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郭美辰　马丽元）
9 月 13 日，2018 年“空中丝路”国际
航空合作高峰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由
中国航空工业发起并主办，以“改革
开放四十年，航空发展新时代”为主
题，旨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
联互通提供航空整体解决方案，积极
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航空产业合作对
接，促进驻在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
中国航空产业联合走出去，开创航空
产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

上合组织前秘书长、吉尔吉斯斯
坦前外长穆拉特别克·伊马纳利耶夫，
土耳其驻华大使阿·埃明·约南，国
务院国资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发卫，
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司长刘锋，中
国航空工业总经理罗荣怀、副总经理
陈元先等出席会议。来自 18 个国家的
中外政府主管部门、驻华使领馆、金
融机构、航空制造企业、航空运输企
业、航空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等单位和
机构的代表就航空产业发展规划，共
商合作对接机会，推动搭建“空中丝路”
合作平台等共同关心的行业热点问题
进行了深入沟通与交流。

罗荣怀在会上介绍了中国航空工
业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构建
“空中丝路”的目的、意义和实施路
径。他指出，“空中丝路”是中国航空
工业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结
合自身优势，面向航空全产业链提出
的整合资源走出去战略 ；推动实现经
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的航空模式。“空中丝路”秉承“一带
一路”“共商、共建、共享”核心理念，

围绕“互联互通”“反恐安全”两大主题，
聚焦航空基础设施建设、航空网络建
设、航空产品贸易三大领域，致力于
拓展中国与沿线国家航空产业对接合
作，为沿线国家经济增长、民生福祉、
贸易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助力。

罗荣怀表示，我们的目标是通过
航空基础设施建设“布点”带动航线
运营“建网”，进而促进航空制造维修、
临空产业发展和包括旅游业在内的产
业联动，使对航空投资成为经济增长
的引擎而不是负债，使沿线国家在与
中国合作中建立自身造血机能，形成
产业合作良性互动。中国企业在产业
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沉淀了

丰厚的资源和能力，形成了完整的产
业链和雄厚的产业基础，我们愿意与
沿线国家分享这些成果。我们有信心
也有能力提供基于沿线国家国情的定
制化、集成式航空产业发展方案。

张发卫指出，“空中丝路”旨在
促进各国航空产业互联互动，极大丰
富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空中
丝路”让“一带一路”建设覆盖的维
度更加广泛，不仅连接大陆、沟通海
洋，还在浩瀚的天空中构架起合作桥
梁。“空中丝路”方案的提出与推进充
分体现了中国航空工业在“一带一路”
中的责任担当。中国航空工业提出的
“空中丝路”方案将帮助“一带一路”

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克服航空产业起步
阶段的制约条件，在航空基础设施相
对滞后、航空产业相对薄弱的情况下，
探索航空事业的突破路径。希望中国
航空工业协同有关企业，在“一带一
路”精神指引下，推动落实“空中丝路”
方案，在深化对外开放合作中发挥好
中央企业的主力军作用，推动国内外
航空产业界强强联合，打造具有制造、
建设、运营、融资等复合功能的一体化、
集约式产业联盟和合作平台，为沿线
国家航空产业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阿·埃明·约南在致辞中表示，
土耳其与中国的往来源远流长，丝绸
之路更是在两国数百年来的交往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两国作为欧洲
和亚洲的地理门户，因“一带一路”
倡议再次携手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加强亚洲
和欧洲、非洲之间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通过“空中丝路”倡议，这一地区还
将成为航空业的潜在市场。“空中丝路”
合作对提高民航运输水平、推动航空
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及促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飞机制造、航空枢纽建设和
金融产业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同时，
双方在航空领域建立的合作也会有助
于“空中丝路”的成功。

� （下转四版）

本报讯（通讯员　马宽新　黄瑾
杜学胜）　为推进中国航发“质量制胜”
战略深入实施，增强全体干部员工质
量意识，贯彻落实集团质量工作会精
神和“低层次整顿年”各项工作要求，
中国航发黎明、西航、黎阳、西控、红林、
哈轴、南方、航科、贵阳所等多家直
属单位，日前陆续启动“质量月”活动，�
助推“质量制胜”战略落地。

各单位紧扣当前形势任务，对“质
量月”活动进行周密策划，将工作重
心放在强化质量意识、规范质量行为
和提升产品质量上，大力开展质量文
化主题活动。按照中国航发的管理职
责、型号管理、设计与开发、试制与
生产、试验验证、服务保障、质量基
础管理、监督与奖惩等八方面严肃管

理的相关工作要求，宣贯落实《中国
航发关于进一步严肃质量管理的决定》
（“质量管理 50 条”）措施要求，不断
提升科研生产质量。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讨论、
竞赛和质量改进活动，进一步履行质
量职责，规范质量行为，持续提高质
量保证能力。借助质量微党课、质量
分析会，查找质量问题并提出改进措
施，鼓励全员积极发现、报告问题隐
患并提出改进建议，促进形成全员自
主改进的良好氛围 ；推进“自检自分”
工作，提高活动覆盖率、一次提交准
确率等指标 ；以“杜绝问题再次发生”
为目标，开展整顿“回头看”工作，扎
实推进低层次质量问题专项整顿工作，
确保整顿工作见实效、出成效 ；全面

启动新版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试运行工
作，修订完善相关文件，提高文件可
操作性，从源头杜绝“两张皮”问题 ；
开设“质量月”专栏，宣贯《质量文
化手册》�《企业文化员工手册》，质量“红
线”“高压线”等，确保质量文化宣贯
进班组、进科室 ；开展岗位培训和质
量专项培训，促进全员牢固树立质量
意识，提升业务技能，确保产品质量。

活动中，各单位坚持问题导向，
开展专项检查。针对质量安全抽查发
现问题，逐项落实整改，深入分析原
因，制定改进措施，确保整改工作符
合质量安全整顿要求 ；�梳理典型问题，
实施系统改进。梳理识别重复多发问
题，落实改进责任主体，深入分析原因，
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实施重点突破 ；�

细化质量职责，开展问题整改“回头
看”活动。依据岗位清单，梳理明确
岗位质量职责，落实质量红线、高压线，
确保整改到位。

通过结合业务特色开展“质量月”
活动，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夯实质量
管理基础，落实质量责任，提升质量
水平，全面提高工作质量、产品质量
和服务质量。提升全员质量意识，将“质
量制胜”战略落实到每一名员工的行
动中，共同为中国航发的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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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航空发展新时代”

2018年“空中丝路”国际航空合作高峰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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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届中国航展
11月珠海开幕
航空工业“两型四代”“20系列”将亮相
“国产大飞机家族”或聚首

本报讯（记者　吴斌斌　郭美
辰）　9 月 13 日，中国航展执委会在
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十二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以下简
称中国航展）�将于今年 11 月 6 ～ 11
日在珠海举行。

据悉，本届航展的主办单位数
量从上届的7家扩展到本届的13家，
分别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工业、
中国商飞、航天科技、航天科工、兵
器工业、兵器装备、中国电科、中
国电子、中国航发。43 个国家和地
区确定参展，国内外参展商 770 家，
展览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室内展览
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米，增设了 10
号馆；室外展览面积近 40 万平方米，
地面装备动态演示区面积由上届的 7
万平方米扩大至近 11 万平方米 ；参
展的国内外各型飞机超 100 架。

航空工业表示，将以“新时代，
新作为，铸建航空强国”为主题参
加本届航展，聚焦展示集团公司最
新发展成就，其中“两型四代”“20
系列”“国产大飞机家族”将震撼登
场 ；大型灭火 / 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
机 AG600、“新舟”700、AC 系列
直升机、FTC-2000G 等众多明星机
型也将悉数亮相。航空工业本次参
展展品共计 145 项，其中 45 项首次
亮相，占比超过 30%。航空工业一
直把中国航展作为主场，历届都大
规模组织参展。迈进新时代，航空
工业将通过本次参展向公众展示承
载央企主责担当的信心和实力 ；实
践“祖国有我，蓝天有我”的初心
和使命。

航空工业近年来始终抱持“展实
力，打品牌，拓市场，促合作”的参
展目的，以及“专业化、市场化、国
际化、品牌化”的指导思想，同时不
断提高策展水平，由过去从单个产品
展示向近年来体系化展示方向发展，
参展内容则从原汁原味的“产品”向
可看性更好的“展品”变化，从单纯
“参观”类展品向更多“互动”类展
品变化，增加了互动环节，提升了观
展体验。随着展览展示技术的不断进
步，“声光电”、多媒体融媒体、虚拟
现实等新手段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展
览展示的效果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航

空工业借助珠海航展平合开展的业务
活动数量也逐年加大。

除了集中展现推进军民融合，
本届航展，航空工业加快技术创新
等方面的新成果，积极响应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架设“空中丝路”方
面取得的突出成果，都将得到展示。
在馆内专门设立“走向世界”展区，
“一带一路上的航空工业”将作为其
中一个综合展项，以宽幅的世界地
图为背景，直观展示航空工业海外
业务沿“一带一路”星罗棋布。而
主题为“空中丝路”的展项，则展
示近年出口飞机中的“明星”机型
和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合作项目成果。

中国航发将展出多型航空发动
机及燃气轮机产品。其中，宽体客
机发动机、新型涡轴涡桨发动机等
都是首次亮相。除产品展示外，中
国航发展台还设有传动系统、控制
系统、先进制造技术、先进材料以
及航空发动机科普展区，通过展示
与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增进大众对于
航空发动机的认识和了解。中国航
发表示，展品中包含数款针对国际
市场研制的外贸产品，部分产品已
随飞机出口国外且市场前景良好。

中国商飞表示，将在本届航展
上展示 CR929 远程宽体客机 1:1 样
机，ARJ21 先进支线客机将进行静
态展示和示范飞行。

本届航展，国内的 5 个门类 10
大军工企业均参展，中国空军、陆军
也将同台亮相。展品结构将首次实
现“陆、海、空、天、电”全领域覆盖。
波音、空客等世界知名航空航天企
业基本亮相，德国、英国展团回归，
白俄罗斯首次组织国家展团参展。

在飞行表演方面，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空
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和
沙特阿拉伯皇家空军“沙特之鹰”
飞行表演队将为广大观众呈献精彩
绝伦的飞行表演。ARJ21 支线客机、
波音 787 客机等国内外明星机型也
将进行性能示范飞行。

据了解，本届航展预计将吸引
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近 200 个军政贸
易代表团和超过13万专业人士参观。
航展期间，预计将举办专业主题活
动 150 场左右。

岳书华　摄

歼15舰载战斗机实现昼夜间攻防能力
海军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更进一步

据《解放军报》消息　初秋时节，
在渤海湾某军用机场，多批次歼 15 舰
载战斗机频繁起飞，数名飞行员进行
夜航技术恢复保持、夜间着舰等技战
术训练。近期，海军舰载战斗机某部
突破夜间舰基起降技术，多名飞行员
一次起降成功，填补了海军舰载航空

舰载战斗机发展步入快车道。
为海军航空兵转型建设先行先试，

部队瞄准航母编队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多次随辽宁舰编队进行跨区机动训练，
连续转战多个海区、融合多方力量，出
动效率大幅攀升，完成了高海况、陌
生海域起飞着舰、实战背景下编队协
同、编队指挥作战等内容，提高了部
队在远海大洋的实际作战能力。

� （陈国全　高立英）

中国航发各单位启动“质量月”活动

波音777X静力试验飞机下线
本报讯　9 月 8 日，完成组装

的波音 777X 静力试验飞机在埃弗
雷特工厂下线。这架机体将开始为
期近一年的试验以验证设计强度。
首架试飞飞机也将在今年下线。

2013 年 11 月 17 日，波音在迪
拜航展上宣布启动 777X 项目，并
获得了 259 架订单和意向订单。

波音 777X 一个显著的特点在
于可折叠的斜削式翼梢。波音 777X
的复合材料机翼比当前波音 777 的
翼展要大，其可折叠的斜削式翼梢
和优化的翼展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和
显著的燃油节省。

据悉，阿联酋航空将成为波音
777X 飞机的首个运营商，并预计

将于 2020 年初接收首架 777X
飞机。� （边际）

兵建设的历史空白，歼 15 舰载战斗机
已具备昼夜起降和综合攻防能力。�

因强军而生、为强军而战，北部
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建 5 年来，逐
步实现由“试验试飞”向“批量培养”、
“昼间上舰”向“全时飞行”、“单机训
练”向“体系融合”、“近海飞行”向“远

洋机动”的突破。
面对高风险，他们无所畏惧、勇往

直前，闯过一个又一个技术禁区，化解
一次又一次生死险情，先后完成多型导
弹实弹射击、夜间着舰等数十种战法训
法演练，编研完善 3类 10项训练法规，
实现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自主培养，我国

歼15飞行员们驾驶“飞鲨”进行陆基训练。李唐　摄 歼15夜间在母舰甲板上着舰成功。�任文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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