这种想法，2013 年大
学毕业后，孙骥超选择到中航技工
作，成为客户服务部从事售后服务
工作的一名项目经理。

然而，同每一个初入社会的年
轻人一样，踏上工作岗位，陌生的
工作内容令他一时感觉难以消化。
西班牙语专业出身的他，在航空专
业知识方面始终存在着缺口。他没
有气馁，反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每天除了完成工作，记录并反思不
足，还抽出大量时间翻阅卷宗，熟
悉项目历史，自学航空概论、后勤
和综合保障知识等。偌大的办公室，
他常是第一个来开门，又最后一个
关灯离开，从晨光熹微到夜色深沉。

“守得云开见月明”，有了理论
基础，他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优势愈
发明显。他开始独立管理项目，负
责的用户国横跨亚非拉三个洲 ；同
时，他还承担了大量节奏紧、强度大、
条件艰苦、难度高的外场专项工作，
甚至因为能力突出还经常被借调到
兄弟处室执行任务，快速成长为中国
航空军贸战线上一名优秀的青年骨
干，先后获得“2013~2015 年度中
航工业优秀共青团员”“2015~2016
年度中央企业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孙骥超对
自己的严格约束，他总是要求自己
“不怕吃苦，不惧困难，不吝付出”。
他深信能力来自磨砺，突破源自平
时，逼自己一把，一切才可能。

不畏艰难，能吃苦

提到“90 后”，很多人都认为他
们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确，第
一次带领团队赴用户国执行任务时，
1991 年出生的孙骥超也为生活发过
愁——用户安排团组入住基地营房，
房间久无人住，满是灰尘和霉味，蚊
虫肆虐，甚至水电也不能每天保证，
伙食都是限量供应。然而，作为团
队主导，他不仅毫无怨言，还始终
坚持以乐观态度鼓舞大家克服生活
困难、自己动手改善条件，集中精
力做好工作，带头吃苦，以身作则。

几年间，从零下 30℃的雪域到
50℃的沙漠，从闷热的雨林到干冷
的高原，从疾病肆虐的蛮荒之地到
风声鹤唳的现代之都 ；有跟随用户
转场的千里奔袭，有恢复飞机出勤
的通宵排故，有调查飞行事故的殚
精竭虑。一切辛苦，他都甘之如饴。

2015 年公司组织团队赴南美为
用户开展国产中型运输机的战术飞
行训练，时间紧、任务多、难度大、
风险高。而孙骥超却主动要求跟飞，
担任西语翻译。

机舱内温度高达 50 多摄氏度，
飞行中低空的颠簸，大坡度转弯的
离心力，起落训练时反复的气压变化
令人十分不适。而且耳机噪音干扰
强烈，同时又有中外双方机组、靶

场指挥，长（僚）机、塔台等几十
人在线上，如何判断声音来源，是
否需要翻译，翻译给谁，都需要仔
细斟酌、快速反应，对从未接受过
任何训练的孙骥超来说，这些都是
极大的专业、生理和心理的考验。

飞机顺利关车后，孙骥超摘下
耳机才发现头晕目眩、全身都已湿
透，耳朵还在嗡嗡作响。一个多月
超负荷的工作，他是唯一一个没有
因为任何原因缺席飞行的人，得到
了大家的交口称赞和用户的表彰。

迎难而上，能战斗

2016 年春节前夕，为保障南美
某国教练机的交付任务，孙骥超毅
然决定带领团组紧急奔赴现场。他
一方面加紧人员出国手续的办理，
层层把控 ；另一方面反复做父母的
思想工作，最终得到家人理解，于
春节前奔赴南美。

然而抵达后发现，由于用户的
准备严重不足，现场根本不具备开
工条件，工期面临无限延长。孙骥
超根据自己多次现场工作经验及对
用户的熟识，四处奔走，多方协调，
从运输机团借来了工作梯，从直升
机团借来了机翼托架，从修理厂借
来了吊车等等大量必需的设备和工
具，并结合实际情况与国内反复论
证操作方法，多方协调，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最终形成了可行的开
工方案。

可屋漏又逢连阴雨，近 10 架飞
机拉出集装箱后发现机身多处凹陷、
变形，这在之前复装交付过程中从
未遇到过。孙骥超顶住来自用户和
后方的巨大压力，在最短时间内将
损伤情况报回国内，彻夜协调工厂
给出处理意见，并派出修理组。最
终他带领小组积极努力，创造了两
天半复装一架机的纪录，比原计划
提前 10 天完成任务。

大局为重，能奉献

工作中，孙骥超从来都是以大
局为重，服从安排。在他眼里，航
空军贸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
份值得用一生来热爱的事业。为了
真实了解用户需求，及时、圆满解
决用户问题，他平均每年都有近十
个月的时间奔波往返于各个国外用
户间，深耕细作，力求将客服工作
做到尽善尽美。

外场工作，食无定时，居无定
所是常态。水土不服，肠胃不适，毒
虫叮咬，都未曾被孙骥超放在心上。
然而，提到常年在外，无暇顾及个
人及家庭问题，家中父母日渐苍老
自己却不能身边尽孝，他不禁长叹，
“为了事业总会有牺牲，可‘儿行千
里母担忧’，牺牲最大的是父母啊。”

虽然未着军装，但“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自我
要求让他初心不改 ；航空军贸的壮
丽事业让他青春不负。他，是用脚
步丈量世界的军贸人，千锤万凿出
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困难中坚
韧不为消极的应对，而为厚积薄发
遇强则强。

航空报国的平凡演绎

|| 航空工业一飞院　王莉芳

一叠散落的草稿纸，几本常用的
参考书，还有那个磨得有点发亮的电
脑键盘，传递出主人日常的工作气息 ；
一块包装纸上印有笑脸的巧克力、一
个画着情侣头像的咖啡杯，则透露出
一丝小小的浪漫情调。“离预产期还有
十几天，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会生产，
所以都没来得及收拾桌面。好在如期
完成了任务，我觉得，这是送给孩子
最好的出生礼物。”高玉伟说。

2010 年 12 月 25 日，圣诞节，也
是一个周六，作为大运某关键部位攻
关突击队的一员，高玉伟全然不顾前
晚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依然和往常一
样，按正常上班时间来到办公室加班，
和同事们为保年度节点做着最后的努
力。虽然所领导明确说明，所里几位“准
妈妈”可以不用来加班，但是这位倔
强好强的姑娘，从来都不给自己搞特
殊化。

在任务分配初期，高玉伟没有因
为身怀六甲就挑选简单的任务，反而
主动要求承担比别人更重的担子，她
说 ：“难得有机会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

中，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错
过。” 考 虑 到

自己临产会对工作带来影响，整个设
计期间，高玉伟不等不靠，统筹安排
时间赶节点，主动协调各种设计输入，
摸透标准等文件规定……诸多环节她
都走在前面。

当时，是整个一飞院晨昏相接、
奋力鏖战的关键时期，而结构所作为
项目研制火线最前沿的部队，更是为
保年度最后的节点超常拼搏。研制周
期、技术风险和其他各方的压力，交
织到每个专业、每个设计员身上，都
是一块重重的石头。由此，从一个黎
明到下一个黎明，全院上下都在与时
间赛跑。一路走来的汗水、艰辛，还
有团队取得的每一步胜利都深深感染
着高玉伟，她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不
能拖团队的后腿，必须高质量、如期
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

为了赶进度，高玉伟舍不得花几
分钟到楼下散散步。坐得实在难受，
就去楼道透透气，吃个水果。一天工
作下来，身体的高负荷使得高玉伟感
到腿脚肿胀，很不舒服。但回到家中，
她和爱人说的第一句话却总是“今天
的‘节点’又保住了。”|

12 月 25 日这一天，负责的数据
全部进入审签流程，高玉伟心中的一
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这时，她抬头
看看挂在墙上自己写的“党员承诺”，

一时间感到既自豪又兴奋。
高玉伟不仅提

前完成了任务，而且设计质量也相当
高。在她休产假后的第三天，图纸就
顺畅地通过其他专业的会签，流程走
到工艺，等待最后的批准发放。“我一
直担心会因为自己休假，而将剩下的
工作留给同事，因为大家手里的活都
特别重。”

结构所所长王乾平如是评价自己
的兵 ：“临产前还在办公室坚守，说明
高玉伟心里一直装着工作，只有任务
完成了，她的心才能放下，这就是航
空人的责任。心里始终装着项目，干
起活来不要命。高玉伟身上折射出了
一飞院一批‘80 后’航空骨干的工作
态度，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
值得信赖的，也生动诠释了‘航空报国’
的真谛！”

2007 年，高玉伟和男朋友从西北
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去大
城市发展的机会，远离家乡，来到位
于阎良的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
院。有人问他们图什么，高玉伟毫不
掩饰自己的想法 ：“我们就是奔着大运
项目来的。我们相信这里有我们的舞
台，事实上，我们也在这里找到了成
就感。”

正是这份对航空事业的由衷向往
和自豪，使得高玉伟工作起来充满激
情。

工作负责的她，即使是回家办婚
礼期间，都把手机号留给了相关单位
人员，并一再表示 ：有什么问题及时

打电话协调。在“小鹰”500 系

列飞机设计中，高玉伟勇挑重担，承
担起“小鹰”500 飞机英文版随机资料
编译和“小鹰”500A 机身组件的设计
工作。为了节省时间，她有时将午饭
带到办公室，简单吃过后，又投入到
紧张的工作当中。周围的同事都佩服
地为她竖起了大拇指，夸她能干，她
却总是腼腆一笑。经过与总体、系统、
强度一轮又一轮的协调，高玉伟最终
完成了机身组件的发图工作，为整个
项目的成功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
她按时完成了“小鹰”500 飞机英文版
随机资料编译工作，满满 56 页报告中
没有发现一处错误。

“每一项任务都至关重要，不但刻
不容缓，而且必须成功！工作带给了
我压力，也使我有机会品尝到挑战成
功的快乐。”每当任务完成后，所有辛
苦和压力总是被高玉伟用笑容轻轻掩
盖。||

2011 年，休完产假、返回岗位的
高玉伟再次倾情投入到紧张忙碌的科
研工作中，承担起多个项目的设计完
善和跟产工作。同时，她还积极参与
关键技术专利平台的搭建工作，组织
开展多个项目的专利筛选、分析工作。
高玉伟以一如既往的勤勉、认真，收
获了属于她的串串果实 ：凭借在型号
研制中的出色表现，获集团成果奖 2
次、荣立集团三等功 1 次，并荣获“航
空报国金奖”“陕西青年五四奖章”“陕
西省国防系统五一巾帼标兵”等。|||||||||||||||||||||||||||||||

冬日的暖阳透过飘窗，将点点温馨洒在床边，床上未满月的小家伙正在母亲的怀抱中甜甜熟睡。母亲的手在女
儿身上轻轻抚过，满眼都是温柔。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在孩子出生的前几个小时，还毅然奋战在型号研制的一线，
为保住节点而默默工作。她，高玉伟，一位普通的母亲，也是五十万航空人中的普通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