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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载机完成设计、制造出验证机后，一项非
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对舰载机进行试验、试飞，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这需要科研人员赴外场进行
科研保障。“飞鲨”在研制过程中，科研人员采取
边攻关、边试验、边训练的模式。

据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装备技术保障部副
部长宋浩伟介绍，外场技术保障工作强度大，试
验中暴露的问题，都需要他们在有限条件和时
间内加以解决。舰载机在当时还是新装备、新
技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术难度要比以往
更大。此外，舰载机研制，涉及两大集团联合攻
关，组织管理模式、研制体系差异较大，所以技
术协调工作量巨大。

早期试验场所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
善，外场的工作、生活条件较差，但外场保障技
术人员从未在意这一点。他们专心于解决技术
问题，所有注意力都在“飞鲨”身上。他们多在
早上 6时起床，连续工作到夜里 11时以后，并且
常年出差，多数人全年出差时间达到 9～10 个
月。宋浩伟告诉记者，他有次参加外场保障，连
续出差 8个月，回到所里后，同事觉得他脸色不
好，看起来很疲惫，但宋浩伟当时忙于技术问
题，反倒没感觉。直到忙完阶段性工作，才意识
到自己确实是有些累了。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折叠结构

件团队任务特别紧张时，党员主动挑起重担，
一人同时操作二、三台机床日夜赶工。为了
准确计算生产周期，固化生产流程，有的党
员感冒发烧，打完点滴就立刻返回岗位继续
工作。

为了生产周期的稳定，党小组成员整天在
生产线上研究，经常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直到
问题解决。紧张工作中，大家实行两班倒、三班
倒，并保证24小时都有党员在一线。

采访结束后，记者想要记下宋浩伟的姓名
和职务，之前聊“飞鲨”外场技术保障工作时侃
侃而谈的宋浩伟却不好意思起来。他笑着对记
者说：“我们搞技术的，把技术搞好就行了，不要
写我名字了吧。”最后经过记者一番“劝说”，才
知道了他的姓名。而在沈阳所，像宋浩伟那样
低调朴实的党员，有很多。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结构部党总支书记魏
金龙说：“研究所党员占所有人员比例达 60%，科
研一线工作人员中，党员比例更高，达 80% ~
90%。工作中，党员表现十分突出。”在这里，处
处可见胸前佩戴党徽的共产党员，处处可见党
旗。航空工业“飞鲨”团队正是靠着一枚枚党
徽、一面面党旗背后所蕴含的坚定信念，使中国
实现了舰载机零的突破，为国家海空安全铸就
坚强铁翼。

冲在一线的党员先锋

不久前，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实现舰载机夜间起降，航母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
升。歼-15“飞鲨”是我国第一代舰载机。从无到有，中国舰载机零突破的背后，是航空工业“飞鲨”团队
的敬业与奉献，这其中，党员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近这些为“飞鲨”铸翼的先进党员，看
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当年的入党誓言，实现航空报国的理想。 ——编 者

“飞鲨”展翅跃海空 探访背后铸翼人
—航空工业舰载机“飞鲨”团队党员先进集体及个人掠影

■李 博 本报记者 刘曈曈

舰载机由于需要在航母上起降、在海空克
敌制胜，其研制相比陆基飞机有更高要求，也
更复杂。但想发展航母，舰载机是绕不过去的
“门槛”。

中国舰载机研制的起步阶段，可谓“一穷二
白”。当时，中国舰载机研制资料与经验十分有
限，在舰载机研制领域是“白纸”一张，只能从零
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工程院院士、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
时任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孙聪担
任“飞鲨”总设计师。既要负责舰载机总体设
计，还要协调各子系统设计，孙聪肩上的担子很
重。他常向设计团队的年轻人强调，做一名好
设计师，要做到“三心二义”。“三心”指的是雄
心、耐心和责任心；“二义”则指情义和侠义。

在孙聪看来，有雄心，才能积极进取，才能
有远大抱负。孙聪是设计员出身，他一直有个
梦想，那就是设计研制出好用、管用、顶用的先
进战机，来守卫祖国海疆。这是孙聪的雄心，
也是他能够带领团队，成功研制“飞鲨”的重
要动力。

有耐心，才能耐得住长期科研过程中的寂

寞，实现精益求精。“飞鲨”研制过程中，即便节
假日和休息时，孙聪也抓紧时间查阅国内外资
料，以点滴积累，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跟
踪世界先进航空技术发展趋势。

有责任心，才能将自己融入航空报国的伟
大事业。孙聪为获得一手资料，经常不顾个
人安危和舰载机起降时巨大的轰鸣声，站在
着陆区附近，近距离观察舰载机着陆过程与
动态响应。为保证舰载机着舰安全，他还把
国外舰载机发生事故的视频收集起来，以使
大家重视舰载机安全性，此外还总结出一套
安全操作规程。

孙聪 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7年来，入党
誓词始终回响在他心间，也成为他工作的不竭
动力。在孙聪同事眼中，他是一个有情义、有侠
义的人。只要听说同事遇到技术问题，孙聪总
会说：“找我啊！”在这位拥有“三心二义”品质的
优秀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孙聪和他的“飞鲨”团
队兢兢业业，百折不挠，没有辜负党和国家对他
们的期待。辽宁舰服役后，国外曾断言，中国至
少需要 5年才能实现舰载机着舰，但辽宁舰服役
两个月后，这一目标就实现了。

“三心二义”的总设计师

舰载机研制过程中，需要折叠结构来使机
翼折叠，以节省航母机库和甲板的面积。这种
结构技术难度大，加工复杂，也是一直以来人们
认为中国在发展航母时，很难在短期内解决的
问题。要想取得成功，需要突破技术、质量和周
期3道难关。
“技术关”指研制前，中国在折叠结构件方

面没有经验，也没有现成技术可借鉴；“质量关”
指折叠结构件复杂，加工精度要求高，材料特
殊，对整个工艺流程的质量提出很高要求；“周
期关”则指折叠结构件是舰载机上的重要部件，
如果没有在项目要求的时间内研制出来，就会
影响舰载机项目的进度。

折叠结构件是舰载机独有结构，对中国航
空工业来说，是崭新领域。航空工业沈阳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折叠结构件攻关团队有两
大重要工种——数控加工和钳工装配，他们面
临的技术挑战前所未有。

技术攻关团队中负责数控加工和钳工装配
的李师傅与夏师傅都是党员。他们坦言，折叠
结构件各部件的加工、装配，自己都是第一次
做，部件数量多，需要从头研究、制作新工装、刀
具以及数控加工程序。面对技术攻关中出现的
大量问题，单打独斗行不通，该攻关团队党支部
李副书记告诉记者，面对新挑战，他们注重加强
各工种之间的配合。

例如，以往数控加工与钳工装配是上、下游

关系，数控加工将组件加工好后，交给钳工装
配，两个工种联系不多。但因为折叠结构件情
况特殊，加工难度大，公差要求小，有些组件加
工后无法满足钳工装配要求，而且需要两个部
门配合的零部件很多。因此，他们两个工种密
切合作。数控加工现场，有钳工在，他们会提出
满足钳工装配要求的各种建议；钳工装配现场，
也有数控加工的人在，以便更好了解钳工的工
作需求。两个工种互相借鉴、加强合作，从而保
证项目顺利进行。

面对问题，转换思维进行创新也很重要。航
空事业作为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发展进步离
不开创新思维。孙聪带领设计团队设计“飞鲨”
时，飞机所需的钛合金需要价值 5个亿的拉伸机
才能加工出来。但设计团队转换思维，决定要么
用其他材料替代，要么换一种加工方式。在创新
思维的指引下，设计团队决定在“飞鲨”上采用3D
打印技术加工钛合金材料。在满足“飞鲨”要求之
外，这也为我国钛合金3D打印技术奠定基础。

而在制造工厂一线，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更是有很多创新举措。李师
傅对记者说，在整个折叠结构件加工装配中，有
一个决定性的工艺环节，是要加工出一个直径
很小、但深度很深的孔位。这一工艺环节，不仅
加工难度大，而且危险。面对挑战，一线党员开
动脑筋，进行创新性改进，不仅提高了加工精
度，还保证了工作效率。

攻坚克难的“飞鲨”团队

这篇采访手记的题目，是我在结束对航空

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折叠结构

件团队 4位航空工人采访后，提出的一个请

求。也许有读者会觉得这题目有些奇怪，但对

我而言，这个请求是有感而发。

作为军迷的我，此去采访舰载机“飞鲨”团

队，没有亲眼看一看“飞鲨”，亲手摸一摸“飞

鲨”，或许是一大遗憾，但我还是开心，因为我

见到了那些铸就“飞鲨”铁翼的人，那些使其能

够翱翔海空的人，那些曾亲手画下“飞鲨”设计

图，制造组装“飞鲨”的人。

采访前的我，关注的是“飞鲨”的性能数据

先进不先进；采访后，我则深深感悟到，如果没

有“飞鲨”背后的科研工作者、技术工人的埋头

苦干，这些性能数据也只是苍白的数字，难以

变成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负责对折叠结构件进行数控加工的李师

傅在接受采访时，托起坐在他身旁的钳工夏

师傅的手说，其实最辛苦的还是这位兄弟，

他的手上都是伤疤。

因为折叠结构件的不少组件很小，无法目

视观察组装，只能把手伸进组件内部，凭手的

触感来组装，经常会伤到手，所以负责组装的

钳工师傅手上都有伤疤。

听到这些，我的眼睛有些湿润，心中更是

感慨万千。他们不会说什么慷慨激昂的豪言

壮语，却能铆在岗位上默默付出；他们的工作

或许只是加工“飞鲨”上小小的零部件，但他们

可以静下心，日复一日地重复同一个动作。采

访中，他们平静地回忆当年技术攻关时的点点

滴滴，说起自己的工作如数家珍，但一谈到功

劳、成绩，却绝口不提自己。

采访结束，4位航空工人要离开时，我绕过

大半个会议桌跑过去说：“我能跟您握个手

吗？”此情此景，我只是想以这种方式，向这些

可爱又可敬的航空工人致以我一名军事新闻

工作者、一名军迷最真诚的敬意。

握着他们因工作而粗糙厚重、布满伤痕的

手，我想这也许是我工作生涯和军迷生涯中最

荣耀的一件事吧。

我能跟您握个手吗？

2013年11月6日，伴随着歼-15“飞鲨”舰载

机在辽宁舰上成功起降，我国自行研发的第一代

舰载机拨开神秘面纱，首次公开亮相，完美演绎

“刀尖上的舞蹈”。

歼-15精彩出镜的背后，舰载机“飞鲨”团队

功不可没。在受领研制歼-15的任务后，他们埋

头苦干，咬定青山不放松，在研制周期短和生产

难度高的情况下，凭借“愚公移山”的坚定信念

和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不畏难、不气馁，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困难踩在脚下，克服研

制路上的一个个“拦路虎”，突破层层技术壁垒，

屡屡创造奇迹，最终成功将“飞鲨”打造成可与

俄罗斯苏-33、美国F/A-18相媲美的世界一流

主力舰载机。“飞鲨”团队用实际行动揭示了一

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埋头苦干才是创造奇

迹的秘诀。

邓小平曾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

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埋头苦干，是成

事之基、发展之要，是我们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

胜利的重要保证，因为再美好的蓝图、再宏伟的

目标，如果没有苦干实干精神，到头来只能是水

中月镜中花。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任何事业的

成功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埋头苦干离不开坚定的理想信念。曾几何

时，舰载机对中国来说是遥不可及，但“飞鲨”团

队抱着为国家搏一把的雄心壮志，凭着不服输的

劲头，从基础实验、设计、仿真、画图做起，按照24

小时三班倒，马不停蹄与时间赛跑。同时，也正

是因为理想与情怀，让他们保持内心笃定，不被

外界诱惑迷失初心，扎实做好每项工作，最终实

现中国舰载机零的突破，填补了中国在相关领域

的技术空白。

埋头苦干需要奉献精神。“飞鲨”团队在当

今都市繁华生活的映衬下，几乎与世隔绝，大

部分时间他们都“宅”在单位大院里，潜心钻

研。其实无论什么时候，成就事业都需要这种

奉献精神，如此便能不怕吃亏、不慕繁华，自觉

去“埋头”、去苦干。埋头奉献可能会暂时在利

益上受损失、在进步上失机会，同时伴有辛苦

和寂寞，但从长远看，付出了、奉献了，总会有

收获、有认可。

埋头苦干还需加强自我修养。同许多优秀

品质和优良作风一样，埋头苦干也不是天生的，

需要在实践中养成。人都是有惰性的，埋头苦干

一时做到易，一直坚持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像

“飞鲨”团队一样埋头苦干研制歼-15确实是一

种品格和境界。那“飞鲨”团队靠什么做到这种

品格和境界？靠的是他们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

情操。所以要加强党性和道德修养，完善自我，

牢记使命职责，培育健康情趣，树立底线思维，拒

绝干扰诱惑，安心、安身、安业，真正把心思和精

力用在埋头干事创业上，这样奇迹也就会如雨后

春笋般不断涌现。

埋
头
苦
干
才
是

创
造
奇
迹
的
秘
诀

■
赵
艳
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

■刘曈曈

图①：航空工业沈阳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折叠结构

件攻关团队建立共产党员责任

区，党员员工主动承担攻关任

务，力保项目进度。

白 华摄

图②：航空工业沈阳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折叠结构

件攻关团队骨干成员一起研究

加工工艺。

白 华摄

图③：歼-15舰载战斗机
在辽宁舰着舰。

李 唐摄

图④：机翼折叠状态的歼-
15舰载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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