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航空工业华燕　许燕飞

她，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充
分发挥着模范标杆作用，身体力行
传承航空人精神；她工作中始终不
忘践行公司“四个为上”的价值观，
在自己的小家庭与航空事业的天秤
上，毫不犹豫地偏向了事业这端；
22 年来，早已将她锻造成电子装配
领域的一把利刃，先后获得多次荣
誉，她说：“芬芳不是孤芳自赏，分
享才是最大的快乐。”

她就是航空工业陕西华燕航空
仪表有限公司自控协作部电子装配
单元单元长——范传华。

成长·蜕变

1996 年，范传华入职华燕。那
时的她刚毕业，没有工作经验，被
分到三分厂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一

线工人。生产线上的工作，每天没
什么变化，枯燥而乏味，有时为了
赶节点还要加班，但作为新人范传
华从未抱怨，她认真地跟着老师傅
学操作，沉淀自己。“越努力真的会
越幸运，2002 年底，我被调到一分
厂装配。让我遇到了有‘人生导师’
意义的两位师傅：朱镜明与马宁，
是她们教我用心爱自己的工作，用
责任维护公司的利益。”在她的记忆
里，是朱师傅坚守岗位，为保节点，
在车间简单扒几口盒饭就投入工作
的模样影响了她。于是，范传华将
师傅们当作榜样，从此满心装的都
是“航空报国”的使命。“强将手下
无弱兵”，经过踏实的努力，范传华
用事实证明了自己：她先后两次荣

获“中航工业电装技能竞赛优胜奖”，
在公司她是“质量先进个人”“突贡
献员工”“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在
同事们眼中她是“标杆和榜样”，在
徒弟们口中她是“为人师范、技术
过硬的好师傅”。

责任·歉疚

有一种小孩叫“别人家的小孩”，
在爸爸妈妈眼里他们懂事、聪明，
但在范传华的孩子心里一直羡慕着
一种妈妈，那是|“别人家的妈妈”。
“妈妈，您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您明天再走行吗？”这是范传华的
孩子对她常说的两句话，也是藏在
范传华心里最深的歉疚。范传华的
家在汉中，但因为深知自己肩负的

责任，她默默承受着对年迈的父亲、
高三的儿子，还有无怨无悔支持她
工作的爱人的思念和愧疚坚守在西
安的工作岗位上。她说，是爱人那
句“放心吧，你好好干，家里一切
有我呢”，让她每次赶节点时，总能
特别安心地投入工作。每次面对紧
张的生产任务，范传华能量满满地
为大家鼓劲“保住节点，按期交付，
这是关乎公司诚信的问题，再难也
要坚持！”

分享·成功

一个人最大的成功不是她获得
了多少荣誉，而是在她光彩夺目后
仍能不忘初心，范传华就是这样的
人。她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干就是 22

年。面对电子装配单元人员结构年
轻化，成员多为刚入职的大学生，
缺乏实操经验的现状，她主动请缨
利用个人时间开展专业培训，将自
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与新员工分享、
交流。在她的用心教授下，先后为
公司培养出 10 余位优秀的青年骨
干，并辅导 20余名单元职工成功通
过手工焊接特殊过程认证，极大地
提高了团队的实力。

一事精致，足以动人，亦其专
心致志而然。范传华就是这样一位
不忘航空报国初心、不负强军首责
使命的航空人，她用 22 年的时间成
长为一朵绽放在华燕的美丽“航空
之花”，相信不远的将来，她的芬芳
会感染更多的航空人，在新时代航
空报国的征程上绽放光彩，吐露芬
芳！

||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张爽

时光不言不语，岁月也悄然无息；
挥一挥衣袖，掸落每一寸尘埃；丁酉
年的苦涩甜腻，丝丝折叠；雪月霜花
绘成又一卷春红柳绿；人间四月天，
且行且暖……

没有了初春的生涩含糊，人间四
月天，多了几许自信从容，彰显着风
华正茂的意气，这是一种新时代的女
性之美。航空工业试飞中心航电工程
师肖妮，以她的巾帼标兵形象在四月
天里诠释着新时代木兰为国征战的传
奇。

从 2007 年 4 月时至今日，肖妮
已经完成了她的第一个“十年试飞”，
而她还在试飞之路上不忘初心，继续
前行。十度寒暑，仅学习笔记肖妮就
整整记满了一抽屉。从理论到实践全
方位地提升自己，厚重的一摞笔记本
不仅说明肖妮的女性细腻，也是她默
默奉献自己的缩影，也许是她在试飞
路上收获的丰硕成果。

由于她在工作中奋勇拼搏，被正
式赋予 C919 大型客机的航电项目负
责人并参与了 AG600 飞机多个航电
课题。那个天天凌晨 4 点进场飞行的
她，可以目睹每一缕晨曦，用女性特

有的细腻，见证着我国国产民机和水
陆两栖飞机的成长！由于 C919 大型
客机和 AG600 飞机分别在上海、珠
海两地开展工作，为保证两个型号的
十余项航电试飞课题顺利进行，肖妮
常常是一边放下珠海归来的行李，一
边打电话预订前往上海的机票。然而，
忙碌决不能成为降低工作质量的挡风
墙，肖妮对待技术问题始终保持一丝
不苟，从不放过试飞中任何一个细小
的技术问题，她出的每一份技术文件
都可以拿来当样板。在国家适航部门
组织的多次文件审查中，肖妮的文件
都标准规范，零整改通过。

除了型号试飞任务，在航空试飞
预研和技改中，肖妮也是冲锋陷阵，
尽显女汉子风范。她和团队成员一起，
紧跟技术发展前沿，探索与设计单位
的全新合作模式，申报及合作了多项
预研课题。加班加点修改项目建议书，
这是工作常态，更是试飞态度。作为
“空中飞人”的她经常多地往返，与多
家合作单位沟通协调。她还利用自己
的碎片时间学习最新技术。在三个月
的外场试飞间隙里，她完成了科技成
果报告和国防专利说明书的编写，并
将工作中的思考进行整理和深入分析
发表论文 2 篇。坚守着对工作的承诺，
坚守着对试飞的热爱，坚守着对祖国
的初心，这是肖妮式的四月天。

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肖妮在微
信朋友圈中写道，“祝我生日快乐，在

大雪纷飞的海拉尔，零下 32摄氏度中，
度过有意义的 34 岁生日”。作为一名
女性试飞工程师，她也是一位母亲，
也有年迈的父母公婆，可是，“世间安
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节日
又如何，生日又怎样？是否能够找到
更合适的飞行条件，更完美地完成某
型机高寒试飞试验，才是她此时的精
神寄托。

清风可以吹走岁月，但是也会留
下芳华几许，留下那些阳光照耀心头
的四月天，以及那些如最美四月天般
的女性，比如肖妮和在许多航空试飞
岗位上默默守望的所有姐妹，有你，
有我，还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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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工程师中的铿锵玫瑰
|| 航空工业直升机所|　曹荣富

1996 年，吕春雷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直升机设计专业，同年来到航空工业直升机所
到总体气动研究室工作，现为直升机总体设计
专业专家。参加工作以来，她主持了多项课题
预研工作，参与了多个直升机型号的研制，并
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和集团级成果。

那一年，她十七岁

吕春雷对气流产生驱动力的认识启蒙于她
的父亲。小时候每年父亲都会做转灯，幼年的
她惊诧于两根蜡烛就能驱动转灯旋转，求证于
父亲，父亲说那是因为蜡烛燃烧加热空气，形
成的气流穿过并驱动风车装置，带动纸筒旋转。
那时候的她常常痴迷于转灯纸筒上人物、花鸟
等形象因运动而形象生动。再长大一些，从画
册上看到直升机，便觉得靠旋翼飞行的直升机
较之用翅膀升空的飞机要高大上许多，甚至对
父亲发出了“我要造一架肚皮上带旋翼的直升
机”的“豪言壮语”。1992 年，在她填完那份
天文地理、考古生物无所不及的高考志愿后，
并收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哥哥抱着她在院子中如旋翼般旋转，她笃信此
生与直升机的缘是剪不断了的。于是她带着北
方边陲小镇邻居们对直升机的不解和迷茫，只
身南下，从东北到江南，开启了她的直升机人生。

那一年，她 17 岁。
|
愿我八年芳华，换 TA 九天叱咤

能够从直升机专业毕业从事直升机研发工
作是直升机人的幸运。1996 年的吕春雷从南航
直升机设计专业毕业，带着“优秀毕业论文”
证书和毕业论文导师郭才根的殷殷期望，来到
千年瓷都——景德镇，成为诸多直升机人中的
一员，并直接参与到直 10 的研制工作中。再后
来，她陆续参与了直 11 等型号的研制、直 15
的对外合作以及多项课题预研。当然，最让她
骄傲的，是成为某型号研制团队中的一员。这
个研制团队是朝气蓬勃、充满凝聚力的团队，
无论是立项论证阶段的通宵达旦，还是方案设
计时的挑灯夜战 ；无论是图文并茂、推陈出新
的汇报材料还是字斟句酌、规范严谨的技术报
告，无一不凝聚着她的心血。从立项批复到方
案设计评审，从首飞到转段，每一个里程碑节
点都让她激动不已，感恩项目研制选择了她，
今年已经是型号研制的第八个年头，她说 ：“愿
我八年芳华，换 TA 九天叱咤”！

“我是不是有很多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吕春雷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直升机
中，难免疏于对儿子的陪伴。在儿子小的时候，
她每次出差前，儿子总抱着她说 ：“妈妈，一路
平安”；那时候别人问他：“你妈妈是做什么的？”

他总会说“妈妈很厉害，是搞设计的工程师”，
之后再歪着头煞有介事地补充一句“但是我可
不能告诉你她具体做什么工作”。如今儿子已经
长大了，依然不知道她具体干什么型号，但是
儿子会开玩笑地问她 ：“我是不是有很多异父异
母的亲兄弟？”吕春雷知道儿子指的是她所参
与研制的那些型号。她点头，然后与儿子相视
而笑。

不享受生活的人，不是好的工程师

作为“工科女”，吕春雷工作之余，喜欢
听音乐和写书法，偶尔喝着咖啡追剧，捧一桶
爆米花观影，平常却以养花养猫为主。说起猫，
本来是儿子上大学之前买的，说是儿子不在家
的时候可以陪伴爸爸和妈妈。而如今，却成了
吕春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她们家无可
替代的一员 ；从初到家中的小可爱成长为高颜
值表情帝。每次在朋友圈发猫咪的照片，都会
引来朋友的围观和点赞，妥妥的网红喵。

有人说当把兴趣变为谋生的手段或者不得
不做的工作时，很快就会索然无味。吕春雷却
说说：“生活工作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巾帼何须让须眉，红装武妆尽芳华。工作
中极尽盛志凌云的豪情，生活中不乏纤云弄巧
的细腻，也许这才是直升机战线女工程师应有
的模样吧！

温暖的力量
平凡的感动
|| 航空工业自控所　尚洁　王冰

我的故事是从一张带着花香的小
纸条开始……

“妈妈，打起精神来，一次打击
不算什么，怕的是失去了向前的勇气，
我相信我的妈妈，因为她有一颗坚韧
的心！”

这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偷偷写给
她妈妈的。而这位幸福的妈妈，就是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我的师傅包艳。

“喂，您好，我是包艳，书包的包。”
这是包艳经常在电话里的自我介绍，她
说话声音不高，却总有种清亮与自信。
她的一双大眼睛，常会因为连续的日
夜工作变成有点肿的熊猫眼。作为自
控所机电中心研发组组长、预研主管、
光传课题带头人，包艳以扎实的工程
研发经验，让人折服。

主动侧杆是包艳师傅带我参加的
第一个项目，那一年，师傅四十岁，我
二十多岁。这个项目在国内研究尚属空
白，也是我们从未接触过的全新领域，
然而，从接到任务到方案设计到最终投
产，我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究竟该
从何处下手？突破点又在哪里？一个
个问题在她的脑海里徘徊旋转。一天，
两天，三天……包艳几乎把自己泡在
了办公室里。作为课题主管，对于课
题组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她即像老师，
严谨苛刻 ；又像亲人，温柔而有耐心。
可是，对于家人，每当她不得不又重
复那句 ：“不回去吃饭了”，她的表情
流露出一种无法言语的亏欠。

有一天，包艳发现口袋里多了一
张折得整整齐齐，还粘着一簇手工制
作的小花。这是一个笑如阳光般的女
儿写给妈妈的话，独自一人坐在办公
室里，双眼通红，咬着嘴唇笑了那么久，
她的心里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两个月的默默耕耘，60 天夜以继
日的摸索，十余种方案的论证，两百
多张图纸的绘制，包艳带领团队顶住
压力，保住了节点，为自控所主动侧
杆系统的研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时间回到 2012 年 7 月 17 日，刘
元度师傅突然离开了大家。痛彻心扉的
悲痛淹没了所有人。协助处理完刘师
傅的后事，包艳拖着疲倦的身子，用
沙哑的声音对我说 ：“你把罗川和赵元
平叫过来吧！”罗川和赵元平是刘师
傅生前带的最后两个研究生，还有不
到半年就要毕业了，刘师傅的突然离
开，令他的学生十分难过，同时也为
他们未完的课题担忧。而此时，包艳
接过了带好他俩的重担。面对她并不
熟悉的直线电机课题，包艳一边连夜
学习一边指导，装配间、调试间、软
件测试机旁，到处都是包艳和学生们
忙碌的身影。因为连续几天彻夜未眠，
她的嗓子炎症愈发严重，黑眼圈也越
来越明显，可一刻都顾不得休息的包
艳仍坚持和学生们奋战在一起。我心
疼地问“师傅，累吗？”包艳满脸笑
容平和地说道 ：“直线电机拿下了，他
们顺利毕业了，刘师傅也可以安心了，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尽管现在罗川离开了机电中心调
到其他部门工作，可是每当见到包艳，
他的脸上总洋溢着微笑，迎上前亲亲热
热地叫一声“师傅！”在他心里，包
艳就像一缕阳光，在他伤心难过、迷
茫不安的时候点亮了他的心，柔柔的、
暖暖的，给他以坚强，给他以力量。

时光不急不缓，岁月不负深情，
人到中年的她依然一袭短发，利落而
清爽。说不出为什么，有些人一旦烙
印在了你的心里，就会带着你一起生
根、一起发芽。包艳，散发着淡淡的
自然气息，像带着阳光的甘露，就那
样静静地守护着她所热爱的航空事业，
守护着她身边的点点滴滴，没有一丝
杂质，生动着，闪耀着、平凡着，在
我的心里，她就是永不消逝的芳华。

芳华几许，最美人间四月天
——记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巾帼标兵肖妮

用天使情
温暖健康梦
——记三二〇一医院呼吸内科护士乔娟

凭着对白衣天使的无限挚爱和追求，她在
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已有 14 个春秋。虽没有惊
人的壮举，但她用青春书写着生命的感动。在平
凡的护理岗位上，她踏实工作、刻苦钻研、无私
奉献，用真挚的爱心为患者拂去满身的伤痛，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南丁格尔誓言。她就是今
年 32 岁的陕西省级质护理先进个人乔娟。

勤学苦练只为挽回更多生命    

“春蚕尽丝丝不断，留赠患者御风寒。”2002
年毕业的乔娟怀揣恩师送给她的这一赠言走进
了汉中的航空工业 3201 医院，开始了她的护理
生涯。2006年，她被分配到呼吸内科重症监护室。
不同于其他科室，这里的工作繁重而琐碎，住院
患者多是急、危、重症，俗话说“三分治疗七分
护理”，尤其是危重患者的护理在整个医疗过程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细节决定成败，在重症监护室里尤为重要。
“因为有一点细小的差池，就会让患者付出生命
的代价，所以，每一项操作技能必须精湛娴熟 !”
多年来，乔娟潜心钻研业务，苦练各项操作技能。
为了提高动脉穿刺的成功率，她在输液器上，甚
至自己的脚上反复练习。现在，无论遇到多么差
的血管条件，她都能“一针见血”。经常可以听
到患者说“小乔上班我就不怕了”，一句简短的
语言，饱含的是对乔娟工作的无限信任与肯定。

乔娟意识到真正的临床护理工作并非打针、
发药那么简单。在现代医学事业日新月异的今
天，要想做一名优秀护士，仅凭付出辛苦是远远
不够的，只有不断学习和掌握护理前沿知识和理
论，广泛吸取新技术，不断磨炼提升自己的业务
综合素质，才能给患者提供更专业、更安全、更
放心的护理服务，才能满足现代整体护理的高要
求。因此她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业务，购买大
量的护理专业书籍来学习，努力扩充自己的知识。
她多次参加省、市各种呼吸危重症学习班，并在
实践中不断提升危重症患者管理及护理水平。在
工作之余，乔娟进行了护理大专和本科的学历教
育，通过这些年的积累，她在各级刊物发表专业
论文 4 篇。她的同事说 ：“乔姐就是我们的护理
百科全书，有任何不懂的问题，问乔姐，总会有
答案”。

重症监护室里的温情

在重症监护室，无论是翻身、拍背、剪指甲、
刮胡须等基础工作，还是繁重、复杂的专科护理、
抢救任务，每一项工作乔娟都力争做到最好。病
房里的大爷大妈都亲切地叫她“乔乔”。

2017 年冬天，呼吸内科收治一位 78 岁重
症肺炎的老年患者。该名患者入院时已昏迷，血
氧饱和度只有 40%。乔娟和同事争分夺秒有条
不紊地对患者实施抢救。经过努力，该名患者血
氧饱和度升至 95%，终于转危为安。

该名患者全身有 16 处大小不等的压疮，且
多处局部组织已溃烂、坏死，发出阵阵恶臭。冲
洗、消毒、祛除坏死组织……直到忙完这一切，
已经是晚上 9 点多了，整整 6 个小时的忙碌，
汗水早已浸湿乔娟身上的衣服。将这一切看在眼
里的患者家属感动地拉着乔娟的手说 ：“我儿女
都嫌臭，不愿动一根手指头，好闺女，谢谢你，
辛苦了。”||

乔娟说 ：“每当看到病人康复出院时我总是
感到无比欣慰，看到病人痊愈时温暖的笑脸和病
人对护士说声谢谢时，我觉得一切辛苦都值了。”

恪尽职守 为爱前行

在呼吸内科，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在收治
病人的高峰期，乔娟经常晚上工作到 9 点多才拖
着疲惫的身躯回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接送
过孩子上学。有时候工作忙，几天都见不到面。”
谈起家庭，乔娟不免有些愧疚，但是，正是由于
家人对她工作的支持和她的努力与付出，使其多
次被评为院优质护理服务之星、市优秀护理人员、
省优质护理先进个人。

谈起工作带给她的收获，乔娟说：“我要感
谢我的职业，它让我知道如何平等、善良、真诚
地对待每一个生命。医者仁心，虽然我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护士，但我严格要求自己，用心对待
我所接触的每一个病人！”如今，乔娟已是呼吸
内科重症监护室护理组长，在重症监护室这个特
殊岗位也奋战了 10 个春秋，护理了数以千计的
危重患者，培养了十余位呼吸重症监护病房护士。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乔娟与呼吸内科护理团
队时刻与死神赛跑、搏斗。|（三二〇一医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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