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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红色梁家河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 航空工业宝成　王红霞

梁家河原本是普通的，陕北黄土
地上这样的小山村还有很多。

梁家河又是不平凡的，它是习近
平总书记青年时期下乡插队之地，是
青年习近平当年带领群众战天斗地、
摆脱贫困的生动实践之地。

怀揣着“探访红色梁家河，走好
宝成长征路”求知求真的渴望之心，日
前，航空工业宝成由党委委员、党（总）
支部书记及团委委员组成的研学班首
期学员，从早晨五点半出发，下了汽
车上火车，出了火车倒大巴，辗转近
六百公里来到了梁家河。短短两天里，
聆听了教授讲授《青年习近平的思想方
法和工作方法》，参观了青年习近平担
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带领群
众建造的水井、沼气池、淤地坝、铁
业社、磨坊、代销点……重走知青之路，
重温入党誓词，开展党的十九大知识
竞答，分组讨论到深夜……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难不难，看看近平这七年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命运之
风把一批知识青年挟裹到贫瘠落后的

小山村时，“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
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习近平，虽
然也曾有过迷茫，但正如罗曼·罗兰
所言，“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他终究选择做一粒种子，把自己深深
植根于这片黄土地，在“生存与毁灭”
的逆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站在“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前，
听着梁家河的乡亲们深情讲解习近平
当年在“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
着火？不可能！”的质疑声中修建了
沼气池，当老百姓看到沼气果真点着
火，也就相信了的故事，很是触动。
群众需要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最初
得不到理解，但只要真正把实事干好，
终究会赢得群众拥护。为了把多余的
水储蓄下来灌溉农田，习近平率先跳
到冰面上带领群众打蓄水坝。他冲破
阻力带领群众建成了淤地坝，办起了
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他和乡
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挑粪拉煤、
一起吃玉米团子。艰苦奋斗不一定会
成功，但不艰苦奋斗肯定不会有未来，
不论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都是如此。

走进习近平当年插队的窑洞里，
仿佛穿越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陕

北农村。铺着灰黑粘布的土炕上，与
花花绿绿的棉被紧挨的小炕桌上，那
一盏被岁月斑驳了的煤油灯格外引人
注目。白天干了一整天农活的习近平
就是在这盏煤油灯昏暗的光芒下，每
晚捧着《战争论》《马克思恩格斯军事
文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
泽东诗词》等鸿篇巨著读到半宿，鼻
尖第二天早上常常都是被熏得黑黑的。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曾放弃读
书思考。七年的知青经历，成了日后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起
点。

“为什么来这里研学？”——“青
年习近平身上这种信念坚定、艰苦奋
斗的精神，不正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
的吗？这种实干担当、敢为人先的作
风，不正是我们做企业需要大力弘扬的
吗？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难不难，
看看近平这七年。虽然我们在自己的
‘长征路’上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
是和青年习近平所处的时代相比，我
们现在的境况要好得多，关键是我们
愿不愿干事，想不想干成事。”宝成党
委书记、董事长董松楠在开班仪式上
的设问，在行进于“艰苦奋斗走好长
征路，励精图治再造新宝成”征程中

的宝成人内心世界，激起了重重的回
响。

“小山村”教给我们的“大学问”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过 ：“我
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
获得。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
问的地方。”

来梁家河研学，是一次红色学习
之旅，也是一次启迪思想之行。宝成
人如今来研学，不是学怎样拦河打坝、
建沼气池，而是要紧密结合宝成当前
爬坡过坎的现状，学习精神、感悟情怀、
转变作风。

路要靠自己走出来，事要靠自己
干出来。面对军民融合的开放环境，
宝成靠什么应对？面对军队深化改革
带来的格局变化，宝成凭什么适应？
“四个一”基本遵循，正是宝成人在不
断的挫折与磨砺中，审慎做出的战略
选择——

坚持一个主题，即“加强党的建设，
走好长征路 ；推进党的事业，再造新
宝成”。传承着红色基因的宝成，根据
现阶段的特点和实际，之所以提出“走
好长征路”，是因为爬坡过坎走的这条
路注定艰苦卓绝，注定有雪山、草地要

跨越，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再造”的
“新宝成”要思维观念新、战略布局新、
发展方式新、作风气象新。只要公司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进一步增
强党的意识，实现思想上统一、政治
上团结、行动上一致，提高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就能为“走好长征路、
再造新宝成”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贯彻一个原则，即在战略定位上，
坚持“军品为主、军民融合 ；聚焦主
业、强化核心”；在谋划布局上，坚持
“系统设计、整体布局 ；全局思考、协
调行动”；在发展方式上，坚持“价值
导向、创新驱动 ；开放合作、共生共
荣”，在目标愿景上，坚持“砥砺奋进、
基业长青 ；以人为本、兴企利民”。这
64 字的发展方针，是宝成走好长征路
的战略选择。

建设一种文化，即“1+4”宝成文化。
“1”即以“航空报国”精神为统领，“4”
即“精功精品|航空报国”的企业使命、
“看准想清、做实做精”的工作理念、“三
实、三不虚”的行为准则、“诚朴、勤奋、
严谨、恒韧”的工作作风。

践行一个标准，即公司面向全体
干部提出的“负责任、有思路、做组织、
带队伍、抓落实”的十五字标准。它

是习总书记提出的国企领导人员“二十
字”标准在宝成的具体化，即一个合
格的领导干部，要做到对党忠诚负责
任，明确思路做组织，强化组织带队伍，
聚焦目标抓落实。|

夜已深，宝成研学班的学员还正
在分组讨论中畅谈自己领悟到的“大
学问”——

“当官就是为了给人民办实事。宝
成爬坡过坎中，我们每个干部都要带头
思考自己为再造新宝成出了多大力？”

“人的能力来自于如饥似渴地学习
思考。勤学善思、勇于担当、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是每个成功者必备的精神品
格。”

“民本情怀是干事的根本。不依靠
群众不可能干成事，只要是出于公心，
为大家谋利益的事，即使在反对声中
也要敢于坚持做正确的事，只要把好
事真正做好了，群众就会拥护支持。”

……
梁家河的夜静谧而深邃，这片黄

土地带给宝成人思想深处的火焰必定
会愈燃愈旺……

参观梁家河村史馆

让“马上就办”成为一种风气
|| 航空工业陕飞　杨辰光

近期，航空工业陕飞下发了关于某
漆料采购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通报，从通
报内容看，其实该漆料采购的厂内流程
并不复杂，但从去年的 12 月持续到今年
的 3 月中旬，足足“审批”了三个多月。
不可否认，这里面有年底各单位普遍事
务繁杂、精力分散的原因，但我认为最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工作中缺乏“马上
就办”的紧迫感。

“马上就办”是积极向上的工作态
度的体现。在我们身边存在这样的现象，
不到节点工作就完不了，眼看节点到了，
却又发现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总之
就是缺条件没法按时完成，今天的工作
拖到明天，岂不知明天还有更多的事情，
既耽误了今天的工作也错过了明天的任
务。要想成为一名好员工、好干部，就
得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日事日毕，奋力
拼搏，争分夺秒。习总书记曾在《关于
任职以来工作情况的汇报》中写道 ：“一
年半来，我在工作中始终处于超负荷状
态，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为做好
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正是有了少一
分“等、靠、要”，多一分“闯、冒、试”

的“马上就办”的思想和劲头，才有了
他主政福州的业绩，也才有了他今天执
掌一个大国的地位和成就。没有谁能随
随便便成功，一个大国领袖为我们带了
好头，我们对待工作更没有理由懈怠，
一个人对待工作有了“马上就办”的思想，
才能在岗位上快速成长，才能获得更多
的肯定和认可。

“马上就办”也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手
段。我们在工作中时常会遇到这样的现
象或者说见惯不怪的现象 ：上午 8 点整
一上班，打电话协调工作，就会有“刚
上班，电脑还没打开呢”或者“刚进屋，
等一会儿再打过来”的回复，一上午不
可能只盯这一件事，等你忙完其他事情
回头想起这件事时，可能已经快下班了，
你这时如果再打电话过去，又会得到对
方“马上下班了，收拾东西呢，下午再
说吧”的回复，这样一上午就算晃过去
了，等下午再联系的时候，要么就出差了，
要么就请假了，即使联系到了，要么手
续不全，要么还要先经其他部门审核，
总之，不会照你预想的那么顺利。当然
这只是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基本
上大家也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每天上
班前 15 分钟，以及下班前 15 分钟不会

同其他部门协调问题，这样一天 8 小时
的工作时间就整整损失了 1 个小时，如
果每个人对待工作都有“马上就办”的
劲头，充分利用好工作中的每一分钟，
一出现问题马上去沟通和协调，不会以
“刚上班，等会儿打来”或者“马上下班
了，下午或明天再说吧”当借口，我们
的工作效率将会大大提升。

“马上就办”还是企业快速发展对
所有人的要求。企业的快速发展，要求
企业的高层要关注时代发展、关注用户，
在市场重大机遇面前要果断决策把握好
机遇，在挑战面前要快速响应制定措施
应对挑战 ；要求中层领导要有雷厉风行
的快把式，狠抓落实，主动担当，对公
司安排布置的事情要掷地有声，立说立
办 ；要求每名员工要紧盯目标，快速高
效地完成岗位所赋予的责任。这样，层
层落实“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人人
都有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各
部门的沟通才会越来越顺畅，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隔阂才会越来越少，取而代
之的是理解和支持，这样，企业的运行
才会越来越高效，企业的发展也才会越
来越好。

|

安全就是幸福
|| 航空工业雷达所　周雪莲

幸福是什么？不同的人心中有着不同的定义。有
人会觉得幸福是房子要大 ；幸福是车子要豪 ；幸福是
银行里存了很多钱 ；幸福是自己的另一半非常漂亮 ；
幸福是吃好穿好。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每天早上睁开
双眼发现还能看到这个美好世界，就是幸福 ；我们每
天还能平安下班回家看到翘首以盼的亲人，就是幸福。

也许有些人感觉安全生产与自己关系不大，但是
安全生产却是一条红线，这条红线不可逾越，不可触
碰。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安全事故”发生在自己
身边的时候，无论是人还是物，事业就会毁于一旦。
要是人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哪还有幸福可言？前段
时间参加无锡市总工会培训，听张老师讲起昆山“8·2”
爆炸事故，爆炸后的现场简直是血泪史，146 人在爆
炸中丢了性命，而造成爆炸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小小的
粉尘！如果除尘系统设计妥当，如果安全生产管理规
范，如果安全防护措施落实好的话，这一切本可避免。

安全是一把双刃剑，你遵守它的规则，它就保护
你；反之，你违背它，你就会付出血的代价。许多时候，
我们能说出不少警句，但更重要的是把缜密的计划落
实到行动上，谨于思慎于行，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我是一名雷达发射机设计员，虽然不像挖井工人
那么危险，但其实也天天面临着危险。我们设计的高
压电源 1 万多伏，在调试模块，调试发射机以及模块
打耐压的过程中，处处潜伏着触电危险。另外我们工
作的时候，还得承受巨大的噪音，还有可能存在辐射
的泄露。

但有危险，难道我们就不工作吗？答案当然是否
定的。

我们每次上电前，都用心考虑各种安全隐患和危
险点，事先做好预防措施，都要进行充分的检查，确
保完全没有问题才能上电。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时时刻刻都牢记安全，严格
按照规章办事情，远离高压区域，确保完全没有电后
才能触碰，不做任何不利于安全操作的事情。

我们拥有一颗爱岗敬业的心，有始终如一的勇气；
踏踏实实地工作，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小小的异常，精
益求精的学习，对每天遇到的问题必须搞懂，扎实做
好每一项安全工作。

我们每个人都是雷达所的主体，安全是我们前进
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是关乎我们生命健康和安危的大
事。有了安全，我们单位才能好好地发展下去 ；有了
安全，我们才能思考更加美好的未来。反正如果失去
了安全，事故不断，恐怕大家会人心惶惶，试问又怎
么去安心工作呢？

生命是宝贵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
让我们珍爱生命，把安全两个字深深印在脑海里，扎
扎实实贯彻于我们的工作中，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绽
放绚丽的色彩，让我们一起拥抱安全，拥抱幸福！

啥时候能回来？
|| 航空工业上电所　刘杰良

中国的语言文化博大精深。一句“啥时候回
来”，出自不同人口中，在不同的场景下，其中蕴
含的意思也显然不一样。

在外场工作了这么多年，一句“啥时候能回
来”仿佛是服务保障人员在外场部队听到的最多
的问候。回到家默默地收拾行李，妻子弯着腰继
续做着家务，漫不经心地问一句“啥时候回来”，
“没多久，应该很快能回来。”我犹豫地回答道。“起
码两个月吧。”她看了一眼拉杆箱，里面塞的鼓鼓
囊囊的衣服是瞒不过女人的眼睛的。

门开了，母亲带着刚遛完狗的孩子回家，孩
子看见门口的大包小包“哇哇哇”哭着问，“爸爸
你啥时候回来？”“要两个多月吧，回来一定带你
去迪士尼。”说着，蹲下身擦拭粉红脸蛋上的泪花。
这次对孩子实话实说，希望能挽回在孩子心目中
老爸不诚实的形象。“哈哈，下个月的家长会一定
是妈妈去参加了，我也可以天天抱着二毛和肖恩
睡觉了。”孩子没心没肺地笑出声来，谁叫从小到
大老爸的存在感是那么低呢，排在爷爷奶奶、妈妈、
文文（邻居家的孩子）、二毛（宠物狗）的后面，
只比小羊肖恩（毛绒玩具）强一点，因为后者从
来不会有回应。

刚到达乌鲁木齐机场，还意犹未尽地做着晚
上来份手抓饭，烤上两串大羊腰子配上红标乌苏啤
酒的美梦。一开手机，手机发抽似的震出来 4 个
未接来电短信，10 多条微信，一个个回电话回微
信都免不了寒暄一句“啥时候回来”，二叔家孩子
来上海找工作让我帮忙租房子和照料的事帮不了，
下个礼拜发小的婚礼份子钱出了可人去不了，报
不了当年我结婚时那小子带头闹洞房的“仇”……
想到这些吃串喝酒的心情也没了，其实本来就没
啥心情，只是给自己一个人来新疆出差找个期许
罢了。

到了外场部队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中，“啥时候
能回来”这句话肯定排名靠前，不过一般问的都
是“xx 返修产品啥时候能回来？”外场出差到了
服务期限，不得不离开保障点的时候，客户那句“啥
时候回来，我们这里就要你给我们保障”，通常表
示是对我们客户服务最好的肯定。当还没到任务
完成期限，接到外场主管的电话问道“啥时候能
回来”，表示关切的同时，更多的是表示外场任务
很忙，希望你这边能早点结束任务快点回单位，
后面有新任务等你去执行。

从事外场工作的我们，每当被问起“啥时候
能回来”通常给不了同事、家人、朋友一个确定
的答案，即使确定了，也常常因一通客户的电话
而改变。如果非要给“啥时候能回来”这问题一
个最终答案，那就是满足客户需求的那天。

“脉动”的奥秘
|| 中国航发南方|||李晨

|
如今，在中国航发南方装配中心生

产现场，除了种类繁多的航空发动机、
紧张有序的工作状态，一个特殊的沙盘
成为备受关注的“新一代明星”。

走近一看，沙盘代表的是一条装配
线，被分隔成若干职责分明的作业区，
作业区里的模型“员工”正忙得火热，
几辆“配送车”正按着指定的路线配送
零件……尽管只是静态的展示，但也给
人一种有条不紊的感觉。其中原因，从“某
型航机脉动装配推演沙盘”的名字中可
以略知一二。

“现在都在提‘转型’，这就是装配
转型的一大‘法宝’！”说起“脉动装
配线”，主管技术人员黄安迪止不住话匣
子。为了探索精益装配的新方法，同时
给后期航空动力产业园的装配中心建设

提供经验，从 2017 年起，公司以某型航
机为试点，开始了对“脉动装配”的研究。
所谓的“脉动”，用小黄的话说就是“节
奏”，即通过结构化的工艺、合理的工位
分布和物流路线等方式，实现一人一工
位、一工位一部件、零件配送与操作者
取用工具距离最短等目标，最终让现场
形成一种快速、稳定的工作节拍。“这有
点类似于工厂的‘流水线作业’，只不过
我们面对的是流程更加复杂的航机装配，
‘找节奏’的难度更大。”小黄说。

要想号准装配现场的“脉搏”，结构
化的工艺是重中之重。小黄的电脑里有
一份《分工模式调整方案》，里面无论是
哪个作业组，操作流程都被分成了 A1、
A2、A3 等更小的模块。小黄介绍，去
年一整年，他们都在致力于工艺的“分
块”，即先将线上所有装配操作时间精确
到分钟，再以 2 个小时为单位进行分割，

综合考虑操作相似性、质量可追溯性等
因素后，对每个作业组的分工进行整合。
“比如说与流量试验相关的操作可以放到
作业组 A，需要除积碳操作的集合到作
业组 B，我们会在同一个作业组配置不
同能力的操作者。”他说，“这样一来无
论是数量大、还是种类多的任务，各个
作业组都能均衡、快速、高质量地消化掉，
从而避免了零件‘拥堵’的现象。”

无论是新型的配送车、“环抱型”的
工具台、新型现场布局方案，还是“无
纸化”管理，小黄计划本中的“新词”
一个接着一个。对于未来，他充满希望 ：
2018 年，该型航机的“脉动装配线”将
正式建成，这也是形成“装试拉动”的
重要支撑力量。“产业园建成后，我们的
装配现场还会有智能压装、机器人自动
涂胶这样的高端技术，这些都不是梦想。”
小黄说，“但前提是先把好脉、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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