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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永红：总把重任担肩上

近几年来，航空工业研制的AV系列无人直升机频繁亮相，受到国内外用户广泛关注和好评，某型

无人机在“竞争择优”中优势而出，彰显了中国航空工业在无人直升机领域的强大实力。

这些精彩成果出自航空工业直升机所，它们的领军人物名叫方永红，一个决心把毕生精力献给航空

工业的科技领军人。

方永红个子不高，宽阔的脑门，
说话时盯着你，眼缝里透着微笑，说话
条分缕析。他在直升机所近 30 年的工
作经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段，前段从
事旋翼技术研究并走上部门领导岗位，
2008 年至今则是无人机技术总监，无
人机发展的领头人。  

挺身而出勇挑重担

2008 年，在经历不到 4 年的艰辛
探索之后，直升机所无人机研制遇到了
重大挫折，发展跌入低谷。不同层面都
在思考，关键技术如何突破，研发模式
如何重构，事业的前景以及团队的前途
在哪里？组建的无人机研究室面临解
散的窘境，谁来挑起解决难题的重任？
显然，这个角色不是谁都可以胜任的，
需要一位研制经验丰富、具有大格局大
视野的直升机技术专家。直升机所党政
经过反复研究，坚定了发展无人机的意
志，决定把担子交给时任副总设计师的
方永红。方永红曾从事 10 多个型号的
研发，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和扎实的
技术功底。

方永红回顾说，“当时我在旋翼研
究室，带领团队完成了两个重点型号
旋翼的研制，旋翼技术发展和团队建设
蒸蒸日上，让我来抓无人机发展，而且
是在最低谷时，确实是临危受命。”问
及他当时的想法，他说 ：“无人机是时
代发展的必然，作为直升机主机所，我
们必须承担历史的责任。工作总要有人
做，所领导信任我，我就必须担起这个
担子。”就这样，方永红成为直升机所
无人直升机的第二任总师。

履职“无人机技术总监”后，方永
红成了无人直升机技术发展趋势和管
理现状的判断者和决策者——对如何
发展无人直升机，如何在以直升机研发
为主体的研究所里发展无人直升机进
行了思考与策划。他风趣地说，技术总
监就是大总管，技术上从规划发展、预
先研究到型号设计、制造、试验、试飞；
管理上从市场开拓到计划、经费、条件
建设等，产品是全生产周期的，业务是
全流程的。

潜心攻关夯实基础

初上任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具
备丰富的有人直升机研制经验和较强
的直升机开发能力，然而要把这些技术
转移到无人直升机上，仍需突破各项关
键点。在研制无人直升机的过程中，技
术难点层出不穷。现实的困难与紧迫的
任务盘根错节，千头万绪，各种问题如
一座座大山挡在面前。比如，对象特性
和飞行控制规律怎么分析？发动机的
控制、飞行时的振动、传动和旋翼系统
如何搞？特殊要求传感器怎么弄？试
验和试飞的基地问题怎么解决？甚至
因为无人机研制一时看不到明朗的前
途，无人机研发队伍的稳定以及积极性
也成为使他焦虑的问题。

仿佛是在一片浩瀚的森林里寻找
出路，个中滋味，许多人至今难以忘怀。
参研的干部职工至今还清晰记得那一
个个夜晚的长明灯——方永红办公室
的灯光、吕蒙试飞站的灯光。

方永红兼任了无人机室主任后，
狠抓团队文化建设，与团队成员同甘共

苦。当时直升机所还没有自己的试飞基
地，只能借用昌飞吕蒙试飞站，利用上
班前和下班后的空余时间，开展无人机
科研试飞工作。为争取更多的试飞时
间，方永红决定半夜试飞。每当试飞站
的工作人员离开后，无人机研制团队就
在方永红带领下进场了。南方冬天的夜
晚寒露成霜，格外冰冷，大家穿着厚厚
的衣服，一项项地开展无人机的试飞科
目，试验飞行结束，往往已经东方破晓。

2009 年，直升机所在江西鄱阳开
始兴建无人机基地，很长一段时间里，
无人机团队吃住都在工地的帐篷里，经
历了酷热煎熬、蚊虫叮咬。就在同一年，
AV200 无人直升机通过了技术鉴定。
在此基础上，研制团队积极拓展市场，
先后为军民用户开发了专用型号，用户
使用给予好评，无人机研制初步实现了
从技术研究向产品研制的转化。

方永红十分重视无人直升机技术
发展研究。他认为，无人直升机与有人
直升机一样，旋翼、传动与发动机三大
部件仍然是关键，但飞行控制和测控技
术，是无人机的特点，更是直升机所必
须突破的核心，直升机的技术基础和无
人机的关键技术是无人机的核心竞争
力。“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他
积极与上级机关沟通，得到原总装和军
兵种的支持，开展了无人直升机总体、
飞行控制、强风环境、着舰控制、超视
距飞行等技术研究，在超视距飞行控
制演示验证项目竞争中一举胜出，全
面、系统地提高了无人直升机关键技术
水平，进一步强化了直升机所的竞争优
势。

抓住机遇大干快上

某无人机项目对直升机所来说，既
是机遇，又是挑战。经过一番谈判双方
签订了项目合同，要求用 51 个月完成
项目。该产品承载了直升机所走向国际
市场的梦想，方永红感受到了挑战的压
力，项目团队必须完全新研一款产品，
并且在 36 个月内完成技术鉴定，后续
再到国外实施生产。这次国际合作，外
方要求用国际标准开展联合设计，中方
团队既要完成型号研制，还要为外方团
队当好“老师”和同事，技术风险和管
理难度都很大。

针对合同的紧迫要求，以方永红
为主的总师系统进行了周密的顶层策
划，利用对国外专家进行集中培训的半
年时间，中方开展领先样机设计。在联
合设计阶段，中方晚上自己干，白天则
为外方当老师。方永红一直坚持以顾客
满意为目标，让外方专家对中方的工作
给出满意度评价并得到外方肯定。经过
一年多的奋战，2014 年 11 月，实现
了型号首飞。2016 年 6 月，如期完成
了项目的技术鉴定。到 2017 年 6 月，
项目在中方的研制工作顺利完成，产品
交付某国，中方的工作得到该国高层的
高度评价。

针对国内无人机发展形势，总师系
统转变思想、主动作为，决策利用国际
合作的成果开发 AV500 无人直升机。
几年来，民用型的“善知鸟”和武装型
的“战狼”，冬上高原，夏至海边、戈
壁沙漠，通过一次次试飞，AV500 系
列无人机展示了卓越的高原、海上、山

区、平原飞行性能。出色的飞行能力和
产品可靠性，引起了市场高度关注，众
多用户对产品表示了浓厚兴趣和采购
意向。

迎难而上创新超越

体会到一个又一个成功，该是何
等自豪和欣喜！然而方永红想得更多
的是突破。他认为，无人直升机研制的
道路没有终点，眼光要永远看着前方。

随着军队改革的不断深入，装备研
制和采购模式正发生变化，“竞争择优”
将成为未来的方向。随着国家军民融合
战略深入推进，更多的民企将加入军品
研制行列。方永红说，这是时代发展的
潮流，我们军工企业必须转变思想，主
动融入新时代。2015 年，军方对某型
无人直升机研制提出了竞争择优的要
求。研制总体单位的竞争，这对有 40
多年直升机研制经历的主机所还是第
一次。有人不理解，对竞争结果感到担
忧。站在航空工业和主机所的角度，这
都是一场不能输的竞争。所里高度重视
这次竞争择优，再次把领衔竞争择优的
重任交给了方永红，并提出了必须大比
分胜出的要求。2016 年 7 月 1 日，在
直升机所庆祝建党 95 周年大会上，方
永红带领团队庄严宣誓，决战决胜竞争
择优项目。

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方永红陷
入了长时间的思考，最后提出了“创新
+ 踏实”的策略。创新就是要在方案设
计时，不能走过去型号研制的老套路，
必须有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 ；踏实
就是要认认真真做好顶层设计和各分

系统方案设计，要精益求精，全面满足
用户提出的要求，同时还要考虑到用户
没有提的要求。

为实现目标，方永红首次在直升
机所推进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
应用，用系统工程的方法，从正向设计
的角度开展型号设计。之前研究所了解
系统工程的人不多，应用到型号难度更
大。方永红请来集团系统工程专家开办
培训班，让技术人员边学习，边工作。
通过需求工程的应用，通过作战场景仿
真，深入理解指标、理解任务、理解装
备，实现了从过去描述装备是什么到为
什么的转变。

在竞争择优的冲刺阶段，方永红
带领团队吃住在办公室，从书面材料的
准备、汇报 PPT 设计、专家问题预计
以及回答问题预案等方面，对现场答辩
准备工作进行了周密策划。特别是汇报
PPT 设计，打破了常规汇报思路，让
专家快速聚焦方案亮点，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最终实现了大比分胜出的目标。
那一天，方永红独自坐办公室里，眼泪
禁不住夺眶而出，其中包含着成功的喜
悦，更有压力的释放。不久，集团公司
授予该项目团队“狼团队”奖。

方永红始终重视团队建设，善于
引导团队，凝聚团队，直升机所总师办
的蔡海亮博士形容方永红身上有一种
向上的创新牵引力，牵引着团队成为一
支有活力的、创新能力强的设计团队。

新型号研制已经在路上，方永红
把眼光盯在了人工智能上，他说无人机
就是空中机器人，唯有不断创新，才不
会辜负这个时代。

 | 航空工业直升机所　汪婷婷

点赞“新交装”　　　航空工业成飞/吴渊　王嘉锐　高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共筑梦想

航空工业成都所开展文化周系列活动
 | 航空工业成都所   朱述才

日前，航空工业成都所在建所 47
周年之际，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共筑梦想”的文化周系列活动，
以党建、文化的力量推动团队的进步、
成长，弘扬航空报国精神。

系列主题讲座

成都所所长季晓光以《激扬团队
力量 聚焦价值创造》为主题，从“什
么是管理、管理与基业长青”出发讲
述了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围
绕“做好角色定位、高效执行、有效
授权、沟通协调、时间管理、学习提升”
等管理者的关键要素做了针对性的讲
解。

在《一代宗师宋文骢院士的科学
精神与人文情怀》主题讲座中，所长
助理张杰伟对宋文骢院士读《差距》
后写的一封信进行了分享、解读，介
绍了宋文骢院士观其大略的读书方法
和治学面向实际的精要，讲述了宋文
骢院士的人文情怀。

主题研讨

组织开展了主题为“碰撞思想火
花，更燃报国激情”的研讨交流活动，
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交流学习体会，
进行疑问解答及收集 ；围绕集团党组

“1122”党建工作体系在成都所党建
工作中落地，研讨特色做法和办法，
并对党建工程架构进行探讨 ；研讨部
门文化建设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
做成什么样。参会人员踊跃发言，碰

撞思想火花，不断凝聚共识。

主题摄影

开展了以“庆所庆 记录航空人下
一代风采”为主题摄影活动，为八个
航空人之家拍摄精彩照片。八个职工
家庭代表了成都所老、中、青三代航
空人之家，其中有几对夫妻双方都是
航空人。摄影师们还来到所幼儿园，
用镜头记录下航空人下一代的活泼可
爱、纯真烂漫。

“朗读者”

在“朗读者”活动中，来自各个
部门的朗读者们分别围绕航空事业、
十九大、理想、亲情等多元素主题进
行了朗读展示 ：对党和祖国的礼赞慷
慨激昂、振奋人心 ；诵读宋文骢院士
的手书家信，句句感人至深，令人动
容 ；还有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剖析“恶
小为之、善小不为”，发人深思 ；《第
一次提问》以及《雪花的快乐》两个
小故事让人如沐春风 ；《最有故事的工
程师》讲述多型战机总设计师杨伟背
后的故事，那一句气势磅礴的“扬我
军威、耀我国威”直接将活动推向高潮。

“航空加速度”

“航空加速度”乐跑活动共有 75
名 职 工 报 名 参 赛。5 公 里 乐 跑 项 目、
10 公里健跑项目，选手们分别在各自
的赛道上展示着自己的风采。选手们
奋力奔跑，观众们热情加油。有的选
手猎豹般冲刺，有的选手矫捷轻盈匀
速跑，有的选手轻松慢跑，有的选手

咬牙坚持……不管什么形式，他们都
在不停奔跑，体验自己与身体的对话，
超越自我。在超越自己的赛道上，每
个人都是胜利者。

“院士杯”拔河赛

结合文化周主题活动的成都所第
十五届“院士杯”职工拔河比赛也如
期举行。比赛创新性地进行了团队文
化展示，赛前每支队伍都要在“文化墙”
前喊出各自的队名和口号，提高士气
的同时也彰显了团队精神，凝聚了战
斗合力。

随着哨音的吹响，现场顿时嗨翻
了天。选手们身体后仰，双脚下蹲，
牢牢蹬住地面，铆足了劲要一比高下，
表情中写满了自信，呐喊声气势磅礴。
围观职工也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的队伍
加油鼓气，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
这一刻彰显得淋漓尽致。

“微党课 +”

文化周期间，相关部门党支部还
举办了“微党课 +”展示活动，党员
干部职工广泛参与，将党课和文化课
生动结合起来。新颖、活泼的展现形
式，别具特色，有演讲、对话，甚至
还有精彩的情景剧表演，创作者通过
简单的几个场景展现了党员突击队平
凡的一天，将日常的工作生活搬到情
景剧中，体现了航空人苦中作乐的精
神。新的党课形式生动形象，极具感
染力，弘扬了正能量，树立了模范典型，
推进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
设的融合互促。 

看精品邮展
品航空文化

本报讯（记者　唐敏）　新年
伊始，为了普及航空知识，宣传
航空工业在“一带一路”中的重
要作用，由中国航空集邮协会主
办的“飞机与‘一带一路’”主题
邮展于元旦期间在北京亚运村邮
局开幕。

本次展览共展出邮集 42 框，
内容以中国飞机出口与“一带一
路”为主线，通过一张张珍贵难
得的实寄邮品呈现了中国飞机发
展的历程、各国飞机开辟国际航
线促进交流的历史。中国航空技
术进出口总公司有关人士在开幕
式上指出，“一带一路”是促进当
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飞
机是促进国际交流的主要交通工
具，此次展览通过邮票让大家了
解中国航空工业的进步及在“一
带一路”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这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跨界”展
览形式 。

为了宣传航空工业发展新面
貌、扩大航空集邮影响力，本次
邮展还推出了“2018 年中国最新
战机”系列邮品，原空军装备部
部长魏钢、80 版“猴票”设计者
邵柏林出席开幕式并为邮展系列
邮品揭幕。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到 1
月 7 日。 朱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