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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射入航空工业
沈飞的大门，一个个身穿蓝色工作服
航空人走入公司厂区，开启了他们的
一天。

几 十 年 来， 这 片 沃 土 孕 育 着
千千万万的航空人才，“航空报国、航
空强国”这句深入人心的口号牵动着
无数颗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他们或
许并不起眼，也或许是你在这里工作
一生都无法认全的人们，但他们每一
天用最平实工作，最简单的言语，最
朴实的方式诉说属于他们自己的航空
报国之心和爱国之志。

挑战高温

热加工是一门“苦差事”。每次作
业，孙磊都要身穿厚重、密闭的防护服，
用特殊工具将零件从 800℃的热成型
机内取出，反复敲打成形。脱掉防护服，
红色的脸蛋映入眼帘，豆大的汗珠从
孙磊脸颊上流下。

“一个零件从毛坯件到成品往往需
要经过数十道工序。”孙磊说，落锤稍
快、力度稍大，都会让零件产生形变，
干这行就靠的是一手硬功夫。

为了练就这手硬功，孙磊吃了不
少苦头。2009 年，孙磊从西安航空学
院毕业来到沈飞，摩拳擦掌地想要施
展一番才华。然而，踌躇满志的他却
被分配到了热加工车间。高才生当“打
铁匠”，孙磊感觉有些“大材小用”。
当时略带优越感的孙磊初次实操就被
浇了一盆冷水。孙磊忙了半天加工出
来的产品，被师父老胡打上废品的标
签。他红着脸意识到，没有过硬的实
力就打造不出合格的产品。

从那以后，孙磊白天顶着高温，
在车间里跟着师傅学习操作，晚上又
把自己“焊”在图书室，钻研材料性能。
凭借这股吃苦的劲头，不到 3 个月的
时间，孙磊就熟练掌握了拉伸、超塑、
热校等多种热加工技术。胡师傅将这
些都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觉得这
是个难得的好苗子，于是便把自己多
年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孙磊深知师
父对他的良苦用心，他利用碎片时间

努力练习，反复琢磨，将这种技术熟
烂于心，精湛于手，一次次将堪称完
美的零件顺利交付。

在某型战机进气道零件加工过程
中，零件底面总会产生大量褶皱，工
人们一时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孙
磊决定向这一难题发起挑战。然而真
正上手时，孙磊明显感觉到吃力，
尝 试 了 多 种
加 工 方 法，
产品仍然不
合格。捧着
手 里 的 废
品， 孙 磊
一度陷入了
迷 茫。 他 开
始 琢 磨 ：既
然 传 统 加 工
工艺不能解
决生产难题，
那 就 尝 试 创 新
加工方法。餐馆面
案师傅做拉面的经历
给他带来了灵感，经过
反复试验，他很快证实自
己想法可行，将近似拉伸成
型法和渐进成型法组合起来进行加工，
零件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褶皱大幅减少。
褶皱问题最终迎刃而解。

大雁齐飞共鸣时，唯有头雁击长
空。他在胡宗琛师傅那继承了严谨的
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指导徒弟有一
个正确的工作态度，引导他们自主学
习，积极面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孙
磊从不吝啬将自己的技能教会他人，
即便不是所谓的徒弟，也不遭余力的
热心帮助，在某机型项目中，为了使
新员工快速成长，工段长把该任务交
给了刚从动力运行中心调来不久的员
工曹思维来完成，面对相对复杂的零
件，缺少经验的曹思维起初不知从何
下手，就在他不知所情的时候，孙磊
帮助他分析零件结构、加工原理，锻
炼他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
终曹思维在孙磊的指导下，圆满完成
了该项任务的加工。

从事钣金工 11 年，孙磊用智慧、
汗水、勤劳和坚韧铸就了一把敢于啃

下硬骨头的“铁锤”，铮铮誓言都锤炼
在零件中，熔炼技能，打造精品。现
如今，他已经成长为工厂的技术“大
拿”，收获了公司“先进生产工作者”、
航空工业沈飞“工人先锋岗”等荣誉
称号，这是他多年苦心钻研、长期积
累的结果。孙磊作为沈飞一分子，每
当他走入厂房看着厂房内那面红色的
国旗他都会暗下决心希望自己苦练内
功，抛洒汗水，能为尽早实现“法制
沈飞，数字沈飞，精益沈飞”做出突
出贡献。

低温试验

沈飞公司可靠性试验中心是专门
从事各型飞机功能附件科研鉴定和例
行试验的内设试验机构，多年来完成
各类环境试验不计其数。

赵程是可靠性试验中心机械系统
室主任，共产党员，劳动模范，高级
工程师，从事飞机功能附件可靠性试
验工作近二十年，经验丰富，技术精
湛，多次立功受奖。他带领的试验团

队主要从事高温试验、低温试验、湿
热试验、温度冲击试验、温度高度试验、
淋雨试验、砂尘试验等试验项目，其
中的低温试验环境最恶劣，被称为最
冷的工作岗位。虽然试验人员穿戴了
低温防护用品，但开门的瞬间，冷气
扑面而来，头盔、护目镜、手臂会立
刻结上厚厚的一层霜，人也会情不自
禁瑟瑟发抖，但为了测试数据科学准
确，赵程带领团队要在恶劣的环境下
坚持将所有的检测项目做完才能离开。
低温工作试验比低温贮存试验的环境
更加严酷，试验人员需要进入低温箱
内在极限温度下对产品进行工作循环
操作和参数检测，对人体是一个极大
的考验，通常十分钟厚厚的防护装备
就会被冻透，人需要出来缓冲一下再
进去，一项低温工作试验有时需要几
次工作才能完成，试验难度可想而知。

有一次，某厂制造的空军备件定
货液压油箱需进行低温工作工序验收
试验。试验过程中，为了观察产品的
工作性能和密封结构的微小变化，赵
程同志穿上厚厚的防护装备钻进低温
试验箱内，一待就是半个小时，等他
从箱子里出来的时候冻到嘴唇发白，
变成了白眉白胡子的“圣诞老人”，两
条腿冻得已迈不开了步。在他的带领
下，这批产品提前优质完成低温工作
工序试验。

赵程从不叫苦叫累，勇担重担，
他说他愿意接受挑战，愿意为了祖国
的航空事业坚守一辈子。

走路最多

入夏的沈阳，气温节节攀升，30
摄氏度以上的气温比比皆是，在沈飞
公司试飞站试飞跑道上地表温度高达
五六十摄氏度。人如果长时间在此高
温环境下工作，无异于置身于烤箱里
烘焙。有人戏称这叫“夏天烤串，冬
天冻肉。”

就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试飞站
场站室维护队队长周河山，自 2001 年
从兄弟单位调入试飞站以来，一干就
是 19 年。他工作中重要的一项就是
巡检飞行跑道，清理跑道上的石子，
及其他多余物，保证战机试飞安全。

3000 米的跑道，他要在试飞前从南至
北用脚丈量一遍，试飞中还要巡检一
遍。不飞行期间，他和组员们还要每
天进行地毯式的搜索。这条熟悉的跑
道，在这位 53 岁的东北汉子脚下不知
丈量了多少次，踏坏了多少双鞋。粗
略地算一下，自 2001 年来，19 年间
他在本岗走了七千六百多万步。多年
来，他以自己的这份责任心、这份坚守，
成为本岗走路最多的沈飞人。他多次
被评为公司先进生产者、航空工业沈
飞“工人先锋岗”。他以踏踏实实的作
风，发挥着一名优秀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周 河 山 所 在 的 维 护 队 承 担 着 飞
行跑道清洁、养护，以及跑道外杂草
的割除的任务。春秋割花草，远远看
去，割草车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里驰
骋，很有诗意，却很少有人知道，这
诗意背后有多少汗水。2020 年，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着试飞站，春节后，试
飞站党委召开了“战疫情，复工复产，
党员在行动”动员大会。会后，试飞
站调整人员上班。场站室根据站里的
精神要求维护队克服一切困难，确保
飞行跑道清洁、安全。周河山一边教
大家如何做好自我防护，一边将党员
骨干整合，把个人防护与高效生产完
美接合。虽然三、四月份飞行少，但，
周河山没有放松对飞行跑道的巡检，
每天安排人员对飞行跑道进行检查，
做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正是他这
种“养兵千日有，用兵一时”的精神，
最终换来了疫情期间试飞保障零事故
的佳绩。

“梅花香自苦寒来。”周河山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高效组织生产，无
私奉献，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
任务。从 2001 年到今他累计在本职岗
位上走了七千六百多万步，成为岗位
上走路最多的沈飞人。

不一样的岗位，一样的航空蓝。
孙磊、赵程、周河山……他们都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航空人，他们用自
己的激情和热爱抒写了航空事业的华
美篇章。

|| 袁博

“主动冷却部件今晚已顺利完成测
试，达到本阶段试验目的，祝贺团队，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早日交付后续零
件！”看着微信群里的最新消息，航
空工业制造院项目负责人柴禄心里想
着，连续攻关奋斗数月，今天终于可
以回家睡个踏实觉了。  

后期有铃声恐惧症

群里提到的完成测试的结构是先
进战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制造过程
中最关键的部件，就是柴禄团队负责
的主动冷却部件。

项目周期异常紧张、结构和制造
工序复杂繁琐、技术储备不足 , 这一
系列问题都需要解决。柴禄同步进行
技术研发和型号产品研制，相继突破
了微结构成形、大面积薄板扩散焊等
关键技术，走通了主动冷却部件的制
造工艺路线。

为实现技术突破和保证进度，在
为期六个月的艰苦攻关中，柴禄潜心
进行工艺优化、验证和实施 , 几乎放
弃所有节假日。项目涉及多个真空热
工艺，为获取第一手数据，柴禄操作
了包括装配、装炉、打磨和修配等贯
穿整个制造流程的 50 余道工序，识
别出多个质量控制关键点，制定了详
细的工艺规范，有效避免了工艺反复，
有力保证了产品质量和进度。

项目中后期，柴禄查阅大量资料，

以应对各种技术问题 ；突击阶段，为
了争取时间加快工序衔接，午餐、晚
餐后马上进行零件转接和工作策划 ；
每天接打几十个电话协调技术、检验
和进度问题，他笑称自己“后期都有
铃声恐惧症”；国庆节后，带领团队连
续两个月每天工作到夜里 10 点以满足
进度要求。就这样，柴禄团队最终实
现了按时交付，保证了装机考核节点。

过程虽然艰辛，但结果令人欣喜。
团队共研制出几十种近百套主动冷却
部件装机件，目前已圆满完成第一阶
段装机考核，相关考核指标为国内首
次。

不放过任何细节

看似毫无技术含量的焊前表面处
理工序，在特殊结构的目标部件上却
决定着最终焊接质量，是主动冷却部
件质量控制的关键点，若控制不到位
将直接导致半成品报废。

工艺验证阶段，柴禄将每处焊接
面一一目视检查并做详细记录，总结
形成了表面处理、装配、装炉等一系
列操作规范，保证在最短的时间满足
焊接的要求。

 “这个位置已经很亮了，应该没
问题呀！” 看着柴禄把已经装配完成
的零件一个个拆掉，项目组的小伙伴
忍不住心疼地发问。“不要被表面迷惑
了，这个焊接面的处理应该没有按照
工艺规范进行，质量肯定不满足咱们
的焊前表面处理要求。”柴禄简单地回
答说，“进度很重要，质量更重要，大
家要主动消化和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尽快积累经验，保证成品率。辛苦大
家今天又得延迟下班时间了。”

晚上十点，现场的工作总算告一
段落，可是柴禄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他回到办公室继续伏案总结今天的工
作，看图纸、推敲技术细节、排进度，

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现在，柴禄正在进行 02 批主动冷

却部件研制。技术已经成熟了，现在
是否驾轻就熟？他表示 ：“在流程和工
艺上还有很多不足，在质量控制和生
产节拍上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
刻也不敢放松啊！” 

作为青年博士，在型号攻关的同
时，柴禄在基础研究方面也毫不松懈。
两批主动冷却部件研制过程中，基于
质量提升和工艺优化，已形成 4 项企
标，提炼出 3 项发明专利正在申报。

作为所在科室团支部书记，柴禄
积极策划青年员工团队建设，组织新
员工座谈会、青年头脑风暴和草原团
建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开创了基层团
青工作新局面。

“传帮带”人才培养，是对制造院
“以老带新，薪火相传”优良传统的有
效传承和具体实践 ；他带领团支部连
续三年精心策划了新员工“拜师仪式”，
如今已成为制造院人才培养特色名片。

柴禄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一直
将校训“求实鼎新”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入职五年来，共主持了十余项预研课
题和型号攻关任务，以第一作者发表
论文 10 余篇，申请专利 10 余项。他
在科研和型号攻关的岗位上发挥着先
锋带头作用，在团青工作战线上发光
发热，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初心使命和
航空报国精神。

|| 裴根
                                     
八月，以清凉著称的哈尔滨也难

逃一热。在航空工业哈飞的工作现场
更是热上加热，忙得火热。白天的忙
碌过去之后，下班路上的航空人，终
于迎来惬意和清凉……

晚上七点，总装车间的吕佳和姐
妹们却刚刚走出厂门。今天还是老样

子，班长徐丽是“司机师傅”，吕佳和
聂馨、李丹是“乘客”。因为陪伴，回
家路上她们不害怕，也不孤单，短短
的旅途总有欢声笑语。白天工作中的
趣事，家长里短都是聊天的好素材。
聂馨在念叨着回公寓收拾房间，洗洗
衣服，再敷个面膜，做精致女人。李
丹在说着她的宵夜大餐，姐妹档爱心
夜班车上乐趣多多。二十几分钟后，
她们陆续下车了，可温馨还留在车厢
里。

眼看着要下班了，原本晴朗的天
空突然乌云压境，狂风大作，冰雹和
暴雨不期而至。此时质量适航部的王
阿平刚好在试飞站有任务，从四点到
七点，工作终于告一段落，雨也停了，
空气里满是清新。“媳妇儿，下班了
没？”王阿平怀着期待问道。他的爱
人在总装车间，最近特别忙。虽然在
一个厂，却很少能一起下班。“快了，

再有十分钟。”爱人说道。“好嘞，这
就去接你。”在落日的余晖里，呼吸着
雨后的清新空气，王阿平和爱人手牵
手走在厂区的路上，这是久违了的浪
漫。他们谈论着各自的工作，总有聊
不完的话题。“咱俩这算‘校园’恋情
吧。”王阿平说到。“算，咱俩属于一
个学校，俩学院。学长，请我吃饭逛
街吧。”爱人笑着说。“安排！”他们
期盼已久的二人世界终于成行了。

 “何姐，下雨了，一会你坐我车
走呗。七点五十我在单位门口等你”。

“谢谢，今天我坐小盖车走。”说这话
时导管点焊车间的何秀凤心里已经有
了打算，想借着下班搭车的机会，和
搭档小盖说说白天工作上的“误会”。
白天因为工艺方案上的分歧，何姐和
小盖争论了好一阵。刚坐进车里，还
没等何姐开口，小盖就抢先说 ：“姐，
我寻思晚上给你道个歉呢，白天有点
急了。”“哎呀，可别这么说，姐还想
和你道歉呢。你的想法也挺好的。” 何
姐急忙接道。不到一分钟，他俩就“冰
释前嫌”了，同车的另外几位伙伴也

笑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车厢里的
气氛好极了。像这样的“顺风车”还
有好几辆，现在正值车间劳动竞赛，
车间党员自发组成志愿服务队，分不
同路线送大伙回家，回家的路，总是
故事多多。

灯火阑珊，时间已是九点一刻。
晚风微凉，走在下班路上，复合材料
车间的孙德胜思绪纷飞。看夜空寂寥
的星，听林子里的鸟鸣，感受绿意盎
然的哈尔滨仲夏之夜，幸福极了。一
瞬间，他把自己想象成作家，正徜徉
其中寻找灵感。回过神儿时已经出了
厂门，近日对着电脑连续加班，使孙
德胜获得了“夜间幻彩观世界”的能
力——看路灯、看车灯、看万家灯火，
竟然都带着晕影，其实那只是眼睛散
光罢了。春寒料峭、夏虫绕灯、秋风
萧瑟、冬雪皑皑，四季里回家的路展
现着不同的美，却都如诗般轻松美好。
一边走着，一边拿着手机打字，孙德
胜把回家的路写成诗。他爱事业，也
爱这如诗般回家的路。 （孙德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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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铁鹰”稳健翱翔
——记航空工业昌飞试飞站第一副站长苗德建

|| 陈迪波　陈建国

他以过硬的技术素养和管理才
能，在航空工业昌飞发展征程中锐
意进取、担当作为，以新时代奋斗
者的姿态挥洒汗水、奉献青春，助
力直升机稳健翱翔蓝天，他就是试
飞站第一副站长苗德建。

“从进入试飞站工作的第一天
起，我就被同事们无私的奉献精神、
过硬的业务素质和超强的执行力所
折服。在磨砺成长中，认定试飞场
是自己尽展所能的职业舞台。”对
待试飞工作，苗德建始终不忘航空
报国初心，饱含着无比的热爱与激
情，透射出强烈的使命责任意识。

谨记“飞行安全无小事”

参加工作不久，苗德建立下“要
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航空事业”
的铿锵誓言。在试飞保障工作中摸
爬滚打，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又
不断积累经验，他练就了直升机维
护保障的过硬本领，很快成长为主
持昌飞公司试飞站工作的负责人。

试 飞 是 一 项 风 险 大、 技 术 高
的工作，不允许有半点的疏忽。飞
行无小事，离地三尺人命关天，苗
德建深知责任重大，试飞组织与实
施过程中关乎安全的事项他都要过
问，务求做到心中有数。提高各类
人员技术水平，是保障试飞安全的
重中之重。对此，苗德建重点抓好
各类试飞保障人员的业务知识、质
量安全规范学习和岗位技能培训。
他针对机务人员少、型号多、科研
生产高度交叉的特点，精心培养技
术人员，做好人才储备 ；顺应昌飞
公司“双鹰”计划人才培养要求，
围绕专业、创新、管理、综合能力
提升等方面，着力建设机务技能人
才队伍，积蓄和壮大试飞保障力量。

不忘“岗位赋予我责任”

“岗位赋予我责任”，因为深谙
其分量，催促和激励着苗德建忠诚
敬业，勇于担当作为。针对昌飞发
展面临的新形势，结合试飞工作具
体情况，做好基础管理工作依然非
常重要。他根据试飞任务多、机型
多、交叉作业等现状，组织修订完
善和补充了各类人员岗位、质量、
安全责任制，以及质量和安全管理
制度等工作制度；强化现场 6S 管理，
开展现场管理日常巡查，每周进行
定期检查。

今年疫情期间，试飞站干部职
工严格按照昌飞公司要求，全面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苗德建带头组织
职工参加义务献血，捐赠防护服、
医用隔离衣和防护面罩等物资用于
抗疫，并参加生活区防疫联防联控
执勤行动。从 2 月 10 日开始，试
飞站便着手安排复工日计划，做好
人员安排、口罩领取发放等准备，
有序实施小范围复工，开展了直升
机定期检查、通电以及配合相关单
位改装等工作。全面复工后，提出
了疫情期间干劲不减、把试飞安全
放在首位、抢抓有利试飞时间等要
求，直升机军机、民机各类试飞任
务稳步推进。

拉动试飞“链条”运转

“整个试飞工作就像一根运转
的链条，各参试单位和参试人员都
要认真仔细，各负其责，才能保证
整个链条的正常运转。”这是苗德
建的“链条”理论，几乎在每次飞
行会上要强调，“只有这根链条正
常运转，才能使公司各型号直升机
试飞交付工作顺利进行。”

航空工业昌飞进入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阶段，为拉动“链条”有效
运转，苗德建愈加重视工作质量，
激励全员创新创效。试飞站以直升
机故障和外观品质为重点，以 QC
改进为抓手，激发全员参与品质提
升和 B 流程改进改善 ；同时，深化
交叉互检和飞行前后检查，进一步
强化飞行安全过程管控，提升试飞
效率和效益。2019 年，试飞站提出
改进改善 400 余项、品质提升近 70
项、技术改进 200 余项、工艺精益
优化 20 项，荣获航空工业昌飞“质
量先进单位”，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转场交付再创新佳绩。 （汤向伟　摄）

青年博士显担当
——记航空工业制造院2019 年度先进个人柴禄

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