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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逢后辈齐奋进 大国航空别先锋

叶正大与航空工业的不解之缘
毛主席题词“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

1948 年，叶正大同志作为我国派
往苏联留学的 21 人之一，踏上了前往
莫斯科的征途，就读于莫斯科航空学
院飞机设计与制造专业，自此与航空
结缘。

1950 年 2 月 16 日，毛泽东主席
和周恩来总理在访问苏联时出席了中
国驻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经过种种努力，叶正大这些留苏学生
也被邀请到了晚会上。

舞会休息时，叶正大拿着自己的
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去找总理题词，总
理笑着看看他，拿出钢笔，题了“艰
苦奋斗，努力学习”八个大字。同学
们看到总理给他题字，都拥了过来要
总理也给自己题字，因为大家事先没
有准备，就都找他要纸，很快就把他
的那个小本子撕光了。总理给每位同
学的题词内容也都跟他题的一样。

在他去找毛主席题词时，毛主席
问他：“你是叶正大吧？”他回答“是。”
主席问他学什么专业，他回答说是学
飞机设计的。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
当即亲笔写下了“建设中国的强大空
军”几个字。

在这些留学生中有几位同学是在
莫斯科大学学政治经济学的，毛主席
听他们讲到自己的专业后说 ：“哦，你
们在这里学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的
学习需要联系实际，在苏联学还不如
回中国结合实际学习。在苏联应学技
术。”后来这几位同学遵照毛主席指示，
改学了技术专业。

毛主席说的这一番话对叶正大有
很大的触动，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党
和国家派他们到苏联学习的意义。社
会科学、尤其是指导工作实践的政治
经济学等学科，应该坚持理论结合实

际，否则马列主义理论学了一大堆，
不懂得联系实际，肯定会犯教条主义
的错误。

研制歼 8飞机的回顾

我国第一架自行研制成功的高空
高速歼击机，是从 1964 年开始的，后
定名为歼 8。在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曲
折设计研制后，于 1980 年 3 月，国家
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歼 8 设计定
型，进行批量生产，装备部队。

作为歼 8 飞机的设计师，叶正大
同志在回忆起这段新机研制技术发展
历程时，深入总结了歼 8 系列飞机研
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以下
几点体会 ：

1、 领导科学的正确决策是研制成
功的决定性环节。正确认清形势、接
受教训，引导设计队伍下苦功夫做大
量的试验研究论证工作，为独立研制
自己的歼击机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同时，在自行研制的方案论证工作中，
在一些影响全局性的问题上，充分发
扬民主，听取广大设计人员的意见，
最终做出正确决定。可以说没有领导
民主的、科学的正确决策，就没有歼 8
的今天。

2、 设计、生产、使用三结合的方针，
是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搞好歼击机研制
的有力保证。在酝酿飞机的战术技术
要求和总体方案时，到部队广泛征求
意见，形成基本符合我国国情和作战
环境的战术技术要求和飞机的总体方
案。在研制过程中进行了近万次风洞
试验，几百次静动力试验和系统试验。
在试飞过程中，试飞中心的空地勤人
员和技术人员一道排除故障，攻克技
术难关。没有使用部门的支持和参与，
没有生产试制部门的努力，也就没有
歼 8 的今天。

3、 技术与经济相结合是和平时期
发展歼击机带全局性质的大问题。我们
在考虑发展歼击机的时候，在考虑提高
其作战效能的同时，有必要考虑经济上
的投入和产出。要使作战效能的提高大
于经济上的投入——价廉物美，这样歼
击机在和平时期的生命力才能更强大，
更能得到使用部门的支持。

《2000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的问世

1988 年 9 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当
时国防科工委决定组织编写一部《2000
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希望能科学总
结建国以来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
经验，深入分析我国 2000 年时国家安
全环境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发展
重点，探索国防科技工业深层次改革
等重大问题。

该项工作是在朱光亚同志直接指
导下进行的，确定的指导人有：朱光亚、
怀国模、叶正大和聂力同志，负责人
是王寿云、陈达植同志。其中叶正大
直接参与了部分内容的编写。在这项
研究中，提出了新时期我国国防科技
发展的战略思想——以整体效益为中
心，坚持需求牵引和技术推动相结合，
选择跟踪，重点突破。

在建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叶
正大作为一个长期在一线从事国防科
研的技术人员，对此有着极其深刻的
切身体会 ：“那些与自己并肩战斗过的
同志们和那些奋战在三线边远地区的
同志们，他们为祖国做出的无私奉献，
感天地、泣鬼神，但往往出于国防科
技事业保密的要求，长期不为人所知。
这些同志无怨无悔，默默地坚守在自
己的岗位上，不求名，不求利，用青
春和热血铸就了祖国的钢铁长城。没
有他们做出的牺牲，我国的国防科技

绝不可能有今天的水平，绝不可能取
得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一点是
我们所有参加该项研究同志的共识。”

因此，在这个报告中，用了较多
的篇幅就国防科技人才的发展政策进
行了深入探索，并提出“要在全社会，
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国防意识的教育，
使全社会都清楚今天的形势和我们的
处境，明确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
及其对民族生存的影响，从而产生强
烈的忧患意识和国防意识”。

赴航空工业气动院考察指导工作
       

2015 年 6 月 15 日，88 岁高龄的
叶正大赴航空工业气动院沈阳院区考
察指导工作。气动院院长袁立、书记
王宗文等人陪同叶老参观了 FL-1 风洞
和亚高超风洞，并一同观看了气动院
宣传片，袁立向叶老介绍了气动院历
史沿革和基本情况。在对气动院有了
一定的了解之后，叶老指出 ：“29 基地
目前是我国最大的风洞试验研究机构，
气动院要多向 29 基地的老专家、老院
士请教学习，取长补短 ；同时，要多
做调查研究，通过实践作出比较、找
出不足，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实践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道
理一万年不会变 ；最后，作为航空人，
要习惯当无名英雄，发展过程中会遇
到很多阻力，但一定要坚持。”当天，
叶老还向袁立、王宗文赠送书籍《叶
正大将军回忆录》。

今天，作为新时代的航空人，让
我们以叶正大同志为楷模，牢记“航空
报国”的初心与使命，传承老一辈共产
党人的优良传统，努力学习，艰苦奋斗，
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腾飞而砥砺前行，
不辍奋斗！ 

 （梁晓英　整理）

前辈精神激励航空人开拓前行
 | 本报通讯员　金波　常琳

叶正大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
第一批航空专家，与徐舜寿、黄
志千并称为航空工业沈飞第一代
大师。12 月 14 日，叶正大将军
病 逝， 航 空 工 业 沈 飞 人 深 感 悲
痛！

叶正大搞航空，并不会令人
感到意外。这个选择里既有家仇，
更有国恨。他的父母、妹妹、九
弟在黑茶山遇难时，他正在澳门，
悲痛之余，他想到当时的延安几
乎没有工厂，更谈不上制造飞机，
最高级的工厂就是火柴厂，往返
于重庆与延安之间的飞机都是美
国空军飞机。他的四个至亲都因
坠机而遇难，再加上他也亲眼目
睹过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这
些都促使他立志要义无反顾学习
飞机制造。

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叶正
大与弟弟叶正明从东北解放区赴
莫斯科留学。出国前，东北局曾
对他们有过指示，到苏联后要根
据国家的需要选择专业，不出意
料的，叶正大与叶正明都选择了
莫斯科航空学院。

1954 年 7 月， 叶 正 大 从 莫
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后去了
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报到，接
待他的是副局长段子俊。段子俊
是我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之一，
他很欢迎叶正大，希望叶正大从
基层做起，一步步来，建议他到
沈阳飞机制造厂（航空工业沈飞
前身）当一名车间工艺员。叶正
大接受了段子俊的建议，愉快地
到了沈阳飞机制造厂，工厂将他
安排到前机身组装车间担任工艺

员。多年后，叶正大还是觉得段
子俊的建议令他受益匪浅，从基
层做起是对的，这为他以后的工
作积累了非常难得的宝贵经验。

1956 年 8 月， 飞 机 设 计 室
成立，叶正大任副主任设计师，
那年他才 29 岁。在此期间，他
组织并直接参与了我国第一架喷
气式教练机——歼教 1 飞机的设
计试制工作，以及我国第一架自
行设计的初教 1 飞机和第一架喷
气式强 5 飞机总体方案的制定。

从 1955 年回国到 1960 年，
叶正大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工作了
5 年，参加了歼 5、歼 6、歼教 1、

“东风”107、“东风”113 等飞
机型号的仿制和自行设计。后来
中央军委将飞机设计室移交给国
防部第六研究院，成为国防部第
六研究院第一设计研究所，叶正
大任副所长，他参与领导了歼 8
飞机的设计研制。

2001 年沈飞成立 50 周年时，
叶正大将毛主席在莫斯科为他题
词的影印件送给了沈飞，并讲述
了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见留学生及
他在沈飞工作的情景。可见，他
对沈飞公司的深厚感情。

2015 年 6 月 11 日， 叶 正
大再一次回到沈飞调研时，紧紧
握住沈飞董事长、党委书记郭殿
满的手，叮嘱道 ：“希望沈飞为
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做出更大贡
献！”

沈飞在快速发展中牢牢把握
军机主业不动摇，推动公司发展
不断迈上新台阶。在军机科研生
产方面，创造了三代机研制生产
的新纪录，以歼 15 舰载机和“鹘
鹰”四代机为代表的现代化航空

武器装备，为我军实现由近海防
卫向远洋防御的战略转变、实现
航空武器装备的跨代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 ；形成了强大的飞机装
配系统集成能力，研发与应用电
磁铆接、自动钻铆、自动制孔、
柔性装配、装配仿真等先进装配
技术，实现了从科研到批生产、
从零件制造到飞机装配、从成品
检测到整机调试，全过程的现代
化 ；拥有了与世界先进国家接轨
的数字化制造技术、国内高水平
的钛合金加工制造中心、国内先
进的复合材料制造中心、国家级
技术中心，在金属增材制造、可
靠性试验等前沿技术开发和应用
领域取得显著成果。此外，沈飞
还与波音、空客、庞巴迪等国际
著名的飞机制造企业建立了长期
良 好 的 技 术 合 作 和 贸 易 伙 伴 关
系，多项产品荣获全球唯一供应
商资质。并积极参与我国 C919
大型客机和 ARJ21 新支线客机
的研发和制造，为我国发展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民用航空制造业
做出贡献。

沈 飞 66 年 的 发 展 历 程 中，
不仅产飞机，还出人才。一批德
才兼备、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领
导干部和技术专家，经过在沈飞
的磨练成长，在航空领域各个部
门和专业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叶
正大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的
精神是沈飞的宝贵财富，虽然他
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沈飞永远不
会忘记他。叶正大将军的光辉业
绩与崇高精神将在沈飞历史的丰
碑上熠熠生辉，代代传承。 

航空初心一生坚守 报国夙愿永怀心间
 | 航空工业沈阳所所长　刘志敏　

 | 党委书记　奚继兴

2017 年 12 月 14 日晚，新中国航空

工业的开拓者叶正大同志因病在北京逝

世。消息传来，我们的心情无比沉重。

叶正大同志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飞

机设计师，也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飞机

设计研究所——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创

建者之一。他为新中国航空科技工业、为

沈阳地区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

1948 年，叶正大作为我国派往苏联

留学的 21 人之一，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

征途，就读于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与

制造专业，自此与航空结缘。叶正大回顾

自己的异国求学经历时曾说，选择学习航

空专业并非单纯地出于兴趣，更多地是出

于祖国的需要。

早在延安时期，他就目睹了当时的延

安几乎没有工厂，更谈不上设计制造飞机

了。有着远大抱负的叶正大坚信，中国必

将迎来新生，必将创建自己的航空工业。

历史见证了他的信念。叶正大一生投身于

航空事业和国防建设，孜孜不倦，硕果累

累，这是对“不忘初心”最生动的诠释，

对“航空报国”精神最真实的写照。

在党中央的指引下，新中国的航空工

业以矫健的步伐向前迈进。1956 年，叶

正大和徐舜寿、黄志千等同志一起创建了

沈阳第一个飞机设计室，随后又参与了新

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的创建，并担

任副所长。在沈阳地区工作期间，他先后

参加了 10 多个型号或项目的设计研制。

1969 年 7 月 5 日，新中国第一型高空高

速战斗机——歼 8 飞机首飞成功，开启了

我国自主设计研制战斗机的新纪元。而叶

正大回忆他在沈阳所的工作时，更多提到

的是型号研制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却很

少提及他和他们那一代航空人做出的卓越

贡献。航空初心，报国情怀。叶正大同志

和他的父亲叶挺将军虽然选择了不同的事

业，但父亲的英雄气概已经化作他不凡人

生的底色，成为他为祖国航空事业默默奉

献的精神动力。

“主席的嘱托没有辜负”

2015 年，年届九旬的叶正大重访沈

阳所。叶正大曾在沈阳工作 18 年，其中

在沈阳所工作和生活了 13 年。在他的心

里，沈阳所承载着他学成归来的报国之心，

也承载着他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在沈阳

所工作期间，他参与了研究所的筹建、米

格 -21 飞机的摸透仿制和歼 8 飞机研制

的全过程。十三载漫漫科研路，十三载峥

嵘岁月稠。沈阳所飞机研制工作在这 13

年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主研

制的光辉历程。

重返沈阳所的第一天，叶正大就提出

要马上到所区看一看。来到所里原来的行

政大楼，他还清晰记得自己的办公室是在

二楼。凝结于他脑海中的回忆，在重回故

地之际被悄然唤醒。提及当年一同开展型

号研制的许多老同志的姓名，他兴奋地讲

述起从前的工作往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在参观沈阳所展室时，叶正大再一次

看到毛泽东主席给自己的题词“建设中国

的强大空军”时，顿时难掩内心的感慨。

他眼含热泪又满怀欣慰地说 ：“我很高兴，

我们没有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嘱托，经

过 50 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建立起

比较强大的人民空军。”他举起手，热切

地招呼在场的同志和他一起在“建设中国

的强大空军”题词前合影留念。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叶正

大十分关心当前的科研型号进展。在与所

领导班子、院士的座谈中，他谈到飞机设

计要让飞行员说话。他说 ：“大家要学习

毛主席的实践论，毛主席很讲实践，要做

技术就要讲实践，所以要通过实践评估飞

机。飞机要多飞、多使用、多演练，让飞

行员给出优缺点。”一番朴实的话语，凝

结了叶正大同志对事业的热爱，寄托了他

对航空事业未来发展的憧憬。

往事历历在目，叶正大虽然离开了我

们，但他一生坚守的航空初心，和永怀心

间的报国夙愿，将继续激励我们砥砺奋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961 年 8 月 3 日，分别来自沈阳飞

机制造厂、哈军工和空军第一研究所的

993 名员工，亲身见证了沈阳所的成立。

沈阳所成立时的使命，就是要研制中国自

己的先进战斗机，不再受制于人。

回首 56 年，以叶正大等同志为代表

的一代代沈阳所人，传承弘扬“航空报国”

精神，树起了一座座丰碑。我们研制歼 8

系列飞机，创建了我国完备的二代机研制

体系 ；我们研制歼 11 系列飞机，填补了

我国重型三代机的空白 ；我们研制歼 15

系列飞机，开创了我国舰载机研制的新纪

元。建所以来，沈阳所研制的战机成为空

海军航空兵的主力装备。在老一辈航空人

的带领下，我们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引领了航空工业的技术

进步，为国防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担当。面向新时代，我们要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聚

焦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目标，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

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坚决履行强军首责，

让叶正大同志等老一辈航空人的精神继续

传承，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继续前进！

时任国防科技委副主任叶正大（右三）观看歼8Ⅱ试飞。飞机设计室部分人员在歼教1飞机前的合影。左起依次为陆孝

鹏、叶正大、徐舜寿、王汇青、程不时、顾诵芬、汪子兴。

叶正大（中）参观航空工业气动院FL-1风洞。
叶正大生平简介

1927 年 8 月 22 日，叶正大出生于上海。
1948 年 6 月，叶正大加入中国共产党，8 月

赴苏留学。
1949 年 9 月，叶正大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学

习飞机设计专业。
1955 年 2 月，叶正大从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

设计专业毕业回国，在沈阳飞机制造厂（现航空
工业沈飞）任车间工艺员、设计科主任设计员，后参与米格 -17 引进生产、
学习制造的工作。

1956 年 8 月，飞机和发动机设计室成立，徐舜寿任设计室主任，黄
志千、叶正大任副主任。9 月，开始歼教 1 飞机设计。新中国年轻的飞
机设计团队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设计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
教练机。

1961 年 2 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率团赴苏谈判引进超声速歼击机米
格 -21，叶正大随团参加。回国后，由叶正大具体组织领导，完全靠自
己的技术力量，将散装件组成了 10 架飞机装备了部队。

同年 8 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研究院）第一设计研究所（飞
机设计研究所，现航空工业沈阳所）成立，叶正大任副所长。

1965 年，歼 8 设计工作刚开始，总师黄志千不幸空难牺牲，叶正大
挑起了整个歼 8 研制的担子，召集副总师通报情况和研究解决设计工作
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多方面征求对歼 8 飞机总体方案的意见。

1966 年 11 月，歼 8 研制指挥部成立，叶正大负责厂所全盘技术工作。
1969 年，歼 8 飞机 01 架实现首飞。
1973 年 3 月，叶正大任六院副院长。9 月，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

成立，11 月，叶正大任副主任。
1975 年，3 月至 8 月，在叶正大推动下，空军组织了歼 7 与歼 6 的

飞机性能对比试飞，全面衡量了二者的性能，歼 7 终于成为空军的主战
机种并得到了进一步系列化发展。

1982 年 5 月，国防科工委成立，叶正大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兼任国家科技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技进步奖及国防发明奖
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航空协会理事及国际合作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国家科委委员、中国国际单位制推行
委员会委员、部分高等院校高新技术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5 年 10 月，歼 8 白天型和歼 8 全天候型飞机获国家科技进步特
等奖，叶正大为获奖代表者之一。

1987 年，歼教 6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叶正大为获奖人之一。
1988 年 9 月，叶正大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1992 年底，叶正大从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的岗位退下，担任科

技委顾问。
1998 年，叶正大获何梁何利奖（科学与技术进步奖）。4 月 3 日，

中央军委决定设立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叶正大任总装备部科
技委顾问，直至 2012 年。

——深切怀念中国航空工业开拓者叶正大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