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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飞：赋能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升级
	| 张翼　刘婧婧

数字化转型升级是关乎制造业生存和
发展的必修课。航空工业昌飞作为直升机
主机制造厂，向供应商提供一体化 SaaS
解决方案，以昌飞 CPS 系统为输出载体，
加强并规范公司供应商产品加工过程质量
控制，赋能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
供应商管理能力。

工信部指出，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是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升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途径。昌飞具有二十多年企业
数字化建设经历，构建了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一体化昌飞制造系统（CPS），积累
一批既懂业务又会数字化的复合型人才队
伍。针对中小企业受限于资金短缺、数字
化人才缺失、基础弱、数字化建设经验和
认知不足等现状，普遍存在不想转、不愿
转、不敢转困境，昌飞努力从政策扶持、
人才、数字化建设服务与指导、管理输出
等全方位赋能上下游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升
级。

信航公司是昌飞候选战略合作供应
商，2019 年已实施定制的 CPS 系统。也
是首个实施 CPS 系统的供应商。在此过
程中，信航公司高度认可 CPS 系统带来

的价值，通过 CPS 应用，固化并规范了
其生产管理以及相关工艺和质量管理，同
时也加强了昌飞对信航产品制造过程监督
管理。

为探究以信航公司为典型代表的小微
企业—公司零件供应商信息化核心诉求以
及信息化建设情况，昌飞数字化工程办及
供应商管理办深入信航公司，与企业各级
人员交流信息化应用心得与体会，收集对
CPS 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其成功应用经
验分享给其他供应商，提供信息化建设参
考路径，增强其他供应商实施 CPS 系统
信心，降低实施成本，提升实施效率。 

通过陆续对多家供应商开展信息化需
求调研，昌飞公司始终优先帮助供应商实
现最核心最基础的生产管理诉求，提供一
体化解决方案，循序渐进推进信息化建设，
而不是求大求全。今年 8 月份，通过前期
的沟通与努力，在昌飞供应商管理办及数
字化工程办的组织协调下，邀请公司部分
潜在 CPS 系统应用供应商到信航公司参
加了 CPS 应用经验交流与分享会，坚定
了他们 CPS 部署的信心和决心。10 月下
旬，新增 2 家供应商实施定制化的 CPS
系统，已完成系统部署与实施。

《油箱导管装配宝典》诞生记《油箱导管装配宝典》诞生记
	| 崔丽娜　张倩倩

又是一年秋叶黄，一场秋雨一场凉。
西安古城隐在这一片朦胧中结束了燥热
的酷暑，而在西安的一处角落，生活在
航空城阎良的他们似乎无暇享受这美丽
秋景，因有一难事爬上了心头。

“叮铃铃—”
“喂，”中航西飞总装厂的刘巍接起

电话，“油箱的导管协调安装又出现了偏
差，组织全员备战，不能让交付任务耽
误在咱们手中，相关装配工作两天内必
须结束！”

眉头紧锁只因它

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
此刻冰凉的不止这绵绵细雨的深秋，还
有刘巍的内心。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接
到这样的加急通知，刘巍心中很清楚，
虽然设计图纸和工艺指令安排合理，但
是在工程实践中可能会发生各式各样意
料之外的问题，更何况油箱导管协调安
装本就是油箱装配工作的难题，近百只
导管数量巨大，若有一只导管定位不准

确就会导致装配工作全盘推翻重来。不
计其数地归零作业，才能在最后揪出问
题点，成功完成任务。

刘巍眉头紧锁，站起身来，向工具
柜走去。油箱管路交错纵横，内部空间
狭窄，操作空间的高度甚至不足半米，
很难让人忽略掉长时间匍匐所带来的腰
酸背痛。

“老刘，怎么，导管装配的活还能难
倒你？”李超一边取出探照灯一边跟刘
师傅打趣道。

“不是难不难的问题，希望有一天能
找到一种更快速的解决办法，虽说现在
的工作方法也科学，但总这样效率上不
去，也不能很好地匹配生产速度啊。”

旁边的人也纷纷议论起来 ：“对啊，
可不能这样呀。”

是墨守成规还是标新立异？

单元长康潮海听到大家讨论，沉思
片刻道 ：“从这架机起，我们可以把出
现问题的点及解决措施详细记录，形成
问题库，积累几架机便可以得到问题的
高发点，后续出现问题，我们就有侧重

点地排查，可以提前准备好解决问题所
需的协作件，这样就可以高效解决问题
啦！”

“对，对，就这样！我们就这么干。”
旁边的人连声附和。于是大家拿起工具，
带着笔和本上机了。大家脚踩安全台阶，
趴在油箱上排查管路，这一趴就是几个
小时。即使在冷秋，操作人员们也能闷
出一身汗来，微弱的汗味混杂着若有若
无的铁腥味，在这狭窄空间内不断发酵，
可是现在，大家似乎忘记了这些，铆足
了干劲，仔细地低头检查着，时不时比
画着，记录着……不知过了多久，大家
终于走下了飞机，嘴角上扬，“这样干几
架机，再也不怕不协调的问题了。”深夜
的厂房里，被汗水浸湿的衣服以及疲惫
的神情都被他们满意的笑容和爽朗的笑
声所掩盖。

一架又一架，大家在飞机上排查着、
记录着，通过近两个月的努力，一本金
灿灿的名为《油箱导管装配宝典》就此
诞生了，宝典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问
题点及解决措施。刘巍喜道 ：“太好了！
咱们之前每一次反复调试的工作总算没

白费，终于不用再使笨办法了，我们也
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工程数据啦！”

用“法宝”提升效率

一天，操作工唐正进行油箱导管装
配工作，神情突然凝重，“刘师傅，这两
根导管对接不上呀，这不会又要拆一堆
重来吧！一天的功夫又白费了。”刘巍微
微一笑，坦然自若说道 ：“不急不急，师
父给你拿本‘宝典’去。”唐正翻开“宝典”，
快速找到了问题及解决措施，并按照书
中的方法解决了问题。现在《油箱导管
装配宝典》不仅成为了新入职员工快速
成长的“秘密武器”，也成为提升单元工
作效率的“法宝”。快速定位问题，快速
解决问题，生产线装配效率大大提高。

中航西飞总装厂党委坚持党建引领，
以问题为导向，守正创新，逐个解决“卡
脖子、硬骨头”问题，追求高效率、高
质量的飞机装配流程，用务实的工作作
风，展现航空人的责任与担当，用实实
在在的业绩检验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
习成效。

强化焊工技能人才赋能　助力科研生产效能提升
	| 李晓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才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
力培育更多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近年来，
随着航空航天武器装备的迭代升级，航空
工业新航 134 厂承担配套的散热器产品性
能、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散热器产
品来说，焊接质量直接决定产品可靠性、
寿命，而焊工技能水平是焊接质量最直观
的体现。如何培养高水平的焊接技能人才、
提升型号产品的焊接质量是新航 134 厂近
年来在高技能专业人才建设方面关注的重
点。

新航 134 厂热交换器分厂生产的热交
换器产品涵盖了铜、铝、钛合金、不锈钢
等多种结构，覆盖了航空航天多种型号飞
机、飞船及空间站项目，集钣金、焊接、
装配、试验为一体，是唯一拥有多条完整
生产链条的焊接生产单位。分厂有焊接技
能人才 32 名，其中高级技师 3 人，国家
一级焊工 15 人。新航 134 厂始终坚持“客
户至上”，把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作为
目标，以岗位练兵强技能，导师带徒增活
力，学习改善促提升，多措并举，持续发力，
提升焊工专业技能水平，为型号任务交付
助力。

新航 134 厂始终注重焊工岗位技能锤
炼，注重以竞促学，以赛提能，打造“岗
位练兵强技能”工作品牌，聚焦科研生产

交付的难点，聚焦客户对产品的痛点，聚
焦产品焊接的瓶颈工艺，坚持每年举办全
员焊工参与的技能竞赛。三年来，新航
134 厂举办了三次全员焊工技能竞赛，先
后 95 人次参加，焊工技能水平实现稳步
提升，产品焊接合格率达 96%。同时推荐
选拔优秀的焊接技能人员参加新航集团、
新乡市焊工技能大赛，潘辉、张婷婷、刘
运会等多人斩获佳绩，先后荣获新乡市
五一劳动奖章。

导师带徒增活力是新航 134 厂在焊接
技能人才建设方面的又一举措。新航 134

厂充分发挥焊工技能骨干“传、帮、带”
作用，采用“一带一、一带多、多带一”
等多种形式，明确培养计划和考核目标，
使新入职焊工能快速掌握岗位所需要的理
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实现焊工技能人才建
设的良性循环，持续缩短焊工适应岗位周
期，提升产品焊接的稳定性，为企业发展
注入活力。三年来，焊工技能人才累计开
展导师带徒 21 对，焊工担任班组长、线
长的平均年龄也实现大幅度下降，焊工技
能队伍趋于年轻化，焊工独立承担焊接任
务周期较三年前缩短了 45%。

“学习改善，追求持续不断地进步”
是新航文化 DNA，新航 134 厂以学习改
善促提升为切入点，注重全员焊工学习改
善氛围的营造。焊工技能人员结合自身岗
位实际、焊接能力提升、产品焊接质量、
焊接工装设计等方面，发现生产的改善点
和提升空间，塑造“小改善，大奖励，大
建议，只鼓励”的学习改善氛围。

三年来，焊工技能人员提出学习改善
项目 600 余项，并有 125 个项目获奖，其
中“不锈钢线装配产能提升 30% 以上”“大
型钛合金板翅式散热器真空钎焊质量提
升”项目荣获精益改善特等奖。

近日，新航 134 厂热交换器分厂突破
完成了月度散热器产品 1000 套交付任务，
这样的交付目标放在三年前是想都不敢想
的目标。如今，交付目标的实现，不仅是
产品数量和产值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焊工
技能人才水平的提升和热交换器分厂整个
队伍团结协作的加强，为更高的目标挑战
和实现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也为未来新
航 134 厂高质量发展储备了焊接技能专业
人才。

未 来， 新 航 134 厂 还 将 继 续 瞄 准
“十四五”战略目标的落地，基于主机厂
所和型号任务的发展，立足科研生产实际，
主动探索更多技能专业人才的队伍建设，
集智攻关，查不足，补短板，提优势，实
现各专业技能人才均衡发展，有效提升科
研生产效能，为航空武器装备的高质发展
助力。

宝胜山东公司跻身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行列
	| 冯名星

日前，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公示。经过市、省、国家三级综
合评审，航空工业宝胜成功通过认定，荣
登国家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行
列。

据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
指专注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
强、有较强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高、
成长性好的企业。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
势下，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引
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

优，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
力方面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稳定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
用。

自 2012 年成立至今，宝胜山东公司
十年来坚持党建引领，高度重视产品和技
术研发及科技成果转化，时刻保持技术领
先，视打造国际一流产品为企业核心竞争
力，围绕主体市场、三重市场、装备市场、
渠道等精耕细作，在线缆领域里稳扎稳
打，以质量树形象、赢客户，相继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ISO14001 环境体系、
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以及“3C”

等国家权威机构认证。企业先后建设了省、
市级的企业技术中心、特种电缆产业技术
研究院、特种电缆工程实验室等研发平台；
截至目前，拥有专利 39 项、软件著作权
8 项，参与和主持 9 项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和团体标准的制定。凭借领先的技术和
专业的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国网山东公
司、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青岛上合峰会场
馆、青岛地铁、济南轻轨、济南新东站、
省电视台、省立医院、魏桥集团、中国重
汽、海尔集团、海信集团、晨鸣纸业、京
博集团、山钢集团、日照钢铁等一批重点
项目和大型企业，为山东省电线电缆行业

树立了行业标杆。
近年来，宝胜山东公司也因为显著的

创新能力和卓越的经营能力，被认定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山东省“瞪羚”企业、山东省
DCMM 贯标试点企业、山东省智能工厂
以及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荣誉，
是山东省 2021 年度装备行业“先进企业”，
并成为国内线缆行业首家通过国家工信部

“智能制造二级成熟度能力评估”的企业。

推进AOS建设
实现管理效能提升
	| 徐凌龙　沈菲

航空工业沈飞 42 厂全面对接公司 AOS 管理各项要求，
聚焦航空主业，牢牢抓住一条主线，以“法治沈飞、数字沈飞、
精益沈飞” 建设为引领，对接公司“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
行动”任务，以建设“行业一流表面处理厂”为目标，以绩
效为导向、以流程为主线，以信息化和三级自主管理为平台，
用实 AOS 管理工具和方法，推进 AOS 精益单元建设，规范
各项业务管理，营造 AOS 文化氛围，完善 AOS 管理体系，
取得了良好效果。

持续推进 AOS
三级自主管理平台建设
各项管理明显改善

聚焦“更好产品实现”的技术质量管理提升。厂级梳理
工人操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加强技术文件培训，组织经验
丰富的技术能手进行经验传授。持续开展工艺纪律检查，严
格工艺纪律要求，杜绝违章操作 ；工段级对相关设备进行系
统培训，避免使用过程中存在误操作及不规范现象。严格划
分安全责任区，每周检查班组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定期组织
集中排查安全隐患 ；班组级开展开工前生产线状态确认工作
专项检查，每周统计和通报确认情况，确保开工前生产线各
项状态符合工艺要求。

聚焦“更快产品实现”的生产管理提升。厂级对零件厂
周转进行优化，成立专项团队，定时定点进行零件周转 ；工
段级加强入库接收检查工作，提升材料入厂质量，确保每项
零件“不带病”作业，把问题暴露、处理在前端 ；班组级进
行排产优化，实现零件压工作日备料，满足次工作日满负荷
生产，减少零件停滞时间。

聚焦“生产现场管理提升”的现场改进。厂级更新换代
现场工位器具达 53 个，制作专用零件层架，避免零件靠墙
或落地存放。对地面实施技改，避免酸碱腐蚀，保持现场整
洁。对化铣现场的地面和墙面进行粉刷翻新，改善了生产作
业环境 ；工段级着力优化现场布局，减少移动距离大等不必
要的浪费。解决工人乱扔化铣胶膜和乱扔刀片的问题。根据
生产布局和零件流入流出方向，对厂房进行整体 6S 管理规
划，增加定置区域 96 处 ；班组级对现场刷胶间、涂胶间及
油料库等死角进行清理，对生产线进行自主维护和亮化。

经过两年多的持续推进，生产组织、技术质量、现场管
理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升，员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行动上
从各项管理“参与者”变成“发起者”，意识上从“要我改进”
转变为“我要改进”。 

推进 AOS 单元建设
助力实现精益转型

组建团队，统一认识，明确总体思路。2022 年，42 厂
成为公司首家支持保障类 AOS 单元建设试点单位，组建以
厂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以生产计划人员、工段调
度人员、工艺技术人员、质量管理人员、现场操作人员等为
组员的厂级 AOS 单元建设推进团队，制定团队建设计划，
开展内外部培训 9 次、参观交流 5 次。通过分层例会、班
组长培训、二级网站宣传等多种媒介和形式，由上至下层层
传递单元化生产、流程化管理的基本理论，让更多的员工看
到 AOS 单元建设带来的变革和便利，提高思想认识，确保
AOS 单元建设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推进。基于 APOLLO 建设
路径指南，42 厂将坚持自主创新之路，优化工艺和管理流程，
改进生产组织流程，提高精益制造水平，打造具有“精益化、
智能化、数字化、自主化”特征的现代化表面处理生产厂。

立足现状，聚焦目标，开展诊断分析。42 厂以 AOS 单
元建设工作为契机，聚焦 SQCDP 五个维度，多次与集团发
展中心、流程信息化部专家研讨，先后开展生产计划分析、
加工工艺分析、设备故障分析、流程现状诊断分析、生产绩
效分析及原因分析，同时结合现状实际和后续顾客需求，深
入现场查找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寻找瓶颈点，绘制
阳极化、喷漆、化铣工序价值流图，识别断点、慢点、盲点，
确定非增值部分与改善机会，从工艺精益、优化布局、完善
计划、提升质量、培养人才、建立标准等五大转型重点方向
制定改善措施，明确优化目标。后续将继续按照计划深入推
进 AOS 单元建设，优质完成转型方案评审和项目最终验收。

自主开发搭建厂级信息化管控平台
基本实现业务信息化管理全覆盖

信息化建设是“数字沈飞”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AOS
的重要工具，42 厂总体规划了“建立厂级信息化一个团队，
用好 Excel 服务器和 BI 两个系统，搭建生产管控、业务管
理和基础管理三个信息化平台”的“123”厂级信息化重点
工作体系。在自主开发系统方面，42 厂作为首家实现无纸化
的热表生产单位，在用好公司 MES、ERP、CAPP 等系统
的基础上，利用 Excel 服务器和 BI 两个系统进行自主开发。
围绕主责主业，建立厂级生产管控信息化平台、厂级业务管
理平台和厂级基础管理平台，分为 SQCDP 五大业务板块以
及 A 绩效评价板块和 B 基础管理板块，共有 33 个在用系统、
300 多个表单，每月系统运行表单数量 2000 多个，厂级管
理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超过 95%。

42 厂结合本单位业务工作实际建章立制，固化信息化团
队运营模式，制定了《42 厂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通过二
级制度的编写进一步规范了信息化建设路径。

建立自主改善长效机制
员工素养和自主意识明显提升

42 厂以解决现场问题为出发点，以现场管理提升为突
破 口， 出 台《42 厂“ 每 周 微 改 善 /AOS 微 创 新 ” 实 施 方
案》，开发“每周微改善”申报信息化系统，建立每周微改
善 /AOS 微创新机制，完成微改善项目 144 个，参与人数达
167 人次。按计划时间完成的项目，根据参与人数、改善周期、
改善效果给予参与人员奖励，激发员工参与改善的热情，累
计发放奖金 1.73 万元。通过改善长效机制的建立，让员工从
看得见的改善养成习惯，逐步深入到提升改善意识，提升自
主改善能力，激发员工参与自主管理的热情，达到速赢速效
的效果。

后续，42 厂将继续立足 AOS 管理工作，聚焦又好又快
产品实现，以精益单元建设为抓手，推进生产组织模式的单
元化和生产现场的精益化转型，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缩短
周期，推动经营管理水平持续提升，为公司实现“三四五”
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