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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程序员的报国心
——记航空工业沈飞网络信息中心开发编程组副组长伏桂瑾

|| 王东博　文若晴

伏桂瑾，航空工业沈飞网络信息中
心开发编程组副组长，2013 年毕业于厦
门大学信息科学学院，主修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获得工学与理学的双学士
学位。　　

伏桂瑾在工作岗位上坚定“航空报
国、航空强国”的信念和建设“数字沈飞”
的执着理想，奋战在企业信息化建设研
发一线，推动公司在“新基建”“工业
4.0”“工业互联网”等发展潮流中实现创
新与突破。她曾获得航空工业科技成果
三等奖、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二
等奖、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沈
飞公司科技成果奖二等奖等 ；发表论文 2
篇，拥有软件著作权 3 项，出版著作 1 本。

发挥专业特长解难题

工艺技术作为工艺设计核心价值，
是制造型企业最重要的核心技术资产。在
工作中，伏桂瑾发现工艺技术缺乏有机
的管理基础与数据基础，新老工艺技术
人员存在知识壁垒，工艺知识零散存放，
工艺设计人员难以摆脱海量的重复性工
作，需要反复迭代曾经出现过的历史问
题等。面对这些问题，伏桂瑾发挥专业

特长，带领网络信息中心自主研发团队
深入生产单位现场调研，自主研发了“创
成式热表 CAPP”系统，解决了知识壁垒
和重复性工作等问题。

随着应用单位的进一步扩大，团队
在与使用单位密切配合的过程中，逐步
发现了系统中还存在很多可以改进完善
的工作。在研发与完善的过程当中，团
队对规则引擎进行了技术破译，结合业
务需求实际，进行优化与完善，开发了
一套工艺设计逻辑推理专家系统，并设
计了友好的规则编制界面及完善的规则
优化和管理的业务流程，形成了一套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开放的、自治
的创成式工艺设计平台。

搭建厂所协同的信息化桥梁

由伏桂瑾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工艺
管理系统，实现了沈飞公司与沈阳所之
间现场问题审签的闭环管理、全部型号
设计文件实物贯彻记录管控、厂所间设
计更改文件信息快捷串联、设计发图期
间并行审签响应等功能，系统运行逾 3 年，
性能稳定，用户涉及公司与沈阳所 8000
余人，为厂所间并行协同工作及公司的
科研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保障。

此外，伏桂瑾先后带领开发团队在

以精准检验为天职
——记“用户代表信任检验员”、

航空工业西飞总装试飞检验站检验员郭树杰

|| 刘岚　余珑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平凡的事，要耐得
住寂寞，更要执着和坚韧，这样才能成为
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者。郭树杰就是这样
的人，他立足岗位，严于律己，勇于担当，
敢于作为，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工作中，用
汗水和激情谱写着奋斗的青春之歌。

“90 后”青年郭树杰，2016 年参加工
作，现任航空工业西飞总装试飞检验站试
飞检验组外勤检验员，负责多型飞机仪表、
飞控、氧气等专业工序的检查和验收工作。
作为质量把关人，在日常工作中，他视质
量如生命，视品质为尊严，以客户满意为
中心，遵照“一次做好”原则，切实履行
质量承诺，严谨检验。2019 年，郭树杰共
完成 2131 道工序的验收工作，共计发出
质量问题检查记录表 147 份、共 461 条，
质量问题排除单 99 份，军检一次提交合
格率达到 100%，获评“用户代表信任检
验员”称号 。他用 3 年时间，用一份满意
的答卷，证明了一个年轻检验员的价值。

一丝不苟严格预防把关

郭树杰曾说 ：“一个人首先要干好本
职工作，不要让别人为自己操心费力。”

2019 年 5 月，某型机进行仪表专业工
序通电时，郭树杰严格对照指令进行检查，
共计发现 23 条实际操作或者机上显示与
指令不符等问题，开出质量信息检查记录
表进行处理，并协调相关设计、工艺、特
设主管人员进行专题讨论，对所发现问题
逐条分析，并通过及时、有效沟通，促使
相关单位下发技术条件更改单、软件配置
报告更改单，督促工艺人员按照更改单修
改相关工艺指令。这些问题的及时发现和
解决也保证了飞机的交付节点。

积极开展精益创新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郭树杰善于学习
和提升自身业务能力，积极学习先进管理

理念，努力拓展第二专业，将一专多能落
到实处。

他 积 极 参 加 精 益 推 进 团 队 及 QC/
FMECA 团队，在 QC 项目《建立飞行质
量问题库，完善试飞质量管控体系》的研
究中，他与团队成员一起梳理管控需求，
定位质量问题库要素，共同实现流程改造，
形成质量问题库模板，同时提出信息化方
案，使试飞质量问题实现了信息化管理。
郭树杰参与的 QC 项目《试飞生产阶段质
量数据库管控》攻关中，他创新工作方法，
使过程质量监控得以加强，建立了一套新
型质量管理模式库，减少人工成本，提高
质量分析效率，形成了“过程管控一本账”，
解决了以往数据库内容多且繁琐、不易筛
选出质量风险点及重复质量问题的现象。

以持续改进为本

郭树杰坚持原则，对于客户关注和平
时发现的大小质量问题都能积极跟踪落实，
严把质量关。他每天参加型号上岗会与生
产交付单元例会，深入了解生产交付单元
特点并与相关人员深入讨论，及时向主管
人员提出合理质量要求，上报瓶颈问题，
共同探讨解决方案。他与单元共同上报的

《基于虚拟站位设计应用的试飞交付能力提
升》管理创新项目，将新生产管理模式应
用到某型机的生产制造过程中，通过对试
飞阶段全流程工作进行梳理，利用 ECRS
工具进行工序取消、合并、重排、简化，
确定工序最佳串、并行关系，缩短某型机
试飞阶段地面检查验收周期，减少机务和
检验人员的等待时间，节约成本，提升质量。

青春是学习的季节，青春是奋斗的岁
月。面对荣誉，郭树杰不敢有丝毫懈怠。
他说 ：“检验工作有着广阔的舞台，我会一
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认真负责，以精
准检验为天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点。”
面对未来，郭树杰暗下决心，一定要打好
基础，走好每一步，做质检卫士，攀质检
新高。

影端缘守直　心劲懒藏锋
——记航空工业成都所2019年度劳模杨水锋

 | 本报通讯员　姬彬艳　王敏雯

熬过了漫长的寒冬，终于等
来阳光灿烂的时节，但疫情防控
局势依旧紧张。人们都期盼着摘
下口罩，和家人去郊外踏青，和
朋友约顿火锅。

然而，此时杨水锋还没来得
及享受这宝贵的春光，就辞别了
一脸委屈、撅着小嘴的儿子，满
怀愧疚地把家庭重担托付给在医
院工作的妻子，带着满满一箱工
作资料，行色匆匆奔向机场，等
待他的，是 14 天“难捱”的隔离
生活和艰巨的任务。“还好有这么
多工作，我只怕隔离 14 天也做不
完……”他用惯有的幽默笑着说。

栉风沐雨　砥砺前行

“天性豪迈精研战术挥斥方
遒、才能广博引领发展叱咤长空”，
这幅写在航空工业成都所总体部
性能室门口的对联，是杨水锋的
真实写照。为人正直爽朗、行事
高效利落的他，2007 年从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毕业
后，便义无反顾地加入成都所，
从此投身战术性能研究，埋头耕
耘十数载，不问硕果挂几枝。

再次谈起大学毕业时自己一
心只想加入成都所的往事，杨水
锋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兴奋之情
不减当年，他干脆利落地说道：“我
就是奔着歼 10 飞机来的。”杨水
锋在北航读书时的研究方向是实
验流体力学，各种机缘巧合之下，
他在课题组跟着导师参与了歼 10
飞机的大迎角风洞试验。“第一眼
见到歼 10 飞机的风洞模型时，我
就被这款国产飞机的漂亮外形迷
倒了。”作为歼 10 飞机的铁杆粉
丝，一提起歼 10 飞机，他脸上的
敬佩之情和崇尚之意完全掩饰不
住。杨水锋激动地说着，歼 10 飞
机光滑流畅的型面、新颖独特的
鸭式布局，当时在他脑海中留下
了深深的烙印，也因此让他和歼
10 结下了不解之缘。来到成都所
之后，杨水锋便投入到歼 10 飞机
紧张的研制工作中。

杨水锋刚工作不久，时值歼
10 飞机正在高原试飞，“正是实
践的好机会 !”他主动请缨跟着老
同志一起奔赴高原。第一次上高
原，剧烈的高原反应让这个身体
健壮的小伙子感到头晕目眩、四

肢乏力，同行的人问他要不要下
高原休息一下，他咬紧牙关，挤
出一丝笑容说：“我还得多来几次，
习惯了就好。”如他所言，后来杨
水锋果真成了高原的熟客，再后
来逐渐变成他带着新同事上高原。
跑遍了歼 10 飞机的外场，杨水锋
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打下了扎实
的性能基本功，成为歼 10 飞机高
原起降性能专家。

成长于外场却不止步于外场，
回到办公室后，杨水锋悉心钻研，
认真总结出一套面向用户使用的
TO 性能理论规程，带头开发性
能计算软件、编制性能手册，为
飞行员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性能数
据，有力保障了歼 10 飞机在高原
的安全飞行，得到飞行员的一致
好评。一次次腾空而起自由翱翔
于雪山草甸之上的歼 10 飞机，在
杨水锋的眼中越发光彩奕奕。 

披荆斩棘　勇于担当

十年磨一剑，由于杨水锋的
出色表现，2017 年他被推选为性
能研究室主任。如果将总体部比
作成都所的领头雁，那性能研究
室则是当之无愧的先锋。担任性
能研究室主任，既是对其能力的
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对杨水锋而
言，是一项新的挑战。

走马上任之初，杨水锋认真
梳理了性能研究室的各项重点工
作，找科室里每位同志坦诚交流，
悉心听取大家对研究室发展的意
见建议，把个人特长、意愿与工
作实际综合考量，调整了工作安
排，也为研究室的发展制定了长
远规划。心里有了蓝图、身边有
了队伍，便有了前进的方向和动
力。两翼生风、步步推进，他以
身作则、以行胜教，决心逐步将
性能室打磨成“一双铁掌”，一手
抓战术性能、一手搞工程发展。

对内要提升性能、对外要牵
引发展，性能研究室自然工作多、
任务紧。面临巨大的任务压力，
作为研究室主任的杨水锋主动作
为、身先士卒。他执笔某型飞机
设计定型研制总结报告，梳理了
上千个试飞和外场技术点，不断
征集总师系统修改意见，数易其
稿、精益求精，在短时间内高质
量完成了飞机定型审查会议所需
的重要文件 ；组织开展国家部委、

军方各渠道相关专业发展战略研
究，编写了多份重要研究报告 ；
策划组织型号性能科研工作，牵
头完成了“枭龙”双座鉴定试飞、
歼 10 系列飞机外场使用等关键任
务 ；积极搜集整理海量材料，论
证某国家实验室组建方案…… 

行胜于言，他用行动向大家
表明态度，也用行动为大家树立
榜样。在杨水锋的影响下，这群
排头兵总是勇挑重担、冲锋在前。
不负众望，三年来，杨水锋带领
团队圆满完成多项重要任务 ；不
忘初心，站在空中作战装备研发
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时刻，杨水
锋组建队伍精研战术、稳抓性能、
细做工程、远谋发展。

这一串串成绩背后，是杨水
锋付出的诸多心血。许多时候，
任务来得比夏日的暴雨还快，但
他不惧困难、风雨兼程，从来没
人听过他一句抱怨，随时充满活
力面带笑容的他，却总是以最快
的速度、最高的标准完成工作，
不由让人心生敬佩、励人向之看
齐。

长空一碧　岁月可期

十数载岁月的磨砺，让一个
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的青年小伙
儿转型为一位沉着稳重、乐观豁
达的带头人，但他眼中的理想之
光仍在、他心中的信念之火不灭。
在科室里被大家亲切称呼为“水
哥”的他，为人做事像从前一样
一丝不苟、丝毫不“水”。工作中
认真负责，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心
劲，什么难题都不能阻挡他勇往
直前 ；生活中直爽热心，怀着一
份炽热的真情，谁有困难他一定
出手相助，但他却常常忙得没时
间顾上自己的小家……

疫情特殊时期，需要人去北
京隔离工作，杨水锋又主动请缨
了，“关键时刻我必须上。”他带
领一名年轻骨干果断奔赴北京，
在公司“十三五”“十四五”关键
历史转折时期为装备体系建设出
谋划策。作为一名工作了 13 年的

“老”航空人，他依旧热情澎湃、
干劲十足，为航空事业的长远发
展倾情奉献着所有的智慧和汗水。
有道是 ：

策马扬鞭，笑览万水千山 ；
拔剑出鞘，锋显天地四方。

众志成城

 | 本报通讯员　陈昱

5 月 4 日凌晨将至，航空工
业直升机所景德镇所区依然灯火
通明，来自 30 余家直升机航电
系统的供应商 100 余人正在直升
机所鏖战直升机航电联试任务。
设计员们有的聚精会神地注视着
屏幕上跳动的代码，有的埋头处
理测试数据，有的三五一起就某
个技术问题交谈着。经过近 3 个
月的奋战，直升机所四个型号的
直升机航电联试任务首战告捷，
为完成型号年度节点目标打下坚
实基础。

奋力拼搏
将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前提下，实现年度各项工作
任务如期完成。”这是直升机所
党政领导提出的“双线作战”目
标。受疫情影响，几个型号的航
电联试进度均拖延了 1~2 个月
时间，时间紧、任务重，每个型
号都要求在年内完成首飞，一刻
都耽搁不起。将失去的时间抢回
来，成了直升机所科研人员的共
识。

今年 2 月下旬，来自 30 余
家直升机航电系统供应商的参研
人员均提前陆续到达景德镇和天
津进行隔离。在严格的人员管控
和疫情防控措施下，2 月 24 日，
某直升机航电联试任务正式开
始。

航电联试即航电系统地面综
合联试，在试验室条件下，通过
地面联合试验尽可能地暴露和发

现各受试系统在研制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以缩
短研制周期、降低研制风险。

A 型号联试从开始到结束
一直实行三班倒工作制，所有参
试人员全天保障联试工作正常开
展。直升机所组织参研人员打破
专业界限和单位界限，所有参研
人员一起吃盒饭抢时间，有问题
零延时快速响应，没问题主动客
串开展系统测试。通过近一个月
的轮班通宵加班工作，完成 364
项测试工作。

B 型号联试工作从 2019 年
年初就着手规划，从选址、厂房
装修、试验环境建设，到现在紧
张有序地进行试验，凝聚了联试
团队的心血智慧。因综合通信系
统等设备交付节点滞后，联试进
度受到严重影响。对此，管理人
员多次到试验现场组织项目团队
及参研单位梳理联试进度，每天
逐一清理联试计划，坚持当天问
题不过夜。经过团队成员的通力
合作，共完成 512 项功能测试工
作，解决 200 余项试验问题。今
年 4 月 30 日，该型号的 C 阶段
联试工作如期完成。

从今年 1 月便开始着手在天
津开展 C 型号联试环境设计工
作，但受疫情影响，采购设备交
付滞后。直升机所参研人员克服
困难，预先搭建了一个简易调试
环境，为工作提前开展创造了条
件。待设备到位，又在短时间内
加班加点重新搭建了新的联试环
境。在该型号航电联试工作中，
航电联试逐步由单机静态联试转
换到多机动态联试，由功能测试

转向性能测试。整个团队放弃节
假日，积极投入到联试之中，保
障了联试环境的高效运行。

D 型号从今年 4 月 15 日便
开始某架机航电联试工作，留给
联试工作的周期十分紧张，为保
证联试节点，参试人员中午和晚
上均在联试现场吃加班餐，每天
都在争分夺秒地进行试验工作，
至 5 月中旬，该项目基本完成
95% 的联试工作，且正努力完成
剩余工作，争取保证联试工作节
点。

四个型号联试工作同时开
展，面对如此密集的联试任务，
联试团队成员大部分平均年龄
30 岁左右。他们表示这还是入
职以来第一次，每个型号的航电
联试参研人员都绷紧了弦，本着
严肃细致、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专
业精神，确保航电系统能够可靠
运行，为交付使用提供全面高效
的保障。

科学管理
为航电联试保驾护航

为保证各型机航电联试任务
顺利完成，直升机所靠前一步，
提前编制了《型号综合分析报告》

《项目赶工方案》《受疫情影响项
目情况分析》《项目年度策划报
告》等文件，全面评估项目整体
情况，指出其中的风险点、影响
因素，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措施，
与用户机关积极沟通，集合全力
为航电联试保驾护航。

航电系统具有高度集成和高
度复杂的特点，多家行业内外的
设备供应商参与其中，此次联试

涉及来自相关航电系统供应商超
过 100 余人，参研单位遍布我国
大江南北，80% 为外地人员。直
升机所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相关规
定，落实、协调、确定外地联试
人员，每一个环节严密防守，每
一个细节精心策划，实现外地人
员“零”疫情。 

面对严峻的型号研制任务，
直升机所发挥“主机牵头”作用，
对标各计划节点，精细计划管控，
编制各个项目的全年全线研制计
划，形成 WBS 分解，以行政指
挥系统名义下发各参研单位，督
促各单位按时完成研制任务。

为有序推进联试进程，及时
解决各项问题，直升机所还形成
一整套“总结、汇报、响应”机制，
制定了日工作计划，报送每日工
作进展、已解决问题、当前存在
问题，并形成工作周报制，上报
集团公司。定期向专项小组汇报
联试进展，研讨解决措施，与用
户机关、军代表系统、各相关单
位积极沟通协调，为联试工作扫
清各项障碍，充分保证联试进度
实时可控、扎实推进。

在试验现场，直升机所项目
管理人员全力抓好计划管理和
现场保障。试验期间实行日报
制度，每日早中晚均有专人值
班，联试中出现的小问题不过
夜，疑难问题不超过三天，重
大问题不超过一个星期，全方
面保障联试高效运行，确保疫
情防控和科研型号工作两不误，
众志成城保证全年型号科研目
标顺利完成。

伏
桂
瑾

型号并行发图、工艺准备、生产加工以及
技术文件复审阶段中，针对各种突发业务
与技术问题进行支持，包括并行发图期间
机型配置项技术问题、工艺文件批量归档
问题、实物贯彻智能查验问题等，合理及
时地利用信息化手段为公司科研生产助力。

开发网络程序  助力疫情防控

2020 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伏
桂瑾迅速学习并掌握相关技术，克服困难，
突破技术壁垒，加班加点快速开发，于正
月初三晚上测试完成“新型肺炎防控信息
统计表”微信小程序并上线运行。仅两天
时间，使用人数达 19184 人，使用人次超
过 2 万人次，开创了公司设计与开发周期
最短、使用用户人数最多的软件程序应用
上线先河。

此外，为了配合公司对于疾病防控、
数据统计、状态跟踪的切实需求，伏桂瑾
24 小时待命，全程跟进数据收集、数据清洗、
需求和开发实施过程。敏捷开发、快速响应、
迅速实施，她冲锋在公司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数据工作的第一线，为各单位的疫情防
控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实现疫情信息公
开化、防控数据精准化、防控过程透明化。

学无止境  深耕信息化平台

在技术攻关上，伏桂瑾主动请缨，为
寻找更好的技术解决方案，查阅大量资料，
结合公司实际业务需求进行上百次修改完
善，撰写代码达数十万行。在系统架构方面，
通过研究 SpringCloud 等众多开发框架，
形成更适应公司业务场景、更有利于团队
后期运维、用户体验友好的基础架构体系 ；
在系统内核引擎方面，通过研究行业内人
工智能算法的最新成果，结合公司业务需
求，自主研发了工艺设计专家系统。

在项目管理上，伏桂瑾与团队成员共
同研发了包括钣金工艺知识库、任务管理
系统、工艺管理系统和创成式热表 CAPP、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零件快速识别系统等
平台和工具数十个。

在与技术开发人员、工艺人员、业务
主管人员大量磨合交流的过程中，团队实
现对业务流程的梳理和知识体系的完善。
通过信息化系统开发，规范并简化业务的
输入和输出，通过 IT 技术实现对企业核心
知识体系的显性化、标准化规范，实现企
业对流程、数据、资源的沉淀、积累和优化，
这是伏桂瑾及其研发团队进行信息化、智
能化平台研发的价值所在。

伏桂瑾用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勤奋
务实的工作作风，奋战在企业信息化建设
研发第一线，续写着一篇篇绚丽的篇章，
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航空报国的理想信念。

共战直升机航电联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