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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绝不是
一句口号
|| 航空工业南京机电|||付晓丽

前不久，单位安排我到四川完成跟
飞保障服务。我从事航空事业几十年，
在即将退休之前去体验一下跟飞生活，
心里感到很欣然，即刻订了机票奔赴四
川。

辗转几趟车，终于到了目的地，指
定的旅馆门口下车就看到一群穿着航
空工业工作服的人，几乎清一色都是男
同志，都是各个兄弟单位来保飞服务和
主机厂所的同行，我立刻感到很亲切，
走上前跟大家介绍了自己，了解了具体
的跟飞工作要求，等待进场。

清晨六点半天刚亮，随跟飞服务
的客车进场了。机场上，航空工业各单
位保障人员紧随机务人员了解飞行前
的状态情况，脸上没有了早起的怠倦神
情，个个都严肃认真关注着……等到飞
机庞大的身躯轰然升空，大家心情才得
以释然，这时已经是上午快十点了。饥
肠辘辘赶回住处匆匆吃早饭，到十一点
半又集中进场，下午四点半第三次进
场……一天下来吃饭睡觉的节奏都得
跟着工作需要调整，有时候飞机出现情
况，就得及时处理完才能离开，吃饭的
事就只能往后拖了。刚去的时候，有几
次到中午才吃到早饭，被饿得头晕眼
花，后来有经验了，事先准备了饼干带
着。虽然辛苦，但是没人抱怨，航空人
的精神在每个人身上体现——发现问
题保证第一时间解决。

每天正常的飞行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期间主机厂的同行们遇到几次需要
及时处理的突发问题，几拨人不停歇地
倒班连轴转，为的是白天好开展工作 ；
到了夜晚，机场潮湿阴冷，特别是在一
架飞机大修时发现某单位研制的电缆
出现问题，需要贯改，工人师傅穿着棉
衣挑灯夜战，连续几个晚上抢时间，非
常辛苦。虽然大多数贯改时间没有我的
事，但是我在现场也会主动帮些小忙，
参与其中。

在外场更换一个看似普通的产品，
都要牵扯几家单位共同协商到位，机务
人员和地勤人员都要跟着忙碌半天，还
耽搁整架飞机的飞行，造成的人力物力
损失非常大。所以，产品质量是保证一
切顺利的最重要因素，“不放过丝毫缺
陷，为产品负责，为自己负责，为单位
负责，为航空事业负责”绝不只是一句
口号！

“小白”的
第一次外场
之旅

|| 航空工业自控所　张景铭　刘欣
|
“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但

是在这样团聚的日子，我们可爱的解
放军战士依然坚持在第一线，驻守在
海拔 3000 米的高原上……”

这是车刚刚从古城西安出发时，
车载广播中的一段话，也是我这篇“游
记”的开头，在写下这行字时，我仍
然能感受到自己出发前纠结的心情。

因为在外地求学，我已经有六个
中秋节没有和家人在一起度过了。好
不容易工作了，早早就答应父母回家
和他们过一个中秋。可是，放假前临
时接到出差任务，让我陷入了纠结。
选择接受命令，势必要失约，让父母
失望；选择回家和父母团聚，就必须
推辞。可是作为身负重任的航空人，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客户，外场就
是我们直面客户需求的第一“战场”，
想想入所培训时学过，自控所人的客
户观就是“为强军富国梦的飞翔，铸
就一副钢铁的翅膀”，想想航空人的天
然使命，想想那些勇于担当的故事，
最终决定——接受命令。

父母得知消息时没说什么，电话
那头传来轻微得几乎听不清的叹息，
让我暗下决心，以后一定多回家陪陪
父母，好好“补偿”这次的失约。

车颠簸了一下，我收回因为广播
而发散出去的思维，环视了一下车里
其他厂所的保障人员，想到他们也一
样，既有老人又有小孩要照顾，但都
以客户为重，选择了这次服务保障，
突然觉得自己之前的纠结显得有些可
笑。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出差不知
外场服务苦。作为一个第一次到服务
现场的职场“小白”，受电视剧的影响，
我一直以为外场保障的时候，是坐在

塔台上观看飞行，飞行结束后再听取
飞行员的反馈信息。但到达现场以后，
才发现这些想法错得离谱。在民用机
场保障，当有航班的日子，还算幸运，
起码可以坐在候机室里喝点热水。而
在机场关闭的日子，连喝上一口热水
也成了奢望。由于宾馆和机场相隔较
远，午餐只能靠提前买的便于携带的
面包等食品来解决。

正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所
领导连夜联系解决我们在高原外场的
饮食问题，第二天大家就吃上了热饭。

对于外场的我而言，所里就成了
家。作为刚来报到的新员工，本次保
障的任务主要是了解外场的情况，同
时负责向家里反馈信息。飞机的每一
次报故，自己就异常紧张，生怕产品
出现问题，同时也担心自己不能详细
完整地将信息反馈回去，影响家里的
判断。这种紧张的情绪，我以为在高
考成绩揭晓的那一刻过后再也不会体
验到。值得自豪的是，所里的产品质
量过关，性能可靠，在试飞的阶段没
有出现过问题。

这次不仅使我对外场服务保障深
入了解，而且对自己工作的重要程度
有了更深的认识。要想外场保障人员
的压力小，就必须保证产品质量。这
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时刻牢记客户
至上，严保质量；在设计生产过程中
态度严谨；|在源头上保证产品性能，
不把隐患带到外场，才能让客户用我
们的产品很安心，很放心。

“小白”的外场之旅本来就没有
太多可说的，最后谈点感想，那就是
既然选择成为一名航空人，就应该有
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精神，打起背
包我就走，哪里需要到哪去，“航空报
国”精神，从来就不是口头说说。

——赴湛江南海舰队某部保障行记

|| 航空工业新航　张明

新航集团作为航空工业中蒸发循
环系统领域的专业供应商，正是为海
军某型舰艇装备空调系统。在接到赴
远海跟队保障的任务后，新航迅速做
出反应，派专业设计人员进行随队保
障，确保官兵能在最舒适的环境下完
成各项训练任务，我的“七日从军行”
就此开启。

设计制造技术难度大，工作环境
恶劣，长期处于高温高盐高湿的海洋
环境中，舰艇自身运行速度高，运行
中船体摇摆及震动冲击都十分剧烈，
这就要求空调系统能同样满足复杂严
苛的工作环境，这无疑是对空调系统
机械和电气设计的一大考验，在空调
设计到定型的过程中，已经数不清更
改了多少技术细节，完善了多少技术
文件，召集了多少次技术讨论，各个
部门通力协调，最终才保证了空调系
统的正常装备使用，并且在后续的部
队使用中继续积累经验，不断优化系
统性能。

在此次赴部队保障过程中，由于
基地处在比较偏僻的荒村滩途，距离
最近的小镇也有八公里的路程，沿途

都是乡村小道，公交无法到达。每天
都要从镇上出发，再乘坐当地村民的
私车，有时是摩托车，有时加班晚了
没有车甚至要步行返回。南方小镇水
土与北方差别较大，很难吃上一顿可
口的饭菜，有的同事因不适应当地饮
食而闹肚子，只好买些药暂时撑着，
偶尔有机会趁周末坐两三个小时的车
到市区才能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即
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完成了基地的
空调设备维护。而这仅仅是整个保障
过程中最容易的第一步。

俗话说 ：每一个男孩都有一个从
军梦，换上军装的我仿佛在那一时刻
实现了这个梦，至少也可以过把保家
卫国的瘾，想到这里，更加感觉到了
此行的不寻常意义。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被安排
在一个舱室休息，不比陆地，舱室空
间比较狭小，每寸空间都要合理利用，
我们睡的是比火车硬卧还要窄一些的
三层床铺，每个舱室可以容纳九个人
休息，同住的还有航空工业兄弟单位
的保障人员。一开始大家还觉得不适
应，当得知我们住的已经是比普通士
兵要好的客房时，我们才意识到舰上
的居住条件有多艰苦，想到部队士兵

要常年生活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真
切地感觉到军人保家卫国的不易。

航行途中海况也在不断变化，时
而风平浪静，时而又起波澜，正所谓
无限风光在险峰，这让我对远海的目
的地更多了一分期待。航行途中舱室
广播器还不时发出各种预警演习指
令，不放过每一个训练模拟的机会。
转眼预定目的地就在眼前，正式登岛
训练也将开始。

根据计划要求，我同队员乘同
艇参训，以便训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可以及时解决。在一次训练中，海况
状态为三级，已经是海浪等级较大的
状态，由于舰艇航行速度高，船体在
高速前进中不断拍打海浪导致船体震
动，摇晃剧烈，船上倾角仪显示最大
纵摇已经达到十几度，普通人对十几
度的纵摇程度可能不太理解，就如同
平时坐过山车，只是起伏频率比过山
车要大多了，在这种颠簸情况下一般
人坐上一会儿很可能就会吐了，有时
训练强度大，就是常年在海上训练的
海军陆战队员也会发生晕船现象。

舰艇航行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
航行中全艇会被发动机吹起的水汽包
围，每次航行后全船就像被海水喷淋

冲洗过一样，海水盐度大，对船体的
机械腐蚀和电气绝缘均影响很大，在
一次航行中就发生了空调系统电路绝
缘低现象，绝缘不达标就会引发船上
电源报警，影响航行及空调正常使用。
舰艇指挥员指示需要立刻处理，就这
样，我们在高速航行中冒着巨大的水
汽和颠簸完成了绝缘处理，等处理完
回到舱内时，全身的军装均已经湿透。
在各级官兵及所有保障人员的通力协
作下，训练任务得以圆满完成。

在训练任务结束返航的第二天，
海上出现大风情况，目测海浪达到两
三米高，虽然舰船吃水很深，但还是
摇摆明显，横摇达到十度以上，风浪
最大时刻，舱室内桌子上的水杯都因
倾斜过大而纷纷掉到地上，舱内保障
人员也基本一夜没睡着，待第二天风
浪平缓后大家才缓过状态来。

最终，保障任务顺利完成，在返
回基地前，再次眺望蔚蓝的大海，看
着威武的舰船，感受到祖国的日益强
大，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正是
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男儿最有成就感
的时刻，也是一个以航空报国为己任
的航空人最美好的愿望。

七日从军行 

|| 航空工业郑飞　赵鲜娜

从郑州出发，一路向西，几千公
里，有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先坐
火车几十个小时到某地周转，然后赶
每天仅有的几趟大巴，在蜿蜒崎岖、
坑洼不平的公路上，即使在没有因为
修路绕行的情况下，也得最少颠簸
三四个小时进入无人区，再行驶几百
公里才能到达基地。由于路途遥远，
到基地参加跟飞短则几个月、长则一
年半载，无节假日、更无休息日，需
要的是长期坚守。

研究所的王峰、崔荆超、刘刚、
孙留明、段长利、孙合营、丁明瑞等人，
这些“80 后”“90 后”只是长期驻守
过基地的部分代表。鲁迅曾说，“青年
不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
有昏着的、有玩着的，但是自然也有
要前进的。”时代贴给青年人的标签在
变，但任何时候都有要前进的青年，
他们怀揣报国梦想，不忘初心，正奋
进在兴装强军的征途上。

机库里的一夜

那天试飞结束已是下午 4 点多，
王峰被通知挂架需要紧急检修，第二
天还要继续飞行。时间紧，任务重。
王峰等 4 个人迅速投入排故，换上备
件，发现问题并没有解决，只好分解
零件、检查电路。用手头现有的通用

工具拆专业零件很不顺手，光是 100
多个螺钉的拆卸就要花费大量时间，
更别提那些细密的电线、接口和钢针
了。转眼夜里九点多了，本来预估十
点机场封闭前完成任务的计划已然泡
汤，大家都还没有吃晚饭。一边联系
送餐，一边抓紧抢修，直到大门封闭，
两边的事都没搞定。眼看这一夜要在
机库里度过了，大家反而平静下来，
忍着饥渴、顶着困倦，齐心协力奋战
到凌晨 3 点多，终于把问题解决了。

10 月份的戈壁昼夜温差大，晚上
大约零下三四摄氏度，下午进场带的
干粮和水都吃干喝净了，没想到会在
机库过夜，也都没备好御寒衣被。疲
惫、寒冷阵阵袭来，幸亏机库的包装
箱里有个泡沫垫，仅能躺下一个人，
于是大家就轮换休息，其余人蜷曲在
角落打盹儿。王峰讲起当时的情况说：
“渴得要命，恨不得去喝自来水，要是
没有之前喝自来水拉肚子的经历，我
会不顾一切扑向水龙头。”好不容易熬
到早上 8 点，大家吃上了热腾腾的包
子和豆浆，“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早
餐！”王峰回味无穷地说。接着保飞
机正常起飞、通电，他们又在现场待
了一天。|

背着零件赶路

从设计员成长为悬挂发射室主任
的刘刚，回忆起那次背着两个作动筒

赶往基地的经历，仍隐约觉得胳膊酸
疼。

上午快下班接到任务 ：把打包好
的作动筒以最快速度送往基地。下班
没回家直接背着东西赶往机场，乘飞
机、赶火车、换大巴，来回折腾。扛
着 80 多斤的产品感觉有千斤重，刘
刚清晰地记得，“上火车时，有两个台
阶，我拎了两次，竟然拎不到火车上，
后来使出浑身力气才把东西提上去。”
火车没有卧铺，只有硬座，为了赶时间，
顾不上那么多了，十多个小时的硬座，
第二天早晨下火车时腿都是木的。再
转坐大巴，终于在十点前把东西送到
基地。“是不是有点‘把信送到加西亚’
中罗文的感觉？”刘刚诙谐地说。

我是现场三总

提起在外场的工作任务，崔荆超
幽默地说 ：“执行跟飞任务时，我就是
现场三总，即总指挥、总操作、总联络。
只要是公司的事，不论是哪个项目的，
硬着头皮也要上，也得管。”忙的时候
电话一个接一个，各种协调，脚步也
是不停，来回跑在不同项目、不同机
库之间，手忙脚乱的。谈起有什么经
验分享给大家时，崔荆超出乎意料地
说 ：“我有过两次一天没吃饭的经历，
所以每次进场，我都带面包和水，饿
怕了。”

在外场，常态是工作不分时间，

项目不分你我，虽有些不近人情，但
确实效率高。而且，计划永远赶不
上变化。有时候连着一周不进行任
务，每天和相关人员联络，都说没排
上任务，急得发慌 ；有时候每天要跟
进，早晨四五点起床、等车、进场，
下午 6 点出场、开总结会、排任务，
晚上快十点才吃上晚饭，睡觉一般都
十一二点了。崔荆超自嘲道 ：“说累成
狗，一点不夸张。”

冷得刻骨铭心

寒冬的午夜，开往基地的大巴上
沉寂冰冷，外面零下十几摄氏度，即
便车里开着空调也暖和不起来，透过
车窗，孙留明分明看到了窗外玻璃上
结着晶莹的窗花。中途休息时，大家
纷纷下车活动舒展，可是不一会儿就
感觉冻透了，赶紧上车。对于戈壁的
寒冷，孙留明是有心理准备的，也听
王峰说起过，但当下车的那一瞬间才
意识到，对基地这种恶劣天气还是估
计不足。

在外场，尽管阳光通透，可寒气
侵入骨髓，吹来的风让人一辈子刻骨
铭心，手机经常冻得自动关机。印象
特别深的是检修产品时，要拧特别小
的插头，戴着手套操作不方便，只能
脱掉手套，用手直接操作，结果手粘
在产品外壳上了。皮肤与冰凉的金属
直接接触的那种感觉，孙留明至今想

起仍心有余悸。有时任务干到一半，
突然刮起沙尘暴，石子打到脸上生疼，
像刀子在脸上割一样，就得被迫收工。

说起出差时间长，家人能否理解
时，刘刚说 ：“难处是显而易见的，驻
守人员大部分是年轻人，处于找对象、
结婚成家、照顾孩子的阶段，大家能
克服各种困难，长期在那里坚持，确
实不容易。”

“媳妇气急时，也会说‘去和你的
飞机过吧’，但是过后还是很支持我的
工作！”

“办婚礼前两天才回来，挺愧疚
的，本来预留的时间够，基地临时有
事走不了！”

“孩子刚满月，就去了，一去就是
几个月，感觉特别对不起家人！”

……
采访时，仍然有人坚守在基地没

能见到面，见到的有人健谈，有人内敛，
但是从他们的表情看，我知道这样的
事在他们身上都发生过。志不求易者
成，事不避难者进。每一次跟飞任务
的完成，都是一次无言的担当和责任。
在他们看来，认真做好每件事就是不
负公司的重托，让试验产品取得成功
就是对“航空报国”最好的诠释。

有人说年轻真好，敢闯敢试，有
大把资本可以挥霍。然而对于航空人，
当青春与戈壁交汇，我们看到的是担
当，是坚韧。但更多的，是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