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航空工业洪都　许珊

在千里之外的大漠深处，常年有
一支队伍驻守外场。他们所经历的点
点滴滴告诉我们，航空事业如何在荒
漠里延伸 ；面对激烈的竞争，“战斗”
的信念在哪里 ；又是什么样的理想，
支撑着来到外场的人们顽强拼搏，奋
斗到底……

成功·失败

在外场，往往有机会亲眼见证产
品的成功与失败，因此，试验队每一
个成员都有各自的真切感受。这是一
种特别的人生体验，人世间最真的痛
与乐会在一瞬间被触发，因而也成为
人们最宝贵的记忆。

李鹏飞说，永远也忘不了人生之
中第一次经历失败。当天，他坐在指
挥大厅里看着产品在天上飞，飞着飞
着，发动机的转速一直往下掉，温度
指标很高，很快发动机不转了，完全
没有了动力。所有人员默默地撤场，
赶紧找问题。虽然大家大体能确定是
发动机问题，但并不清楚具体问题出
在哪儿了。问题归零花了好几个月时
间，这个过程非常压抑。

董斌讲述了一次惊险的经历。“有
一次，因为遥测系统画面不清晰，看
不到产品试验的过程。试验结束后，
坐在我旁边的首长问我情况怎么样？
我心里那个急啊。但这个时候，必须
回答领导，我说应该没问题。按正常
情况下，产品试验结束后，如果成功，
就会响起掌声 ；如果失败，大家就各
自散了。当时大厅里所有人都坐在那
里，也不敢鼓掌，也不敢散，也不敢
吭声。我感觉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
特别压抑。王总也问我，怎么样？我
说应该可以。转身出了指挥大厅，我
赶紧联系现场的小伙子，让他马上以
最快的速度开车赶到目标点。大约过
了 10 分钟，电话打过来了‘试验成功’。
我马上报给领导，大家这才舒了一口
气。”

对大家来说，成功的喜悦比较短
暂，很快就会平静下来，但也会有一
种失落感和空虚感，就像压在心头的
东西被抽空一样。失败的磨难却让人
长时间铭记，久久难以释怀。

    命中率是王道

“对客户来说，看中的就是高命中
率。”命中率反映了一切，命中率就是
王道。

在试验队员中间，有一种共识，“质
量是基础，基础就是态度，态度不端正，
迟早会出现纰漏。凡是跟质量相关的
都不是小事情。”这是一个普通的设计
员说出来的话，却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在采访的过程中，大部分人将产
品的高命中率和高成功率归因于良好

的工作传统。设计持续跟踪产品、按
流程操作、三方签字确认、数据分析、
严格控制低级错误……这些成为高频
词汇。

到了外场，大量细致的数据分析
是最常规的工作，但也是最有效最可
靠的手段。数据分析的细致程度往往
会决定产品的成败。

大家都提到了这么一件事 ：一次
在进行测试时，有一个数据虽然处于
正常值范围之内，但与平时测试的数
据不一致，一个经验丰富的同事发现
后，立刻上报，他说这个数据不太正
常。这是个很小的细节，按以往的习
惯，数据在合格范围内，这是正常的。
如果按这样的习惯，这个隐性问题很
可能被忽视掉。好在试验队领导决定，
重点对这个数据进行测试，结果数据
越测越大，请成件单位来配合。后来
发现这个成件产生了裂缝，而且裂缝
在逐步扩大。大家想着都后怕，这个
问题要是带上天，后果会非常严重。

这件事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也给试验队留下了一条宝贵的经
验——分析数据，不仅要看是否在合
格范围内，而且要和原来的数据进行
横向对比，尤其关注变化数据，掌握
产品最新动态。

“坚决不能在细节上出问题，你说
水平没到，咱们认了，但在细节上出
问题，就说不过去了。”

在试验员们看来，认认真真做好
每一件事就是不负公司的重托，让试
验产品取得成功就是对“航空报国”
最好的诠释！

|
“老外场”

闵十根是一个十足的“老外场”。
1975 年进厂的闵十根，从装配工

人一路成长为分厂领导。第一次进外
场时，这里条件非常艰苦，8 个人住
一个房间，公用洗手间。那时候，工
作起早摸黑。为了新产品的试制，大
家有一股创业的精神，一条心干事业。
新产品第一批试验，五六十号人在外
场过春节。第一次试验成功的时候，
大家泪流满面。

袁飞马第一次进外场时，洗澡要
上澡堂。冬天，每次洗完澡从澡堂走
到房间，头发上都结了好厚一层冰。
后来大家拿毛巾裹着湿头发回来，走
在路上，总能看到头裹毛巾的男人。

劳敬康说，外场常年少雨，天气干，

很多人流鼻血，鼻子经常塞着纸。前
几年沙尘暴非常多，经常是一片沙墙
席卷过后，前期所有的心血都泡汤了。

每一个“老外场”都有一段与外
场的记忆，那是外场的过往，也是他
们奋斗过的青春年华。祖国的国防事
业就是由这一批批“老外场”们，一
批批科研生产骨干们一步一个脚印走
过来的。

“老外场”王相国即将退休。在
大家眼中，王师傅工作认真，能力强，
又有大局意识，人缘也好。所以，他
经常被外派出差。王师傅用他那个年
代的经典口号打趣：“我是革命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闵十根说 ：“来到试验队的同志，
从不认识到熟识，再到像一
家人一样，在这个陌生的地
方为了一个目标一起奋斗，
这个过程本身就让人振奋。
来到这里的，一批接着一
批，老人带新人，新人又成
长为老人，一代接一代，我
们的事业才得以拓展延续，
我们这些老同志看到这些非
常欣慰。”

“新外场”的成长必修课

在外场，年轻人占绝大
多数。任何一个项目，如果
可以选择，当然更愿意汇集一
批经验丰富的骨干成员，而不是年轻
的“菜鸟”。可是，骨干都是从“菜鸟”
成长而来的。

外场锻炼对年轻人的成长意义重
大。外场环境更纯粹，更能集中精力
搞科研。技术上，能更全面了解产品
从安装、测试、飞行、故障分析等整
个环节。很多问题不到外场来做飞行
试验是很难发现的。

除了学习技术外，年轻人必须学
会担当责任，这是在外场的一堂必修
课。在家里，有技术团队进行支援，
但在外场，年轻人没有任何借口可找，
也没有任何退缩的余地，涉及自己的
专业问题时，所有的眼睛都会看着你，
不把问题弄透，这一关是过不去的。
在这里，必须学会独立处理问题和思

考。
在外场还能让年轻人学会谦虚。

外场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模式——数据
交叉看。这时候会发现，其他专业的
眼光对你的数据、设计方式的见解和
审视，这个过程会把年轻人的任性与
过于自信消除掉，帮助他们用更加谦
虚的态度对待工作，甚至一切。

在外场，年轻人也更耐得住寂寞。
除了劳累，还要适应漫长的寂寞，习
惯天天跟“未知”进行战斗的日子。

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每一个的员
工都提到了决心会。大伙用形象的手
法帮助我理解 ：很多电影电视剧中都
有这样的场景，比如上战场前，都有
一个喝酒摔碗的情节。决心会上就有

那种上战场前喝酒摔碗的那种
豪气。每个人都会说，我这
个系统没问题，可以试验！
大家心里提上弦，就像出发
的倒计时，也是战前响起的
军号。

在外场有一个普遍的规
律 ：每执行一次任务，就会
发现几个好苗子，成长一批
人，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就这
样通过外场试验成长起来。
每次产品打试验完后，王先
文都会和小伙子们喝喝酒，
听他们讲讲自己的心声，每

每这时，他都会心酸一阵。
“难，却上！”短短三个字，概括

了每一个驻守外场人的核心精神。
风雨如磐，有一种花却顶天立地

地迎战风雨，花葩的颜色红得犹如壮
士的风骨，即使是坠落也分外豪气，
在空中保持原状，一路旋转而下，不
褪色、不萎靡，风雨过后，英雄花总
能迎来光风霁月，为何？因为它更懂
得如何以一棵木棉树的姿态，隐忍静
待，蓄势绽放——有人说那种树的花
叫“英雄花”。

这与我们奋战在前线的试验队何
其相似，不管多难，始终保持向上的
姿态……

我愿称这些奋战在大漠深处的人
们为“英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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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腹地英雄花
心系一艺
其艺必精

|| 航空工业沈飞　赵军　刘琳
|
回顾往昔，中国航空工业历经

维修、仿制、研制、创新四步阶段，
从一无所有到数机争鸣，披荆斩棘
荣登世界前列，创造了世界瞩目的
成就。凝神思索，这一切离不开奋
战一线的航空技术人员的努力，他
们终其青春，锋兵利器，以航空人
不懈钻研的品质和精益求精、不断
超越的精神缔造了中国航空工业的
丰碑，他们无私无畏、锐意创新，
创造了航空工业高速发展的春天，
其中航空工业沈飞数控加工厂工艺
员张承冰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河北清河县“80 后”小伙儿张
承冰，2007 年从北航机械工程及自
动化专业毕业后，投身航空事业，进
入航空工业沈飞数控加工厂，这一
干就是10年。都说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10 年间，张承冰
时刻不忘航空人的责任使命，以不
断提升数控加工技术作为奋斗目标，
先后获得集团科学技术奖 2 次，公
司机型研制贡献奖 3 次，并发表数
十篇数控技术论文、专利，主持多
次大型技术课题、攻关，他用高超
的技术水平助推数控加工发展，践
行着技术人员对航空的承诺。

作为数控加工技术人员，张承
冰注重提升数控专业技术，他的嘴
边老是挂着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事实如此，
从歼 11 到“鹘鹰”，航空工业沈飞
经历着高速发展，航空技术人员为
各项新机研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新机研制
任务包含工艺评审、工艺复审、工
艺准备、首件跟产、优化完善等多
个阶段，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每
一阶段都对新机研制任务能否顺利
完成起着重大作用，技术人员身上
的重担不言而喻。

面对由无到精的新机研制要求，
张承冰坚持立足生产一线，先后参
与 10 余个机型的研制任务，并结合
数控加工厂科研情况，协同技术部
门领导创新提出了“并、典、评、改”
的四步法，即评审阶段开始并行工
艺准备、产品分簇分类选择典型零
件、集思广益评审典型件工艺方案、
制定标准化方案统一整改，四步法
的建立为数控加工工艺准备工作提
供了流畅渠道，全面推进了后续数
控新机研制任务的顺利完成。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在张承冰看来，技术工作
永远没有尽头，工艺方案永远都有
提升的空间，这是他内心追求完美
的理想，亦是支持他不断创新、筑
梦航空的动力。每当遇到技术瓶颈，
张承冰都会冲到第一个，从刚开始

的某大型焊接梁攻关，到现在的先
进机床试运行 ；从老机型的建模仿
真，到新机型的创新优化，张承冰
的身影穿梭其中。一垒厚厚的技术
荣誉证书见证了他背后的付出。

记得一年腊月，寒风凛冽，适
逢数控加工厂某大型框类零件方案
改进后首件加工，为保证产品质量
万无一失，张承冰连续 24 天跟产一
线，全力配合现场生产，最终打造出
了数控加工厂首件钳工零打磨的展
件实物。还有一次劳动节假期，本
是放松休闲的时间，张承冰却整整 7
天奋战一线，每天 12 个小时，戴月
披星，未曾间断。于他而言，航空
技术工作是神圣、值得敬畏的，工
作好坏体现的不仅是能力，还有品
质，是一个人的风骨，一个人的灵魂。

他常说 ：咱们搞技术工作的容
不得懈怠，一丝一毫的侥幸都可能
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实际工作中，
他也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质量信念。
编制规程时，他仔细思考每一步工
序，理解涉及的各种管理程序，调
查生产现场实际操作情况，完成了
公司级典型数控加工规程的编制工
作，为后续规程编制树立标杆 ；编
制程序时，他潜心钻研每处细节，
充分挖掘编程指令的高端用途，掌
握数控加工性能、原理，优化了插铣、
螺旋进刀等多种先进加工编程技术，
专利技术得到了数控编程广泛使用。
为了找到某框零件接刀棱明显的主
要原因，他进行了几十次的仿真、
试验，最终对标问题，制定新的行
动策略，保证了零件加工表面质量
合格 ；为了使新机床能够快速投入
使用，他利用业余时间，天天向厂
家工作人员请教、学习，实现了该
型机床的提前使用。如上所言，比
比皆是，10 年的潜心修行，让他成
为航空工业沈飞钛合金数控加工当
之无愧的技术骨干，他用精湛的数
控加工技术保证了多项零件的优质
交付，生动展示了航空技术人员精
细追求、创新超越的精神风采。

十年不短，张承冰用一丝不苟
的工作态度迎接每一次任务挑战，
卓越贡献奖、科技成果奖、技术骨干、
技术标兵，这是公司对他十年如一
日付出的赞扬，是对他钻研技术、
奉献航空的肯定。十年不长，暑往
寒来中他一心一意克难攻坚，以开
发先进钛合金数控加工技术为己任，
将青春、心血都融入到了程序、软
件和机床中，他大隐于“室”，微化
于“众”，坚定“心系一艺，其艺必
精”的信念，以苦干中磨炼出的高
超技术助推公司发展，得到了公司
和厂内人员的一致好评，为广大航
空技术人员的成长和工作提供方向，
指路征程。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
|| 航空工业惠阳　李琳

他 2009 年入职，一直在航空工业
惠阳41车间从事磨工工种；今年33岁，
已是车间通用加工组的副工长。他叫
姜涛，是保定市 2018 年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姜涛入职后被分配到了 41 车间磨
工工种，这里属于精加工工种，基本是
车间每个产品的最后工序，加工公差
要求很严格，别人说起来都是 ：“磨工
不好干。”姜涛悟性很高，又非常认真，
所以学得很快。在实习期的一年多时
间里，他先后跟随了五位师傅，分别
学习了平磨、刀磨、内外圆磨、花键
磨和螺纹磨等技术，赢得了师傅们的
认可。

实践让他体会到要想干好磨工不
能只是“傻瓜式”地干活，还要不断
学习钻研，学会思考，不仅仅是学技
术，更要学完成工作的方式方法。他
积极参与各种专业技术培训，利用业
余时间学习机械加工相关知识。2010
年，公司引进首台精密加工磨床，在
公司范围内了解这台机床操作方法的，
可谓“前无古人”了。车间把这台机
床交给了姜涛，他在用中学、学中用，
最后只用了短短半年的时间就全面熟
练地掌握了机床的机械性能。他用这台
磨床主要加工机加车间流转过来的夹
板、卡箍等产品，这些产品公差要求
在 0.002 毫米，相当于一根发丝的三十
分之一。这对于加工者自身来讲是无
法边加工边测量的，操作完全依靠“手
感”。在这样高精度的要求下，姜涛出

色地完成了每一次加工任务，保证了
加工产品零超差，而他也是车间目前
唯一一位具备这样加工能力的人。

说起姜涛的成长故事，其中有一
件事令人印象深刻。由 41 车间为公
司某产品配备的专用测具，因长年使
用已经磨损，需要重新配制。当时车
间负责外圆磨的几位老师傅接到任务，
考虑到形状的不规则性，决定用手工
磨制。反反复复的试验以失败告终。
这一耽误就是三年。三年后，车间再
次提出复制任务，并组织了集体讨论
研究，姜涛作为外圆磨工的新生力量，
当仁不让地被委以重任。面对加工的
重重困难和以往失败的案例，考虑到
材料的特性和形状的特殊，姜涛最终
决定自制一个小工装。经过对参数的
精确转换计算，定制的工装精准保证
了该测具在机床上外圆磨的区间。他
拿着试制出的第一件产品进行检验。
当检验师傅告诉他这是一件各个数值
都完美的合格品时，他终于抑制不住
地笑了，那是一个满足、自豪并发自
内心的笑容。他的成功让所有人对眼
前这个瘦高的小伙儿发自内心地佩服，
不仅仅因为他不负众望完成了任务，
更因为他用心钻研琢磨，做出了工装，
让这个加工瓶颈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以后任何具备磨床加工基础技能的人
都能够完成。他对工作的态度赢得了
大家的一致认可。

几年时间里，姜涛还陆陆续续参
与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当他提及的时
候，是满脸的幸福和骄傲，看得出那
是他在工作中收获的快乐与满足。作

为一个年轻的“T”型技术人才，他并
没有独善其身，而是积极参与到车间
的师带徒中，他把自己在加工过程中
的思考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以及方
法整合成理论，传授给自己的徒弟们。
徒弟们在他的带领指引下，很快都成
长为车间生产上的多面手和主力军。

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姜涛在车
间里是有口皆碑。

车间主任王新献提起他，赞不绝
口地说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
稳重、积极、热情。他勤奋好学，有
师傅教的本领他认真学，没有师傅教
的本领他自学，是典型的一专多能的
技能人才。车间安排给他的任务，他
一定会保质保量做好，没有安排给他
的任务，他也能积极主动地去做。姜
涛虽然还年轻，但是传帮带工作一点
也不含糊，现在车间磨床的年轻人都

是姜涛带出来
的。”

工长刘银
福说 ：“姜涛
在工作上任劳
任怨，从不计
较个人得失，
对各项技术技
能都掌握得很
快。他干什么
像什么，交给
他 任 何 工 作
都能让人很放
心，都能完成
得很好！”

同事张宁
说 ：“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身上透着
东北小伙的特质，技术很牛，人品很
正。”

徒弟任文星说 ：“我对我师傅就
是一个大大的‘服’——服他的技术，
服他的为人，跟着他，我有福。”

“道虽通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
成”，姜涛用踏实、认真、勤恳铺就了
他的成长之路。他先后多次获得公司质
量先进个人、“五小”成果一等奖、优
秀青年岗位能手、劳动模范等荣誉称
号，并被授予市级五一劳动奖章。他
在困难中历练了自己，在工作中成就
了自己，在带徒中传承了自己。他是
千万拼搏着的航空人中的一分子，他
是万千新时代奋斗者中的一员，他是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令人称赞的朴实劳
动者。

从怵到喜
差一个“改”字
|| 中国航发南方　罗凡懿

中国航发南方清洗涡轮工作叶
片一直是让装配中心清洗工人挺犯
“怵”的一件事。叶片在外场经过长
时间的工作，返厂分解后往往附着一
层厚厚的积碳，清洗叶片上的积碳，
不仅费时费力，清洗工还背负着不小
的质量压力。

“叶片在超声波清洗中，受水流
和压力的影响，容易碰撞。碰伤后要
办超差审理单、甚至报废！”清洗工
小杨一脸的无奈和委屈，他曾为叶片
买了不少“单”。

“以前的工装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以前的工装！”小杨一

脸嫌弃地从门后的角落里拎出笔架
样的一个金属架。金属架由一根根管
子组成，简陋又粗糙，单台发动机所
有的涡轮叶片就是这么一件件夹住，
悬挂着放入超声波仪器中进行清洗。
“费时，一件件叶片得好生夹住 ；费
力，叶片被夹住的一端，积碳往往清
洗不到，最后还得返工一片片手工
补充刮磨刷洗。清洗一台叶片，至少
需要半天的时间，叶片清洗中容易碰
伤，质量压力大！”

小杨的“提心吊胆”，让线长黄
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创新
型劳模的他，又一次想到了“改”！
历时两个月，新工装设计加工而成。

“改进后的新工装呢？”
小杨一听新工装，瞬间眼睛都

亮了起来，快步走到清洗台前，那上
面，摆着三个乳白色方方正正的硬塑
材质“筛盘”。“筛盘”就是改进后的
新工装。涡轮工作叶片每级叶片图号
不同尺寸也不同，“筛盘”根据每级
叶片的模型雕刻而成，精致、美观又
准确。叶片一件件往上摆，数量多了
少了一目了然，关键是叶片呈“躺卧”
状，和以前的“悬挂”样不同，且叶
片一片片被“格子”化，固定好的叶
片从设计上就杜绝了产生碰撞的可
能。新工装投入使用，小杨很开心 ：
“叶片没有被夹住的死角，积碳清洗
得很干净，故检员和装配工人反映
都很好，现在清洗一台叶片不超过 2
小时，效率提高了一半以上不说，再
也没发生过叶片碰伤的事情了，我再
也不用担心为叶片买‘单’啦！”

从“怵”到“喜”，中间就差一
个“改”字！

——记航空工业沈飞数控加工厂工艺员张承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