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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天津：天津市滨海新区空港中心大道35号
景德镇：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航空路6-8号心语

心有大我 赤诚报国
	| 子铎

“每当国庆阅兵战机呼啸飞过，都是万众瞩目的时刻。人们在
仰望的时候，也是在行注目礼。几代战机几代人，他在长空留下
了鲜明的痕迹。”3 月 3 日，《感动中国 2021 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
2020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新中国飞机设
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顾诵芬当选年度人物。组委会
在颁奖词中写道 ：“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着报国的火 ；似大象
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的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
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

“享有盛誉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
奠基人之一”“我国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我国航空科技事
业的引领者”“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标签背后是顾诵
芬投身航空、践行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深厚情怀。“为党和国家做
了些事情，将毕生理想与祖国需要紧密相连的奋斗过程是最幸福
的。”战火纷飞的年代，年少的顾诵芬就立下“为祖国设计飞机”
的壮志 ；科学研究是他的自由王国，顾诵芬尽情恣意地探索科学
世界，如痴如醉地攀登科学高峰 ；从青葱少年到耄耋老人，从爱
好航模的男孩到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顾诵芬将一切奉献给新中
国的航空事业。70 年里，焚膏继晷、风餐露宿，从未却步。“顾诵
芬”三个字如同“灯塔”，为“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后来人指
明奋斗的方向。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精神力量激荡人心，令无数国人为之动
容，其中就包括“壮志凌云”的歼 10 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和“长
使英雄泪满襟”的航空报国英模罗阳。

仍记得，歼 10 飞机犹如一道蓝色闪电，直击长空！歼 10 的
横空出世，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的先进战机跻身世界航空先进行
列。当时中国遭遇西方技术封堵，宋文骢领衔研发的歼 10 飞机是
新中国航空工业扬眉吐气、名副其实的“骨气机”！ 2010 年 2 月
10 日，宋文骢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简洁凝练地概
括了他为我国航空事业奋斗的一生 ：“少年伤痛，心怀救国壮志 ；
中年发奋，澎湃强国雄心。如今，他的血液已流进钢铁雄鹰。青
骥奋蹄向云端，老马信步小众山。他怀着千里梦想，他仍在路上。”
五十载春秋风华，二十年丹心铸剑，宋文骢将全部心血默默倾注
给共和国的蓝天卫士，熔做了它的体，化成了它的魂。作为歼 10
战机的总设计师，“宋文骢”这三个字，终将与歼 10 飞机一起，
闪耀在中国航空工业腾飞的光辉史册上。

仍记得，歼 15 飞机从空中俯冲急下，干净利索着舰，稳稳停
在航母辽宁舰上。2012 年 11 月 24 日，中国首批舰载机全部完成
航母起降训练，实现了几代航空人让战机从陆地跨向海洋的梦想。
人们在拥抱，在欢呼，在庆祝。然而一天之后，辽宁舰返航，罗阳，
这位歼 15 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航空工业沈飞董事长、总经理，
突发心梗，以身殉职，年仅 51 岁。才见虹霓君已逝，英雄谢幕海
天间，罗阳用生命擎起了舰载机起飞，辽宁舰成为他一生战斗的
最后阵地，歼 15 飞机是他航空报国的最后见证。2012“感动中国
年度人物”颁奖词中深情写道：“如果你没有离开，依然会，带吴钩，
巡万里关山，多希望你只是小憩，醉一下再挑灯看剑，梦一回再
吹角连营，你听到了么，那战机的呼啸，没有悲伤，是为你而奏响！”
赤胆忠魂应犹在，殚精竭虑未了情——习近平总书记评价他是“民
族的脊梁”，无数国人为他落泪，被他感动。前 20 年研发设计飞机，
后 10 年制造生产飞机，罗阳的一生奔跑在航空报国的道路上。直
到生命终结那一刻，他还在思考，“思考着歼 15 以及沈飞和中国
航空的未来”。中国的航母和舰载机发展史上会永远刻下他的印记。

在宋文骢、罗阳、顾诵芬身上，有很多共同点，其中一点，
尤为鲜明。

“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飞机。”“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
人的寿命太短，时间太少了。如果人能活到 100 岁、200 岁，那我
还能为自己的国家研制几架飞机。”宋文骢立志要走出一条中国独
立自主设计研制飞机的道路。

“我们最大的追求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我国的先进战机能
够早日装备部队，使我国的国防工业能够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罗阳驰骋航空武器装备设计制造领域 30 年，用生命为蓝
天铸剑。

“搞科技的人，首先必须想到的是保卫国家 ；要多读书，还要
学以致用，真干实干 ；做任何事，不要把个人名利放在第一位。”
顾诵芬视责任高于一切，他一以贯之，把事业和工作放在首位，
时刻想着航空报国。

他们是旗帜，他们是丰碑。心无旁骛，精于本职，不忘初心，
锐意进取，生生不息的航空报国精神，正是他们给予我们的宝贵
馈赠。

他们作为航空工业杰出代表，令国人认识“深藏功名尘与土”
的航空人、认可“隐秘而伟大”的航空事业、被“忠诚奉献、逐
梦蓝天”的精神力量激发和感动。他们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精神
丰碑。他们是航空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感人事迹，感染并激励
着全体航空人，接续奋斗，永不停歇，昂首阔步迈向航空强国新
征程，把航空梦延伸到更加广袤的海天深处。

逐梦蓝天七十载  为国砺剑守苍穹
（上接一版）

1939 年，顾廷龙应叶景葵、张元
济盛邀，在上海创办了私立合众图书馆。
顾诵芬曾经在纪念文章中写道 ：“在国
家遭受外敌入侵，江南藏书摧毁殆尽的
艰难时刻，叶景葵、张元济等老前辈为
‘继承先民所遗之宏业’‘各出私人之藏，
聚沙集腋，荟萃一所’‘以资发扬中国
之文化’。在这些老前辈身上，充分体
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负责的
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对社会无私奉献
的传统美德，实在值得后人敬佩！”	

耳濡目染父辈们的壮举及抱负，顾
诵芬也在他的一生中，践行着祖国利益
高于一切的爱国情怀与理想信念。	

1937 年 7 月，7 岁的顾诵芬目睹
了日军飞机轰炸北平城。他至今仍清楚
地记得 ：“日军轰炸二十九军营地，轰
炸机就从我们家上空飞过，连投下的炸
弹都看得一清二楚。二十九军的驻地距
离我家最多不到两千米，爆炸所产生的
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
击波震得粉碎。”	

在战火纷飞中，他立下了“为祖国
设计飞机”的誓言。	

顾诵芬从小就显示出对理工、航空
的极高天分。在父亲的支持下，年少的
顾诵芬在科学世界的探索中，是自由的，
甚至是恣意的。这为他的飞机设计之旅
创造了温热的土壤。	

10 岁生日时堂叔送的木制航模让
小小的种子生根发芽。“那个航模是木
结构的，飞了两次就摔坏了。父亲见我
喜欢，就带着我到一家外国人开的店里
买了一个更坚固的舱身型航模。”	

集中精力，沿着热爱，向价值和意
义钻下去、深下去，这是父亲对顾诵芬
人生和事业最大的言传身教。	

回忆起父亲对自己的教育，顾诵芬
说 ：“做真正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父亲
绝不会干涉。”	

顾诵芬是一个十足的“学霸”。
1947 年，顾诵芬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
业，参加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的考试，选择的都是航空学专
业。他凭借实力获得了三个学校的录取
名额，最终出于母亲不愿意儿子离开身
边的缘故，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	

大学生涯与航空专业的亲密接触，
让顾诵芬如痴如醉，航模的世界更是让
他尽情施展。这也为他将来从事飞机设
计事业奠定了理论和部分实践基础。	

1951 年，顾诵芬按照国家分配的
原则，告别了父母，怀揣着航空梦想，
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这趟列车，一坐就是 70 载，顾诵
芬将他的年华奉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
业，雨露风霜，从未却步。他也从往昔
的那个青葱少年，成了耄耋老人 ；从往
昔的那个爱玩航模的男孩，成了新中国
飞机设计大师。	

从北京到沈阳，
开启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登攀之旅 

1951 年，航空工业局成立，局址
在沈阳。顾诵芬留在了位于北京的办事
处。	

时年 21 岁的顾诵芬遇到了徐舜寿、
黄志千等当时中国最优秀、最权威的飞
机设计专家，这对他一生从事飞机设计
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徐舜寿对顾诵芬而言，是属于影响
非常大的一位良师益友。徐舜寿的敏而
好学、刻苦钻研，既与顾诵芬志趣相投，
也给他树立了一个榜样。顾诵芬回忆 ：
在与徐舜寿一起出差的时候，看到他为
了充分利用时间，在硬卧车厢里，把随
身携带的硬壳提箱当桌子，摊开稿纸就
开始翻译。他的翻译水平很高，半小时
就可以翻译两页，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在
去南昌的旅途中把康恩《飞机强度学》
一书译了出来。而译著所得稿酬，他一
如既往，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	

成长后的顾诵芬，也和前辈徐舜寿
如出一辙 ：出差时候翻译、对国外前沿
读物如数家珍，是一本行走的“航空大
百科”。	

另外一位令顾诵芬肃然起敬的良师
益友当属黄志千。	

“当时航空工业已从修理、配造走
上了整机仿制的道路，并已开始了自行
设计的萌芽。在志千同志的主持下，我
们曾协助 320 厂准备拉 -9 机翼静力试
验的资料。为雅克 -18 考虑喷农药的
方案，也都是在志千同志带领下干的。”
顾诵芬曾在《怀念志千同志》文中写
道 ：“我在处理技术问题，特别是技术
数据时，往往凭记忆。志千同志则一再
告诫必须查文件，记忆难免有失误之处。
万一失误，造成的后果就会很严重。”	

初创的新中国航空工业正值抗美援
朝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修理苏联支援的
各型飞机。而顾诵芬所在的制图组就是
负责当时苏联提供的飞机、发动机、配
件等图纸的翻译和复制，为工厂的维修
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那时，苏联只保证我们能制造出
飞机来，但不告诉你怎么去设计飞机，
给我们制造的飞机基本上都是要退役
的，没有新东西。如果我们要修改飞机
上不合适的地方，他们也不同意。”	

在制图组的工作，虽然使顾诵芬能

够一步步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与飞机制
造中的实际结合起来，但他仍对设计中
国人自己的飞机保有执念。	

蓬勃发展中的新中国航空工业并
没有让顾诵芬和他的同伴们等待太久。
1956 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航
空工业局发布了《关于成立飞机、发
动机设计室的命令》，决定在 112 厂、
410 厂分别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
一纸令下，标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开始
从修理、仿制向自行设计迈进。徐舜寿、
黄志千、顾诵芬等人义无反顾地离开了
工作和生活条件都较好的北京，远赴沈
阳。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设计中国
人自己的飞机。	

在这之后，来自工厂的技术骨干，
从相关大专院校录用的毕业生纷纷汇聚
沈阳。就这样，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
室迅速组建起一支初具规模的设计队
伍。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 22 岁、荟萃
着新中国最优秀飞机设计师的队伍中，
顾诵芬承担起了气动组组长的职务。	

设计室确定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
架亚声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临界马赫
数 0.8，选用平直机翼、两侧进气方案。
经上级批准，飞机定名歼教 1。	

只在大学里听教授们讲过螺旋桨飞
机设计的顾诵芬负责这架飞机气动布局
设计。“当时压力挺大的，这是个难题。
我之前没接触过喷气式飞机设计，只能
到北航图书馆去查阅资料。”顾诵芬说，
“当时的北航门前还是土路，没有公交
车，只能每天晚上骑自行车去，买了硫
酸纸把重要的图描下来带回去。既没经
验，又没有得心应手的资料，只有少数
几本参考书，只能硬着头皮干。”	

面对种种难题，顾诵芬没有退缩，
他把所能搜集到的苏、美、欧洲国家的
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有价值的
信息全部装进头脑中，又将其与面临的
课题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
分析与计算。他还与军工专家们一起，
利用当时仅有的、从没在工程中应用过
的风洞，边摸索、边试验。“在物资极
度匮乏的情况下，白天下班后，我带着
同事们一道去医院收集废针头，焊接在
铜管上，组成模型……”	

一勤天下无难事。1958 年 7 月 26
日，歼教 1 飞机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
成功。	

从 1956 年 10 月开始设计到 1958
年 7 月首飞成功，歼教 1 飞机只用了一
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其速度之快，令世
界瞩目。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
歼击教练机。通过这架飞机的设计制造，
新中国航空工业锻炼了自己的飞机设计
队伍，为以后进入自行设计积累了宝贵
经验。	

随着歼教 1 腾空而起，顾诵芬又完
成了初教 1（后改为初教 6）飞机的气
动力设计任务。他在几乎是一张白纸的
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中创建了属于中国
人自己的气动力设计方法，也在应用空
气动力学的研究和实践方面登上了新的
高峰。	

三上蓝天，“只把深情寄长空” 

20 世纪 60 年代，研制歼 8 飞机的
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顾诵芬被任命为
副总设计师。	

面对中国历史上第一架超声速飞
机，在没有任何技术储备、世界各国对
此高度封锁的情况下，为了让各个系统
能够拿到最精确的结论，顾诵芬只能不
断地找资料、不断地计算载荷、一遍又
一遍地发通知更改方案。	

就在顾诵芬飞机设计生涯最步履维
艰的时候，母亲走了。离开上海到北京
报到，离开北京前往沈阳，离家越来越
远，母亲的相思越来越重。回忆起双亲，
顾诵芬满怀自责 ：“为了搞航空，我把
母亲给牺牲了……”	

1969 年 7 月 5 日，我国自行研制
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 8 在沈阳
首飞成功。原沈阳所宣传部长徐德起写
的《呕心沥血为新机》一书中有这样一
段描述 ：“这一天，试飞机场上人们屏
声静气地注视着跑道一端的歼 8，顾诵
芬同志手掐秒表，准备测算歼 8 滑行时
间。飞机飞起来了，秒表测得的数据与
计算完全相符。20分钟后，歼 8返航了，
首次试飞成功了！他悄悄离开人群，去
思索下一步试飞方案。”	

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飞机出现了
强烈振动。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顾诵
芬瞒着家人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乘坐
歼教 6 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飞飞机后
面观察振动情况！	

与顾诵芬亦师亦友的飞机空气动力
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当时也见
证了这一“壮举”。据李天回忆，由于
歼 8 飞机首任总设计师黄志千逝于空
难，顾诵芬的夫人江泽菲曾和他有一个
约定 ：不再乘坐飞机。这并不是出于对
飞机安全的不信任，而是不忍承受失去
至亲的痛苦。	

亲自上天观察歼 8 飞机后机身流
场，这对长期从事脑力劳动、体质健康
状态一般又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
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据当时驾驶歼
教 6 飞机的试飞员鹿鸣东回忆 ：“顾总

那会儿已是年近半百的人，却丝毫不顾
过载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
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
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这让在
场的所有同志都十分震撼和感动。”	

一次空中观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顾诵芬又接着第二次、第三次上天，直
至发现问题所在，最终和团队一同解决
了气流严重分流的问题，并做了对飞机
后机身整流包皮的修形设计，彻底排除
了飞机跨声速抖振的现象。	

在评价这段经历时，顾诵芬只讲了
三句话，却句句掷地有声 ：“搞科技的
人，首先必须想到的是保卫国家 ；要多
读书，还要学以致用，真干实干 ；做任
何事，不要把个人名利放在第一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研究院
院长孙聪也曾这样感叹 ：“顾总曾告诉
过我，要想当好飞机设计师，就要和试
飞员成为朋友。他是那个能把命托付给
你的人，我们就是要有过命的交情。”
日渐的磨砺，让孙聪真正明白了这句话
的涵义——设计师与飞行员要以型号为
纽带，一起检验设计方向，挖掘型号潜
力，让飞机飞得更高更远。	

1980 年，歼 8 Ⅱ飞机立项研制，
其作战性能要求远超歼 8 飞机。顾诵芬
任该型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
的气动布局方案，解决了二元超声速可
调进气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他
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
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
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军方评价，
歼 8 Ⅱ飞机是当时“我国空军装备的歼
击机中最高档的机种，对改善空军装备、
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成为当时空海军的核心装备。2000 年，
歼 8 Ⅱ飞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奖。	

在歼 8 Ⅱ型号酝酿时期，顾诵芬曾
在沈阳所的会议室里，摔了一跤。	

“那天正在讨论飞机怎么改进，来
了一个电话。”被屋里的黑板架绊住的
顾诵芬，脸向前摔倒了。站起来以后失
去了知觉，身体往后一倒头部重重地碰
在水泥墙壁上。时年 50 岁的顾诵芬，
在急救车上，不时呕吐，到医院抢救才
终于醒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航空工业沈阳所
首席专家杨凤田记得特别清楚 ：“顾总
一醒来就用微弱的声音跟我说，我去不
了北京了，你一个人去，到北京找老管
（指管德副所长），你们俩去汇报。他爱
人就在旁边，顾总却一句话都未及说，
就再次昏迷过去。他一贯把事业和工作
放在第一位，时刻想着航空报国。”	

提起顾诵芬院士，大家不约而同地
都提到了“读书”这个关键词。顾诵芬
院士自己也会打趣 ：“我的本事就是会
找书。”事实上，他不仅会找书，会看
书，更会用书。只因为在新中国白手起
家的航空工业建设中，一切都需要从零
做起，从书中学习，从世界先进技术中
学习。这样的学习还异常迫切，一万年
太久，只争朝夕。	

杨凤田讲道 ：“由于他博学强记，
一些期刊都存记在他脑海中，他的脑子
对资料的储存真不亚于计算机。使我感
动的是每当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些技术问
题，找到他，他都能立即给出 NASA
或 AGARD 报告号，一查果真是所要
参考的内容。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
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	

1965 年毕业的清华大学高材生孙
卿回忆说 ：“我到了所里，第一次听顾
总讲课，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长长的、
复杂的气动力数学公式，完全凭记忆。
我当时就感到惊讶，对他产生了由衷的
敬意。像他这样的，我只是在大学里见
到一次，听钱学森先生讲课。”	

1986 年，顾诵芬从沈阳调任北京。
这次离开，看似离型号一线远了，却赋
予了他更重要的使命——关注国际航空
领域发展动向，探索中国航空工业的发
展路径和未来。	

走向未来航空，“只愿此生长报国” 

1991 年，顾诵芬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 ；1994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成为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	

对“院士”二字，顾诵芬有着自己
的理解和感受，那就是责任远远高于荣
誉。	

顾诵芬位于航空工业科技委二层东
侧的办公室里，除了一张电脑桌、两张
为客人准备的旧沙发外，全被书柜、书
架所占，地上堆放着一摞摞书刊和装着
资料的纸箱，靠窗摆着他用了 30 多年
的老式办公桌和一把再普通不过的木
椅。	

30 多年来，他在北苑二号院的家
和办公室之间穿行，一步一步，引领着
航空人探索并走向中国航空工业的未
来。	

20 世纪 90 年代，顾诵芬抓住机遇，
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
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
的飞机设计技术人员受到锻炼，并为设
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2001 年 6 月，他不顾年事已高，
随我国大型运输机发展战略咨询课题组
走访空军，赴上海、西安两地调研，历

时一年，完成咨询课题报告，促进了大
型运输机预研工作的开展。在多年后，
国家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立
项的决策中吸收了他所提建议的核心内
容。	

他亲自指导的 CFD（计算流体力
学）课题研究，使我国 CFD 技术走上
健康发展的道路 ；他推动和主持 ACT
（主动控制技术）的试验，为我国飞控
技术的发展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在他建议和主持下，2003 年开展
了“2020 年航空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2008 年开展了“2030 年航空科技发展
战略研究”。经过几百位专家共同努力，
完成总结、专题报告多份，为航空工业
长远规划提供了技术支撑。	

2005 年，他被聘任为 ARJ21 支线
客机设计工程技术专家组组长。他带领
专家组赶赴上海考察和指导，对研制工
作及设计方案进行评估，提出了决定性
的咨询建议。	

2018 年，年近 90 高龄的他，仍然
心系航空科技创新。在第五届航空工业
“科技月”启动会上，他分享了参加两
院院士大会的所思所想 ：“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后，我整夜没能合眼，感
觉压力很大，一直在思考我们的航空工
业到底要如何突破‘卡脖子’的关键专
业和技术问题。”他勉励广大航空领域
科技工作者，要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了解航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
之乐。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
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
助。”顾诵芬对年青一代的成长寄予厚
望，对自己所做的却又异常低调。	

航空工业沈阳所专务、型号总设计
师赵霞对此深有感触 ：“如果在工作中
遇到问题，我们就会带着材料到北京来
找顾总寻求帮助。他总是先认真听我们
讲完，再指出症结所在以及要去哪里查
找资料。”“他是个一生只想着干航空的
老头儿，没什么兴趣爱好。偶尔答应一
起去散步，也要拉着我们谈人生。”赵
霞笑言，自己就是时刻都在顾老的注视
下，走好航空报国这一路的。	

……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也是党领导的新中国航
空事业发展 70 周年。在聚焦世界目光
的第 13 届中国航展上，迈进“20 时代”
的中国航空工业昂首展示着风雨兼程、
薪火相传 70 载的成就与自信。	

70 年来，我国航空装备实现了从
第三代到第四代、从机械化到信息化、
从陆基到海基、从中小型到大中型、从
有人到无人的跨越 ；航空工业实现了对
世界强者从望尘莫及到同台竞技的跨
越 ；航空科技研发实现了从亦步亦趋到
自主创新的跨越。而这背后，是一代代
航空人将“报国”刻进骨血，将“强国”
披甲上身，在逐梦蓝天的征程上不断超
越，超越，再超越。	

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新
中国飞机设计机构的创建者徐舜寿和黄
志千，与他们培养出的中国飞机设计大
师顾诵芬、屠基达、管德、陈一坚、陆
孝彭等一起开创了新中国飞机设计的第
一个黄金时代。他们，是新中国航空事
业的先驱，创业维艰、壮志未酬。	

“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创造了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多个
“第一”，一生交纳大额党费超过 20 万
元 ；以赤子之心铸就祖国蓝天“龙魂”
的歼 10 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永远保
持冲锋者的姿态，将自己的一生与航空
事业紧紧相连 ；英雄谢幕海天间的航空
报国英模罗阳，以身许国，在歼 15 飞
机首次着舰成功后，却倒在了工作岗位
上。他们，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精神丰
碑，殚精竭虑、至死方休。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伟眼中，“弯
道超车”的中国航空工业，正在面向未
来战场环境的需求，和各国军工巨头一
起进入多向攻坚的“黑暗森林”；在中
国工程院院士唐长红看来，我们有信心
为国家研制更多更好的飞机，满足国家
未来战略需求，航空强国就是“想用就
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会涛认为，研
制武器装备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了制止战
争，保卫和平，只有做好了打仗的准备，
具备了相应的能力，才能享有相对和平
的权利。他们，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中
坚力量，科技创新，探索不已。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什
么都不说，祖国知道我”“祖国终将选
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
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这些话语，
朴素却掷地有声，已经成为了航空人的
标签，寄托着航空人的信仰。	

正如顾诵芬院士所言 ：“回想 70 年
的航空生涯，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
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党和国家做了些
事情。我深切感受到，将毕生理想与祖
国需要紧密相连的奋斗过程是最幸福
的！”	

逐梦蓝天七十载，为国砺剑守苍穹。
顾诵芬院士用他九十载奔腾的人生、始
终不渝的爱国之情，激励着数十万航空
人意气风发、昂首阔步迈向航空强国新
征程。	

（上接一版）
							在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年的时间轴中，一代代航空人奔腾向前，
凝结出“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精神。在今年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航空工业光电所科学技术委员会专职委员羊毅，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航空工业首席技术专家唐长红将分
别联名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提交关于传承发扬航空报国精神的建
议。	

人才是第一资源，特别是高科技和高技能人才更是支撑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全国政协委员、航空工业沈飞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李克明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发动研所专职总师单晓明
不约而同针对企业高科技人才考核认定、奖励激励机制等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同时，作为来自生产一线的劳模和工匠代表，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航发黎明操作工栗生锐则带来了关于加快推进特级技师
评聘工作的建议，提出应在高技能人才中设立特级技师，进一步畅
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和待遇水平，为
健全完善我国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奠定基础。	

航空业代表委员除关注航空领域主责主业的相关议题外，还通
过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主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目光投向国计
民生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全国人大代表、航空工业陕飞部件厂飞机
铆接装配钳工赵平，全国政协委员、航空工业洪都副总工程师崔彦
勇分别围绕互联网环境治理和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等给出了自己的解
决方案。	

全国两会是沟通“江湖”与“庙堂”的桥梁，面对着新形势新
任务新挑战，航空业代表委员已经做好准备，信心满满赶赴两会。	

此刻开始，我们满怀期待，一同进入“两会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