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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航空科普发展恰逢其时
|| 闵航

“我们要让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
引力的工作、成为孩子们尊崇向往的
职业，给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
膀，让未来祖国的科技天地群英荟萃，
让未来科学的浩瀚星空群星闪耀！”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
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诠释了科普工作
的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歼 20、运
20、C919 等新一代国产航空装备的陆
续亮相，国家对航空产业的不断投入
和低空空域的逐步放开，航空越来越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人
渴望了解航空、学习航空，许多青少
年将航空、将飞行作为自己未来的梦
想。当前我国航空产业距离世界前沿
愈来愈近，正是需要更多创新思维和
创新人才的关键阶段。不管是从满足
大众需求，还是服务产业发展的角度，
现在推动航空科普加快发展都恰逢其
时。

改革开放四十年，航空科普发展
成果丰硕。行业内外大批专家学者、
新闻出版工作者、文艺创作者推出了
许多很有分量的科普读物、报纸期刊
和影视作品。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的《航
空知识》坚持高水平办刊 60 年，持
续推广航空科普知识，影响了几代青
少年的职业选择。空军有关部门去年
推出的《空天猎》更是让我国空军最
先进的装备走上大荧幕，一度引发全
民航空热。以珠海航展为代表的全国
各类展览展示和创新大赛、设计比赛
等赛事活动，正在逐渐形成以“航空”
元素为核心的会展经济、文创产业，
在促进经济发展、塑造企业品牌的同
时，也很好地传播了航空科普知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近年来发展
迅速的消费型无人机产业正是得益于
航空科普的发展，从产业萌芽、市场
培育、产品设计、多用途开发都与航

空知识普及推广密不可分。

建设航空强国离不开航空科普

航空工业提出了建设航空强国的
愿景，航空科普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少
成绩，但距离支撑这一伟大目标和伟
大梦想还有不少差距。

建设航空强国，需要航空科普形
成全民共识。当前在全民中还没有牢
固树立航空是高科技产业的代表，应
该大力发展航空产业的共识。衡量一
国工业发展水平的显著标志就是航空
产业，尤其是先进战斗机、大中型飞
机和先进航空发动机，缺任何一项都
不能称之为航空强国和工业强国。世
界上能研制核武器和发射火箭卫星的
国家有 10 多个，但能制造先进战斗机
的国家不足 10 个，能研制大飞机的
有 6 国，能制造先进大涵道大推力民
用航空发动机的只有英美 2 国。推动
航空科普发展，有助于全民正视我们
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利于全社
会继续聚焦资源推动航空产业走向世
界前沿。

建设航空强国，需要航空科普孕
育新思维。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要
想冲破航空科技强国已经形成的技术
壁垒，实现弯道超车，越来越需要创
新的构想。我们在全力追赶的同时，
别人也在不断进步，沿着同样的技术
路径和发展模式，我们很难实现赶超。
只有创新思维，打开新视野，发展新
技术，塑造新格局，我们才有可能在
较短时间内消除差距。航空科普正是
启迪全民围绕航空进行创新思维的关
键举措。中国无人机的快速发展已经
验证了它的有效性，旋翼、共轴、电
推进等不少创新思维已经得到推广应
用。

建设航空强国，需要航空科普培
育大市场。航空产业既是大国之间科
技实力比拼的关键领域也是经济博弈

的重要战场。民用航空发展不光要实
现技术成功还需要实现商业成功。我
们需要通过航空科普不断传递航空出
行的高效环保优势，让市场对民机的
需求越来越大。我们需要通过航空科
普不断宣讲中国民机制造的先进性和
可靠性，增强社会大众对中国民机制
造的信心。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
内国外市场对航空的需求不断增强，
中国民机不仅在国内有市场，在国际
上也有很好的机遇。航空科普将是中
国民机走向广阔市场离不开的好帮
手。

发展航空科普需要系统思维

新时代推动发展航空科普需要更
多的系统思维、重点策划和分类实施，
以持续不断、丰富多彩的航空科普活
动推动航空产业发展环境氛围提升，
让航空产业成为国人为之骄傲的中国
名片。

发展航空科普，需要坚持统筹策
划和分类实施。我国航空产业链条长，
主要包括航空工业、民航运输业、军
队三大部分，此外还有大量的通航制
造运营企业等等，参与主体大小不一
数量众多，每年开展的各类活动数量
众多，不少内容相互雷同。据不完全
统计，全国各地一年举办的航空主题
展览就不下数十场，出现赶场式参展
现象。一些中小企业开展的活动鱼龙
混杂，不同机构确立的航空科普教育
基地五花八门，命名的航空特色中小
学、航空班也各不相同，编写的航空
科普教材更是各式各样。航空科普推
广需要更多的统筹策划和系统思维，
依托有关部门组建全国性的航空科普
组织，组织专业人员系统编撰适合不
同对象的科普读物和课程设计，统一
规划航空科普教育基地和特色学校建
设，统筹协调全国各类航空展览展会。

发展航空科普，需要突出时代主

题围绕产业重心。进入新时代，党和
国家对航空产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
希望和要求，虽然我国航空产业发展
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但与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仍有差距。创
新的时代主题仍将是航空产业必须突
出的关键。我国航空产业围绕先进战
斗机、大型民用客机、先进航空发动
机和燃气轮机的产业重心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将始终不变。航空科普只有始
终围绕产业重心不断推动创新发展，
才有真正的价值。航空科普应当积极
启迪社会创新思维，吸引更多人参与
航空技术的创新，支撑航空产业快速
爬坡上坎。航空科普需要让全社会都
正确理解航空产业的重要性，继续围
绕坚定产业发展重心不动摇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认识面临的巨大技术挑
战，培育宽容支持的发展环境。

发展航空科普，需要回应社会
关切，提升民族自信。航空产业的发
展不仅关系国家安危，也与社会经济
发展、大众生活密切相关，方方面面
都对航空产业发展寄予了高度的关
注。爱之深责之切。在赢得关注的同
时，航空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被
过分的放大，行业发展中的局部困难
被过分渲染。以航空科普的形式系统
地将航空知识向社会大众普及，将是
全行业回应社会关切的得力举措。以
航空科普的形式及时宣传产业发展进
展，将有助于更多的人理解所取得成
就的意义，从而进一步提升民族自信。
我们应当通过持续不断的航空科普推
广，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航空产业发
展，见证航空产业成长。“航空梦”
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航
空梦”的过程，正是中国制造实力显
著提升的过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将
因航空产业发展而更加自豪。

众心聚力  抗八荒之火
|| 中国飞龙　曹晋

“北哨争报烟火浓，破晓止焚起飞
龙。振臂抖擞驱倦意，笑唯青山绿水同。”
这是中国飞龙米 -26 机组翻译白晨写
的一首诗《八荒火》，前些日子在大兴
安岭上空腾起的浓烟牵动着大家的心。
这其中，一架架灭火的飞机往来穿梭在
浓烟之下，不分机型、不问出身，多家
通航企业和飞机制造公司，在这聚力成
团，护住金山银山。

军民联手  齐斗八荒山火

刚进 6 月的东北出现反常天气，
室外温度陡然攀升到 36 摄氏度以上，
持续多天居高不下。6 月 1 日，内蒙古
大兴安岭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突发林
火并迅速窜入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火场进深 2.87 公里、
火线长度约 10公里，大火以八荒之势，
向无尽的山中蔓延，刚刚抽出新叶的绿
树便被无情地吞噬。大兴安岭属于保存
完好的原始森林，大火却在无路无人区
扩散，飞机成为唯一可以进入到火场的
利器，大量的人员设备输送到火场，一

场与林火的战争在浓烟腾空的一瞬间打
响，号称“空中巨无霸”的米 -26 将
数十吨水洒下，国产民用直升机先锋
AC313 穿梭于浓烟之中，性能稳定的
运 12 凭借着超长作业半径提供整个林
区的消防数据。

采用立体式灭火的方式，是扑灭
森林大火最佳的选择，飞机在空中洒水，
森林消防官兵在地面进行打火，一上一
下可压制大火势头，打灭地下火。

“我们和森林消防官兵的合作已经
形成一种默契。”米 -26 机组的张树才
说道。

这一次大火来得突然，发生位置交
通十分不便，人员物资运送成了大问题，
接到指挥中心的命令，米 -26 先是负
责运送人员和物资，其他的飞机进行空
中灭火工作。张树才所在的机组在地图
上进行认真地选择和判断。“我们在选
择机降点，这个位置虽然不是最佳选择，
但是离火场最近，消防官兵可以少走很
多路。”张树才这样告诉记者。都说英
雄惜英雄，常年与消防官兵在一起合作，
机组的人更懂得什么叫“心疼”，都是
芳华之年的大小伙子，被火熏得早已看

不出年龄，脚上的水泡一个接一个，机
组的人看着就心疼，“能落多近，就落
多近”，这是机组里不成文的规定。

“有这大飞机，我们就安心。”一
名快速走下米 -26 的消防指挥员说道，
森林大火场就像开启的潘多拉魔盒，你
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前一
秒烈焰狂烽，下一秒就极度冰寒，消防
队员既要快速地进入火场，还要有能迅
速撤离的保障，大型或重型直升机往往
在火场起到这样的保障作用。这一次张
树才所在的米 -26 机组最多一次运送
100 人，几天下来共向火场运送 1700
人左右，相互保障、相互信任，这是多
年来所积累的财富，用他们的话说，“我
们在天上把大火打灭，消防官兵就更容
易在地面扑火，就是军民合作的最直接
的表现。”

“凌晨 4 点我们就开始准备飞行前
的检查。”中国飞龙的机务王阳说道。
清晨是一天灭火最佳的时间，由于大气
温度低，对于飞行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事
情，加上低温可以较好地控制地表可燃
物的燃点，大部分的飞机都会选择在清
晨出动，有序地飞往取水地点。随后成

吨的水如瓢泼大雨一样，直接浇到山火
的边缘，蒸腾起的水气在山间散开，在
形成百米长的打火水带前，所有飞机都
会绕开地面消防官兵的临时休息区，他
们可不希望这从天而降的大水，落到消
防官兵的身上。

截至 6 日 14 时，中国飞龙 8 个
机组累计飞行近 300 余小时，累计运
送扑火人员近 2000 人，通过外吊挂
直接洒水灭火近 100 吨，向前线运送
各类给养近 30 吨。在救灾中，米 -26|
B7802 创下单次运送人员 130 余人的
飞行纪录；北大荒通航的运 12E 飞机
实施人工增雨作业 9 架次，飞行 24 小
时，累计飞行距离 5315 公里，作业面
积达 34431 平方公里，四川三星通航
执飞的两架“新舟”60|飞机也参与到
人工降雨中，增雨效果显著，中雨覆盖
全部火灾现场。AC313 直升机单日飞
行 5 小时 21 分，野外机降 18 个架次，
累计撤离人员 130 余人及装备。

舍小顾大  助解百家之急

这次的大兴安岭火灾动用了大量
的飞机，直升机、固定翼机纷至沓来。

6 月 5 日早 6 时，12 架各类灭火飞机
就要陆续停在原本不大的嘎仙机场上，
等待灭火指挥中心的调度。一切都要为
扑灭林火让路，以嘎仙机场为训练基地
的中国飞龙航校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
定：“停飞。”

停飞，对以分秒来计算飞行时间
的中国飞龙航校来说的确是一个艰难的
决定。一旦停飞，6 月份的培训计划面
临调整，一批仪表训练、警航训练、商
照学员的结业时间将要延期。“这是一
个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知道这件事的分量，所以该让的必
须让。”中国飞龙航校负责人龚全说道。

凌晨 5 时，嘎仙机场的上空、定
检机库第一次这么安静，中国飞龙航校
的机务们，顶着露水解开飞机的系留，
把所有的停机位全部让出，12 架灭火
飞机的停放不能占用民航航班的机位，
它们只能停在飞行训练的机位上。原本
应该定检的飞机被推了出来，因为一架
前来参加灭火的AC313定检时间已到，
他们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将自己的机
库腾空，让这“大家伙”立即进行“体检”。
此时繁忙的是机场上空看不到的电波，

昔日航校飞机的调度命令此时被无线电
通信频繁传出的灭火调机指令所代替。

中国飞龙航校利用停飞空隙召开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动员会。“我
们不光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还要保证机
场安全、所有飞行器的安全，在这个紧
急的关头，抢救国家财产高于一切。”
航校领导向全体员工发出动员令。在嘎
仙机场上，飞龙航校机务人员，顶着地
表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帮助运 12 飞
机挪机位，让出仅有的一架天吊车为
AC313 进行定检，帮米 -26 机组搬运
灭火水桶，无条件地为各通航公司的飞
机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

中国飞龙航校只是在幕后默默地
提供支援，在火场上至少四家通用航空
公司组成空中抢险梯队，各自发挥出机
型的特点，相互补足，有效地遏制大火
的进一步蔓延。

就在大家落地休息时，手机的天气
提醒大兴安岭将会迎来多场降雨天气，
所有的人都会心地一笑：“老天开眼了”。

灭火期间，中国飞龙
航 校 开 展 安 全 动 员
会，飞行员和机务人
员签名保证机场、飞
行器和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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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工业洪都　赖雅都

当我们在或温暖、或凉爽的环境里工作的时候，有一
群人，风里来，雨里去，为了科研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热血男儿不言苦，壮志雄心与尔共酬。他们是让我们尊敬的
机动人。

5月 22 日 11 时许，高安地区上空乌云密布，雷雨交加。
强大的雷击造成航空工业洪都高安生产区高压架空线被击断
而停电，给员工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13 时，洪都公司设备动力厂接到了紧急抢修指令。而
此时，负责电力设施维修的动修站高修组主力队员均在航空
城安装施工，一上午的高强度劳作让队员们筋疲力尽。

指令就是战令！鉴于情况紧急，设备动力厂启动了应
急预案，要求“党员先锋岗”负责人罗贤水立即组织抢修突
击攻关队，并迅速备齐工具材料，直接从航空城赴高安生产
区进行抢修。

在高速路上，抢修队员们对故障进行了预判，商定了
相应的抢修方案，并提前与高安县供电所联系沟通，做好停
电准备和安全防护工作。

15 时 40 分，突击攻关队到达高安农场后，顾不上长途
跋涉的疲劳，直奔故障点。故障点处于半山腰上，地形复杂，
野草丛生，没有平坦的路可走。手脚皮肤稍不小心就会被荆
刺划伤，给抢修工作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和附加的难度。

但常年在野外作业，大家早已无所畏惧，一路披荆斩
棘向目的地前进。按照抢修预案，大家齐心协力，各司其职，

解扎电缆线、安装双角铁、对接故障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20 时 2 分，经过 6 名攻关突击队员 4 个半小时的紧张排故后，受影响线路正

常运行，恢复送电，任务圆满完成。
寒去暑来，多少个夜晚，当万家灯火亮起，在大家放松休闲时，还有那么一群人，

仍在爬电杆、钻管廊、下地坑，甚至顶风冒雨作业，只为保障生产生活区的水电气
正常供应。

酷热的夏天，寒冷的冬天，他们以机动人的坚持，在航空城建设过程中开路，
在瑶湖机场建设中布置临时用电，在保障“三线作战”的行动中，奋力拼搏。

他们以自己的苦和累，为洪都公司科研生产提供了动力保障。为不一样的机
动人点赞！

看航空

汗马

机舱内，消防员整装待发。运送人员和物资的米 -26。

等待登机进入火场的消防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