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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钻研焊接技术的状元
——记航空工业沈飞第二届“飞鹰杯”职工技能大赛“焊接专业状元”赵兴旺

	| 刘琳

赵兴旺是航空工业沈飞工程技术
中心技术办公室主管工程师。多年来，
他潜心于技术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焊
接技术理论知识 ；扎根生产一线多年，
将理论结合实际，解决了大量生产难
题。他曾荣获“沈阳市技能标兵”，多
次获得沈飞公司“青年岗位能手”“青
年岗位标兵”等荣誉 ；他在 2021 年
沈飞公司第二届“飞鹰杯”职工技能
大赛中发挥出色，取得了“焊接专业
状元”的优异成绩。

立足岗位　稳步成长

2009 年参加工作以来，赵兴旺一
直从事焊接技术研究及技术管理工作。
2009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他工作
于沈飞 21 厂技术室，分别担任过工艺
员、室副主任、室助理，先后参与了
多个科研型号项目工艺准备工作，编
制工艺规程 5000 余份，熟练掌握了
包括手工氩弧焊、壁板自动焊、机器
人自动焊、电阻点焊、电阻缝焊、火
焰钎焊、氧乙炔焊、真空充氩气焊、
激光焊接等工艺方法及工艺特点，具
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生产
经验。他善于针对不同零件的结构特
点制定出最合理的工艺加工方案，曾

组织开展多项科研生产的重大技术问
题处理工作，敢于大胆创新，善于组
织协调，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充分发
挥了带头作用。

创新思维　攻克难题

2021 年 1 月， 赵 兴 旺 调 入 沈 飞
工程技术中心技术办公室，负责焊接
与增持专业技术管理工作。新的岗位
意味着新的责任，为了尽快提升适应
新岗位，他充分利用每一分钟，从点

滴学起、做起、干起，在实践中不断
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不断加强理论
学习，积极与同事进行交流沟通，力
争在新的岗位做出新的业绩。他工作
业务能力扎实，思路开阔，勇于创新，
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处理生产
线技术问题时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
在日常工作中，采用创新性思维解决
了“某型号飞机电阻点焊压痕过深问
题”“某自动氩弧焊零件起弧微裂纹问
题”“某近净尺寸焊接件精准成形问题”
等多项技术质量问题，并积极推动手
工焊接向机器人自动焊接方向转型、
推进传统焊接向先进的高能束焊接技
术发展，有效提高了焊接生产线技术
水平，提升焊接生产能力，确保焊接
零件高质量高效率交付。

求真务实　技术突破

赵兴旺在分管焊接技术工作方面
肯下苦功夫，他善于统筹兼顾，规范
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并倡导技
术人员要积极深入生产一线，做好技
术服务保障工作，同时要对一线技能
人员操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用心观
察，不断提高对焊接技术的理解。室
内技术人员学习焊接技术的热情经他
巧妙调动，形成了“人人学焊接，人
人懂焊接”的良好氛围。他分管的各

项工作推进都规范有序，井井有条。
在主管焊接技术工作期间，他主动作
为，迎难而上，突破了多个生产线技
术瓶颈，积极申报并开展课题研究，
形成了《提高某沉淀硬化不锈钢焊接
件合格率工艺研究》《某涂层铝合金
电阻点焊接头性能研究》《某钛合金激
光拼焊接头显微组织及力学性能分析》
等多份技术总结报告，为新机科研提
供了技术储备，也为焊接技术人员提
供了宝贵的知识财富，进一步提高了
焊接技术水平。为了更好地提高焊接
产品质量，他积极与现场技能人员沟
通交流，并指导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消
化新形势下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规
定，不定期地组织现场技能人员参加
培训，帮助他们提高技能水平，提升
质量意识。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赵兴旺始终怀揣着“航空报国，
航空强国”的赤诚之心，把个人理想
与航空工业发展和民族振兴紧紧联系
在一起。他始终扎根在科研生产一线
的最前沿，以求真务实的态度、饱满
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各型号项目的科研
生产中，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
忘我的工作态度，践行着新一代航空
人的使命。

千钧一发间的
蜕变之路

	| 谷玉辉　韩凯枫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
话铃声打破了航空工业新航一分厂
按部就班的工作节奏。那个上午，
一切工作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突
然工艺室电话响起。“出问题了，
是 19。”工艺室主任张亮手里拿着
电话对旁边的工艺员韩晓明满脸凝
重地说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一分厂悄然打响……

客户至上　闻风而起

“收到，我们立即出发”。接到
出差命令的韩晓明简单收拾行李，
配合质量处处长钟亮、设计员曹和
姣一起出发奔向目的地。此时大家
还抱有一点期望 ：“没拆下来，一
切就皆有可能，也许拆下来发现泵
没问题呢”。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几人刚下飞机，部队就传来消息 ：
泵拆下来了，是 19 泵故障。　

此时，好像一口大钟在大家心
头狠狠地敲响，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最后一丝期望破灭了，随之而来的，
是极大的失落感。

机场离部队还有 400 多公里，
几人开着租来的车到达部队已经是
凌晨 5 点。寒风中，他们爬上飞机，
检查拆下的故障泵，判断故障机理，
联系车间复查过程记录。配合主机
厂安装备用泵，经过试车，终于顺
利起飞。

带着故障泵回到单位后，相关
人员连夜拆泵找原因，而后就开始
了长达两个多月夜以继日的疯狂作
战。他把经历写成了千字长文，与
车间人进行交流，方便大家以系统
思维看待问题。现场的师傅们看着
跑上跑下的晓明，都能感同身受，
因为产品是从这个家出去的，是所
有师傅的“孩子”。

24 小时紧急作战

“收到。”没有废话，有任务就
开干。11 月，分厂收到紧急任务，
第二天 6 点前两台合格的崭新泵必
须交付。这样的任务按正常生产节
奏是不可能完成的，大家脚步都在
不自觉地加快，与该产品有关的制
造、装配、试验人员组成突击队，
抓紧每分每秒赶制两台泵。

下午 3 点，所有部件到位，此
时实际操作时间已不足 14 小时。
突击队将每一道工序的时间都精确
到分钟，时间紧、任务重，人手不
足，研磨间的荆科在研磨部件时，
实现了干活、测量、记录同时进行。
上道工序干完一个零件，测量合格
后马上传递到下一工序，就像是在
完成一场接力赛一样，传递零件时
大家恨不得跑起来，为后面的工序
争取时间。这时，磨工于志强走到
主任旁边，拍拍他的肩膀说道：“我
就住家属院，离工厂比较近，夜里
有啥事儿需要磨工，你可千万要通
知我。”

晚上 7 点多，距交付时间还有
不到 12 小时，难题出现了，为保
证壳体能在几百米外九车间的烘箱
内完整加热且不耽误钳工压衬套，

团队果断安排四个人留在九车间负
责给壳体加热以及记录数据，两个
人负责往返运送加热的壳体，由钳
工吕斌师傅完成压衬套任务。压完
衬套的壳体温度还没冷下来就被捧
到下一处钳工台，那里的蔡顺雨早
已把工具和灯光都调整好，给壳体
钻孔、去毛刺，保证壳体上加工中
心之前是合格的。

整个过程对每一位师傅不单单
是技术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对他们
心理的考验，因为任何一个工序都
没有重来的机会。尤其是加工中心
的时瑞豪和李新杰心理压力最大，
时瑞豪接到命令顾不上接孩子，给
家里打了个电话就一直在车间准备
着。当壳体送到他们手上时已经是
后半夜了，两位师傅赶紧接手，关
键的时刻发现在镗一个小孔时由于
刀具磨损很难保证尺寸，师傅们直
接动手在现场现改一把镗刀，这才
在凌晨 3 点将全部零件完成并送到
装配室。

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装配
时发现其中一根轴配合过紧。经测
量是轴径偏上差，经验丰富的师傅
们马上提出解决方案 ：“时间不够
了，孔现在肯定是不能动，微调轴
径！”可现场并没有准备技术过硬、
心理素质极强的磨工师傅。旁边的
杨主任立刻想到下班时拍了他肩膀
的于志强，于志强可是航空工业特
级技能专家。让人没想到的是杨主
任的电话刚打过去，电话那头接通
了……不过十几分钟，一头大汗的
于光强就进了车间。临时需要加班
或者攻克急难险重的任务，他总是
时刻准备着第一时间随叫随到。

“活在哪呢？”没有多余的交
流，稳定一下心跳，于志强就熟练
地开动了磨床。这是一场和时间的
赛跑，是对每个人技术、心理抗压
能力以及团队配合的极限考验，所
有人都知道，6 点的航班在等着大
家，遥远的地方有一只雄鹰在等待。

破茧

经此长役，分厂内部总结经验，
上下各级针对泵的生产过程进行研
讨分析，制定了科学严谨的专用生
产计划。近两个月滑油泵的生产做
到了零失误，于月底交付了 28 台
质量过关的产品，提前超额完成了
生产任务，为部队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

对新航人来说，每一件从分厂
出去的产品都是离家的孩子，是所
有人的骄傲，也是牵挂。大家都希
望产品能优秀地完成它们各自的任
务。一分厂的每一个人不负众望地
做好每一台泵，让每一只等待展翅
高飞的雄鹰都能打通“血管”，翱
翔祖国蓝天。逐梦蓝天，在华夏大
地的天空上筑起一道坚实的堡垒，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是
所有航空人的梦想与责任，太多太
多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不被人知
晓，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将航空人
的精神代代相传，在历史的长河中
绽放光芒。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一天
	| 杜勇　田筱

他们，在和时间赛跑——
上午 8 时，伴随着一阵急促的电

话铃声，还没来得及放下背包，他们
就开始回复主机客户关心的紧急项目
进度 ；

8 时 45 分，习惯性地登录 PDIE
平台，复盘所有项目的实际进展和存
在问题，对临近节点的项目逐一进行
情况落实和看板回复 ；

10 时，赶赴系统部门参加型号投
产评审需求会，捕获主机需求、落实
跟进产品投产节点 ；

11 时，召集项目团队，传达所级
要求，仔细梳理并识别技术状态风险
和测试能力短板 ；

13 时，整理某紧急项目专项协调
会的汇报材料 ；

14 时到试验大厅项目系统联调工
位参加项目现场周例会，汇报当前进
展和存在风险 ；

16 时针对项目风险项，协调督促
配套部门加快进度，同时向系统部门、
职能部门协调最新节点 ；

18 时 45 分，参加每周一次的研
制工作推进会，与各个部门的综合 PE

对计划、说风险、想办法 ；
晚上 8 时，再次复盘项目的风险

和推进难点，思考如何更加有效地保
证项目顺利进行……

这就是航空工业自控所计算机及
电子系统工程部 PE 团队一天工作的缩

影，一天四五十次的电话沟通和各种
会议，看似烦琐简单，但却是每一个
项目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一环。

破冰·管理革新

2021 年，为了让设计回归设计，

自控所将型号主管从各类烦琐的事务
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按片区设置了 PE
岗位。PE，即型号研发项目工程师，
主要负责进行所有研制类型号科研的
项目策划和项目的全流程管控。

虽然 PE 团队只有寥寥四人，但却

承担起了整个电子部飞控、导航、弹类、
民机等所有项目的统筹管理任务，全
力扭转之前型号主管统管一切的局面，
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设计质量和项目
推进效率。

在自控所的统一规划部署下，目
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所级 PM+ 事
业部 PE 的联动机制，精细管理在项目
研制中初显成效。在防务工程部、民
机工程管理部的牵引下，各事业部 PE
间不断加强交流与沟通，将项目风险
提前识别，将潜在问题消灭于萌芽。
借助于 PDIE 信息化平台，PM 下达一
级计划、事业部 PE 分解二级计划，将
研制工作充分显性化，通过刚性执行
计划、严格考核，使计划下达数量和
完成率均大幅提升，项目进展更加透
明化、可视化，电子部 PE 团队通过计
划承接和分解，前端与供应链管理部、
制造工程部拉动元器件和机加件快速
齐套，后端与飞控部、导航部沟通协
调确保一级任务顺利完成。

担当·主动果敢

危急时刻见真章。当项目出现任
何问题时，PE 团队总是主动果敢、奋
勇当先地战斗在第一线。2021 年 4 月，

某重点型号的关键部件在地面联试阶
段发现某芯片存在缺陷，影响飞机飞
行安全，而此时距离交付首套装机件
仅剩一个多月时间。若产品无法按时
交付，不仅会影响飞机首飞，也会严
重影响自控所的声誉。重新研制芯片
已经不可能，PE 团队迎难而上与领
导和技术团队进行充分沟通，决定即
刻启用备选方案完成重新设计和投产。
形势刻不容缓，PE 组织项目团队连夜
奋战，盯研发、催生产、保交付，确
保每一环节都无缝连接，最终在规定
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产品的交付，
获得了主机的肯定和赞许，捍卫了自
控所的荣誉。

每一个项目成功的背后，究竟需
要多少人的努力和付出！

从无到有的背后，又凝结了多少
航空人的执着与追求！

在工作与个人生活有时发生冲突
时，哪怕是本该陪伴家人的节假日，
PE 团队的每一位成员仍执着地选择投
身自己热爱的事业，他们的身上体现了
自控所创新文化的四个字，那就是——

果敢担当！

坚守戈壁的“螺丝钉”
	| 王玉昊

型号研制离不开试验数据的支撑，
而获取试验数据需要遥测的大力支持。
为了完成数据接收工作，大量的外场
遥测保障任务必不可少，但这些任务
普遍面临地域偏远、周期漫长和条件
恶劣的重重困难，长时间出差在外，
对每一名参试队员的生理和心理都是
严峻的考验。

在航空工业导弹院有一位年逾半
百的老同志，他像一颗螺丝钉深深扎
进外场，书写着自己的航空报国使命。
近十年来，平均每年外场试验保障时
间 超 过 270 天，2021 年 甚 至 达 到 了
303 天——他就是导弹院十所职工李志
勇。

在外场团队眼中，他是冲锋在前、
义无反顾的“李队长”。数十年如一日，
始终坚守在外场第一线，别的试验队
员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都会回家休
整一段时间后再赴外场，而他作为试
验队的遥测负责人，经常在外场从年
初一直忙碌到年末。因此不论是新队
员还是老队员，总能在辗转奔波、抵
达外场后，第一时间见到这位熟悉的
老队长。

“李队，我们又见面了。”面对众
人亲切的问候，李志勇总会报以亲切
的微笑和诚挚的言语 ：“一路辛苦了”，
并根据任务需求，做好试验过程中遥
测保障任务的统筹规划和工作管理 ：
认真了解任务的各项要求，对接整体
的计划进度，落实工作具体步骤，合
理分工队员们的保障岗位。他总能够

和新到的队员们快速打成一片，快速
实现团队整体的磨合和协调，在纷至
沓来的各项试验保障中同甘共苦、携
手前行。

在青年员工心里，他是可亲可敬
的“李老师”。某次外场试验，需要布
设多个遥测地面站接力完成遥测数据
接收，这对整体的接收规划提出了非
常高的要求。李志勇带领青年团队实
地考察布站位置、理论计算接收距离、
合理利用设备指标，高质量地完成了
系统性的接收方案，不仅成功应用于
该项任务，也对后续任务提供了良好
的借鉴。同时，在试验中，李志勇积
极推进外场的系统培训和制度建设工
作，在反复论证和实践的迭代过程中，
为遥测保障建立了一套高效完善的运

行制度，充分实现了保障任务的规范
化和流程化。

工作中，李志勇对年轻人给予悉
心指导，言传身教、倾囊相授，努力
帮助新员工成就更好的自我。在他身
上，年轻人学到的不但有工作的本领
和做事的方法，更有深入分析的严谨
思维和群策群力的团结一心，每一个
人在科研工作和人生道路上都收获了
更大的进步。

在型号试验中，他是排除万难、
拼搏任务的“老李”。某次试验任务成
功完成保障后，在设备的自检收尾阶
段出现了跟踪回路不稳定的问题，经
过团队全力排查后顺利完成了排故，
设备恢复正常，但此时正是寒冬腊月，
已经投入使用十年之久的设备，在零
下 30 摄氏度的低温中工作仍然存在着
一定的故障突发风险。由于第二天还
有保障任务安排，必须确保接收设备
的正常可靠，完整有效地接收遥测数
据为数据分析提供支持，因此需要保
证设备 24 小时连续通电和专人值守。
面对突发的特殊情况，李志勇没有多
加考虑，选择了留下，让其他队员返
回驻地休整。

冬季深夜的戈壁寒风呼啸，孤零
零的遥测地面站方舱内却灯火通明，虽
然有车载暖气和“小太阳”的双管齐下，
舱内的温度计读数始终低于零下 10 摄
氏度。李志勇在临时搭建的铺位上和
衣而卧，每隔 1 小时就起身监测设备，
细心观察每一项工作指标，详细记录
每一条性能数据，丝毫没有受到疲惫
和寒冷的影响，保证了接收系统的正

常稳定。第二天凌晨 4 点，试验队其
他成员按时抵达，他和团队成员仔细
地对系统状态进行了全面检查，做足
充分准备，确保了当天试验任务的顺
利完成。

在个人家庭中，他是备受家人关
怀、寄予厚望的“小李”。尽管已年近
50，却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他不负家
人的期待，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勤奋，
在航空事业中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
水。由于外场任务的特殊性质，李志
勇经常无暇照顾家中年逾八十岁高龄
的父母。2022 年春节假期期间，因任
务要求，需要遥测人员进场开展保障。
接到通知后，李志勇没有半分犹豫，
尽管此时正是家人需要陪伴和照顾的
时候，但他还是把家里的事情全部安
排妥当。克服外场工作多年落下的腿
伤和腰伤疼痛，背上平时准备好的出
差行囊，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行的列
车，熟知他脾性的家人也对此表示了
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哪里需要我，我
就去哪里”的坚定与执着，“随时随地
随事出发”的启程与奔赴，蕴含了他
太多的热情和心血。

“作为一名航空人，就应该时刻在
型号任务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样
才无愧于我们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李
志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
外场奋战的数十年中，他风雨无阻地
砥砺前行，毅然坚守于大漠戈壁，用
遥测接收保障任务零失误，为自己的
工作写下完美的注脚。他无愧于一名
优秀的航空人，更无愧于一名坚守戈
壁的“螺丝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