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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在锡兰  做时代前浪 
——记中航国际工程公司南部高速项目副经理吕凯

|| 孙陆芳

2020 年 11 月 18 日，由中航国
际工程公司承建的斯里兰卡南部高
速第一延长线第一标段，正式收到
工程履约证书。从项目签约、筹备、
启动，期间经历过当地洪患、政府
更迭、恐袭，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尚未入侵斯里兰卡的 2 月末举行了
通车仪式。而今，履约证书的签发，
终于为这个合同额逾 8 亿美元的“一
带一路”工程项目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

斯里兰卡“南高”项目的中方
管理人员大多是“80 后”“90 后”，
项目副经理吕凯就是其中一员。身
为“85 后”的他，谈吐清晰、逻辑
严密，多年的海外工作经历赋予了
他一份超越同龄人的成熟稳重。

作为项目计量计划团队的灵魂
人物，吕凯在近 8 年的时间里，带
领自己的团队“屡战屡败，屡败屡
战”，千锤百炼，却如“打不死的小强”
般实现逆袭，为项目赢得口碑和效
益。

出师不利　逆转突围

“The| contractor| entitled| to| an|
additional|payment|with|overhead|and|
profit| per| cubic|meter|of| concrete| in|

structural|element.
因混凝土标号提升，承包商

有权就其实施的每立方混凝土结
构构件获得额外费用及相应管理
费和利润|。”

这段话来自 2017 年 10 月
30 日科伦坡仲裁中心下达的裁

决报告。正是为了这句裁决，吕
凯及其团队奋斗了 5 个多月。

时间回溯到 2017 年 5 月 19 日，
“南高”项目成立“争端裁决委员会”
（简称 DAB）。

DAB 一 经 成 立， 吕 凯 便 开 始
带领大家认真筛选事件、分析资料，
在此基础上将“监理要求南高项目
提高混凝土标号”作为第一个争端
事件报 DAB。吕凯带领计量团队抓
住“提高混凝土标号”问题的关键点，
查阅研究了多国技术标准，从美标、
英标及之间的内在联系等多方面收
集资料。

2017 年 7 月 17 日，“南高”向
业主方递交索赔报告，并要求后续
现场发生混凝土都要持续索赔。

报告递交的一个月后，吕凯等
来的是业主拒绝索赔的回复。这个
消息让吕凯的整个团队遭受到了沉
重的打击，因为公司将面临几亿卢
比的损失。

难道整整两个月的努力就要以
失败告终了吗？吕凯反复问自己。
待重整心情后，他又开始给大家鼓
劲儿。

他告诉团队同事 ：“我们听说过
很多绝境逆转的事例，大多在说同
一个道理——翻盘的机会源于自始
至终的稳定性。这种坚持不懈的韧
劲儿就是我们秉持的信念。”

因为坚持不懈的信念，大家又
聚在一起，调整思路，耐心分析，
并结合设计部、工程部收集技术资
料，同时充分发动项目合作伙伴的
能动性，对业主的观点进行逐条驳
回，于两个月后再次递交了索赔陈
述报告。

一 个 月 后，“ 南 高 ” 在 科 伦 坡
仲裁中心迎来首个争端裁决听证会。

业主、监理、“南高”项目部及 DAB
成员悉数参会，会上双方就各自观
点展开唇枪舌剑，业主仍然否定索
赔要求，吕凯则带领“南高”团队
据理回击，逐步主导了整个听证会
节奏。

同年 10 月 30 日，“南高”项目
部收到了争端裁决书，他们赢了！

这次可以写入“南高”历史的
里程碑事件之一，也是首例 DAB 索
赔成功的案例。

经此一役，吕凯带领他的团队
越战越勇，后续又取得了“汇率损
失保卫战”“管桩大捷”“质保金博弈”
等众多经典胜利，仅预付款抵扣一
项就为工程公司挽回 3975 万元人民
币的损失，不断为公司创造价值。 

2020 年吕凯荣获中航国际“卓
越员工”称号，在采访时让他用 4
个字概括自己的工作风格，他略一
沉吟道 ：“在维护公司利益时，我希
望自己始终‘骁勇无畏’。”

再忆这段“光辉岁月”时，他
说，正是在一次次谈判中总结经验、
抓住关键点，才能带领团队发挥合
力，屡次逆转。“就算我们经常身处
逆境，也要时刻能量满满。责任肩
上挑，任务争相扛，这是‘南高人’
的追求，也是航空工业海外工程人
的精神写照。”

“今天南部高速项目部取得的
成绩都是项目团队集体努力的结果，
与业主的博弈，是用我们的专业态
度赢得对方尊重和信任的过程，我
们想让整个斯里兰卡看到，我们不
只有中国速度，还有中国质量。”

苦乐年华　痛与暖相伴

自 2011 年第一次走出国门、选
择投身海外工程事业，这名风华正
茂的“85 后”如今已扎根斯里兰卡
9 年，成为一名“老海外”。

在 2019 年中航国际发起的五四
青年节致“老海外”的约稿里，吕
凯回望驻外经历时这样写道 ：“时间
像一把锉刀，它磨去了年少轻狂的
棱角，砺出脸上的沉稳与刚毅 ；它

锉掉了你的傲气，却锻造了你的傲
骨。”

时差与距离，总是在海外工程
人的工作与生活中来回撕扯。常驻
的时光里除了紧张忙碌、坚守与责
任，也总伴随着生活里大大小小的
遗憾与突如其来的意外。

2013 年 9 月，南部高速项目已
启动内部分包招标工作，吕凯同时
还在负责另外一个公路项目，两个
项目间距 200 千米，有近 2 年时间
他都兼顾着两个项目，连续 8 年的
春节都在大洋彼岸跟同事们守岁度
过。

兼顾两个项目期间，吕凯中招
了“登革热”，发病时高热难退、伴
随肌肉关节剧烈酸痛，但吕凯把这
段经历调侃为自己交的一份“投名
状”。

面对病痛他谈笑应对，但面对
家人时，吕凯只能直言“亏欠”。

2017 年年初，恰逢预付款扣回
方案的博弈到了关键阶段，吕凯的
妻子当时正在国内待产，期待着一
个小生命的降生。因为吕凯想等待

“预付款”事件尘埃落定再休假回国，
斟酌再三订下的回国机票日期只比
妻子的预产期提前了 3 日。谁料事
有凑巧，女儿提前一周出生，吕凯
却尚未回国，错过了女儿来到世间
的第一面。

虽然在谈判桌上，吕凯常能舌
战群儒，素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的潇洒，但每谈及自身这段抱憾的
经历，却总是言辞寥寥。

在公司内部征文中吕凯写道 ：
“回首驻外多年，心中充满感激。感
谢爸妈、媳妇的付出，长期在海外
工作，让我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们，
内心一直感到亏欠……感谢公司，提
供了优质的平台，让我有机会在这个
美丽的国度建造一个又一个优质的
项目，谱写两国友谊的华章！这些
年的经历必将是我生命中的闪亮点。
向前看，心怀感恩，我依然笃定前行，
誓做笑傲江湖的时代青年！”

 | 本报通讯员　裴根

创 新 是 引 领 发 展 的 第 一 动 力， 抓
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十三五”以来，航空工业哈飞在设计、
工艺、预研等方面持续进行技术创新，
在科研、生产方面实现多项关键技术突
破，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 新 驱 动 作 引 领， 型 号 研 制 强 支
撑。设计方面，哈飞 CAAR-23 部飞机
技术优势持续巩固，掌握了损伤容限设
计、防除冰系统设计与验证等关键技术 ；
CAAR-29 部直升机研发能力提升显著，
攻克了民用直升机高原性能试飞和拓展
计算等核心技术 ；复合材料技术水平显
著进步，突破了蜂窝夹层结构自动铺丝
技术、高性能复合材料应用等先进技术 ；
适航试飞、飞行测试等技术显著进步，
成功开展型号 CAAC、FAA、IAC 等适
航取证，国内适航取证技术领域领先地
位更加凸显。

工艺进步全方位，质效提升见成效。
工艺方面，哈飞自动化部件装配、数字
化复合材料制造、智能化零件制造、集
成化总装测试和试验试飞技术等领域实
现快速发展，突破复合材料件根据产品
外形自适应调整的加压技术，大幅提升
复合材料整体框成型质量 ；应用气囊结
构优化和闭合模延迟加压技术，解决相
关型号核心部件工业化生产瓶颈 ；突破
基于自动铺带的大型工字形夹筋壁板及
大梁制造技术，解决大型客机关键复合
材料大部件成型的技术难题。掌握可快
速重构、自动对合的模块化装配工装设
计技术，提升工装快速试制能力。持续
开展自动化喷漆 / 电镀生产线、复合材
料主桨叶智能生产线、直升机部装数字
化对接、智能单元应用等关键技术研究，
切实推进制造模式向智能化转变。

紧盯技术新风向，锁定未来谋发展。
预研方面，哈飞攻克水机结构与水上迫

降、大型复合材料构件自动铺带工艺应
用、部装机器人自动钻铆等一批新技术 ；
建立公司预研项目库，修订预研项目管
理办法，加大预研激励力度，初步建立
内部立项预研孵化机制，有力促进了技
术创新持续开展 ；成功申报航空工业科
技成果 40 余项、专利 500 余件，完成科
技攻关 500余项，对外发表论文 300余篇，
运 12F 飞机研制相关项目获集团科技一
等奖。

在技术创新驱动下，“十三五”期间，
哈飞新型号研制蓬勃发展，生产效率实现
质的飞跃。型号方面，AC312E 直升机
取得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实现批
量交付，市场端表现抢眼 ；AC352 直升
机实现首飞，适航取证稳步推进，填补
国内 7 吨级直升机市场空白 ；直 19E 出
口型武装直升机实现首飞，通过整机鉴
定审查，在中国航展、天津直博会上广
受青睐；运 12E+ 飞机完成详细设计评审，
全面提升了航电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
运 12F 飞机国内首次同步取得 CAAC 和
FAA 型号合格证，具备与欧美国家同类
先进航空产品同台竞技的能力。生产方
面，哈飞建成部装工业化生产线，实现
直升机按节拍流水生产的工艺模式，满
足了直升机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工艺要
求 ；稳步推进基于站位管理的直升机总
装生产线建设应用，实现由传统手工操
作向全数字量传递协调和自动化装配的
转变。在技术创新驱动下，哈飞已基本
实现部装、总装均衡生产，开启了自动化、
准时化、精准制造和智能制造的高质量
发展征程。

展望“十四五”，哈飞将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在研
发设计、工艺技术、数智制造等方面继
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创建一流科技创
新能力，持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
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注入强劲动力。

南京机电制造二部
全力以赴收官决战

|| 李彦君

航空工业南京机电制造二部集合精
密零件、壳体零件机械加工和零件毛坯
铸造，拥有壳体类、斜盘类、涡轮类、
齿轮类等代表性加工专业，对接能源传
动和二动力系统部的生产交付任务和重
点型号的研制工作，为飞机的动力系统
和液压系统提供强力支撑。

受疫情影响及订单量的快速增长，
2020 年几乎是制造二部生产任务情况
最为严峻的一年。在南京机电党委的坚
强领导下，制造二部充分发挥党委领导
作用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部门全体
员工齐心协力，决战冲刺全年任务收官。

党建生产双向融合

制造二部全体党员率先垂范，全力
配合科研技术攻关和科学排产调度，奋
战突击生产交付任务。2020 年，制造
二部党支部坚持贯彻“三会一课” 制度，
共召开党员大会 4 次、支委会 14 次，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0 次。

制造二部工会与党支部围绕生产
任务，成立恒装系列、液压马达齐套等
30 支党员、团员交付突击队，开展“聚
力攻难关、再上新台阶”主题劳动竞赛
活动。工艺室里，党员骨干牵头提供技
术指导，及时处理现场关键问题，为全
年任务冲刺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一线
党员主动带头加班加点，配合零件生产
进度，平均考核工时达到普通工人的约
150%，自检自分逃逸全年零问题，零
批次性质量问题。

10 月，制造二部党支部积极策划，
与能源与传动部党支部联合开展“攻坚
同行”主题共建党日活动，紧密围绕年
度科研生产形势研判、应对策略、后期
项目规划开展。双方就具体型号目前面
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切实规划并
预判了与“十四五”专业发展相匹配的
生产配套能力，对业务增量情况下团队
的能力建设互通了协作方式。

近期，在制造二部的高效配合下，
能源传动部某重点型号 PK 液压泵项目

从图纸下发至产品装调成功仅用时百余
天，为 PK 项目赢得了宝贵时间。面对
攻坚任务紧张的设计部门装调后端，制
造二部也时刻保证 24 小时返工返修的
配合保障服务。

航空匠心保驾生产

制造二部的浓厚航空文化底蕴，造
就了新生代航空人“航空报国”的使命
感与责任感，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
业业，拼接起新时代的航空梦。

朱熊是制造二部一名年轻的数控车
高级工，对待工作总是一丝不苟、认真
负责。三季度，他完成考核工时 2335
小时，是平均个人考核工时的 4 倍有余；
他主动配合零件入库节点要求，加班加
点坚守在生产一线，共加班 216 小时 ；
对待工作他没有丝毫疏忽和懈怠，遵守
各项质量纪律，严守质量红线，做到零
废品、零自检自分问题。

工作中朱熊精益求精、敢于突破，
勤于思考钻研，善于总结创新。某型调
整螺杆 9 月急需入库，他吃透老版工艺
图纸，向主管工艺员提议将 5 道数控车
加工工序合并为 2 道工序，合理分配上
下零件时间，两台机床同时操作，提升
零件加工效率，保障产品交付。某型滑
套的原材料相对较软、容易粘刀，同时
零件成品形状较为复杂、加工难度大、
加工过程中易产生切削变形，他通过自
制专用车刀、钻头，有效提升零件加工
合格率，最终实现零件 100% 合格。

制造二部航空人将自己的航空梦寄
托在一件件航空精品上，用实际行动诠
释工匠精神的丰富内涵，展现出航空人
的时代风采。

持续优化外协合作

制造二部积极拓展外协供应商，持
续提升部门外协、外包管理水平，使内
部产能压力得到部分缓解。制造二部与
优质外协厂家形成战略合作，通过增加
设备能力提升产能 ；根据外协厂家加工
特点、技术能力评估分类，按工艺相似、
产品系列化方式整合外协范围，合理化、

精细化派工；规范外协单位反协作流程，
落实完善工艺和生产相关手续，疏通零
件的转工和协作环节，有效缩短零件产
出周期。

6~10 月，制造二部采取多项措施，
加大对外协的技术质量帮扶力度。技术
方面，制造二部成立重点零件外协深加
工团队，工艺员直接对接外协厂家，一
对一全流程技术帮扶 ；部门工艺室加强
外协零件技术资料管理维护，完成部门
外协共 3037 项零件验收规程的清查和
分类整理工作 ；部门安排研磨、钳工等
不同工种、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手把手
教学，培育外协厂家瓶颈工种的加工能
力。质量方面，部门按月向固定外协厂
家发送其月度质量信息 ；及时处理外协
厂家质量问题，就不合格问题分析等及
时与外协厂家负责人展开交流 ；不定期
组织部门质量巡查团队到外协厂家开展
现场质量巡查，对于巡查发现的问题要
求其立即整改并制定相关措施 ；通过互
派检验员交流学习，双向提升检验水平。

现阶段，制造二部正在全力冲刺，
做好人员的岗位调配，鼓励员工掌握多
门岗位技能，加大对多能工的培养 ；加
强技改工作，鼓励新技术、新设备的应
用和改进改善，提高生产效率和零件产
出质量 ；持续细化对外协厂家的质量数
据分析，强化部门与外协厂家的信息交
流，加大对外协单位的技术质量辅导和
支持力度。在厂房回迁后，制造二部还
计划搭建配送基础数据平台，建设智能
单元作业执行体系，减少生产准备时间，
提高设备使用率。

在全面落实推进生产进程的同时，
制造二部高度重视员工思想建设。通过
党建带动群建，夯实群团思想基础，增
强“四个意识”，激发员工的向心力。
鼓励全体员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充分发挥团队协作精神，达成“1+1 ＞ 2”
的效果，共同努力打赢 2020 年攻坚战，
推进“十三五”收官任务的完成，促进
南京机电高质量快速发展。

勇攀高峰的
青年金牌选手

——记第十六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金奖获得者张潇文

 | 本报通讯员　刘琳

张 潇 文， 航 空
工业沈飞总装厂装配
工。作为一名“90 后”
青年才俊，他在秉承
航空人优良传统的同
时，还拥有一颗积极
进取、创新超越的心
和勇攀高峰、永不言
败的品质，在今年第
十六届“振兴杯”全
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
上，他击败众多竞争
对手脱颖而出，成为
金牌的获得者。他还曾荣获沈
阳市青年岗位能手，沈飞首届

“飞鹰杯”职工技能大赛状元、
青年岗位标兵等荣誉。

初怀航空梦想
勤学习拜名师

2013 年高考前，张潇文参
加了战机飞行员体检，但并未
达到标准。与航空事业的第一
次接触虽成遗憾，但也在他心
底埋下了一颗种子，自此他对
蓝天的向往再也无法停息。“即
使成不了飞行员，我也要成为
一名航空人！”

进入沈飞工学院后，张潇
文扎实学习专业知识，拓宽个
人眼界，还利用闲暇时间参与
学校实验室建设。这段辛苦忙
碌的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
也给了他大量的实践机会，锻
炼了他的动手能力。在此期间，
他掌握了大量关于电工电子、
电路设计、电气控制及配电柜
安装等方面的综合知识和技能，
也对沈飞这个培养了一个又一
个“大国工匠”的企业愈发了解。
他向往沈飞，迫切渴望成为一
名航空人。

2016 年， 张 潇 文 进 入 沈
飞，成为沈飞总装厂的一名飞
机装配工，主要负责某型飞机
的前机身电缆敷设和安装工作。

装配工作要求高效精准，为此
他虚心向同事请教，不断学习，
积累经验。后经学校老师介绍，
他认识了航空工业特级技能专
家、沈飞高级技师孙志强，并
表达了想跟随孙志强钻研电工
的想法。孙志强却递给他一套
电子元件，将焊接并调试这套
电子元件作为他的入门考验。
张潇文感到了压力，也充满了
动力 ：“我一定要完成这项考核
任务，成为孙志强的徒弟！”
通过几天的布局研究与焊接调
试，他终于成功通过考验，成
为孙志强的第一个徒弟。拜师
后的张潇文以师父为榜样，一
边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一边利
用业余时间和师父学习钻研。

不断磨砺技能
多钻研获佳绩

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产
品质量，在师父的指导和建议
下，张潇文参与了多项工具改造
创新。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不
断实验改进，总结出了一套电缆
卡箍快速拆装方法，并将其成功
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科研飞机电缆敷设固
定的难点问题。有了师父的教导
和鼓励，张潇文积极参加各类技
能竞赛，不断磨炼意志、提升技
能，并追随师父的脚步报名参加
了第十六届“振兴杯”全国青年

职业技能大赛。
集 训 期 间，

公司生产任务也
比 较 繁 重， 张
潇 文 每 天 白 天
训练，晚上回单
位加班。在工作
和选拔的双重压
力下，为了补全
自己在数控机床
方面的不足，张
潇文一边查阅大
量资料，一边向
有经验的师傅请
教，把数控机床

的各项理论知识进行归类总结，
再利用每晚有限的休息时间认
真学习钻研 ；为了赶上其他人
的训练进度，他充分利用白天
的训练时间加紧练习，每天早
上 6 时左右就去训练，吃完午
饭又急匆匆地回去训练，抢出
一切时间，只为了能多练几遍。

张潇文的第一场考试就是
数控机床排故项目，比赛开始
前他既紧张又激动。直到进了
考场，多次的比赛经验和集训
时的辛苦付出，帮助他迅速镇
定下来。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第一个台子出现了问题，换了
第二个台子仍有故障，好在裁
判给他延长了半小时，他也成
了本次比赛加时最长的选手。
但这些“插曲”并没有影响张
潇文的发挥，他顺利完成比赛
并一举夺得第十六届“振兴杯”
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金奖。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张潇
文都以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
责任心，以百倍的工作热情，
勤勤恳恳地耕耘在飞机生产一
线，在平凡的岗位上散发着自
己不平凡的光和热，用实际行
动证明自己。除了工作之外，
这位新出炉的金牌选手还有了
一个新规划，就是把师傅教的、
比赛里练的，继续传承下去，
把技术传授给更多的人。

技术创新强引领 质效提升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