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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航空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航空工业航空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
飞行实施方案评审会召开飞行实施方案评审会召开

本报讯　9 月 26 日，航空工业航
空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飞行实施方
案评审会在湖北荆门召开。

会议成立了以航空工业特级试飞
员王治勃为组长的评审组，听取了航
空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飞行实施方
案及 AG600M、“新舟”60、AC313、
AC312E、AC311A、“ 翼 龙 ”-1E、
AR-500 飞行实施方案、航空应急救
援综合实战演练综合应急预案和航空
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飞行总指挥预
案，一致同意多机种协同航空应急救

援综合实战演练飞行实施方案通过评
审。

评审组认为，此次演练活动飞行
实施方案各项要素全面、组织机构健
全、组织流程清晰、人员职责明确、演
练场景设置合理、协同规划可行 ；各
参演装备状态良好，可行性评估论证
充分，能够满足设定的演练场景需求 ；
飞行限制条件明确，飞行剖面设计合
理，飞行动作设计规范，飞行区域划
分明确，多机种出动流程清晰 ；各参
演单位准备工作充分，机务、场务保

障人员资质齐全，保障设备及物资完
好齐备，能够满足演练保障要求 ；机
组成员资质有效，飞行经历合规，空
中特情处置预案准备充分，可以胜任
飞行实施任务 ；风险识别充分，采取
的控制措施合理有效，安全评估考虑
全面，能够保障演练飞行安全可控 ；
飞行指挥预案指挥界面分工清晰，特
情场景针对性强，指挥措施得当 ；地
面应急处置预案人员职责明确，应急
响应流程清晰，应急救援内容完整。

会议指出，国家对于航空应急救

援装备的迫切需求，特别是对加快推
进综合化、协同化多机种综合应急救
援体系解决方案的需求。本次综合演
练旨在全面展示航空工业应急救援装
备发展现状，深入探索空地协同应急
救援体系，验证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
设成果，积累多机种协同应急救援实
战指挥、协同、调度、保障、风控等
经验，为真正迈向实战打下坚实基础。

� （覃俊娥）

提质增效见实效
成飞：
守牢产品质量防护阵地

本报讯　航空工业成飞紧密围绕“增
强质量意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全国
“质量月”主题和“压实责任提能力，健
强体系筑精品”的集团“质量月”主题，
从痛难点出发，以过程控制为核心，从
思想入手，以防微杜渐的姿态，打造产
品质量防护阵地。

各工段按要求梳理典型零件表面防
护标准，按照零件类型，共梳理了八大
类零件的防护看板制作，看板内容涵盖
了工序级表面保护以及特殊包装要求等，
并将看板固定在各生产厂房过道醒目处，
时刻提醒员工做到对零件的防护，把零
件表面防护风险点、管控职责要求深入
每个员工心中，要求全体员工要从产品
生产的全流程中关注质量，从每个岗位
上重视质量，做到全员参与，以实际行
动践行质量承诺。� （田咪）

洪都：从站位抓起
管理创新促进质量提升

本报讯　为不断夯实质量基础，
航空工业洪都各单位结合本单位工作
实际，开展了极具特色又富有成效的
工作。

飞机部装二厂从站位管理上下功
夫，多系统、多要素、多工具提升站
位管理水平，通过改变原有大班组制
的生产模式，按照型号节拍和产品特
点建立起全型号站位工作制，并制定
站位质量激励奖惩管理制度 ；通过构
建员工星级体系，根据员工能力水平
和对产品熟悉度划分人员站位分工，
构建员工技能矩阵，对质量信息进行
实时记录；通过推行站位“双检（自检、
互检）”管理，推行工具站位化、物料
痕迹化管理，推进站位物料配送制度，
实现了质量效率双提升。� （白波）

试飞中心：
提质增效  以质取胜

本报讯� � �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组织开
展了以“提质增效，以质取胜”为主题
的青年辩论赛，本次辩论赛选题紧扣中
心质量月活动主题“增强全员质量意识，
建设一流试飞机构”，中心 11 个单位成
立 13 支代表队，通过学质量、思质量、
辩质量、用质量，从不同角度对质量意识、
质量责任、质量标准及长效机制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本次辩论赛为青年员工搭建了质量
工作交流与学习的平台，营造了“质量
工作人人参与，质量管理互问互学”的
良好氛围。通过思想碰撞，员工对质量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有力推动全员质
量意识的提升，助力科研试飞提质增效。
� （陈晓）

沈阳所：
质量第一  专业精良

本报讯���航空工业沈阳所五部系统
软件室团队以“质量第一，专业精良”
为文化，积极开展多项 QC 活动，将
软件思维贯穿到型号研制全生命周期。

团队在组建之初就统一思想，“在
设计中要充分发挥软件和仿真手段灵
活高效的特点。尽可能早发现风险点，
最大程度避免设计、试验以及研制中
可能存在的质量风险。”为促进研制过
程和设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高效性，
组建信息接口标准化管理软件研发 QC
小组，不断优化算法与软件，大幅提
升解算精度。团队还设计开发能源精
细化统计与分析软件工具，实现分类
管理、优先级管理、精细化分配，提
高使用性能。� （邵震）

电源：
扎实推进全面质量提升工程

本报讯���航空工业电源扎实推进全面
质量提升工程，通过系列生动的实践活
动，促进质量提升落地见实效。

“质量月”期间，电源在积极组织
职工参加航空工业质量教育“知识竞赛”
的基础上，开展为期一周的质量知识“猜
灯谜”答题活动。活动分为“现场猜灯
谜领取活动奖品”“‘抽大奖’现场提问”
两大项。“现场猜灯谜领取活动奖品”每
天在生产单位悬挂 400 张谜面，包含质
量管理知识、质量管理文件要求、质量
工作应知应会以及公司年度质量工作提
升内容。“‘抽大奖’现场提问”由职工
现场抽取质量问题并现场作答。活动现
场气氛欢快热烈，全员踊跃参与，在游
戏中传递质量文化、强化质量意识、分
享质量知识。� （黄婉珍）

成都所：强化源头治理
提高设计一次成功率

本报讯� �航空工业成都所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源头治理，组织各个设计专业
开展设计经验总结，由历史型号的设计
更改“反向”分析设计典型问题，并纳
入知识工程，从设计源头严格把控产品
质量。

基于上述知识工程，成都所设计专
业结合各个环节的质量职责，分专业、
分角色梳理设计技术质量审查单，建立
审查项目，再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审查点，
明确审查点通过条件，从而给出示例 /
示图等详细说明。同时，将设计技术质
量审查嵌入设计信息化流程中，各专业
作为各角色进行设计审签时，运用信息
化手段自动推送相应的技术质量审查单，
引导设计人员逐项对照审查，提高了设
计一次成功率。

� （彭文晶）

哈飞：
向管理要质效

本报讯���航空工业哈飞在飞机喷漆
全流程中进一步推行精细化管理，向
管理要质效，深入提升产品表面质量，
提高客户满意度。

哈飞组织工艺人员现场跟产，进
一步梳理生产流程，检视工艺问题，提
高工艺策划质量，并有针对性地加强
培训，做到工艺源头提升。指定专人
负责喷漆材料接收、储存、发放，专
人核对材料类别、数量、有效期，严
把材料输入关。完善飞机喷漆工艺技
术标准，编制可视化标准手册，细化
打磨工序要求，进一步规范金属表面、
复合材料表面、铆钉周围和不规则区
域打磨标准，加强标准化管理和精细
化作业，通过系列举措，全流程提升
飞机表面质量。� （裴根）

计算所：
切实提高全员质量意识

本报讯���航空工业计算所研究制定
落实航空工业党组“质量决定 50 条”
的行动项 222 条，从源头开展系统性
整治。

计算所策划开展“一把手讲质
量”、所领导质量专题培训、“党建 +
质量”主题党日及“3+1”质量形势分
析会等活动，切实提高全员的政治站
位、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 ；调整组织
架构，建立设计仿真审查等工作机制 ；
实现管理监督与业务运行分离，研究
建立全员质量责任清单 ；进行业务调
整，实现质量问题处理端到端、“一条
龙”的闭环管理 ；采用精益单元设计
理念，建设保障方舱，组建综合保障
团队，初步形成了敏捷保障能力，形
成的分级分类“提质”计划管控和“增
效”举措入选集团质量问题归零三年
行动推进工作优秀案例。� （袁萌）

制造院青年科技论坛举办
本报讯　9 月 26 日，航空工业

制造院举办 MTI 大讲堂——第 2 期
青年科技论坛。青年论坛是制造院
着力打造的“MTI 大讲堂”学术交
流品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创新、
创意、创造”为主题，邀请 35 岁以
下或入职 5 年以内的青年学者，进
行分享交流。

本期青年论坛由来自院本部和
航空工业精密所的 11 位青年骨干，
围绕科研进展和项目攻关、聚焦制

造院发展和专业建设进行分享，展
示了青年人勇攀高峰的精神和追求
卓越的决心。

会议指出，青年科技工作者们
肩负着推动科技创新、助力兴装强
军、推动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使命。广大青年职工要抓住机遇、
大显身手，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
发展的道路上积极作为，展示航空
人的风采。

� （李培猛）

陕飞通过双体系再认证审核
本报讯　日前，航空工业陕飞

顺利通过职业健康 / 环境管理体系再
认证审核。

专家组成员通过全面细致的审
核，一致认为 ：陕飞公司管理层重
视职业健康安全 / 环境管理体系的运
行和保持，各单位各部门能自觉执
行环境安全体系的要求，职业健康
安全 / 环境管理体系运行基本正常。
针对在安全 / 环境运行控制方面提出
的一般不符合项，专家组希望公司
进一步加强安全 / 环境体系运行等方
面的控制，确保取得更优异的安全 /

环境绩效。
陕飞公司将以本次审核组提出

的问题整改为契机，精准理解和承接
职业健康安全 /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
切实把安全环保摆在重要位置，增强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正把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体现到具体
行动中，扎实开展风险管控、隐患
排查治理，完善安全环保规章制度，
关注人员培训教育，夯实发展基础，
助推陕飞高质量发展。

� （刘建平）

宏远召开干部大会
暨大干四季度动员会

本报讯　9 月 27 日，航空工业
宏远召开干部大会暨大干四季度动
员会，分析前三季度生产经营完成情
况，安排部署四季度重点工作，号
召全体干部职工上下“一盘棋”，掀
起大干热潮，努力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

会议要求，一是牢牢把握“学
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的总要求，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
以学促干，推动重点工作落地。二
是以强烈的政治意识聚焦主责主业，
以市场为牵引，围绕重点难点任务，
找准发力点，拼抢赶超，确保四季

度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三是强化组
织力量、强化政治功能，充分发挥
党的领导作用和价值，真正把党建
优势转化为强劲的发展优势。四是
进一步加强基础管理工作，守好红
线底线，确保整体形势稳定，保证
公司稳定发展。

会议强调，全体职工要上下一
心、勇于担当、扛起责任，以强烈
的责任感和大局观，以更加务实的
行动担当，上下齐心投入大干四季
度，全力以赴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
完成。� （周蕾）

近 日， 由 中 国 汽 车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主 办、中航光电承 办 的 GB/
T37133《 电 动 汽 车 用 高 压 连 接 系
统》标准讨论会议在河南洛阳召开。
会议旨在进一步优化电动汽车用高
压电缆、高压连接器、高压母排等
连接装置技术要求，发挥标准对产
品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助力电动汽
车 用 高 压 连 接 系 统 标 准 化 建 设 工

作。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形成 GB/
T37133《电动汽车用高压连接系统》
标准征求意见稿。一直以来，中航
光电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研制，主持
编制 15 项 IEC 国际标准，编制国家
标准 6 项，行业、团体标准 130 余项，
致力于推进行业标准化进程。（裴一）

近日，航空工业千山开展 2023
年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笔试工作。本
次考试共计 52 名技能人员参加了航
空陀螺仪表装配工、测量与控制系
统 （单元）装调工、钳工等 7 个职业

（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笔试考
试，考核层次涉及初级、中级、高级、
技师和高级技师 5 个级别。下一步，
千山将与航空工业技能等级认定庆
安工作站紧密配合，为千山技能人
才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 宣秋羽 )

中国航空学会信息化技术分会
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

本报讯� �9 月 26~27 日，由中国
航空学会主办的 2023（第六届）中
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乌镇互联网国
际会展中心盛大召开，中国航空学会
信息化技术分会同期召开第一次全体
委员会，中国航空学会执行秘书长周
竞赛，航空工业科技与信息化部信息
化办主任陈暘，金航数码（航空工业
信息技术中心）董事长、信息化技术
分会主任委员魏金钟出席会议，与来
自各行业、各专业生态伙伴组成的委
员们齐聚一堂，共谋信息化技术分会
未来发展。

会议由金航数码副总经理吴小文
主持，周竞赛宣读成立批复及选任结
果。会议为信息化技术分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及各位专家颁发聘书。

信息化技术分会干事李莹莹汇报
分会工作情况，介绍了分会成立以来
的主要工作，包括成立专家委员会、
广泛吸纳个人会员加入中国航空学
会、创办《BASIC 倍思》会刊、积
极开展技术交流活动等系列工作，并
介绍了分会未来的工作计划。

魏金钟介绍了信息化技术分会成
立的背景，对航空工业科技与信息化
部、中国航空学会和各位专家委员对
信息化技术分会的支持、指导和厚爱

表示感谢，提出信息化技术分会要着
重发挥的职能作用，并描绘了分会的
未来发展。

周竞赛对信息化技术分会的成立
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的成功召开表示
祝贺，高度认可信息化技术分会成立
一年来所开展的各项工作，指出信息
化技术分会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搭建了
一个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学术平台，
开辟了信息化领域学术交流、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的新渠道。

中国航空学会信息化技术分会的
成立，得到中国航空学会和航空工业
科技与信息化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分会旨在构建信息技术交流和产业生
态，凝聚行业力量，携手客户和生态
伙伴，共同推进航空、军工等高端制
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对航空科技发展、
航空产品研发创新意义重大。

以本次专家委员会为标志，信息
化技术分会将开启全新的篇章，为促
进信息技术与航空科技的协同发展、
加强信息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
动信息化技术及最佳实践传播、充分
发挥信息技术对工业模式升级的驱动
作用贡献新的力量。�

� （梁子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