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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平凡中绽放
|| 莫菲

张建民是航空工业郑飞检验中心
总装厂检验室的领头羊，他不仅要带领
检验室做好产品的交检工作，还承担着
多项产品过程监控和成品提交的工作。
已经五十多岁的他总是任劳任怨、兢兢
业业。为了避免装配过程出现问题，他
没日没夜地逐项检查，认真消化工艺，
严格监控整个装配过程，变事后处理为
事前预防。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他都能以几十年检验岗位上丰富的工作
经验及时沟通处理，有效避免产品返工
问题 ；全年以百分百的合格率完成数百
批产品及零组件的检验验收及交付提交
工作，有效地保障了公司的生产交付进
度。

张建民不仅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平
日里对检验员也是关爱有加。不管谁在
工作或生活上遇到任何困难，他都会第
一时间送去关心，带来帮助。当某项产
品生产中检验人手不足的时候，他都毫
无怨言地顶上去，决不让检验影响生产
进度。

为使新入职的检验员尽快适应岗
位，他教他们熟悉各种检测设备、检验
工装的使用方法、验收工艺一步一步地
消化理解，不厌其烦地讲解各种产品的
工作原理。在他的努力教导下，多位新
检验员很快适应了岗位，对于大家而言，
他不仅是一名工作中的好师傅，更像是
一位可敬可亲的兄长，带领大家更好地
工作和生活。

作为一名检验员，张建民没有取得
出类拔萃的成绩，也没有惊世骇俗的壮
举，但他凭着一颗不甘平凡的心，在平
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执着追求、不
断超越，诚信、务实、担当、进取，让
自己的人生在平凡中秀出精彩。

总检验室的“女汉子”   

|| 张笑然

 “一具伞就是一条生命”，既是
航空工业宏光对每一具降落伞过硬质
量的保证，也是对研发、工艺、制造
等每个生产环节的严格要求。从首件
三检到每道工序的过程检验再到最后
的总检验，宏光的质量检验贯穿于生
产流程的每个环节。其中，产品质量
的总检验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总检验的完成标志着整个成品检验的
结束，这时产品可交由驻厂军代表进
行抽检验收，验收合格交付部队后，
军品订单的整个生产销售流程才算走
完闭环。

可以说，宏光军品质量总检验室
的检验员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和巨大的
压力，总检验室室主任吴爱琴经常说：

“人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就是要
活一个信念。”正是这样积极乐观的
态度，造就了一个工作上能担当、困
难前不退让、生活上压不垮的“女汉
子”。 

每年 7、8 月份，每批降落伞在
各个分厂、各外协单位的配套基本都
能汇集到总检验室，总检验室就集中
力量开始进行最后的总检验。要对每

一具降落伞进行 100% 的完全质量检
验，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加班更是家
常便饭，基本每天都要干到晚上 7、
8 时，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全靠坚定的
信念和决心。尤其是近两年来，宏光
军品订货量猛增，生产压力成倍增长。
时间非常紧迫，节点就在眼前，吴爱
琴知道，如果完不成所有任务，不但
会影响公司声誉，更会影响后续订单
量和市场占有率。她带领总检验室全
体职工主动放弃休息，连续奋战岗位，
持续 4 个月每天加班，没有休息一天，
数万具各型降落伞总检验任务全面完
成的背后，是吴爱琴和全体总检验室
员工多少次有家不回、有假不休背后
默默的付出和奉献。

吴爱琴在宏光从事军品质量检验
工作 12 年了，她工作认真负责，从
不马虎，经手检验过的产品绝不会再
出现质量问题。2018 年，她从降落
伞制造分厂的总装配检验调至总检验
室。面对老问题、新环境，吴爱琴毫
不退缩，抓学习、带新人。经过 3 年
不懈的拼搏和奋斗，她对总检验室的
各项工作早已驾轻就熟。她总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是 ：“产品质量大过天。
既然到了总检这个岗位，就一定要担

起应该承担的使命，扛起应该扛起
的责任。工作一天，就必须用最严格
的标准要求自己，要对得起领导的信
任。”她的担当精神影响着周围的每
一个人。

多年来，吴爱琴心系检验工作，
始终以工作为中心，经常是人在家里，
心却还在检验室里，思考着哪一步还
存在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家里的大
事小情悉数交给丈夫打理，家务、孩
子、父母……在她看来，丈夫是“无
所不能的超人”。

吴爱琴的儿子今年 6 月份即将面
临高考。和丈夫来宁打拼多年，本来
属于这个三口之家的一段崭新的幸福
生活即将开启。但 2019 年 6 月，丈
夫检查出肺癌，却已经到了晚期，丈
夫的生命开始了倒计时。直到那时她
才发现，因为工作繁忙，竟从没陪同
丈夫去过一次医院。说到这些，她红
着眼眶别过头去 ：“我对不起他……”
丈夫患病后，她每天早晨 5 时起来，
给儿子做早饭、骑电动车送儿子上
学，忙完儿子的事情又急匆匆赶来单
位，中间没有丝毫的空余时间可供休
息。要说丈夫患病前后唯一没有改变
的，就是对吴爱琴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你快去吧，我现在还可以”，这是丈
夫对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去年 8 月，
知道丈夫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脑
部，吴爱琴的第一反应是：“我不能倒，
我还有工作要做，还有老公和儿子要
照顾。”

现在，作为总检验室主任的她，
将继续带领着总检室全体职工持续奋
战，确保每件产品都应检尽检、质量
过关，真正做到“稳妥可靠，万无一
失”，为宏光产品顺利交付打下坚实
可靠的基础。螺丝钉虽小，但却是每
个整体中最不可或缺的。正是有了
千千万万个吴爱琴这样的小螺丝钉，
我们的大国重器才能有过硬的质量保
证，才能向更广阔的领域不断进发。

“铆”在平凡的岗位上
|| 张翼

“铆”在平凡的岗位上

在人们的印象中，铆接这个工作
单调重复，终日与小小的铆钉为伴，
重体力付出的同时，伴随的是无休无
止、震耳欲聋的铆枪冲击声，还没走
近，已经想要离开。

然而在航空工业昌飞铆装厂高级
技师朱俊看来，这里有自己 28 年职
业生涯的付出，是火热的工作岗位和
为之挥洒的辛勤汗水，是自己实现人
生价值的舞台。

曾经，在刚参加工作时，由于对
这份工作的认识不深，朱俊在一次铆
接中产生了超差，全部铆钉都被分解
后重新铆接，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深
刻印象。

铆钉是在铆接中，利用自身形变
或过盈连接被铆接件的零件。铆钉种
类很多，而且不拘形式。随着航空产
业的发展，特别是高硬度铝合金成为
飞机制造的主要材料，铆接成为飞机
零部件连接的选择。

“能在飞机上使用的铆钉，自然
也都不同凡响。据测算，1 平方厘米
铆钉的面积上，要承受 10 辆小轿车
的重量。平均每天要铆接六七百个铆
钉，就像缝衣服一样，用铆钉‘一针
一针’地将舱段桁条和蒙皮连在一起。
工作量可想而知。”朱俊说，铆接是
一项需要同时开动体力和脑力的工
作，尤其是大量重复的工件，工作来
不得半分马虎。100 件活，往往在干
到 10 多件到 30 多件的时候就容易疲

劳甚至烦躁。一是重复劳动容易让人
放松，另一个原因就是铆接现场往往
伴随着大分贝噪音，长期保持注意力
集中很不容易。

“铆钉的种类很多，但无论哪一
种，铆好后必须看起来横成线，纵成
行，高低一致，钉头和镦头外形完美，
这样，才能让产品看起来像工艺品。”

虽然一天下来，经常是手臂酸痛，
吃饭的筷子都不愿拿，但朱俊谈起铆
接和铆钉时却如数家珍。“这是我的
工作，时间久了，就有了感情。每
个人都应该坚定地像一颗铆钉一样，

‘铆’在平凡的岗位上，释放自己的
力量。”

把精力放在铆接的质量控制上

铆钉以其工艺简单、便于拆卸、
可靠性强等特点，得以在飞机上大显
身手。航空制造中的铆钉不仅要采用
强度高的材料，而且对其加工精度要
求也非常高，达到微米级控制。

赵金锋，昌飞交付验收总厂派驻
铆装厂的检验员，2006 年参加工作，
一直在铆装质检工作岗位。

“在普通人看来，钻个孔，打个钉，
有什么难度呢，可确实有难度。”

赵金峰说，铆钉的分类很多，铆
接中也有很多关键的地方，刚刚接触，
并不容易完全掌握，搭接的地方一旦
不牢，不贴靠，铆钉就会松动，就会
给飞行安全带来严重甚至是致命的影
响。“曾经有资料报道，飞行中发现
机体蒙皮大块塌陷，经检查，应该打
50 个铆钉的结构，只打了 49 个铆钉。”

“作为一名检验员，随着工作年

头的增加，对铆装工作的认识也在不
断加深，哪里容易出问题，哪里不容
易出错，难点在哪里，接触多了心里
就有数了。比如说镦头不允许有切痕，
一般要将镦头安排在较厚的板材和较
硬的金属一面等。”

赵金锋说，铆装厂将铆接工艺规
范制作成了巨幅看板，张挂在工作现
场，各种典型操作都绘制了示意图，
只要用心学，工作肯定能干好。

“还记得以前，有一次检活，发
现了超差，干活的职工竟然说超差是

‘塞规塞出来的’ 。听说此事的工长气
得对他说 ：‘你以为检验是牛啊，有
那么大的力气。’过后，工长买了 50
把塞规，发给班组的 40 多名职工，
并告诉大家，检验就一个人，你们这
么多人，就‘塞’不过他一个人。”

过去，职工往往是铆好了就交检，
检验发现了问题就排故。现在，大家
的质量意识都提高了，自己先检查一
遍，自检、互检之后才是检验员专检。
每个人干得工作都有等级评定，这不
仅是责任，也是利益。

“公司最近正在开展自动钻铆技
术应用，作为一名检验员，我也特别
期待自动钻铆和人工钻铆的互相促
进，互相融合，像以往简单的拼体力
的工作，单一的板件加工，完全可以
提高效率，避免差错。”

谈起自己的期待时，赵金锋神采
飞扬。“通过几架机或者更多架次的
观察，对于简单铆接的自动钻铆，我
们就可以抽检甚至免检了，能把更多
精力放在复杂铆接的质量控制上。”

“能工”还需
“巧匠”帮 

|| 周莉
 
作为大学生检验员，中航西飞部

装检验站韩雄雄入职 3 年来一直带着
感情、带着责任、带着问题不断学习，
勇于打破传统的检验模式，不断创新，
面对检验过程中出现的铆接、螺接不
规范， 涂胶不规范等装配细节问题，他
与工艺人员共同编制了《标准化检査
菜单》， 让操作人员在装配前对照“菜
单”明确目标，在装配过程中对照“菜
单”精准施工，确保过程受控 ；对工
序风险点进行梳理，通过制度固化检
查流程，加强过程控制，严把产品质
量关。

正是凭着精心与匠心、专注与磨
炼，把好的工作态度当成工作习惯，
一丝不苟、严谨细致，韩雄雄赢得了“用
户代表信任检验员”这一赞誉。   

“很多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追
根溯源，方能彻底解决。”他发现某飞
机架外工序繁琐冗杂，系统支架及托
板螺母较多，而有些系统托板螺母完
全可以在组合件内铆接。为此，他积
极协调，建议工艺人员更改工艺方法，
将可以在部组件铆接的工序予以调整。
这一革新不仅减少了工人劳动强度，
而且避免了架外高处作业产生的人身
及产品安全隐患，有效缩减了架外总
检时间，保证了飞机交付周期。

检测只为更安全
我是航空工业航宇计量理

化中心的韩军，是一名工程技
术专业人员，已经有二十多年
从事三坐标测量机检测的工作
经验。

三 坐 标 检 测 为 航 宇 在 研、
批产各型军品的技术摸索和质
量控制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参数
和检测报告，为航宇发展和质
量提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公司的三坐标测量机具有
高精度、万能性、数字化的特点，
多用于产品测绘、复杂型面检
测、工夹具测量、研制过程中
间测量、CNC 机床或柔性生产
线在线测量等地方。但凡测量
机的测头能够接触到的地方，
都可以测量出他们的几何尺寸
和空间位置关系，并且借助计
算机同步完成数据处理。这种
三维测量方法具有万能性，可
以方便地进行数据处理与质量
控制，因而三坐标测量机不仅
在精密检测和产品质量控制上
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在设计、
生产过程控制和模具制造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航空航
天、机床工具、国防军工、电
子和模具等领域广泛应用。

比如，某型座椅关重件壳
体，该零件结构复杂，精度高，
尺寸多，用传统测量方法效率
极低，在检测中也曾经是公司
的一个难点和瓶颈，自从引进
三坐标测量机后该问题迎刃而
解，通过数模与工件相拟合的
方法，直接在电脑的数模上抓
取测量元素，驱动三坐标测量

机检测工件。两道工序 500 多
个尺寸，现在只需要 1 小时就
能检测完毕，效率提高数十倍。

该仪器也用于公司各个型
号头盔的检测，头盔产品主要
是以三维曲面零件构成，三维
曲面零件需要进行三维检测。
但头盔结构复杂，精密要求高，
三维检测难度大。通过航宇多
名 技 术 骨 干 多 次 研 究、 摸 索、
攻关，在检测中克服了工件的
装夹困难、工件坐标系建立困
难等难题，通过三坐标测量机
的检测给出了准确有效的数据。

我们公司还有许许多多的
产品加工需要工装和模具，而
工装和模具的特点是空间尺寸
多、精密要求高，在其试制过
程中都离不开三坐标测量。三
坐标测量机贯穿了公司的设计、
工 艺、 生 产 的 多 个 重 要 环 节，
是各型产品研制、生产等环节
质量控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

从事三坐标测量机检测工
作需要沉下心来、严谨细致。经
常需要一直保持弯腰姿势持续
观察，一套装备测量下来眼睛
疼痛、腰酸背痛。但是作为一
名专业的检测人员，“生命至上，
客户第一，质量制胜，精益求精”
是我们的工作理念。保障安全，
责任重大，我们必须以强烈的
责任心，确保出产产品质量合
格，保证生命安全。

       韩军　讲述
冯楠　王明喜  整理

“决不能出任何差错”
|| 刘建军

肖波是航空工业制动质量
部检验技术室主任。35 年来，
他立足检验岗位，恪尽职守，严
把机轮刹车产品质量关，“把平
安带给每一次飞行起落”铭于
心、践于行。

他担负着 185 种机轮刹车
控制系统附件产品的质量检验
和多项新品研制的质检工作。
他深知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和
使命。他常对检验团队成员讲 ：

“我们制造的这些零部件都是保
障飞机起降安全的，关乎部队
官兵生命安全、国防安危和战
训指标实现，从我们手里出去
的产品决不能出任何差错。”

多年来，在产品质检方面，
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只要他
负责的产品，如果出现质量问
题，他总能从设计源头、工艺
设计、制造环节准确识别出产
品问题所在，并能及时与设计、
工艺人员进行协调沟通，推进问
题从源头解决，确保质量可靠、
生产制造顺利、用户满意。在
某型新品检测过程中，需要使
用新方法、新原料作测试，可

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为
准确掌握测试结果，推进新品
研制，肖波仔细研究工艺资料，
就相关参数、标准、测试原理、
流程与设计和工艺人员反复进
行沟通，确保每一个环节安全可
行后，再对产品进行测试，详
细记录检测结果，做好各项数
据分析，为新产品研制成功提
供可靠保证。面对一些试验任
务重、市场需求急的关键产品，
他带领检验团队，依据各项产
品的轻重缓急认真编排推进计
划节点，主动与工艺、设计人
员和制造单位协调沟通，做好
各项工作衔接，确保工作按计
划推进，按节点完成，保市场
需求。

他 注 重 团 队 的 建 设 培 养，
积极做好业务“传帮带”，对团
队新人加强业务指导，帮助他们
迅速成长，提升工作能力。肖
波用他的实际行动表达着对航
空事业的热爱，践行着“一次
做好，缺陷为零，把平安带给
每一次飞行起落”的质量目标。
他身体力行，努力筑牢航空制
动产品质量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