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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根 

在外场，有这样一群哈飞人，
他们身着航空蓝，有着黝黑的皮肤，
微笑的面容和坚毅的眼神。他们很
少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却在遥远
的地方披荆斩棘。他们是由客户服
务中心和试飞站组建的异地交付团
队。

2020 年 3 月开始，综合考虑
疫情影响和全年任务情况，航空工
业哈飞向前一步走，常态化开展异
地交付，异地交付团队“两城一家”
的日子也由此开始。

5 时：闻鸡起舞与机共舞

早上 5 时，初升的太阳照射着
燕赵大地，很多人还在梦乡，而交
付团队却即将开始一天的忙碌。

试飞站郭宇的闹钟准时响起，
短暂“迷糊”过后，他马上缓过神
来，急忙穿上衣服去敲大家的房门。

“起床啦！起床啦！”交付团队的 9
名成员大多是年轻人，早起并不是
件易事。

5 时 20 分，交付团队集结完毕，
坐车前往客户驻地，郭宇习惯性望
向窗外，若有所思。这小半年里，
他的视线里更多出现的是辰星、月
亮，也有旭日东升。

来到机场，交付团队开始每个
清晨的日常。仔仔细细擦拭直升机，
再做好通电检查等各种试飞前准
备。半个小时内，直升机就被安排
得明明白白，一天的工作也正式开

始。
交付试飞相关科目很多，

交付团队的工作质量直接关系
到交付进度。在锥体调整试飞

中，试飞站李洋仅通过三四
个起落就完成了相关调
整，调整后直升机的震动

值比理论规定值还要小。飞行员走
出驾驶舱后，频频向交付团队点赞，
李洋和伙伴们也露出默契的微笑。
客户满意，他们就开心。试飞间隙，
交付团队还要复装其他直升机和交
接航材、备件，每天的时间都很紧
凑。“从上一个客户那儿到这儿，
我们都是在车上过的夜。”郭宇说
道。试飞交付是直升机研制的最后
一环，他们正全力以赴。

忙碌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中
午 12 时，交付团队终于可以歇会
儿了。六七个小时奔波后，他们累

极了，鼾声不时地从房间中传出。

13 时：盛夏阳光红黑面庞

13 时，中原大地正被炙热阳光
烘烤，花花草草也没了精气神儿，
而机场上一群红脸儿汉子正干得起
劲儿。他们的衣服早已湿透，黝黑
的皮肤和着汗水在阳光下闪闪发
亮。

这样的天气，对于客户服务中
心的姜长清和李挚来说已是家常便
饭。随着试飞交付的进行，直升机
的售后保障工作也随之开展。姜长
清和李挚就像“保姆”一样，时刻
关注着直升机的动态。每当有飞行，
他们都会提前一小时来到机场，和
机务人员一同通电检查，查找可能
存在的问题，并第一时间排故。飞
行开始前，他们会向每个飞行员报
备直升机准备情况，让飞行员飞得
放心、飞得安心。直升机放飞后，
他们又回到机库，开始其他直升机
检修工作，穿梭于直升机的各个部
位。直升机飞行归来，他们又跑到
机场维护。“最盼着下雨天。”姜长
清和李挚一边擦拭着汗水，一边说，
这也是交付团队 20 余名成员的心
声。当地最高气温可达三十七八摄
氏度，高温持续“烤”验着每个人。
为了防止中暑，很多人口袋里都装
着藿香正气水，不舒服时，就喝上
一瓶。即便如此，却没有一人退却。

炙热的空气下，直升机和飞行
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可交付团队铁
打不动，工作质量一如既往的好，
他们的拼搏意志和工作质量受到客
户充分肯定。节日期间，客户还专
门邀请他们共度假期，大家一起烧
烤、游戏、唱歌，其乐融融，几个
月的时间里交付团队和客户已亲如
一家。

19 时：晚霞映天纵剑天涯

19 时，湘楚大地披上温馨晚
霞，正当千家万户围坐桌前共进晚
餐时，交付团队正围在直升机旁为
夜航做着准备。

客 户 服 务 中 心 的 郑 乔 山、 高
峰一边和客户仔细检查着直升机状
态，一边和飞行员沟通着飞行细节。
不远处，试飞站的张国庆和伙伴们
正在为待交付的直升机排故，“故
障不过夜，交付加速度”，几个月
来他们始终如一。客服、试飞齐头
并进，夜幕下的机场依然“热闹”。

目送着直升机扶摇直上，郑乔
山和高峰又马上开始直升机检修工
作，今天他们要做的是尾减速器操
纵轴检修。从下午 3 时开始，他们
已经陆续干了 4 个多小时。在客户
驻地，雨水经常不期而至，为保证
大部件检修的连贯性和工作质量，
他们给自己定了节点——今晚必须
干完。正当忙得不亦乐乎时，一阵
急促的手机铃声打乱了他们的工作
节奏。“好嘞，好嘞，我们安排人准
时取件儿。”郑乔山急忙答道。除了
负责售后服务、直升机检修，他们
还要负责异地交付的故障确认和协
调工作，每天要打几十个电话。虽
然总被“打扰”，但凭借精湛的技能，
一个多小时后大部件检修还是如期
完成。此刻已经是 9 点多，乌云飘
然而至，深沉的夜色又暗淡了许多。

“要下雨，幸亏把活儿抢出来了。”
大伙一边庆幸，一边对回宾馆的路
表示担忧。顶着雨，开着车行驶在
没有路灯的盘山道上，刚刚放松下
来的郑乔山又打起十二分精神。把
大家安全送到宾馆，是他的下一个
工作重点。

22 时，沐雨而归的交付团队终
于在宾馆安顿下来。昏黄的灯光下，
短暂的轻松时刻里，大家或分享着
一天的工作心得，或通过一方小小
的手机和家人“团聚”。23 时，团
队成员房间的灯光陆续熄灭，大家
进入甜美的梦乡。在梦里，有他们
心心念念的工作，有遥远而亲切的
故乡。这一天，很圆满，这就是他
们的两城一家十二时辰。因为他们
的努力，即使有再多困难，一架架
直升机也可以顺利“飞”向客户。

（姜长清　摄）

快速响应　完美执行
|| 赵鑫

8 月，航空人还在享受着难得的假期时光，某客户一个加急
内部电话打到了津电计划人员处，“某重点型号产品因需求改变
现要对产品设计进行调整，原定交付时间不变，请贵单位根据
要求进行设计更改、资料准备，于 × 日前将技术资料，产品实
物交付到 ×× 处”。客户的需求就是命令，收到通知后，津电
迅速开始行动，聚拢人员，一个个电话打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一位位的项目成员立即终止休假，背起行囊，抢订最早一班的
机票、车票返回天津。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王民强亲自挂帅把
握全局，型号总师盯在现场指导具体技术细节，电力分厂、智
能配电分厂、科技发展中心等技术部门组织精干力量开展竞标
具体方案撰写。

时间紧迫吗？紧迫！因为需求紧急变更，“后方”设计团队
需要与现场的总体设计实验人员保持时时沟通，根据第一手实
验数据和其他实测性能参数完成产品调整设计，这些数据往往
是在每天凌晨一点才可以出结果，怎么办？调整作息时间，团
队人员每天凌晨两点达到岗位，此时前方各项数据刚刚到达！

任务难吗？难！极短的时间内要准备好 12 万页的技术材
料，要对产品性能、设计方案、工艺技术等进行全方位展示，
而且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同时又要根据客户的新要求进行迭代
优化。面对困难，团队成员始终满怀必胜的信念，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持续积极备战， 20 多位青年骨干人员连续两周日夜奋战，
在早起的同时持续开展工作，饿了就在岗位上吃口盒饭，困了
就轮流在试验台旁小憩一会。

在产品设计调试过程中，项目团队面临着诸多挑战困难，
在较正常状态下严重压缩的产品研制生产周期的情况下，第一
个挑战便是需求变更后产品的各项设计细节、调试标准的更改。
团队成员根据前方数据分秒必争、快速响应，设计主管、软件
主管针对各故障进行分析测试验证，保证产品功能性能 ；主管
工艺及时完成设计资料转化，指导现场完成产品变更 ；固态配
电设计员全程配合产品产出，提供装配及测试支持 ；主管计划
员协调资源，多方沟通，保障产品修改生产与测试顺利进行。

在产品修改设计中的第二个挑战便是前后方的信息沟通，
为了有效及时了解前方的准确信息，项目团队选派骨干人员前
往“前方一线”配合客户开展工作。在及时向后方传递信息的
同时，也积极配合客户进行现场技术问题处理。该型机的技术
状态变更较多，联试过程中机上出现较多故障，项目组成员快
速响应，在发生故障后第一时间投入到故障排除解决的工作中。
参试人员及时与后方人员反馈，保持 24 小时沟通，厂内测试与
机上测试并行开展，双线作战，配合机务人员分析机上电气系
统方面的故障，定位故障原因，对于非该产品导致的问题，积
极配合相关单位解决问题 ；对该产品导致的问题，积极与客户
设计沟通，确认差异，制定方案，测试验证到位。

在技术人员如火如荼地开展技术修订工作的同时，市场人
员也在与时间赛跑，每天五点左右到岗，对确定好的技术资料
进行整理、打印、装订，这个环节只有在技术确定后才可以实施，
所以往往他们更是要工作到深夜。

就这样，这群“早行之客”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从前方信
息传递，到后方进行修改，再到打印装订，一环套一环，紧密衔接。
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为了产品最优
|| 白俊丽

“一飞院最核心的业务领域是飞机产品研制，一
飞院就是要设计好用、高质量的飞机产品，为用户
创新价值，争取用户持续性投入，来保证研究院可
持续发展。”航空工业一飞院院长宋科璞在多个场合
谈到发展理念和定位，这也指引者下半年科研攻坚
中，技术团队的目标坚守和实际行动。

故事一：

8 月的一次试验验证中，飞行员提出了刹车系统
的人机功效问题，项目团队立即做出反应，坚持“给
飞行员提供最好用的刹车系统”的决心，在总师系
统的共同决策下，决定对刹车控制律进行一轮优化
升级。

接到升级通知后，刹车系统主管谢彦立即召集
项目团队及成品厂设计人员开会讨论，确定更改方
案。

次日凌晨 3 点，成品完成了新版软件的更改及
厂内测试。

当天，成品厂携带灌装新版软件的控制器到一
飞院，七所李博副所长调配资源，连夜完成了新版
软件的铁鸟验证试验 ；

第三天，白天完成了软件贯改流程，晚上 11 点，
准时完成产品装机。

第四天凌晨 4 点，系统主管谢彦完成了软件贯
改后的验证试验。

当天中午 12 点半，飞行员再次使用后评价：“刹
车操纵品质有改善！”

研制团队喜笑颜开，4 天 3 夜的通宵达旦在这一
刻都值了。

故事二：

就在这几天，历时半年的某项技术保障工作圆
满完成。技术团队保障了每一个试验环节的准确无
误。

面对外场的装备状态和任
务状态，以及用户尽快实现任
务目标的需要，54 岁的丁波作
为现场技术负责人，带领团队
分析工作原理，逐步排查、仔
细求证，一项一项解决问题，
一项一项完成目标。技术保障
团队早已习惯了天不亮就出
发，在繁星满天中结束当天任
务，常常是一天下来三四项任
务交叉并行，而且每项任务的
时间都非常紧凑，“战斗在一
线，就要打赢每一场技术保障
战役，因为我们是航空人，是
一飞院人，是飞豹人。”这句
话在丁波和团队成员的心里牢

记着。
长时间在外场，丁波和技术团队与用户建立了

亲密的工作情谊。今年，已经是丁波第四次在外场
保障，每次保障近 2 个月，有大半年多时间都在外场。
家里顾不上，可丁波说，“任务的事肯定要放在前面，
家里的事都往后放一放。”

故事三：

这个夏天，晴雨不定，但六所控制律软件团队
却风雨无阻，丝毫不放松，无论加班到几点，无论
排故有多困难，都坚持做好每一个环节的严格把控，
坚持交付产品的质量做到最优。

控制律软件团队所负责的大多是产品的关键等
级软件，开发与验证流程复杂且不容省略，顶层设
计的每一次更改都需要严密规范的一整套流程手续
保证软件产品的质量。经常因为节点时间安排，产
品催促紧张，何嘉航主任作为团队核心，主动承担
压力，在严格把控流程的同时，带领大家抢夺一分
一秒，按时完成几次关键软件升级任务。

软件测试是一个繁琐但关键的过程，软件测试
人员是否“足够细心”，是否“足够耐心”，都将影
响到软件最终的质量。哪怕只改动了一个参数，刘
佳都按照测试要求仔细验证。为满足测试需求，刘
佳结合传统测试方法，与设计团队不断沟通，为测
试工作付出了很多精力，保障了产品交付。

“我们把工作提前一步，迭代更优一些，产品质
量就更好一些。”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团队成员 5
人团结一致、攻坚克难，风里来，雨里去。见过凌
晨灯火通明的 303 厂房 ；和“飞控战友们”一起通
宵在试验现场，为了一个软件设计难点、一个测试
章程设计可以“争论”好几天。节点压力、作为关
键软件的设计压力，都不会阻碍团队前进的步伐。
不抱怨、不嫌麻烦，默默无闻，勇往直前。

奋斗没有止境，认准了该做的事，全力以赴做
到最好，这就是奋斗者的气质，也是一飞院技术团
队奋发的姿态。

“昌飞女团”
绽放雪域高原

|| 罗佳

8 月，是高原最美的季节。青海格尔木远处连
绵起伏的山脉被白雪覆盖，近处的格桑花盛放满
地，高处是蓝天白云，低处是牛羊和毡房。由航
空工业昌飞生产的直 8 某型机经停山西侯马、宁
夏银川、青海共和，一路向西，飞入这如诗如画
的青藏高原，开展试验飞行。

“我们的直升机飞过来了，大家做好迎接准
备。”气象员余佳雯在格尔木机场塔台，用对讲机
宣布着这个好消息。只见宣传部摄影记者汪玲拿
起摄影机，小跑着、追赶着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轰
鸣声”，直 8 稳稳降落，机身周围的烟尘呈涟漪状
散开，朦胧在飞扬的尘土里，她仍然手持着摄像机，
快速登上直升机，记录、询问着飞行员、机务们
一路来的情况。而这时，镜头中，出现了一个里
外叠穿 4、5 件衣服的女机务胡文静，她初次来青
藏高原，没想到这边风沙会如此猛烈，在没有机
库可用的格尔木机场，给直升机遮盖罩布真的是
使尽了她的全身力气……

这次高原试飞，也正因为有了这三位“小姐姐”
的加入，直 8 得到了更加温柔和精心的呵护。

全能的“小姐姐”

胡文静，一名“90 后”的女机务，外表就如
她的名字一样，文文静静，戴着一副眼镜，笑起
来有着一对小梨涡，甜甜的，可性格中却透着一
股倔强。

这是目前为止，胡文静随直升机飞过最高和
最远的距离。最高的时候，直升机穿越云层，离
地三四千米，她会把带来的衣服全部套在身上，
因为直升机每上升一千米，机舱内温度就下降 6
摄氏度 ；最远的地方，便是她随直升机来到青藏
高原，这边高山耸立，气候变幻莫测，她只能躺
在直升机尾部，和同事们对视着，感受着直升机
飞过崇山峻岭时，气流带来的颠簸和失重感，以
及胃部的翻江倒海。

可是在胡文静看来，此次高原之行让她了解
了更多直升机高原维护的实际操作，还有意料之
外的学习收获。

一次直升机通电检查时，胡文静发现直升机
总距杆上的按钮失灵，她马上联系成品厂家，得
到答复是不能第一时间赶到外场支援，可以教授
如何修理。为了保障试飞节点，特设维修专业的
胡文静按照要求，一遍遍检查和调整按钮盒里面
的每条线路，与对方反复确认，因为一个步骤的
失误就有可能导致整个按钮盒烧坏。直到直升机
再次通电，按钮恢复正常，她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收到同事们称赞时，更是成就感满满，她说 ：“她
很享受工作和学习带来的充实和满足感。”

幸运的“女神”

余佳雯，作为气象员的她，常常被大家称为
幸运“女神”，因为有她在，每次直升机转场飞行
好像都变得格外顺利。

高原地区天气多变，航路天气不好成为直升
机转场最大的障碍。可是，只要抓到一个时间段
的好天气，直升机就可以顺利转场，节省几天的
试飞时间。每当这时，你总能看到余佳雯在气象室，
拿着航路的气象云图与“兵哥哥”据理力争，专
业地分析着每一个航路的天气以及可飞行的依据，
直到航空管制对我们直升机的放行。

在直升机当天要通过昆仑山口时，她定好凌
晨三点的闹钟，提前探路，预测整条航路的天气
情况。出发后，随行人员都躺在车上补觉，只有
她一边与司机师傅聊着天，一边观测着天空，离
昆仑山口越来越近时，看到了万里星空的美景，
她开心地在工作群内说 ：“今天一定是一个好天气，
直升机肯定能顺利通过的。”

早上 6 点半到达昆仑山口，她便立即联系格
尔木场站，报告昆仑山口天气情况。直到早上 8 点，
直升机顺利飞过，她才让司机往低海拔的地区开
些，补个觉，等待与后续部队会合。这时，我们
才知道，昨晚因为高原反应，她近两点钟才睡着 ；
我们也明白，幸运“女神”的幸运靠的也是实力。

快乐的“女汉子”

汪玲，摄影记者，一名“老高原”。在她的朋
友圈，有高原凌晨浩瀚的星空，也有日出时的光
芒万丈。她给大家传递的永远是快乐和活力，永
远是生活美好的一面。

唐古拉山口，5000 多米的高海拔地区，团队
大部分人都坐着车里吸着氧气瓶，缓解高原反应
带来的气短胸闷。可是，高原反应似乎在她身上
就不存在，为了拍好直升机飞过唐古拉山口的镜
头，她扛着十多公斤的三脚架和摄像机，一边哼
着歌，一边奔走寻找着最佳拍摄点，可当一切准
备就绪时，大流量的货车通行，把拍摄点给堵死了，
她只能扛着设备重新找，终于在远离主道路的一
处空地找到了新的拍摄点。她又细心地把标记好
自己地理位置的图片发至工作群，以便飞行员配
合拍摄，保证清晰度，就当做好一切沟通时，却
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所有人惊出一身冷汗。

一头黑熊出现在汪玲的身边，近在咫尺，没
有人知道黑熊是怎么走近的。汪玲说 ：“从来没离
熊这么近，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只知道自己不能
动。”

爱笑的她是幸运的，附近牧民的藏獒冲了过
来，赶走了黑熊，解除了危险。此时的她笑着自
我安慰说 ：“这片圣土可是我的吉祥之地。”

一句玩笑安抚了所有人的惊惧与担心。她却
又扛起一面大旗，让大家帮忙着挥舞，因为这样
可以让飞行员更准确地知道她的拍摄位置，拍出
直升机“最帅”的姿态。

高原之上，有似火的骄阳，有旷野般的天空，
有刺骨的烈风，也有漫天的星河，这片神奇的土
地上，还有我们“昌飞女团”的努力拼搏和傲然
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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