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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遇见报国光电所
	| 贾欣

为精神作画

如果一切都是可以描绘的，那精
神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在航空工业光电所“为精神作画”
的主题画展中，四幅展现光电所从诞
生、蓄势到拓域、逐梦的油画，将一
代代光电所人口耳相传的故事展现出
来。参观画展的光电所职工络绎不绝。
他们既是观画者，也是画中的主人翁，
他们熟悉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场景、
每一个身影，甚至对画中远处不甚清
晰的人物剪影都叫得出名字。

这一笔一画，画出了光电所的精
神底色，在颜色的笔触与线条的流淌
间，汇聚成光电所五十余载航空报国
的记忆江河。

奠基。将 时 光 的 指 针 拔 回 1970
年 5 月 10 日中午，在河洛之滨的吴佩
孚旧兵营改造成的食堂里，六一三所
第一任老所长郑维康激动地拿出一封
来自上级的贺信为现场的同志们宣读。
在筹建六一三所的两年零两个月中，
他们既是一支科研队，又是一支生产
队，白天画图纸、晚上盖大楼。就这
样一边平地起高楼，一边让多型装备
研制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读罢贺信，食堂现场的同志们敲
着饭盒高兴地欢呼，老所长现场宣布 ：

“咱们六一三所，今天就算正式成立
了！”

直 到 今 天， 每 年 5 月 10 日 光 电
所生日这一天，食堂依然是庆生的主
阵地，传承的是仪式，接续的是精神，
汲取的是力量。从诞生之日就种下的
这种团结精神，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
感染力，穿越着时光成为一代代光电
所人的精神气质。

除夕。1980 年 2 月 15 日， 农 历
庚申除夕之夜，水仙吐蕊，爆竹辞岁。
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也是六一三所
平显攻关团队军令状的最后一天。画
卷中，千里寄来的家书里写满了牵挂
却被暂搁在案头，饭盒里的饺子也顾
不得细细品尝。跨越式突破，跨越的
是从无到有，突破的是从搞通原理到
科技突破再到工程实现的千里关山。

回顾历史的细节总是令人感慨，
光电所人不会忘记，在新年钟声敲响
之际，新中国自主研制的首台平显在

六一三所取得成功。
越是关山难越，越是在闯关夺隘

见精神。拼搏，就是那一代六一三所
人写下的精神密码——敢拼辟的一片
天。

拓域。从新研装备走向战斗力生
成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当问题叠着
问题，总是要有人站出来解决问题。
那些年，光电所人闯过了关乎生死存
亡的质量关、关键一投的市场关、同
台比拼的竞争关。他们用足迹丈量了
北 国 与 南 疆、 大 漠 和 高 原， 开 启 了
六一三所平显的拓域之路。

这 幅 画 里， 包 含 了 与 春 天 一 并
苏醒，敢于从无到有的志气和赤手空
拳夺取胜利的勇气，开拓——必然是
六一三精神的特质之一。

火把。2020 年，在光电所建所 50
周年所庆上，一场由十个方阵接续组
成的“薪火相传五十年”的火炬传递
仪式令人热泪盈眶。

遥想那一支曾经由年轻人组成的
攻关团队，他们于寒冬的深夜高举着
火把在草原上飞奔，画面里充满了千
里走单骑的英雄主义，悲壮却并不孤
勇。实际上，这支朴实的科研队伍一
路走来，从来没想过他们这一跑会成
为代表光电所精神的经典画面，连那
场试验都被他们朴素地命名为“火把
试验”。

若干年后，那支朴实的攻关团队，
于北方隆冬的深夜高擎起的火把与奋
力的奔跑，让“求实”成为光电所人
致敬的精神。

为榜样礼赞

在六一三博物馆，陈列着 3 枚直
径 50 公分的紫铜徽章，五星、司徽与
光电所研发中心构成了三大章的主题
元素，每每有员工经过，或驻足凝视，
或亲手触摸荣光。

这是构成光电所荣典体系中的最
重要载体——六一三报国奖章、先锋
奖章和奉献纪念章的放大版。历时两
年的建设，两枚奖章与一枚纪念章三
星成座，凝聚起光电所职工航空报国
职业生涯追求的荣光。“六一三奖章”

的设立，是光电所党委高度重视精神
激励，推动光电所荣誉制度化、体系
化的关键一步。

要让光电所的职工共沐航空报国
精神的荣光，让他们的故事有人讲述，
让他们的名字有人知晓。这，成为光
电所开展荣典体系建设的初衷。在以
党和国家荣誉体系为指导，充分研究
借鉴国内外荣典体系的基础上，以“荣、
典、仪、制、式”五个维度构建起的
光电所“1+3”荣誉体系正式运行。

为总师挂像，成为光电所“崇尚
人才、崇尚技术、崇尚创新”的生动
写照 ；劳模林挂上 41 位劳模的名牌。
他们当中，有“与时间赛跑”的向华，
有疫情之中为确保科研试验开展顶着
风雪步行前往目的地的“风雪逆行人”
李大雷，有旋歌九天驭苍鹰的“拼命
三郎”沈晓洋……

他们的故事组成了光电所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就是光电所的故事。在光
电所，奋斗的榜样理应得到赞礼，报
国的故事值得我们传颂。

为历史留影

2021 年 6 月 7 日，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百年和新中国航空工业成立七十
周年之际，六一三博物馆正式开馆。
这座以“在这里，遇到新中国航空工业”
为主题的博物馆，收藏了一千余件见

证新中国航空工业事业发展的珍贵藏
品，何长工手稿记录着航空工业创建
的历史细节，大连建新工业公司的奖
状见证着航空工业的前世新生，二十
余家航空工业单位首位创始人的手迹
手稿满怀“创航空”的豪情壮志。

而以一方“国”字印章为标识的
六一三博物馆，更是把光电所的历史
摆在新中国与航空工业发展的大背景
下去呈现，坚持以航空报国精神为本
源，以新中国航空工业奋斗历程为脉
络，以历史实物为见证，以讲好航空
故事为任务，以激发爱国主义为落脚
点，在有限的馆舍空间里，光电所无
限的家国情怀彰显得淋漓尽致。

让航空藏品“说话”，让航空故事
“破圈”，成为六一三博物馆作为集团
公司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责任。依托
六一三博物馆藏品挖掘的《人民的长
工》《探寻新中国航空工业“新”记忆》

《赵德良同学，西工院喊你去报到》《你
好，李雪琴》等航空故事，成为弘扬
航空报国精神的用心表达。六一三博
物馆，也必将走出光电所，成为一方
传播新中国航空工业史，讲好航空故
事，弘扬航空报国精神的高地。

有故事的光电所，所有的故事，
皆是报国缘。

蓬勃青春构筑企业未来
	| 杨进　李磊

2023 年， 航 空 工 业 陕 飞 25
对新人绾青丝、着汉服，牵手盟誓，
共赴“缘定陕飞 幸福起航”汉韵
集体婚礼 ；

2023 年，陕飞青年职工连续
多年持续开展“学雷锋”“送爱
心”“送温暖”活动，先后举办了
航空科普进校园、一对一帮扶活
动 ；

2023 年，陕飞“青春能量充
电站”平台充分结合公司科研生
产经营实际，针对性开展各类培
训百余次，为基层一线源源不断
地输送各类青年技能、技术人才 ；

2023 年，繁重的科研、生产
任务下，陕飞公司积极组织开展
青年突击、短线攻关活动百余项，
参加人数 2000 余人次……

一连串具有航空特色的“青”
字号品牌文化活动陆续启动和实
施，不仅让陕飞涌现出蓬勃的青
春力量，也让陕飞青年文化工作
阵地变得愈发坚固。

思想引领 扎实高效     

“抓好青年思想引领工作，引
导青年同上级要求保持步调一致”
是当前陕飞青年工作的重要目标。
以青年大学习、主题团日、“三会
两制一课”为抓手，紧密结合党
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学习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开展
政治理论学习和理想信念教育，
与企业青年文化融合，引导青年
们坚定信念、担当尽责 ；“青年大
讲堂”“青春心向党 奋进正当时”
主题演讲比赛，促进青年们增强
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和紧迫意识，
激励他们以正确态度和积极行动
投身航空事业 ；形势任务教育和

“青听形势 青聚力量”主题团日活
动，不仅凝聚基层团组织和团员
青年的心，也充分激发出他们的
青春活力和正能量，促使大家心
更齐、劲儿更足，投身航空的初
心更加坚定。

丰富活动、搭建平台

在不断传承陕飞核心价值观、
企业精神和航空文化的同时，陕
飞青年们也将个人价值实现与企
业高质量发展紧紧相连。一方面
是公司积极为青年成长“搭梯子”、
建平台、树榜样、立新风，让他
们从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脱颖而
出”；另一方面是青年们通过研制
生产中的不断磨砺，用自己的智
慧和才能“反哺”企业 ：“航空青
年说党史”“劳模分享故事会”引

发青年共鸣，提升工作主动性，
推动青年积极在岗位上建功立业 ；
通过“急、难、险、重”任务“压
担子”，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青年职
工实际操作能力和技术水平，打
造一支高效的协同队伍，夯实青
年全面成长基础 ；通过“火热”
的立功竞赛活动，坚定青年攻坚
决心，激发青年创新潜力，促使
应急弹簧组件制造技术获得突破、
保险丝座紧固工具实现创新、统
计报表“变脸”推动服务职能提
升等一大批优秀青年创新项目不
断涌现 ；通过“评先树优”“青年
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杰出
青年”及“设计大赛”“技能大
赛”“创新创效大赛”等青年系列
竞赛评选活动，不仅营造“比、学、
赶、帮、超”学习氛围，让青年
在赛进度、赛质量、赛创新、赛
安全、赛管理、赛成效中收获良多，
还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培
训方式，让青年职工开拓眼界、
提高站位、提升能力……

突出亮点，打造精品

积极创新青年工作模式，突
出亮点，打造精品是陕飞青年工
作的重要举措之一。青年创新创
效大赛、青年大讲堂、青春能量
充电站、青年敬业之星等一批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青年精
品活动，在延伸青年工作载体的
同时也为打造陕飞“青”字文化
品牌夯实了基础。

从“雷锋月”全员自发清扫
到义务植树，从对留守儿童的关
怀到持续多年的“爱心助学志愿
服务”活动，营造青年向上、向
善成长氛围始终是陕飞青年文化
建设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深
入推进“航空科普进校园”品牌
活动中，青年们坚持为周边地市
县师生送去航空科普知识和航模
表演，传播航空文化，展示企业
形象 ；持续开展的迎新系列活动
年年有更新，“一封家书”凝聚青
年力量也送去企业关怀，“迎新”
晚会和趣味运动会拉近“新老”
职工距离，更加快融合速度 ；青
年联谊活动范围和成员队伍不断
扩大，既解决青年婚恋交友问题，
也为青年拓展交友空间搭建健康
平台……如今，公司正坚持立足
于青年职工成长，大力加强和改
进共青团及青年组织建设，积极
发挥青年组织“加油站”的功能，
用特色的青年文化活动汇聚青年
力量，以蓬勃向上的青春能量构
筑陕飞更加美好的未来。

试飞青年初遇“数学+”
	| 赵彤

我背起行囊，离开家乡，与航空
工业试飞中心如约而至。微微清风拂
面吹过，我嗅到了这座小城的静谧与
美好，忍不住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飞
机划过天空的一瞬间我恍然意识到“这
是阎良”。是的，就这样入职了，
带着懵懂和好奇踏入了人生的社
会路，开启了航空报国的新篇章。
自此，也与后来的“数学 +”小
组结下了不解之缘。

“数学 +”小组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集中攻关解决院里各所部
面临的数学问题。

“ 叮 叮 叮 ”， 手 机 突 然 传 来
一条消息，当时的我还在参加入
职培训，“请问你是数学专业毕
业的吗？有件事情想和你交流一
下”。接着我就来到了办公室，一行来
的还有其他三位同事，技术发展部和
我们说起了要成立“数学 +”小组的
事”。要不要加入“数学 +”小组呢？
这个小组是要干什么呢？我又要在里
面承担什么样子的工作……当时一堆
问题涌入脑海，让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后来听完技术发展部的介绍，我
对 这 个 小 组 的 认 识 才 慢 慢 清 晰 起
来——要集中攻关解决院里所面临的
数学问题，增强数学理论基础，以更
好地支撑飞行试验设计。想到可以为
试飞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倍感荣幸。

“数学 +”小组的探索之难。当前，
我院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卡脖子”的
技术短板，如何从源头上找，把它的
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搞清楚，这就需
要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但这条探索
之路并不好走。

第一次接触问题清单的时候，由
于没有相应的试飞工程背景，其中的

很多问题我根本看不懂，而且按照计
划要求一年之内要完成清单上的任务，
时间紧任务重，这项工作应该如何去
开展呢？我毫无头绪，心里越想越发
怵。技术发展部也看出了我们几个年
轻人的顾虑，和我们一番交流下来，
针对我们的问题，一一击破，这才让

我慢慢拾起了信心。
对于没有相应工程背景这个问题，

技术发展部专门与各所部专家沟通，
邀请他们为我们讲解了这些问题的具
体背景和来源，尽可能地用我们能够
理解的数学语言来描述，比如讲到的
试验变量，其实就是数学建模
里面的自变量，响应变量就是
因变量等。

通过各位专家的授课，以
及后续的深入交流，我对这些
问题有了相对清晰的认知。最
后我们每个人选择一个和自己
专业相对贴近的课题，查阅资
料，深入探索下去。

“ 数 学 +” 小 组 的 环 境
之 优。 小 组 的 办 公 地 点 位 于

“犀·鸟”创新园，抬头便可望见机场
试车的飞机和正在做试验的同事们，
时刻提醒我们要谨记“航空报国 航空
强国”的使命。

时间回到小组筹建之初，第一次

去“犀·鸟”创新园时，办公室还没
有门。走进办公室，地面上一层厚厚
的土，一踩一个脚印，空气中也都弥
漫着尘土的味道，只有靠墙的地方摆
了四张桌子和四把椅子。环顾四周，
白墙和窗帘俨然已经变成灰色。

很快，我们“数学 +”小组成立
了，等我再去办公室的
时候，双开门已经安好，
墙也刷成了暖白色，办
公 室 里 干 净 清 新 的 窗
帘， 墙 上 的 标 语， 桌
上的绿植一下子映入眼
帘， 浓 浓 的 生 活 气 息，
满满的数学氛围。保密
柜、网线、电源线等办
公用品也都落实到位，
彻底打消了我的后顾之
忧。462 楼 304 办公室

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小窝，也
让我瞬间干劲满满。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
山。”前程越是广阔，就越需要我们去
开拓。梦想越是伟大，就越需要我们
去拼搏。

有“ 春 华 ” 才 有“ 秋 实 ”。 我 们
必将发挥“数学 +”小组的无限潜能，
深入研究飞行试验中蕴藏的数学问题，
为试飞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作出卓有成
效的贡献。

两代航空梦，冠以后辈名
	| 危福林

危俊飞这个名字是孩子外公取
的。说来也巧，姓氏中的“危”字
在古汉语中正有“高”的意思——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而名
字中的“俊”代表着“俊朗”；“飞”
则寓意“一飞冲天”。危俊飞三个
字承载了孩子外公和作为孩子父亲
的我两代人的航空梦，我们希望他
像航空工业洪都制造的飞机一样，
飞得高、飞得远、飞得漂亮，朝着
人生的一个又一个目标不断展翅高
飞！

外公汤黄华于上世纪 60 年代
从红色革命老区江西永新考入北京
航空学院。大学毕业时，他被分配
在北京航空仪表厂工作。3 年后，
为了更好地实现航空梦，他从北京
毅然回到地处江西南昌的洪都机械
厂（现航空工业洪都）工作，成为
飞机座舱仪表设计专家。1986 年，
中国决定与巴基斯坦合作研制 K8
教练机，他是中方派出的专家组成
员之一，对巴基斯坦航空联合体进
行了技术考察。他与飞机总设计师
共同制定了 K8 飞机“高、低速兼
顾”“良好机动性能和失速 / 尾旋
性能”“先进机载设备适应各种气
象条件飞行”“以电子飞行仪表系
统为中心的显示系统”等 10 大特

点的总体设计方案，旁征博引、构
思严密。巴方对我方提出的 K8 教
练机方案十分满意，很快便签订了
与我方合作研制 K8 飞机的协议，
开创了我国利用外资研制新机的先
河。

1990 年 12 月，K8 飞 机 承 载
着洪都人对飞行的无限追求，首次
成功翱翔蓝天，祖辈的航空梦在那
一刻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作 为 危 俊 飞 父 亲 的 我， 在
1987 年 7 月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毕业进入洪都公司。一进厂，我就
被安排在位于八角亭厂房内的 80
车间液压附件装配与试验工段见
习。当时 80 车间主管液压附件装
配与试验工段工艺组长被公司派驻
出国，仅有的 2 名年轻主管工艺员

又恰好离职，为此，车
间决定让我在见习阶段
就开始担负起工段主管
工艺员的重任。在大家
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刻
苦钻研技术，编制了许
多强 5 飞机返厂大修工
艺技术文件，处理了大
量现场工艺技术问题。

1988 年 初， 洪 都

公司决定将 80 车间与 81 车间的工
艺技术进行专业化整合，将 80 车
间航空产品制造任务全部并入 81
车间。为了持续锻炼自己的专业能
力，经过慎重考虑，1988 年 4 月，
我主动打报告，提出随航空产品制
造任务一道调入 81 车间工作，得
到了上级批准。于是，我成为 80
车间并入 81 车间组成的一个新工
段主管工艺员，负责航空产品液压
系统、起落架系统等制造工艺技术
工作，开始了我的工艺成长之路。

在这条逐梦路上，我从不敢
懈怠，努力学习、探索，先后取得
了 30 多项技术攻关成果、2 项价
值工程研究成果、3 项科研课题成
果，也曾荣获“振兴洪都青年科技
奖”和江西省技术改进重大成果二
等奖，为企业摸索出迅速提高深孔
加工技术水平的新方法，使企业在
这方面技术达到了国内航空制造同
行业先进水平。父辈追逐航空的梦
想，伴随着这条探索之路，愈发坚
定。

两代航空梦，冠以后辈名。愿
危俊飞像他的祖辈父辈一样，在追
逐梦想的道路上一往无前，飞出最
美的人生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