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亚兰

这是一个明媚的日子。
阿丽缓缓地走在时代大道的人行

步道上。她打量着这一切，这熟悉的
一切，这条她走过无数次的路，今天
却像是她第一次看到，因为于她而言，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一小
时之前，她办完了最后一道退休手续，
从明天起，她就是个自由人，再也不
用来上班啦。

说实话，她曾经不止一次地盼望
这一天，在那些加班加点忙得不可开
交的时刻。可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
她的心中五味杂陈，有喜悦、有不舍，
还有一丝丝惆怅。跟同事们告别的时
候，她有些难过，忽然感觉到了深深
的眷恋。

此刻，她转身回望朝阳下的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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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排红红的大字映入眼帘，再一次在
她心中激荡。她想 ：我也算是忠诚于
祖国，奉献于祖国了。

33 年前的夏天，22 岁的阿丽毕
业被分配到航空工业陕飞。她是在关
中平原的农村出生长大的，大学 4 年

在西安，接触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
习惯了都市生活的热闹与方便。初到
陕飞时，工作地点在北区，她心里的
落差真的不是一星半点 ：工厂远离市
区，依山而建，出门就是坡；傍晚时分，
她坐在屋里写信，窗外的马路上牛铃
叮当，她探出头去，竟然看到一人一
牛慢悠悠走过。那一刻，她恍然如在
梦中，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一个几千人
的大厂。

有两三个月时间，阿丽觉得自己
很难融入新的环境。直到有一天，她
路过家属楼，看到许多人家窗外搭出
来一个小架子，上面放着花盆，已经
深秋了，可是还有串红、菊花等花儿
在盛开，姹紫嫣红，美丽极了。那一
刻，阿丽被深深地感动了——即使在
这偏僻闭塞的山沟沟里，人们也在尽
可能地让生活里多一些色彩！也就在
那时，她觉得自己的心静下来了，找
到了安放的位置。

从那之后，阿丽觉得自己多了一
双慧眼，她能从身边那些憨厚的、不
善言辞的师傅们身上看到他们的敬业
精神，她回答他们好意的询问，感谢
他们的关心，她向他们请教不懂的问
题，听他们讲上山下乡的经历、治滑

保厂的奋战，她深深地被他们感动着。
她从他们的讲述中得知，脚下的

陕飞在上世纪 60 年代还是荒山野岭、
狼群出没的地方，第一批进厂的师傅
们，住的是低矮的窝棚，走的是“晴
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土路，在
文川河里洗衣服，步行去两公里之外
的集市上买东西。而今，有高大的厂
房，有食堂、俱乐部和浴池，有幼儿
园、小学、初中和高中，有医院、商店、
菜市场和公交站。这一切，是多少人
耗费多少心血建立起来的呀！想到这
里，阿丽对身边的一切人、一切事肃
然起敬。

阿丽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我和
我的祖国》，她觉得歌词太美太有诗
意了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
朵……她总是不经意地哼唱，有时她
想，她和陕飞，也像是大河和浪花，
她似乎看见她和身边的师傅们，以浪
花的姿态在河里跳跃着、歌唱着。这
么一想，她就很开心。今天，当她回
想到这里，不由得又一次笑起来。这
也使她更好地理解了，在那些低迷的
日子里，生产任务不足，工资经常延
期发放，可是大部分陕飞人依然苦苦
坚守，终于使陕飞迎来了新的机遇，

步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想到这里，阿丽似乎又回到了

2004 年的春天。那一年，好多陕飞
人是在工作岗位上过的春节，有人连
续几个月没有休过星期天。第一批进
厂的师傅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
次这么忙。每天下班的时间，路上看
不到几个人，因为大伙还在热火朝天
地大干呢。车间里灯火通明，机器隆
隆地响着，每个人都很投入，忘记了
几点钟，忘记了星期几——管它星期
几？每天都是星期一！陕飞人很忙，
但是陕飞人也很高兴，因为忙碌意味
着我们任务饱满，意味着我们会有一
个好的前景。

汗水没有白流，试飞成功了，陕
飞人那个激动啊，多年后想起依然让
人心跳加速！

后来，设计定型了，批量投产了，
大家的收入提高了，工作环境改善了，
陕飞公司的重心向南区转移，阿丽也
来到南区上班，她和同事们陆续买了
新房子，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家，生
活一天天更好了，陕飞人脸上的笑容
更多了。

时间的河流永不停歇，祖国在前
进，陕飞在发展。改革后的陕飞轻装
前进，厂区变大了，变美了，不仅仅
是职工，周边的居民也富裕起来。旧
的道路变宽了，新的道路修好了。办
公室和厂房里都装了空调，工作环境
大大改善。各项制度更完善了，工作
更舒心了。

阿丽的孩子上大学了，毕业后又
回到陕飞，也成了一名陕飞人。孩子
在单位的技术比武中拿到了不错的名
次，阿丽也为他高兴 ；孩子成家了，
有了自己的责任和担当，阿丽为下一
代人的成长感到欣慰。看看身边的朋
友和同事，不少人的孩子都回来了，
陕飞这条大河里，又添了一朵朵新的
浪花！

想到这里，阿丽再一次笑了。她
停下脚步，转回身，再看一眼身后熟
悉的厂区，那是她奉献青春的地方，
那是她挥洒过汗水的地方，那也是让
她成长和收获的地方。她离开了，可
是她的同事们还在那里奋斗着，为了
陕飞的明天，为了祖国的未来！

难说再见难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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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刻在时光里的航空情怀
	| 李小娟　黄丽霞

时间的齿轮转到新的一年，换
上了 2024 年新台历。大扫除时，收
拾出了以前各式各样的日历，日历
上都写满了字、画满了各种圈符，
这些是我的师父——检验员肖霞的
日历。刚刚过去的 2023 年，是肖霞
在岗的第 29 年，也是她工作生涯的
最后一年。随手翻阅日历本，时间
定格在师父披星戴月的工作里。

自她参加工作以来，始终牢记
“航空报国”的初心，始终保持着对
工作的激情与强烈的责任感，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钻研，凭借过
硬的专业基础和扎实肯干的工作态
度，迅速成长为“靠得住、信得过”
的技术骨干。

“笔试”“实操”，这是记录在
2021 年 6 月日历上的四个字。2021
年航空工业技能竞赛中，她作为航空
工业凌峰的技术指导，带着 3 名年
轻人参加比赛。由于参赛同志年纪
小又是首次参加竞赛，师父四处寻
资料、找场地，给他们划重点、讲
难点。“技能比赛不是单纯为了取名
次，增长见识磨砺心智，对未来的
成长帮助也非常大。”参赛队员遇到
困难沮丧时，师父鼓励大家。就这样，
队员们轻装上阵，均取得较为满意
的成绩，师父也因优异的表现被大
赛组委会聘为决赛裁判。

“到现在为止，你已经从所有你
认为过不去的事情里过来了。”这句
话记在 2022 年 12 月 3 日，这天是
肖师傅子宫肌瘤切除手术康复出院
的日子。就在手术的前一晚，她还
伏案工作到深夜。同事们不停催促
她 ：“肖师傅，你快回家吧，剩下的
我来。明早你要办住院啊，”“不着急，
东西多，你们忙不过来，我再把手
头的问题处理一点。”肖师傅总是这
样乐观豁达地工作在一线，站在大
家身旁。她常常和大家交流分享检
测过程中的绝技绝招，就检测过程
中影响测量效率、测量精度的问题，
主动提出改善。在公司组织的自主

改善创新工作中，获得优秀改善提
案 20 余项。对徒弟总是倾囊相授、
毫不保留。她所带的 7 名徒弟均承
担起重大件的检测工作，私下大家
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肖家班”。

“站好最后一班岗”，是她常挂
在嘴边的话，也记录在了 2023 年
12 月的日历上。12 月也是在岗奉献
的最后一月。这些年来，作为一线
检验人员，经她手的零件，无一起
质量事故。她温柔也好强，勇于迎
接挑战，主动承担重、难、急件的
检测工作。在严峻的交付形势面前，
她携同技术员、工人一起攻关。在炎
热的酷暑、闷热的车间，测量、记录、
提出加工建议、调整检测方法……
一遍又一遍，最终有效解决了刀杆
摆动造成孔口晃动引起超差及同轴
度无法保证问题，确保零件加工合
格率达 100%。

针对某法兰硬质阳极化后内孔
槽口反复崩边情况，公司组织相关
人员成立“关重件加工过程分解控
制提升绩效 QC 小组”进行攻关验
证。师父作为小组一员，对零件状态、
尺寸和技术条件进行多次反复检测，
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反映了零件加
工的真实状态，对攻关工作提供了
有力的数据支撑。经过几个月探索，
小组最终解决了这项难题，被评为

“2019 年度四川省国防科技工业优
秀质量管理小组”。师父也先后荣获
凌峰 “2017 年度三八红旗手”“2021
年度巾帼卫兵”、自控所 “2018 年度
星级自放行委任代表”。

师父虽然是普通的一线女职工，
却是千千万万默默无闻航空人的缩
影。在她身上看到的是航空人夙兴
夜寐、务实创新的精神。

如今，曾经庇护大家的师父退
休了，她教给徒弟们的本领使得大
家从一颗颗小苗有了成长为大树的
底气。航空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薪
火相传，如今加班“暗号”也铺满
了徒弟们的日历，师父的拼搏精神，
鼓舞着年轻的后辈们继续为祖国航
空事业不断奉献。

爱思考的“技术控”
	| 刘佩园　窦芳超

“秦师傅，MES 高级排产对生
产报工产生了影响，能否通过改变
流程来解决啊？”中航光电调度员
葛荣急切地说道。

短暂的思索后，秦晓泽将自己
的想法边说边在纸上画了出来，“我
觉得 MES 高级排产中会出现三种报
工模式，其中最优选择应该是……”
听着他新颖的观点，又有两名工艺
员围拢过来，不时对自己不明白的
地方和对于这个流程的理解发表一
些意见，秦晓泽耐心讲解，问题在
众人讨论中逐渐明了，调度员紧锁
的眉头也舒展开来，加入讨论的工
艺员们也欣喜于学到了解决问题的
新思路。类似这样的场景经常在制
造十部核心工艺室上演，秦晓泽也
凭借自身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对流程
的熟知，成了为大家排忧解难的“智
囊”。

探索变革之路

2023 年，制造十部将一项重点
攻关项目交由秦晓泽负责。项目初始，
各项验证的结果都不理想，为了保证
进度和质量，他集结了压销团队的工
艺员、调度员、装调工程师参与到这
次攻关中，白天进行验证，收集数据、
汇总问题，晚上开会制定改进措施。
时常能在夜晚的生产现场看到他观察
设备试力工位，专注研究工装改良的
身影，一边测算着零件尺寸公差对于
设备精度的影响，一边考虑着试力检
测工装怎样才能满足要求……在不
断的观察和思考过程中，他总能在
项目推进遇到瓶颈时提出一些新的
思路、创新的观点，这次也不例外，
他另辟蹊径提出尝试一种新型的检
测方法，团队积极验证跟进数据，
证明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不仅设
备试力一次提交合格率得到了提升，
而且多人耗时返工复测拔力的问题
也得以顺利解决。这不仅仅是人均
产能上的提升，也为核心接触件实
现性能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地基。 

难题找他能解决

“秦师傅，来看看这个压接钳的
问题吧？”

“秦师傅，我这个半天没找到问
题根源，来给我诊断一下吧？”

在工艺技术领域勤于思考、刻
苦钻研的工作态度，让秦晓泽在解
决问题时有“直达病灶，破解困扰”

的功效，现场员工在遇到难题的时
候也总是先想到他。

这个时候他总能出现在成排的
设备中，跟大家一起讨论想办法解
决问题。或许这并不是工艺范畴的
问题，也不是他负责区域的问题，
但是大家一遇到难题，第一时间想
到的就是“找秦师傅能解决”。他也
成了极受欢迎的部门“网红工艺员”。
这不，咱们的秦师傅正在机装绞针
部件班一台压接试力一体机旁，研
究着设备点位出现卡料的问题，在
仔细观察后，他直接锁定了问题原
因，指导操作人员一步步进行操作，
问题迎刃而解。

奋斗永远在路上

“ 喜 报， 我 部 门 工 艺 员 秦 晓
泽……”播音员清晰流畅的声音从
广播中传来，秦晓泽获得公司高级
技术专家的消息在部门内传开，大
家纷纷对他表示祝贺，他只是呵呵
一笑，半开玩笑地说 ：“都别夸我，
我会骄傲的啊。”说完，转头又扎进
了下一个攻关项目……

第一次参加部门团建活动时，
秦晓泽唱了一首《精忠报国》，当时
大家都惊叹于这个斯斯文文、不爱
说话的新工艺员竟然能爆发出如此
巨大的能量，想来这是他不畏艰难、
务实求真的特质。

他扎根制造十部，坚守在工艺
岗位上 13 年，在部门发展历程中解
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从一名
普通的工艺员成长为高级技术专家，
用奋斗者的姿态谱写出属于他的人
生故事。

千锤百炼的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
	| 裴根

质量提升永远在路上，在航空工
业哈飞 23 车间工艺室全员心中，这已
是共识，为此，他们千锤百炼，努力
做好质量这个“1”。

第一锤：打通“高速公路”

要想提升质量，就不能只想着提
升质量，还得打好基础。工艺室牵头
优化车间整体业务流程，构建生产模
型，建立工艺基础数据库，打破信息
壁垒，实现制造全生命周期信息化，
为质量提升打好基础，打通“高速公
路”。

质量提升先从管理提升下手。工
艺室结合科研生产实际，参与组成车
间管理提升团队，深挖管理薄弱环节，
深入研讨业务流程，构建“五化”“四
抓”“三计划”生产理念，即以精益化
管理、标准化建立、信息化推进、数
字化转型、智能化制造靶定核心能力
建设，以抓计划源头、抓问题瓶颈、
抓均衡生产、抓准时交付管控全制造
周期，以精细准备计划、优化保障计划、
立足执行计划构建生产体系架构，聚
焦“三计划”的关键控制点，把车间
生产任务分解成 11 个生产节拍和若干
监督控制点，形成生产管控模型。工
艺室还以型号主管牵头，全员参与开
展数据收集和整治，依托 MES 系统，

建立工艺基础数据库，加强信息共享，
统一信息流和实物流，实现高效协同
和信息准确传递。依托钣焊 MES 看
板，形成快响团队，参与生产计划管控，
细致梳理任务，深度分析计划，助力
车间生产由调度型向计划型转变，深
度赋能质量提升。

第二锤：打造畅通机制

工艺笔下能生金，工艺脚下能提
质提效。在做好工艺策划的前提下，
工艺室推动技术人员进工段，组织 15
名专家、骨干、高潜质技术人员与 12
个生产班组“联动工作”，打造产品生
产畅通机制，以扎实举措提升产品质
量、提高劳动效能、减少周转周期。

“这一天我得跑不少趟。”工人偶
尔的“抱怨”，工艺室也会记在心间。

零件周转这件“小事儿”，看起来简单，
但因为工作流程不够精益，标准化作
业不够完善，提质增效的空间仍然很
大。事无巨细，质量提升永不间断，
工艺室相关人员组织梳理精简工作流
程，制定标准化工作手册，实现零件
周转优质高效开展。“30 号工房拆迁，
点焊设备会因搬迁后的鉴定而停产一
段时间，相关型号任务能否如期完成
是个未知数。”面对工长的担忧，工艺
室成立攻关团队，拿出硬举措，确保
相关任务按时优质完成。攻关团队组
织开展点焊人才培养活动，以技能提
升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
率。组织开展任务分析，重点识别风
险，科学策划工艺鉴定，梳理系列工
作，确保设备搬迁后第一时间开展鉴
定，第一时间鉴定完成，第一时间合

规开工。

第三锤：打掉生产瓶颈

生产哪里有瓶颈，工艺室的技术
创新力量就发挥在哪里，他们以技术
创新推动质量提升，打掉了许多生产
堵点痛点和难点。

“工人说蒙皮零件操作难度大，产
品质量不好保证，夹具也存在一些问
题。”热处理工段反映道。蒙皮零件
淬火一次交检合格率不高，返工次数
多，是影响车间任务交付的“卡壳”
问题。工段反映的难题就是工艺室质
量提升的剑之所向。工艺室组织技术、
生产、检验、工装设计相关人员成立
攻关团队，从岗位角度出发，分析问
题根本原因，制定解决措施。经过深
入生产现场调研，团队最终确定蒙皮
架上推举装夹、夹具螺杆拧入过深和
夹片接触面粗糙度过大是根本原因。

“把夹具做成活连接，在地上装夹后直
接将夹具挂在工装上，是否会轻松很
多……”“降低夹具表面粗糙度和固化
螺杆拧入深度，是否能减少夹痕……”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分析着，改进措施
渐渐浮出水面。说干就干，通过实施
系列改进，团队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还制定了标准作业指导书，巩固改进
成果，让问题彻底清零，生产显著提效。

质量提升，何止三锤，工艺室还
有千锤百炼，待后续慢慢分解。

老刘的故事
	| 张点

“ 你 是‘90 后 ’ 吧， 那 这 么 一
算你出生那年我都已经来到工厂做
学徒工了，你的年龄啊跟我工龄一
样。”2013 年我入职航空工业郑飞，
被分到老刘师傅工位隔壁的数控小
工段实习，当时老刘师傅便是这么
与我搭话的。起初我只以为老师傅
这句话怕不是在显摆“资历”，觉得
其人不太好相处便决定“敬而远之”，
未曾想这一“敬”却是后续十年都
纠缠不脱的故事。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刘师傅从技校刚毕业就投身到
建设国防三线的时代洪流当中，我去
过灵宝，也问过一些年长的师傅，战
天斗地、肩挑背扛、风餐露宿是当年
建设大三线的代名词。他们这一辈航

空人战胜了大自然带来的种种艰难险
阻，在物资匮乏的艰苦生活中，将青
春和热血挥洒在祖国的广阔天地里。

刘师傅是一名普通铣工，在那个
年代里的铣工可能与我们现阶段的想
象出入很大，经验和技巧几乎涵盖了
全部的工作内容。他从基础学起，为
了尽快练好技能，下了班也不走，继
续跟夜班师傅学习。对于好胜心极强
的刘师傅来说那是最难熬的一段日
子，别人已经可以独立作业，自己还
在学习基础知识，每天边工作边学习
十几个小时。天道酬勤，似乎是看到
和认可了他的能力，两年后公司新购
置的数控铣被领导放心地交到了刘师
傅的手上，这之后便是数十年磨一剑
的共同成长、反复历练。

老船员依旧登得上新时代的船

时间逐步推进，航空工业蓬勃发

展，在我国全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很
多陈旧的设备逐步淘汰，刘师傅分配
到我所在的班组。普通铣床和数控加
工中心相比，刀具编程、操机系统、
工作习惯等这些特质无一例外都是摆
在刘师傅面前的道道鸿沟，不服输的
刘师傅怎会轻易说不呢？这以后他又
开始一门心思地钻研数控机床，正常
工作之余，一个个双休日和节假日，
都成了他的学习时间。几乎每一次我
都能见他带着自己的小本子来的，认
真记下每一个步骤，比如我告诉他有
些信息不用记，按一下“help”键自
己就显示出来内容了，却见他端端正
正地在本子上写下这几个字母，一刹
那间的恍惚和感动震撼着我，这样的
年纪，这样的“求学态度”，佩服 ！

前不久公司最新落地的复合机床
正在进行培训，我见着刘师傅在旁边

旁听，便调侃说 ：“老刘师傅一块练练
吗？这几乎是最先进的机床了。”他
笑着摆了摆手说：“学不来，已经老咯，
你们才是未来。”但有一瞬间我分明
看到他眼里有光在闪烁。

“学不可以已”，学习和求知是伴
随了刘师傅半辈子的事情，也应当是
我们的信念和追求。读《劝学》、读《送
东阳马生序》，可到底是不如身边的
例子来的生动和记忆深刻。

波澜壮阔的百年巨变，风华正茂
的千秋伟业，每个细微的瞬间都在启
示我们不能安于现状，而要不断学习，
更好地应对社会变迁，实现个人价值。
作为新时代的航空青年人，更要学无
止境，发愤图强，从而做到学以致用，
掌握真才实学，为祖国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