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News4 �责任编辑：李梦依　联系电话 ：010-58354190　美术编辑：钟军

2021年7月27日　星期二

力担重任  勇于创新力担重任  勇于创新
做海外轨道交通事业的“火车头”做海外轨道交通事业的“火车头”

——记2020年度航空工业担当作为领导干部、中航国际成套公司副总经理陈为

	| 骆翔

陈为是中航国际成套公司副总经
理，历任中航技市场开发二处高级项目
经理、副处长，中航国际成套事业部能
源交通处处长、副总经理。作为公司轨
道交通专业的带头人，作为海外市场、
特别是非洲铁路市场开发的先行者，陈
为不忘初心、力挑重担，勇于创新、勤
勉奉献，团结带领大家奋战在成套装备
国际业务和海外轨道交通市场一线，为
中航国际成套公司取得的骄人成绩作出
了突出贡献，先后荣获了航空工业“航
空报国先锋奖”“担当作为领导干部”等
荣誉称号。

不忘初心
认真恪守岗位使命之责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陈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在海外交流、谈判、项目执
行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积极拓
展国际业务和海外市场的同时，牢固树
立政治意识，不断提高政治素质，树立

中资企业的良好形象。
2011 年以来，为了促开发、盯落实、

抓执行，陈为每年出差海外 8 次以上，
平均每年出差海外累计时间超过 100 天，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空中飞人”和“常
跑将军”。正是通过一次次的奔波和坚守，
陈为带领团队为公司开拓肯尼亚、加纳、
加蓬等东南部和西部非洲市场打下了坚
实基础。作为先行者，他敏锐地拓展了
职业教育项目，在后续职教团队的努力
下，肯尼亚职业教育已成为公司职教项
目的开山之作和大本营，西部非洲市场
也已成为公司职业教育项目的重点基地。

以埃及为核心的北非市场，在陈
为的组织领导和悉心耕耘下，也不断
结出硕果。在完成 ABU QUIR 电站和
IMBABA 变电站项目后，成套公司经过
长期谋划和积极争取，终于拿下斋月十
日城铁路项目，在 2021 年又完成维保合
同签署，并达成后续二期、三期项目的
意向，成为中企在埃及的标杆项目。

力挑重担
躬身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1998 年，陈为第一次来到埃及这一
陌生的国度，为中国铁路装备的出口而
不停奔波。面对陌生甚至是怀疑的眼光，
他从未退缩。在加入中航国际以后，他
积极投身海外市场的开发和布局，重点
关注埃及电力市场和轨道交通行业的项
目机会。

2014 年，新的机会出现，他带领成
套公司轨道交通业务团队，整合行业内
的专业力量，主动出击。在长达 7 年的

项目开发和推动生效过程中，项目业主
埃及隧道局更换了 4 任主席，埃及政府
官员频繁更替。凭着水滴石穿的坚毅斗
志，他和团队历经磨难，披荆斩棘，终
于在 2016 年 1 月 21 日，正式签署 EPC
总 包 合 同 ；2018 年 9 月 5 日， 中 埃 两
国政府签署项目政府间融资框架协议 ；
2020 年 11 月 1 日项目正式生效。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陈为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靠前指挥、亲力
亲为，带领大家群策群力，克服疫情带
来的严重影响，统一协调、统筹管理国
内、外团队，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
全力以赴确保项目按进度计划实施，圆
满完成了施工分包和车辆、供电、信号
相关系统及设备招标采购及合同签署等
任务，业主签认量单金额 16437 万美元，
收汇金额 5084 万美元。

勇于创新
全力推进事业迅猛发展

在抓大事、攻难关的同时，陈为勤
于思考、勇于创新，在公司领导的支持
下，以发展的战略眼光和超前的大局意
识，深谋远虑、提前布局，以埃及轨道
交通项目为载体，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
创造性举措，取得了巨大成效，为中国
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示范样板。

创新项目融资方式。针对埃及轨道
交通项目体量和外方资金状况，陈为敏
锐把握国家政策，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积极争取国家商务部、进出口银行等部
门的支持，创新项目融资方式，签订优
买融资贷款协议，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创新运营维保模式。针对埃及轨道
交通部门运营维保能力的实际，陈为借
鉴吸取以往海外项目的经验，创新运营
维保模式，以 2 年运营监管、12 年运营
维保为基本方案，借助深圳地铁、中车
四方、卡斯柯等国内轨道交通专业力量，
大大地降低了运营维保风险，为项目可
持续发展和后续项目的签订打下了坚实
基础。

创新外方人员培训体系。针对埃及
轨道交通领域专业人员培训和 12 年运营
维保的难点，如何履约好海外项目，培
养国际化人才？陈为创造性地提出“优
才计划”：用 5~10 年时间，在我国相关
轨道交通职业技术院校和机电装备企业
开展理论学习和实操培训，为埃及以及
周边国家培养轨道交通相关专业领域的
高端人才。目前，已完成两批埃及学员
的国内培训，这些学员将陆续投入项目
执行和后期运营维护管理中，并有望走
上重要技术和管理岗位。通过该计划的
持续实施，轨道交通中国标准、技术和
装备必将被越来越多的海外专业人员所
了解、熟悉和热爱。

创新国内轨道交通培训业务。通过
埃及轨道交通项目培训工作的实施，陈
为敏锐地看到轨道交通职业培训事业对
于“双循环”的发展前景，积极推进公
司与北京地铁、福建船政职业技术学院
等单位在职业培训领域的合作。在中航
国际职业教育培训基地落成后，已经顺
利接到相关国内地铁项目培训业务，为
国内职教培训业务的开发奠定基石。

勤勉奉献
关怀员工从“心”出发

陈为长期担任成套公司工会主席，
在忙于项目开发和保障执行的同时，始
终把公司职工的身心健康放在心上。积
极组织员工开展 “春风十日”“百里秋叶”
等强身健体活动，建立爱心互助会，为
海外员工家属解决具体困难，主动为员
工解决棘手问题。特别是在公司出现重
大事件、员工出现重大困难时，陈为主
动担当、热情奉献，总是第一时间代表
公司、代表工会，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送到一线。

疫情期间，面对国外日益严峻的疫
情形势和工期紧、任务重的双重考验，
大量海外员工在防疫、心理、工作等方
面存在巨大风险。在公司的统一部署下，
他积极协调国内医院，搭建远程医疗问
诊体系 ；坚持以每日工作晨会的形式与
拉美地区常驻代表进行日常沟通 ；组织
相关海外项目部对防疫工作进行全面部
署，帮助常驻同事更好地感受国内的关
心和关怀。在整个疫情最严峻时期，公
司员工零感染，项目进度不落后。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无论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还是
面对更新换代的装备设施，抑或面对层
出不穷的陌生领域，陈为始终坚守理想，
坚定信念，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
神，奋战在成套装备全球市场竞争的征
程中，奋战在“一带一路”实现“中国梦”
的道路上。

“我选择迈出这一步”
	| 王增勇

没有既定方法，全凭自由发挥，
乍看一马平川，实则崇山峻岭。 

为大项目论证

2020 年的夏天，航空工业直升机
所条件建设部的刘黎在办公室里苦熬。
让他焦虑的，不是窗外聒噪的蝉鸣和
炎热的气浪，也非时常持续到深夜的
工作强度，而是全力冲刺过后又被送
回起点的强烈的沮丧感。

“苦思多天，每天写材料到凌晨，
以为做得很好，但一沟通却被全盘否
定，需重新再来。要想突破既有思维
定式，就要狠狠地自我拉扯，思维反
复横跳间，艰难异常。”

那个格外炎热的盛夏，刘黎负责
的是直升机所“十四五”总体规划和
某型机研保项目建议书的编制工作。
条件建设和科研是直升机研发的两驾
马车，条件建设在保障当前型号任务
的同时，更多的是未来提升研发能力，
支撑直升机所长远发展。

刘黎这次负责的能力建设项目规
模几乎是建所以来军工固定资产累计
投资总和，论证工作量和难度都是空

前的。科研工作已行至何处，未来又
要往何方去，这决定着能力建设规划
的方向。因此，要完成征程，就必须
先梳理好直升机型号的技术发展脉络。

“大项目不是那么好拿的。”工作
充满了创造性和挑战性，也饱含变数。

在项目论证过程中，涉及大量建
设内容，要解释清楚为何建设一套设
备，就必须论证好任务和技术的必要
性。这意味着至少 5 年，甚至更长时
间的型号特点、特征，技术发展的方向、
程度，型号研制的阶段和目标等，都
需要刘黎去摸清楚。

过程是漫长、琐碎和艰难的，像
一座沉默的迷宫，“只能一台台设备过，
一个个系统审，一句句分析讨论论证
材料。”整个项目如一棵郁郁葱葱的古
树，每一片嫩叶的叶脉形状、走势和
细腻纹路，刘黎皆需“明察秋毫”。

“很头疼，持续了无数轮沟通，上
千页的项目建议书都是一字字敲出来
的。虽然有些是各方提供的素材，但
我们拿到后要字斟句酌，将每一项论
证清楚、阐述明白。”与各条线技术负
责人对接后，刘黎总结提炼了大量直
升机型号和技术发展的汇报素材，形
成了多稿从条件建设角度切入的报告。

“将大量信息摄入并消化，形成项目的
思路，最终完成汇报材料”。

经过近两年的拼搏，“十四五”能
力建设项目终于论证成熟，得到上级
机关认可。同时，通过正向设计平台、
创新平台等建设，将推动直升机所研
发条件得到全面提升，支撑直升机所
研发能力的跨越式发展。 

为喷洒塔项目破冰

2019 年 冬， 刘 黎 在 哈 尔 滨 出 差
150 多天。在近半年时间里，他解决了
100 多项问题。

2012 年，为保障型号任务，须在
哈尔滨建设冰雾喷洒塔，但直升机所
在哈尔滨没有建设资格。经过大量协
调，项目最终决定先由哈飞代建，最
后再交付给直升机所。异地异单位建
设项目的验收存在诸多困难，刘黎前
往哈尔滨时，类似项目在行业内还未
有成功的先例。

“没有头绪，我确实也不知道如何
做。”刘黎跨越千里来到哈尔滨，这一
路，他在迷茫中沉浮。又是一个开放
性问题，无先例可循，刘黎需创造性
地解开这团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结。

刘黎去时正赶上当地政府机构改

革，权力下放、机构精简，很多单位被
撤销，相关流程发生了诸多变化。凛
冬渐至，哈尔滨的温度不断下降，雪
纷飞地更肆意，这个结也被冻得越来
越硬，愈发难以解开。为办理不动产
权证，刘黎连续二三十天在哈尔滨市
政府各部门奔波。

雪面下的隐性难题，层出不穷，
时常与刘黎相遇，他要在一些逼仄隘
口中创造可能、寻求突围。“虽没多大
难度，又非高深技术，但要把事情理
清楚，把所有障碍处理完，也是一个
大考验。”

协调组织资源，他一步一步蹚雪
前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直升机
所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笼罩喷洒
塔项目的坚冰被他一点点敲碎，最终
清零了所有问题，按计划完成了项目
竣工验收。

“事情是很难，没有头绪，最初我
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做。但不迈出去这
一步，就永远停留在原地，我选择积
极地往前走下去。”刘黎坚定地说道。

这一路，无论风雪多大，刘黎从
未止步。

敢于拼搏的技术能人
——记全国技术能手、航空工业沈飞铆装钳工田芳

 | 本报通讯员　刘琳

她是知名的技术能手，是享誉行
业的“巾帼英雄”，提起她，众人无不
为其敢于拼搏的精神和过硬的技术底
蕴所折服。她立足铆装钳工岗位，不
辞辛苦、不畏难关，为科研生产的顺
利进行保驾护航 ；她深入钻研航空加
工技术，迎难而上，攻克大量技术难
题，为航空技术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
数据和经验。她曾先后获得全国技术
能手，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沈阳市
五一劳动奖章、优秀工匠，中央企业
劳动模范，航空工业技术能手等荣誉
称号，还申请了发明专利 10 项。她
就是航空工业沈飞的田芳。

脚踏实地不忘本　生产难关勤攻关

自 2004 年参加工作至今，田芳
参与完成了多个国家重点型号工程关
键项目的研制工作。她始终牢记职责
使命，攻克了大量急难关键任务，为
型号研制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某型机研制中，复合材料壁板
上孔出口层劈裂问题十分严重，远超
设计要求，严重影响了复合材料壁板
的装配质量。田芳带领团队从复合材

料壁板本身特性、工具、刀具上分别
采取措施，在孔出口面加电木垫板支
撑，申请了长方形、圆形、偏心型等
不同形状的电木垫板，以适用于不同
结构处，同时选用特定角度的硬质合
金钻头。通过这些措施，复合材料壁
板上孔出口层劈裂现象大大减少，从
根本上提高了复合材料装配的产品质
量，为航空工业复合材料技术发展提
供了宝贵经验。

2019 年某型机研制中，她所负责
的装配组件设计采用了一种硬度极高
的特殊钢材。由于受装配通路限制，
制孔空间狭小且不便于加工，如果采
用普通硬质合金钻头，单架机需消耗
约 60 根钻头，不仅成本高、还难以
满足生产周期要求。面对这一难题，
她通过多次试验，独创合金钻头刃磨
方法，摸索出钻制该材料最佳刃部角
度、风转转速和进给量，很大程度提
高了钻头的使用寿命，提高生产效率
50% 以上，降低生产成本，单架次节
省整体高速钢合金钻头约 40 根，每
年节约成本 150 万元。

某型机应急开锁力矩大问题一直
是该机研制过程中的一大难点，严重
影响了研制进程。在某批外翼装配后，

开锁力矩较大，且难以通过装配工装
和工艺改进进行改善。后经一系列零
件公差控制、设计改进，开锁力矩逐
渐降低，但仍远大于设计要求且变化
较大、极不稳定，导致该问题受到客
户的强烈关注。田芳临危受命，带领
攻关团队不断探索研究，大胆提出改
进精加工方案。经过验证，开锁力矩
有了明显下降，在通过测量状态的细
节改进，开锁力矩成功满足设计要求，
顺利保证飞机交付。她的努力不仅解
决了技术难题，更填补了此项技术领
域的空白。

注重技术积累　坚持技艺传承

近年来，沈飞公司承担了多个国
防航空武器装备研制任务，武器装备
频繁亮剑，为国家部队武器装备战斗
力提升和战略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其中多个型号中，都有田芳默默奉献
的身影。

她不仅承担着重要的生产研制任
务，更注重积累创新创效工作。结合
实际工作经验，她先后总结推广了《提
高某型机螺栓深孔同轴度加工方法》

《某型机机翼折叠角度测量方法》等。
2018 年，沈飞公司成立了部总装

厂首个劳模工作室——田芳劳模创新
工作室。工作室集各类技术、技能专
家于一堂，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变革
的同时，还成为公司的人才培养基地。
短短两年时间，工作室为生产一线培
育出高级技师 15 人、技师 22 人、高
级工 50 余人、技能骨干若干，并且
多人次先后在不同级别的技能大赛中
获奖，田芳团队也连续两次获得“全
国质量信得过班组”荣誉称号。截至
目前，工作室累计完成技术攻关 121
项，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176 项，改进
工装工具 84 项，累计创造效益 2300
余万元，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国家
航空装备制造水平提高作出了卓越贡
献。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
装。作为一名铆装女钳工，田芳以铆
装工作和技术攻关取得了一项项殊荣；
作为享誉航空工业的技术能手，她在
提升个人工作能力的同时，更带领团
队共同成长，为航空事业培育了大量
优秀人才，取得了丰富成绩，为航空
产业的跨越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础。

激情成飞·星光闪耀

不枉青春　无问西东
	| 谭瑶伍　群兰

大大的帆布双肩包、低调百搭
的板鞋、干练又柔美的披肩发，朴
素的黑框眼镜后一双眼睛温柔沉静 ；
细细探究问题零件制造的每个细节、
工艺过程，眉头微蹙，再一针见血
地指出问题所在。她是杜娟，这样
的反差，真特别！

2018 年，航空工业成飞全新的
人才发展战略吸引了国内外名校众
多高端人才的到来，杜娟就是其中
之一。顶着清华博士的头衔，杜娟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学以致用！

如今进入成飞已近 3 年，杜娟
越来越坚定自己的选择。

织梦清华　许身航空

杜娟选择读材料学博士，源于
一门叫“固态相变”的专业课深深
将她吸引 ：材料中的奥秘既有逻辑
思维，还包含着有趣的理论知识。
而清华大学在学生培养中，特别注
重端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引导，也对她产生了深远影响。读
博期间，杜娟的导师多次提到 ：“做
材料、做基础科研，不能只是紧跟
国际前沿，要真正做到引领国际前
沿，争取为祖国的材料科学作出自
己的贡献。”这句话杜娟记住了，也
逐渐流淌进她的血液中。在学校待
得太久，她很渴望到一线、材料的
应用末端去看看，也想看看自己所
学的“离应用很远”的基础理论能
否给终端材料应用带来一些不一样
的新变化。

2018 年，杜娟博士毕业，毅然
选择来到成飞。初到成飞，杜娟也
经历过迷茫和不知所措，看着身边
的同期同事不断做出成绩，她产生
过怀疑，苦恼过“所学能不能为之
所用”。但她从不轻易认输，沉下心
来坚持，历经半年多的实践学习后，
她发现问题背后总有更深层次的科
学问题，工作也逐渐上了手。成飞
提供的良好学习交流平台，为后续
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让她体会到
了“上大舞台，作大贡献”的喜悦
与振奋。随着一个个难关被攻破，
她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当被同
学问到对成飞的感情时，杜娟笑着
说 ：“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扎根成
飞、许身航空！”

心有信念　肩有担当

杜娟所在党支部的同事们依然
清晰记得 2018 年末的那次“固定党
日”活动，活动中每个人写下了自
己的新年愿望，杜娟在会上进行了
分享。杜娟说 ：“我希望能继续做一

个于社会、于国家有用的人，这是
我内心真实的想法，也是我一直努
力奔赴的方向。”

失效分析这一专业职能，成飞
一直都有。杜娟担任该专业负责人
后，思考得更深刻一些 ：问题分析
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深入根因、
解剖机理，从根源上解决。分析根因，
不正是自己擅长的基础理论的用武
之地！

秉持着坚定的态度，入职一年
多，杜娟就解决了不锈钢管内外侧
表面腐蚀问题、沉头钛合金螺栓开
裂的根因分析、半圆头铆钉断裂分
析、卡箍断裂分析等一系列问题，
通过科学有效分析、解决，逐渐改
变了大家对技术部门“发现不了问
题、解决不了问题”的成见。“有疑
难杂症找杜博士看看”，已经成了专
业厂技术人员的共识 ；而大家口中
的“杜博士”，也从没让他们失望过。

不让须眉　不负芳华

工厂里有些力气活对女性来说
并不轻松，但纤弱的杜娟从不退缩，
她信奉“自己动手，亲力亲为”。入
厂以来，能自己动手的事情她基本
都自己上，一方面是觉得“纸上得
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而
更好地把握实验结果和细节 ；另一
方面是她认真对待每件事，哪怕是
看似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也能
从中学习到隐性或显性的东西。

每次去生产一线，杜娟能自己
上就自己上，能爬飞机就爬飞机，
只要是为了飞机，这些都不是事儿！
手脏了可以再洗，衣服破了可以缝
补，离真实的战场越近，才能越发
看清自己该努力的方向。为此，杜
娟还主动申请去外场跟飞，当听到
飞机发动机的轰鸣，看到夜航起飞
发动机喷出的蓝色火焰，杜娟总有
种说不出的感动，也更加明白自己
身上担的责任有多重大。

一次，为了解故障情况，杜娟
穿着防尘服窝在狭小的进气道中。
天气炎热，汗水滴滴答答地流下来，
但她一直记得师傅的嘱托 ：“必须爬
一次进气道才算得上是真正干飞机
的。”从进气道里出来，全身早已被
汗水浸湿，但杜娟却非常自豪。

“从交付产品到交付战斗力的转
变”，现场和外场对故障诊断响应的
时间要求越来越短、失效分析数据
的积累和储备刻不容缓，杜娟觉得
自己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但她
喜欢这样充实而富有挑战的生活 ：

“所学能为祖国航空事业所用，我很
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