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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追梦路

||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鲁峰

2014年4月1日，穿了22年军装的我，
转业后应聘到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成了试
飞中心一名普通的机务人员，继续从事着
我所热爱又熟悉的机务保障工作。到 2019
年 4 月，我在这里已经 5 年时间，2019
年 4 月也将迎来试飞中心成立 60 周年。

相对于试飞中心 60 年的风雨历程，
我 5 年的工作经历显得很短暂，但是这
5 年来，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试飞中
心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取得的一项项辉煌成
就，也体会到作为一个试飞人的酸甜苦辣。

初到试飞中心，听同事们给我介绍说：
咱们试飞中心创建于 1959 年 4 月。在阎
良的一片荒碱地上，建设成目前我国唯
一一家经国家授权的军民用飞机、航空发
动机、机载设备等航空产品国家级鉴定试
飞机构、国家级的飞行试验技术研究机构，
同时也是国家“飞机适航认可实验室”，这
是一代代试飞人埋头苦干、呕心沥血，甚
至有不少人不惜牺牲生命而奋斗的结果。
近 60 年来，英雄的试飞人不忘初心，不
畏艰险，前赴后继，锐意进取，在航空报
国的梦想道路上砥砺前行。他们的光荣事
迹深深地感染着我。作为一名从军 22 年
的老兵及试飞事业的后来者，我深为他们
而折服，也为能加入这样一个有光辉历史
的团队而自豪。

脱下绿军装，再穿蓝工装，变的是我
的身份与着装，不变的是献身国防、航空
报国的强军梦想。当兵的前十多年，我一
直维修保障的是已经服役三十多年的二代
机，飞机老旧，故障多发，器材短缺，可
维护性差。那时我们非常羡慕那些维护国
产歼 8 飞机的战友，歼 8 那时可是我国最
先进的国产战机。可是不久后发生的南海
撞机事件，英雄王伟驾驶歼 8 飞机在驱离
侵入我领空的美国 EP-3 侦察机过程中受
到美机的冲撞，造成我方机毁人亡。“建
设强大的人民军队”成了那时全国上下的
共识。“实现强军梦”是那时我和我的战

友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此后，经过人民军队和航空工业十多

年的埋头苦干和奋发进取。我国的军事装
备与国防建设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
别是航空装备方面，发展更为迅猛，一批
批先进战机经过我们试飞中心的科研试飞
定型，陆续交付部队服役。巡航南海、绕
岛飞行、飞鲨冲天、不但拒敌于国门之外，
而且冲破第一岛链封锁，有效地震慑和打
击了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作为曾经的军
人，我看到了中国空军武器装备短板将全
部补齐，我国将真正迈入一流军事强国的
行列，心内倍添自豪。

一个曾经的老兵，现在试飞中心的一
名普通职工，我虽然没有机会亲手维护那
些先进战机，但这并不影响我心中的骄傲
与自豪。特别是当我维护的型号并列出现
在起飞线上时，心中满满的自豪无以言表。
看着一架架技术先进的飞机从我眼前滑
行，起飞，直上云霄，我心里总是会热血
沸腾。许多老战友与同学听说我在试飞中
心上班，言语间也常常露出无比的羡慕。

到试飞中心的这 5 年中，我从在部队
维护单一机型很快过渡到多种机型维护，
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加班加点的理论学习与
实操培训。这 5 年，除了本场飞行保障，
也少不了外场出差，走南闯北，单单是乘
飞机出差的行程已超过五万公里，相当于
绕地球一圈还多。5 年中，我有一半的时
间是在外出差，从西北的大漠戈壁到东南
沿海的海天一色，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西
南的雪域高原，无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都留下了我与同事们的足迹。机务工作是
户外作业，顶烈日，冒严寒，风餐露宿，
辛苦自不必说，只要能保证试验机按时顺
利完成试飞任务，我们再辛苦也值得。

有人曾问我，你已人到中年，还这么
拼命是为了什么 ? 为了什么呢？为了我心
中那个航空梦和强军梦，而试飞中心给了
我这个继续追逐梦想的翅膀。我热爱试飞
机务工作，哪怕再苦再累，我也无怨无悔，
甚至感到幸福与快乐。这大概就是习主席
所说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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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工业上电||蒲毅

近期，我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
岁月》，我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地感动着。

这是一本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编写的系列采访实录。通过人物专访的
形式，回忆并重现了习近平年轻时那段
燃情岁月。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描绘，
让我们穿越时间和空间，去回望习近平
在黄土高原上的七年青春。

读这本书，我感动于习近平在艰苦
环境下的刚强意志和顽强精神。

1969 年，下乡当知青，习近平是
自己坚持要去的。老师好心劝阻，但他
却去意已决。习近平回忆说，在离别的
火车站，很多人都哭成一片，只有他在
微笑。迎接他们的延安黄土地上，老百
姓自己都吃不饱饭，却向从大城市中来
的中学生张开了臂膀。虽然在陕北农村
过着艰苦的生活，却感觉来到一个新
鲜、前景有更多可能性的土地。

习近平在自己的文章写道，几年
中，他过了四大关 ：一是跳蚤关。在城
里，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
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
浑身发肿。二是饮食关。过去吃的都是
精米细面，现在是粗粝的杂粮，老百姓
看不过去，给他们知青送了些酸菜，多
年后，他再见那里的乡亲，还说挺想
念那里的酸菜。三是劳动关。刚开始干
活时，他挣 6 个工分，还没有妇女高。
两年后，他就拿到了壮劳力的 10 个工
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四是思想关。
他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
神，乡亲们也逐渐接纳他为他们中的一
分子。就是在那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中，
习近平带领村民战天斗地，挖井、办沼
气、打淤地坝，与村民一起改变农村面
貌，赢得了百姓的交口称赞！清华大学
著名学者宁向东教授说 ：人生就是一连
串的破局过程，面对农村一穷二白这
个“局”，面对自己是“黑帮子弟”这
个“局”，面对从未经历的农村生活和
治理这个“局”，他历经七年的艰苦磨
砺，成功‘破局’，化茧成蝶！

我感动于习近平在艰难面前的刚
强和勇敢，敢说敢做，敢作敢当，用实
际行动赢得了陕北农民的信任并扎根其
间。

读这本书，我感动于习近平崇高的
政治理想。

习近平自己写道 ：“15 岁来到黄土
地时，我迷惘、彷徨 ；22 岁离开黄土
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
满自信。”他先后写过 8 份入团申请书、
10 份入党申请书。他把自己深深扎根
于梁家河，与当地的百姓一起不懈追

求、艰苦奋斗，最终赢得了当地百姓的
信任和领导的认同。

习近平曾充满深情地写道 ：作为
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
里培养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
事！

为人民做实事的信念深深融入总书
记的为民情怀中，随着他从政的步伐，
惠及了各地人民，直至他成为党和国家
的最高领导人，今天带领我们整个民族
迈向伟大的中国梦！

读这本书，我感动于习近平对人民
的深厚感情。

2015 年在梁家河，习近平对围着
他的当地百姓说 ：“那个时候（1975 年
离开梁家河）我就说，今后如果有条件、
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
好事的工作。”||

离开梁家河的 40 年，他实现并践
行了当年的诺言！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人
民群众的冷暖和甘苦，培育了同人民群
众的深情厚谊。他在那段艰苦的岁月
里，把自己当成当地的农民，作为大队
书记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带领村民战天
斗地。从四川学会了办沼气，全村一直
用沼气用到通电。带领村民打的水井一
直用到今天。先后办了铁业社、代销店，
打了淤地坝，将荒坡变良田，一直到今
天还在为当地百姓造福。在厦门和福建
工作期间，他帮助梁家河的老百姓通了
电、协调慈善机构给梁家河修建了能容
纳 100 名学生的学校。他多次接济梁
家河贫困村民，帮他们渡过难关。接替
习近平担任梁家河书记的石春阳在回忆
习近平2015年回到梁家河的情形时说：
总书记在梁家河只能待几个小时，他张
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
情况，收入、医疗、养老……

习近平的心一直在我们老百姓中
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到建党 100
年的时候，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要让中国近 7000 万的贫困人口实
现稳定脱贫，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伟大而充满温情的一页！这一页写满
了党的伟大，写满了总书记的为民情
怀！

读这本书，我感动于习近平对读书
和学习的热爱。

1969 年元月 16 日，几经辗转，北
京知青到达陕北延安文安驿。迎接知青
的多位村民多年后回忆，习近平带来两
个不大的箱子，村民以为体积小、轻，
一拎，死沉。村民后来知道，那两个箱
子里装满了习近平从北京带来的书，干
惯体力活的村民都觉得死沉的两个箱
子，习近平却从北京搬到了千里之外的
山沟沟里。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习

近平一有空就阅读，
同窑洞的知青深夜
醒来，常常看到习
近平还在挑灯夜
读。一个 16 岁的
少年，坚持自己
的独立思考和判
断，书籍成为他
在知青岁月里成长的武器。||

据知青和村民回忆，习近平在梁
家河期间，阅读了大量经典马克思列
宁著作和历史文学典籍，他还阅读了
《战争论》《太平洋战争》《毛泽东军事
文选》等军事著作。

2010 年，跟习近平一同去梁家河
插队的同学雷平生在他家中还看到了
当年他们在知青岁月里看过的那些书
籍，习近平保留至今。中央党校编辑
出版的《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一书中，
收集了习近平的 19 篇文章，其中讲
读书和学习的就有 5 篇。2009 年 5 月
13 日他讲《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2011 年 5 月 13 日他讲《领
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2011 年 9 月他又讲《领导干部
要读点历史》。

今天，习近平在各种场合讲话都
是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善于用典、
妙语连珠、充满自信，这些学识、修
养和格局离不开他在梁家河 7 年的学
习积累。

习近平总书记是我们党第一位在
新中国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领
导人，学习他成长的宝贵经历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思考自己应该走怎样的
路，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加主动地读书学
习和增强执政本领。阅读这本书，回
忆总书记走过的那段历史，我们总是
被能够穿透时空的真情所感动，这份
情是对黄土地的情、对梁家河村民的
情，是对人民的情，更是对中华民族
的情，这份情深厚而淳朴、历久弥香。

天才造就伟大，还是努力成就卓越？
——读《天才假象》有感

|| 中航电测　党建锋

前几天看中央体育频道在播
放《迈克尔·乔丹 50 大经典进球》，
尽管时光流逝让影像已显斑驳，乔
丹也已退役多年，但其当年称霸
球场时所展示的精彩绝伦的伟大
球技，依然能通过屏幕强烈冲击
着人们的视觉，让人忍不住大赞，
“真是篮球天才啊！”可是，事实
真是这样吗？乔丹炉火纯青的篮
球技艺真的是天赋异禀还是来源
于后天艰苦磨练呢？

据说，乔丹高中时连校队都
差点未能入选，如果缺少了他自
己后天的不懈努力（当然还离不
开各种机遇），他还会成为日后令
全球亿万球迷顶礼膜拜的“篮球
之神”吗？答案很显然，不会。

英国作家马修·萨伊德在《天
才假象——从刻意练习、心理策
略到认知陷阱》一书中用大量充
分的事实和研究成果论证和推翻
了人们普遍抱有的一个错误观念，
那就是认为“天赋决定能力、天
赋造就人才”的天才假象观。

我们普通人看到那些历史上
及当代生活中功成名就的伟大人
物，比如篮球巨星乔丹，喜剧明星
周星驰、伟大作家钱钟书、贾平凹、
王小波、铁凝、余华等，伟大音乐
家莫扎特、肖邦，伟大雕塑家米开
朗基罗、伟大画家梵高、毕加索等，
都会不由自主地赞叹，真是天才
啊！人家一出生就自带天赋光环，

成为天才人物那是命中注定的事，
我们普通人根本没法比嘛！事实
上，客观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通过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
多年实证研究表明，尽管人们在
出生时可能存在基因、个性及相
关禀赋的遗传学差异，但并不能
决定其后天取得的成就大小。相
反科学家研究发现，但凡取得伟
大成就者，皆来源于后天努力，
而非仅依靠先天天赋。简单来说，
那些被我们普通人视为天才的伟
大人物，在后天之所以能取得杰
出成就，皆来源于数十年如一日
的苦心练习和不懈努力 ；他们通
过努力把某些先天天赋转化为后
天技能，再通过努力把技能又转
化为成果，而非单单依靠先天天
赋就能功成名就、坐享其成。

据说，音乐神童莫扎特 5 岁
时就会谱写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似
乎真是天赋异禀，凡人根本不能
比，但根据相关资料，莫扎特从
小出生于音乐世家，本身就是音
乐家的父亲在儿子 3 岁时就开始
让其接受高强度的作曲训练课程，
到 5 岁时他已积累了数千小时的
音乐学习时间；况且据考证莫扎特
5 岁时谱的曲都是对其他音乐家作
品的简单模仿（可简单类比为小
孩模仿唐诗写出来的打油诗），而
在其 21 岁时，才真正创作出了流
传后世的原创音乐作品《第九钢
琴协奏曲》。而到那时为止，他已
经接受了 18 年极其艰苦的专业级
训练了。

同样在非常推崇和强调天赋
的文学创作领域，依然离不开数
年的苦心耕耘，才可能开花结果。
远的不说，只要翻看当代著名作
家贾平凹、王小波、铁凝、余华
等的早期文学作品，明显的感觉
就是文笔稚嫩、有些甚至不忍卒
读，感觉就像小学生作文一样 ；

再对照他们日后成熟的文学杰作，
这中间跨度通常长达数十年。这
数十年间发生了什么，不是他们
的天赋增长了，而是他们经过刻
苦磨砺充分挖掘写作天赋或潜力，
把自身写作技能提升到了专业水
准。连伟大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
在被人赞叹为天才时都说 ：“如果
你看到我每天长达数十小时、坚
持数十年思考、雕塑、用功，就
不会认为我是什么天才了。”

总之，从遗传学上说，每个人
的先天天赋可能存在差异，比如有
人天生对音乐敏感、而有人对绘画
感兴趣、有人喜欢阅读、有人热衷
体育运动等。这些先天赋或潜力只
是基础条件，而要想在日后有一番
作为，则必须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懈
努力深挖天赋、激发潜力，才有可
能把微弱、隐性的先天天赋或潜力
转化为后天可见的、可持续提升的
技能及成果贡献。

而很多普通人之所以早早就
放弃在专业领域努力精进，而宁愿
选择浑浑噩噩混日子，最核心因
素之一就是其往往抱有根深蒂固
的错误观念——下意识固执地认
为但凡功成名就者都是天赋异禀，
而自己恰好只是缺乏天赋的普通
人而已，再怎么努力都没用。社
会心理学家把这种认为自己能力
固定的思维模式称为“固定型思
维模式”，而把那些面对困难、坚
持努力就能造就成功的人们所持
有的思维方式称为“成长型思维
方式”。

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们往往
认为人的天赋、智力及能力等都是
天生固定的，再怎么努力也没用，
从而早早放弃自己。而成长型思
维模式的人则坚持认为人的天赋、
智力或许存在先天差异，但更重
要的是后天努力 ；只有通过努力
才能把先天天赋或潜力挖掘出来

转化为可见的专业能力，再通过
持续努力，才能把专业能力继续
转化为可见的专业成果，没有一万
小时以上或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
力，再有天赋或潜力的人都会变成
“方仲永”。

当然在成长为专家或人才道
路上的不懈努力不是埋头瞎忙，而
是要坚持刻意练习，即要时刻鞭策
自己走出技能“舒适区”，不断挑
战专业领域稍高难度的技能、要求
等，并勇于接受教练、伙伴、同事
等的建设性反馈意见建议，持续改
正缺点、精进完善技艺，如此你自
己的专业技能才能随着时间推移而
获得实质性提升。

经过数年艰苦努力，随着你自
身技能水平的不断攀升，你可能会
跨入“技能高原”，此时你感觉似
乎再怎么努力技能也不再像以前
一样有明显增长 ；此时更不能放
弃，而是要继续坚持努力、挑战舒
适区，积累经验和勇于创新突破，
长期坚持肯定会跨越技能高原、再
攀新高峰。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在
任何专业领域，人们的技能提升都
是一条渐进性而非重叠线，意即你
永远不可能达到技能、专业或发展
的顶点，只能通过不懈努力无限接
近专业卓越。这种观点也督促我们
要时刻在专业领域保持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锐意精进、不懈挑战的
奋斗态度。

《天才假象》这本书再次提醒
人们，不要再用所谓的“天赋决定
能力、天赋造成人才”的固定型思
维模式捆绑自己和限制他人，而要
不断学习和实践“不懈努力才是挖
掘天赋、精进技能、产出成果”的
成长型思维模式。要不懈奋斗、坚
持刻意练习、接受反馈、持续完善
及提升专业水准，不断精进自身专
业技能，以强大的专业技能持续产
出专家级的价值贡献和劳动成果。

的故事航空

|| 航空工业万里　张国君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前途，定位决定地位，细节决定成
败。窗外的雨下得很温柔，像一位考场外送儿赶考的母亲，纵儿
有千般不是，但在每一个母亲心里自己的孩子都是英雄，可到底
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我认为真正的英雄就是拥有一流智力，能
从大局出发，多个角度去分析问题，能从失败中学习奠基成功
的细节，更能从成功中找到潜在的失败，敢于面对一切真实的
数据，不放过任何潜在的威胁，多角度看待问题，这就是英雄。 
    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说 ：“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头
脑中是否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能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可见
人才的思维往往是独特的，而英雄的成就的确是非凡的。时势造英
雄，英雄造时势。在历史上，有很多英雄，但要说最豪迈和霸气
的莫过于西楚霸王项羽。杀“卿子冠军”夺得三军统帅的他，凿战船、
砸军锅、烧营帐、只带三天口粮，就敢和秦虎狼之师在巨鹿展开
大战，打得秦军溃不成军，吓得赶来援助的十几路诸侯军都不敢
上岸。他天生神力，一身铁骨，从“破釜沉舟”的“八千子弟初捷”
到“乌江大败”，他不是没有努力过，可结局是走投无路，他不甘
心，更不愿意认输，带着二十八名铁骑在万人中来回冲杀，无人
能挡。他是一位英雄，可他为什么就败了？为什么就走投无路呢？ 
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他的结局是他自己选择的。在
乌江口，曾有一个机会摆在项羽面前，乘船逃到江东，他必
能江山再起。“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面对滔
滔江水，面对彼岸父老乡亲，他不由泪湿衣襟，他认为死的
有尊严，才是英雄本色。一枝菊花的生命形态枯萎了，但花
香永世留香，或许这就是生命的真谛。他不听劝阻，抛开他
人的期望，向着自己的思维空间迈进，他认为英雄才是人们
所追求的成功。他选择了英雄，终结了自己的一生。霸王乌
江挥剑，残阳如血，乌江悲鸣，苍穹黯然，楚民哭之如父。 
    思路决定出路，性格决定命运。曾经在读《项羽本纪》时，
每当读到他乌江自刎时我很是懊悔，恨自己没有早生千年，不
能飞临乌江，用我孱弱的手誓死拽下霸王即将血刃的剑，轻轻
地告诉他“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弟子多可
俊，卷土重开未可知”。困境中人容易陷入逻辑混乱，容易自我
否定，雄霸天下的太阳梦，四面楚歌的凄凉，熄灭了男儿曾经燃
亮过天地的极光。他只是被突袭的浮云遮住了眺望的慧眼，宏图
霸业灰飞烟灭归根结底是他思想认识的狭窄。他是王室贵胄，名
将之后，他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更没有到群众中去，不懂百姓之
苦，抛弃群众，脱离实际，焉能不败？历史告诉我们，往往容易
被人忽略的地方才是最致命的。看待问题一定要从全局出发，辩
证的看，不能只盯着容易出错的地方，更要注意没有出现问题的
地方，而这些地方一旦出现问题往往是致命的，难以扭转的。就
像“二战期间”统计学家沃德所总结的那样，有些人成功，他
只是历史的幸存者，他的成功不代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不管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人，只有不断
增强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立足长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在工作中
找出要点，把握关键。作为航空工业来说，质量是我们航空人的
生命。我们怎样克服和提升飞机在飞行和作战中的安全性能，我
们必须竭尽所能，多角度出发，多种思路考虑，找出关键，及时规
避各种风险，保证飞行员和飞机安全，这是我们对祖国最好的回报。 
    “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树立正确的社会观，人生观，
价值观，增强大局意识，遇到问题，认真分析，不忽略任何细节，
不放过任何沉默的数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用实际数
据说话，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干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为自
己的人生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思路决定出路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