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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海到航空工业综合所
检查指导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周培培）　8
月 24 日，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副
总经理李玉海到航空工业综合所，
对三元桥所区和怀柔所区新业务发
展情况进行现场指导，并听取了综
合所发展思路及党建与人才队伍建
设专项工作汇报。

李玉海指出，综合所拟定的未

来发展思路和创新实践体现了所领
导班子的使命、责任和担当，是用
实际行动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
现。他强调，新时期领导干部务必
要有新担当新作为，强化“一岗双责”
意识，要把党建工作和业务发展紧
密结合，助推改革发展。

歼10首飞 传承航空人的理想和追求
|| 本报记者　马丽元

1978 年，改革开放春雷炸响。
当我们打开国门，发现航空工业

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已大大落后
于世界先进水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做出了英明
决策 ：我们要搞歼击机，搞一个新的、
性能好的歼击机。

以宋文骢为代表的航空设计师队
伍，凭借从事歼 9 飞机多年在鸭式气
动布局方案中积累的研究成果，将飞
机的使命、任务、战术性能、武器、
火控、机体结构等设计思想不断创新，
使新歼方案趋向成熟。经过总参、国
防科工委、空军、航空部众多专家学
者的反复论证，国防科工委宣布 ：鸭
式气动布局方案为我国新一代战机的
总体方案。

随后，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
准歼 10 飞机立项，并列为国家重大专
项。同时确定了歼 10 飞机研制的三大

目标 ：研制出适应 2000 年后作战环
境、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一代飞机 ；
建立第三代飞机研制、专业配套的先
进歼击机研制基地 ；培养一支素质好、
技术精、作风硬的航空科技人才队伍。

歼 10 飞机研制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涉及部门多、技术新、要求
高、难度大、研制周期长、合作头绪
多。在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下，按系统
工程的方法建立了歼 10 飞机工程行政
指挥系统和设计师系统。在“两师系统”
领导下，航空工业成都厂所通力合作，

仅用了 20 个月，首先突破了全尺寸金
属样机的制造，为工程提速添加了催
化剂。

以宋文骢为代表的航空工业科研
人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确立
并攻克了近距耦合的鸭式气动布局、
全权限四余度电传操纵系统、综合化
航空电子系统和数字化设计 / 制造等四
大关键技术。建立了一大批包括品模
台、铁鸟台系统模拟试验台和实时试
飞综合测试系统在内的，适应新一代
战斗机研制的试验、试制和试飞测试

设施，使得大量的仿真试验得以在地
面进行，大量的故障得以在地面模拟
和排除，从而减少了空中试飞的科目，
降低了空中试飞的风险，控制了研制
成本，提高了研制效率。

在国内数十个厂所、院校的大力
协同下，各项研制工作高度平行交叉作
业，科研攻关与原型机研制同步推进。
科研人员在远少于国外同类机型研制
资源的情况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争分夺秒，现场处置问题“大事不过夜，
小事不过点”，超常地攻坚克难。先后
攻克S形蒙皮拉伸成型、整体油箱密封、
整体圆弧风挡成型、300M 钢起落架制
造、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型、抗疲劳
制造、飞机电磁兼容性测试等重大制
造技术难关，完成全部攻关试验任务。
使歼 10 飞机原型机制造守住了一个又
一个节点。

1998 年 3 月 23 日，在无数渴盼
与期待的目光中，歼 10 飞机原型机 01
架展翅翱翔，一飞冲天，首飞成功！

|| 本报记者　马丽元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斗
机，歼 10 在 20 年前的惊天一飞宣告
了一个时代的开始。歼 10 飞机的成功
研制，对航空工业、对军队现代化建设、
对整个国家都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提起歼 10 飞机，说到最多的就是
创新与跨越，创新是实现跨越的基础，
而跨越让创新真正有了意义。歼 10 飞
机的研制，使我国航空工业在军机研
制方面，实现了从跟踪仿制到独立自
主的跨越 ；使空军的主战武器装备实
现了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越。歼 10
的研制，更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
五个有能力独立研制第三代主力战斗
机的国家。

在歼 10 项目原行政总指挥刘高倬
看来，歼 10 是中国航空发展史上的一
个里程碑，它的成功标志着一个新时
代的开始。他介绍说，在适度公开后，
解放军报有一篇题为《国产歼 10 交锋
三代机|4 比 0 战果取得全胜》的文章

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空军也
曾表示，我军从歼 10 开始实现了装
备从“捉襟见肘到得心应手”的转变。
可以说，用户的肯定和评价是对所有
项目参与者最大的认可和褒奖。刘高
倬认为，以歼 10 为代表的时代应该是
我们实现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跨越
式发展的时代。“从歼 10 开始，我们
进入了先进行列。”

在歼 10 项目启动之后，党和国家
就提出在研制过程中，要坚决贯彻执
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我为主，
自行研制，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
形势，积极引进先进技术，重点技术”
的研制方针。这对于以宋文骢为总设
计师的项目团队而言，本身就是思想
和信念上的巨大跨越，也意味随着项
目的上马，他们已经无路可退，唯有
奋力前行。歼 10 项目研制的过程中，
确立并突破了放宽安定度的短间距鸭
式气动布局，四余度数字化电传操纵
飞控系统，高度数字化、综合化的航
空电子系统，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与

制造等关键技术。这些技术不但应用
在了歼 10 项目中，更在整个行业内开
枝散叶，带动了整个行业在战斗机关
键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在歼 10 的制造
过程中，复合材料鸭翼、S 型蒙皮、前
起落架、水滴型座舱、大型整体机身
框架等一大批新的加工技术和工艺难
题被破解，确保了歼 10 飞机顺利实现
设计指标。

不仅在设计研发领域，试验试飞
领域也是如此。可以说，正是从歼 10
开始，奠定了我国试飞人才队伍发展
壮大的基础。歼10项目原副总设计师、
试飞总师周自全认为，歼 10 项目的成
功，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成功，对团队
中的每一位参与者来说也是一种成功。
国家提供了歼 10 研制的宝贵平台，并
且有那样一群充满激情、渴望舞台的
航空人，还有很好的引导人。他回忆说：
“在歼 10 的研制中，很多概念是过去
没有的，都是从歼 10 中首创的。在试
飞管理、试飞技术、试飞人才这三个
方面，是过去没有哪一个型号能够比

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创新，以及
严谨求实和责任心，在整个研制和试
飞过程中，没有发生国外三代机研制
惯例摔机的情况。”

2003 年 2 月，首批歼 10 战斗机
交付空军部队，这也开创了我国战斗
机研制的先河，即飞机尚未设计定型
就投入批量生产，并交付部队提前使
用。由此足见党和国家对歼 10 飞机以
及对中国航空工业的信任。用当时一
位空军高级将领的话说，歼 10 的服役，
使空军主力战斗机从捉襟见肘变得得
心应手。

歼 10 的研制成功，让中国的蓝天
上首次翱翔着可以与发达国家水平相
媲美的国产战斗机，这让每一位航空
人，让中国的航空工业都变得更加自
信，那是一种面对困难与障碍临巅峰
而众山小的自信，这也让中国的航空
工业迎来了越来越多的跨越。

终有一天，这跨越会成为超越。

吴献东赴航空工业制造院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　骆建利）　8

月 24 日，航空工业党组成员、副总
经理吴献东到航空工业制造院调研，
在科研生产现场了解相关工作进度
并与制造院班子座谈交流。

吴献东指出，推动中国制造业
发展，航空工业责无旁贷，制造院
首当其冲，在自主创新和研发等方
面必须抓住新机遇，有新作为 ；在

推进深化改革过程中，实事求是地
解决单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要优
化资源配置，实现协同发展，创新
体制机制，聚焦主业实现快速发展 ；
要找准切入点，与行业内外优势企
业、高校加强合作，成为知识管理
的集聚地，发展核心技术，更好地
为航空工业、为国家产业振兴服务。

|

航空工业洪都制造能力提升成效显著
|| 本报通讯员　黄太兵

作为航空主机厂，制造技术是核心
竞争力，如何将先进的设计理念制造成
先进的航空产品？如何将各类先进制造
技术应用到航空产品生产制造中？如何
不断研发新的制造技术来提高效率、提
升质量、降低成本？围绕这些关键问题，
航空工业洪都组织实施了“制造技术振
兴工程”，从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信息
化建设、技术改造升级、工艺课题研究
等方面全方位立体推进，取得了丰硕成
果，不仅满足了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要
求，也为公司的后续发展夯实了基础。

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

人才，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要提升整体制造能力，人才队伍建设是
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环节。洪都作为航
空主机厂，且“厂所合一、机弹一体”，
航空制造专业门类齐全、要求高，给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增加很大困难和压力。

洪都以能力建设为核心，进行制度
顶层设计和岗位总体规划；根据专业需
求，着眼航空制造未来发展，改善人才
结构，完善薪酬政策，强化人才引进，
并建立多方位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对

优秀人才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奖
励，形成示范效应。

洪都还持续开展了知识地图和经验
案例库的建设，将岗位的日常工作内容
按岗位职责、产品类型和专业类型等内
容，分解梳理出标准化工作流程、技术
要点等，形成各岗位的说明书，指导人
才培养和开展岗位工作。同时将经典管
理案例、经验教训案例、绝招绝活等形
成经典案例库，将洪都深厚的历史积淀
变成可学可用的丰富资源，有效提高了
人才培养效率。

“想干事者给机会、能干事者给舞
台、干成事者给待遇”，洪都的人才观在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中落地生根，一
支有创新活力、有绝技绝活的专业人才
队伍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洪都拥有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技能人才5人，
全国技术能手 9人，航空工业首席技能
专家 7人，特级技能专家 14人，江西
省首席技师6人，省部级技术能手29人，
省部级技能大赛一、二、三等获奖者达
20余人。

运用信息化手段

近年来，洪都机弹产品不断升级换
代，设计理念及设计手段发生了非常大

的转变。制造工艺技术要同步发展，必
须创新工艺设计思想，研究开发更全面、
更高效、更可靠的工艺设计系统，为公
司航空产品生产制造提供系统完整、准
确可靠、合理可行的工艺技术支撑。

洪都充分发挥“厂所合一”的优势，
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先后研究建设了
企业级产品数据管理系统（ePDM）、计
算机辅助指令编制系统（CAPP)、试验
数据管理系统（TDM）等一系列信息化
系统，实现了单一数据源管理、数字化
精细化工艺设计、测试试验数据的分析
与安全管理，显著提升了工艺管理、工
艺设计的质量和效率。

2011年，洪都还与法国ESI、金航
数码联合挂牌成立“航空工艺仿真工程
中心”，建设配备仿真试验室基础设施
和网络环境，开展装配、钣金、复材、
铸造、焊接和热处理等工艺专业仿真软
件培训及应用研究，大大提升了工艺研
发能力和工作效率。

目前，洪都打造了航空产品数字化
设计—工艺设计—生产制造全寿命周期
一体化平台，建立了基于数字化制造与
信息化管理的制造工艺体系，逐步全面
实现了三维数字化工艺设计、工艺数据
全寿命周期信息化管理和无纸化生产制

造，实现了传统工艺向数字化工艺转变。

加大先进制造设备投入

尽管有了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并
构建了信息化工艺制造系统，但要优质、
高效、低成本地生产制造出先进航空装
备，对先进制造设备的投入必须也得跟
上。洪都按照“制造技术振兴工程”的
总体思路，结合公司航空装备产品小批
多型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生产能力建设
规划。近年来，技术改造年投资额从 2
亿已经突破至近20亿元。

洪都已经建设并投入使用了高教机
数字化总装脉动生产线、导弹数字化柔
性装配生产线、C919数字化装配生产线、
翼面类部件数字化装配生产线等多条数
字化生产线，充分应用数字化制造与信
息化管理技术，改变传统模式，实现装
配生产线的多型号数字化柔性化快速响
应制造。其中C919 数字化装配生产线
还实现大型组件 /段件 /部件数字化自
动定位、自动钻铆、数字化检测，大幅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

在基础制造能力建设方面，引进了
蒙皮镜像铣、高速五坐标数控铣、数控
喷丸成形与强化机、纵向蒙皮拉伸机、
数控蒙皮镜像铣和数控型材滚弯机等一

大批先进加工设备，使生产能力和工艺
技术能力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大步跨越。
复材、标准件、钳焊、热表处理等专业
能力提升工程全面完成，相关专业的科
研生产能力获得大幅提升，有效支撑了
公司主要产品的科研生产任务，同时拓
展了国内、国际航空转包业务能力。

积极组织技术课题攻关

洪都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制造工艺课
题研究，结合型号研制、新设备引进、
新材料应用、新技术研发等工作实际，
积极组织技术课题攻关。

钣金数字化课题研究及其成果的推
广应用，帮助洪都快速攻克了C919 铝
锂合金成型、大型弦杆类零件制造、超
大型蒙皮拉伸等技术难题。高效数控加
工技术、数控成组加工技术、车铣复合
切削加工技术的研究应用，实现了难加
工材料、整体薄壁结构件、大型轴类结
构件及系统附件等各种复杂结构件系统
件的自主加工。大型复合材料整体成型
技术、复合材料精确制造技术、J-267
复合材料修补胶研制与应用、复合材料
自动铺带及铺丝技术应用方面的技术研
究与应用，使公司复合材料制造技术能
力得到较大提升。飞机数字化柔性装配

技术体系及应用课题研究工作，突破了
数字化装配与协调等关键技术，成功实
现了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的全面应用，
整体上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技术水平。

洪都还瞄准智能制造发展方向，积
极进行相关技术研究，通过大型复杂薄
壁焊接件的机器人自动焊接系统、柔性
制孔机器人系统、自动喷涂生产线等智
能制造课题的研发，已经攻克了自主机
器人协同控制策略设计、自动化工装设
计、生产线自动输送、自动识别及集中
控制等关键技术，为后续智能技术实际
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系列技术课题攻关不仅解决了洪
都各型号科研生产的实际问题、保证了
型号的研制进度，同时还将研究成果总
结推广应用，激发了制造技术队伍的创
新活力，全面提高了公司整体技术实力。

洪都按照“成为国际一流的飞行训
练集成系统供应商、成为国内一流的导
弹武器系统供应商、成为国内领先的攻
击能力供应商、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机身
段一级供应商”的企业发展愿景，放眼
长远、立足当下，制造技术振兴工程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并已通过了实战检验，
软硬件建设使得整体生产能力有了质的
跃升，后续提升计划也正在有序推进。

振兴制造技术  凝聚腾飞新动力

歼10让我们相信：
终有一天，这跨越会成为超越

1998年3月23日，歼10飞机首飞成功。 歼10首飞成功后，总设计师宋文骢、试飞员
雷强在内的相关人员喜极而泣。

航材院党建“铸心”阵地启用
本报讯（通讯员　刘媛媛）　近

日，中国航发航材院举办党建“铸心”
阵地和党建书苑启用仪式，中国航
发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戴晖
出席仪式并为航材院党建铸心阵地
揭牌，标志着航材院党建铸心阵地
正式建成。

为深入推进党建“铸心”工程，
航材院党委于 2017 年初开始策划建
设党建“铸心”阵地，历经一年多
的策划及建设，2018 年七一前夕正
式建成。党建“铸心”阵地以党支
部和普通党员为主要服务对象，以
成为航材院党建及党风廉政教育阵
地、优材学校党员学习中心、优秀
文化基因传承基地为定位，致力于
提供体验式、互动性、趣味性党员
学习教育。党建“铸心”阵地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主线，以“强心—凝心—同心—
暖心—守心”为视角为牵引，设有
党员学习区、党建书苑和多功能观
影区三个区域，旨在彰显中国共产
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和文化自信，打造航材院共产党
员的精神家园，为航材院高质量发
展强根铸魂。

阵地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主题，集成了大量的党员教育视
频及图片资料，提供了系统学习党
的理论、党的精神、党的历史、党
的先进典型、党内法规以及集团形
势任务、集团文化的平台。在“学
习小组”模块，在 180 寸触摸屏点击，
可随时在线连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讲话数据库和共产党员网，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最新的讲话精神和党中
央的最新要求 ；在星光璀璨板块，
展示了在党的历史上做出突出贡献
的优秀共产党人，包括中国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焦裕禄、
雷锋、罗阳等，以及吴大观、颜鸣皋、
张恩和等老一辈航发人的典型事迹。

阵地不仅通过展板和电子屏展
示党旗、入党誓词的演变等党的知
识及国家领导人的简介和手书资料，
还充分利用多媒体方式，让党员们
打开“五官”，感受学习党的知识的
乐趣，尽情享受学习过程。在航空
互动体验区，你可以“踩”飞机，
可以感受到脚底有战机掠过的感觉 ；
踩着飞机的前部，飞机将会加速前
进。如果你想知道党的知识学得怎
么样？可以上党的知识 PK 答题台。
这个答题台最多可以由 4 位参观者
同时答题竞赛，参与者听指示进行
答题，答题结果将适时显示在积分
牌上。这里你还会邂逅一个低调的
“百事通”——“小爱同学”，一个
互动机器人，你可以询问任何问题，
它会给你惊喜的答案。

在党建“铸心”阵地，还专门
开辟一部分区域建设了航材院党建书
苑，可使党员们在恬静的环境中徜徉
于党建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营养。

多功能观影区提供了近 1 万小
时的视频内容，该区域也成为主题
展览区域，目前这里正在展出庆祝
颜鸣皋院士诞辰 98 周年主题展览。
同时，这里也是党支部或党小组开
展“三会一课”的良好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