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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任务党员担当，关键时
刻党员冲锋

步入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以下
简称“成都所”）和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飞”）的科研工
作区，几架战鹰振翅欲飞，昭示着成都所、成飞
与这些“空中明星”的血脉联系。大道两旁宣
传橱窗里展示的数十位党员先锋的照片和先
进事迹，向人们生动讲述着一个个平凡而感人
的故事。

成都所某项目办成员叶海就是其中一位。一
次风险课目试飞，叶海随保障队伍在现场进行全
程保障和协调。试飞期间，一保障人员突发疾病，
被送往医院抢救。叶海一方面照顾病重同事，一
方面协调后续试飞安排，在发现自己脑袋也隐隐
作痛后，他仍坚持留在现场，完成工作交接，保证
风险课目按计划试飞。

“这是军人手中的钢枪。”在成飞装配车间，张
泰军晃晃手中的铆枪，就钻进机舱。虽然是一名

“90后”年轻党员，但他已是知名的全国技术能
手。张泰军和工友的任务是把上百万个零件组装
成一架架战鹰。战斗机舱内体积小，结构复杂，留
给工人的活动空间十分有限。工人大多数时间只
能趴着、躺着、甚至跪着进行铆装，一天爬上爬下
十几次，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而主管领导每天深夜
都要召开现场技术分析会。大家幽默地说：职工
天天泡“酒吧”（久趴），干部天天进“夜总会”（夜间
总开会）。

回忆起型号攻坚期间一个个难忘场景，成都
所党委组织部同志介绍说，“关键型号有党员攻
关、关键任务有党员担当、关键时刻有党员冲
锋”，这是歼-20设计制造团队近年来在党建工作
中一贯坚持的做法。无论在科研攻坚一线还是
支援保障现场，都可以看到党员突击队奋勇当
先，为型号研制奋战在一线的场景。深夜，成飞
外面路边摊时常出现匆匆吃点东西又急急回到
加班现场的身影。生产车间还开通“现场直通
车”，遇到问题，蹲点守候的设计人员在生产现场
第一时间制定可行方案。

成飞党委组织部同志介绍，党组织“朋友圈”
也在型号业务拓展中以共建形式同步加强，不断
扩大。备战朱日和阅兵，为加强对某部队的服务
保障，成都所保障分队与空军某部机务大队成立

“服务保障临时党支部”；新机研制进入攻坚阶段，
有关单位深入开展“厂所共建”，成立“党员联合突
击队”，开展技术交流和集智攻关；成飞主动与重
点成品、零件配套供应单位开展“基层党组织共
建”，打破“无形壁垒”，创新协同机制，促进型号研
制协同推进；在型号研制外场成立13个党小组，确
保“型号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党的工
作就开展到哪里”。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
们才有希望。歼-20研发和制造团队就是这样一
群仰望星空的人。夜深人静时，歼-20总设计师杨
伟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着。早上7点至深夜，是他的
工作时间。型号研制进入关键阶段，清晨五六点

他就会开启工作模式，只争朝夕的拼命劲儿让大
家肃然起敬。杨伟经常说，国家把最好的飞机项
目交给我们来做，就是把国家未来空中安全的重
任交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搞的不是一个“轮
子”，不是一个“把手”，而是与国家安全紧紧相连
的航空装备。

在成飞高级工艺师刘顺涛的实验室里，他向
记者讲述了几年前那个下午看到歼-20首飞新闻
时的激动，仿佛一股强大的电流瞬间击中每一根
神经。这两年，刘顺涛每年都会回到母校清华大
学与学弟学妹交流。他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名
校毕业生选择加入这支“铸剑者”队伍，因为这里
能够“立大志、入主流、成大事”。

为实现航空强国的梦想，设计师和工人奉
献着忠诚、智慧、才华乃至生命，却在很多时候
只能默默无闻。在这里，出差和加班是家常便
饭。他们只能跟家人说要加班和出差，家人多
少有些抱怨和疑惑。为此，成都所与成飞分别
组织了“家属开放日”活动，让家属在参观中了
解整个单位的工作氛围，也增强他们身为军工
人亲属的自豪感。

6月 29日，应邀来到成都所作《共产党人的信
仰与生活》专题讲座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
哲昕感慨地说：“当你和这群军工人谈奉献、责任
和荣誉时，你会看到每个人脸上骄傲的光彩，我从
他们眼神中读懂了信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
的家国情怀。”

用青春撑起一片安宁天空

“这样一款先进产品，现场没有一张图纸。”在
成都所科研大楼，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全数字化
飞机研发体系。这一技术创新实现了飞机设计完
全无纸化，彻底变革了战机研发模式、流程与体
系，大大缩短了战机的试制周期。

这样的创新，在歼-20身上有很多。通常研发
一款新机，采用的新技术一般不会超过 30%，三代
机采用的新技术一般超过60%，歼-20的新技术含
量更高，许多新技术几乎要从概念起步。一个个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歼-20设计制造团队是如
何一步步跨越的？

这一跨越的背后是一代代航空人对祖国航
空事业满腔热忱和执著追求的薪火相传，也是
研制团队不断追求极致的创新实践。歼-10飞
机总设计师宋文骢院士在《鸿爪留痕》一文中写
道：40多年前，一群年轻人响应国家建设“三
线”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四川成都，成立成
都所，从事军机研制工作，同成飞形成一研一制
的格局。

一代飞机带走的是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
心血、一代人的奋斗，却撑起祖国天空的安宁。40
多年来，从平房到高楼大厦，从歼-9、歼-7C/D到
歼-10、“枭龙”系列、歼-20，从白纸算尺、铅笔画图
到数字化设计、虚拟仿真……航空人用理想、信念、
坚守与奉献，一次次拉近中国航空工业与世界的
距离。他们播下的一粒粒“自主创新”的种子，会
长成参天大树，形成一片遮天蔽日的航空产业“大
森林”。

“在未来的世界航空装备制造业格局中，是别
人根据我们的装备来调整自身装备发展目标，而
不是相反。”远眺前路，杨伟给自己和团队设定了
更高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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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长空“威龙” 挺大国脊梁
——歼-20设计制造团队打造坚强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纪实

■本报记者 宫玉聪

航电武器系统，被誉为战斗机“大脑”，是体
现其作战能力的标志，系统优劣直接影响型号
研发的成败和战场博弈的胜负。在常人眼里，
这应是一个男人主宰的世界。而成都所航电武
器领域，有一位女性副总设计师，她就是新机任
务系统的主管总师王阳。

“我很幸运，一工作就遇到好导师、好师
傅。”王阳曾是我国三代机航电武器领域的元老
之一、成都所原副所长蒲小勃的在职研究生。
分配到航电系统室后，她又跟随技术专家林奇，
从事歼-10飞机航电系统改进升级和歼-10双
座机航电系统研发。

多年来，王阳的世界，就是战斗机座舱里的
那一方天地、屏幕上的一个个符号、后台系统里
那一串串代码。

在这一方天地里，王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共产党员，用拼搏奉献的敬业精神带领团队攻
坚克难；同样在这一方天地里，王阳参与歼-10
系列飞机和多个无人机航电系统的研发工作，
成长为我国航电领域为数不多的领军型专家，
也被赋予研制新机任务系统的使命。

王阳认为，“智慧”的“大脑”要能解决问题

才行，只有任务系统与导弹完美无缝交联并击
中目标，才能说明这个任务系统是成功的。

历经几年研发，王阳带领年轻的靶试团队
开赴试飞现场。

凛冽寒风中，经过一个多月地面准备，他
们迎来盼望已久而又忐忑不安的一天。一切
就绪，地面指挥中心向空中飞行员下达发射
导弹指令。所有人的目光都一动不动盯着导
弹的飞行轨迹，期待击中靶机的那一刻。然
而，好运与他们擦肩而过，导弹与靶机没有相
逢。这是让现场所有人都不能接受的残酷现
实，不少人流下眼泪。作为靶试负责人，王阳
也不例外。

然而，沮丧退缩不是王阳的风格。擦干眼
泪，王阳立即带领团队处理数据、分析问题，和
相关单位一起，仅用2个多小时就基本定位了故
障原因：靶试时，正好遇上某成品一个极小概率
故障，导致失败。“试飞阶段发现这个故障，对项
目本身的发展，对我们整个团队的成长，都是好
事。”王阳说。

通过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攻关，后续靶试
弹无虚发。

王阳：铿锵玫瑰战长空
■本报记者 宫玉聪

工匠者，做工精进之匠人。精准者，精密而
准确之谓。与飞机朝夕相处一万多天，操作精
准度在 0.01毫米间，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刘
时勇不愧为大师级工匠。

刘时勇 19岁被招进成飞，成为一名普通车
间学徒工。他什么都不懂，看见各类设备、机械
一头雾水，这是刘时勇当年进厂时的真实写照。

“人家都在休息时，我就琢磨白天学到的技
术，一边琢磨一边练习。”刘时勇说，他进厂时，厂
里正在造歼-7系列飞机，任何一个零件、部件都
不许出错，技术要求很高。只要完成手头工作，
刘时勇就自己找铆钉、板材不断练习，有时也用
报废零件练手，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练。勤奋的
刘时勇很快从一名初级技工成长为高级技师。

刘时勇回望人生大半时光，他都在车间，将
各种型号的战机组装成型。每架飞机装配需要
的零件数以万计，整个铆装过程中最考验手艺
的就是制孔，每个零部件也都需要通过制孔进
行铆接，而铆接的孔径误差必须控制在 0.02毫
米内，相当于人头发丝的 1/5，每次精确到 0.01
毫米的操作，是刘时勇对自己的要求。

刘时勇钻研国内外最优秀的飞机铆装技

术，练就一身高超的铆接技艺，先后研发、革新
20多项飞机装配技术，显著提高飞机装配效率
和产品质量。某型飞机曾面临“头轻尾重”问
题，急需对机体结构“瘦身”减重，即需要对某机
加框进行整体拆换，更换新框。稍有失误，就会
导致飞机“手术”失败。刘时勇不断调整工序，
反复模拟实验，最终使一系列技术指标 100%达
到要求，圆满完成任务。

2015年，在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大力支持下，
成飞公司成立以“刘时勇”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
工作室，主要负责技术创新、技能攻关及人才培
养。工人师傅的绝招绝活加上技术人员的专业
支持，刘时勇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先后发明高
效装配工具 20余套，自创精准修配方法 50余
种，攻克技术难关60余项，培养技能人才200余
人，累计创效3000余万元。

日记中，刘时勇写道：人生因事业而从容，
人生因成就而自豪，人生因希望而奋发，人生因
挑战而坚强。工作30年，数以万计“0.01毫米的
挑战”，无数勤勉钻研的日子，承载的是刘时勇
对我国航空军工事业的深情。任前路横亘激流
险滩，他以身铸器未有穷期。

刘时勇：航空工匠铸利器
■郭芷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7周年

歼-20列装空军作战部队后，服役情况
一直备受关注。这型战机在自主创新上有
哪些特点，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创新和发展，
在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有哪些启示？
日前，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歼-20
总设计师杨伟。

记者：此前，您的一封写给 2035年的
歼-20的信受到军迷热捧。为什么选择
2035年这一时间点？

杨伟：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
国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作为保卫祖国的空中利器，2035
年的歼-20，一定是骨干中的骨干。当然，我
们一定会不断向前发展，奔着未来需求，研
发新的型号项目，这是我们作为装备研发者
的使命。

记者：歼-20的成功研发给我国航空工
业自主创新方面带来哪些收获？

杨伟：歼-20的成功研发带动相关行
业、研发体系、管理模式等多个方面的创
新。更重要的是我们独立自主走完了一条
新一代战机自主创新路，这一点对未来发展
至关重要。另外，我们在研制新机的复杂艰
巨工程中，锻造出一支高素质、能战斗、敢创
新的全体系工程研发队伍。

记者：我们的研发团队如何保持创新
激情？

杨伟：我们创新的激情来自于我们所
从事事业的地位。国家把最好的战机研
发交到我们手上，就是把国家未来空中安
全的重任交给我们。这种强烈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驱使我们团队精益求精、追求
完美。

如今，我们团队不仅拥有一批经过多个
型号锻炼、工程经验丰富、技术水平高超的
优秀科技人才，而且拥有一批高学历、高水
平的知名专家和学科带头人，一大批“70
后”“80后”成为技术骨干，他们是中国航空
工业的未来和希望。

记者：我们了解到，歼-20在研发时就
让空军飞行员参与其中，入列后得到飞行员
一致好评，您对此有何评价？

杨伟：飞行员对战机每个系统都有所了
解，这是飞行员的优势。飞行员参与研发
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做法。作为一新型飞
机，在这么短时间，被这么多飞行员掌握到
如此熟练的程度，充分证明我们这种做法
是有效的。

记者：歼-20的研制在推动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上有哪些启示？

杨伟：歼-20在军民融合方面取得很
大发展，比如歼-20使用的一些材料，都是
民营企业生产的。航空工业是典型的大
型军工工业体系，不仅需要高新技术，还
需要完善的产业配套，民营企业就是产业
链中的重要一环。因此，要进一步开放民
营企业的参与通道和建设信息共享机制，
加强政策法规、采购及技术需求等公共信
息交流。

记者：适逢建党 97周年，请谈谈如何看
待党员在科研战线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杨伟：在研制战线，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
员，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作为一名有着
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认为党的建设和整
个单位的建设密不可分。我们为之奋斗的事
业本身就是党的事业，也是国家和人民的事
业。当整个团队为党的事业、为国家和人民
的事业奋斗时，党组织自然起到重要的领导
作用，党员也在其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
党的意愿、国家和人民的意愿，贯彻到每个党
员和职工心里，是我们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的重要法宝。

记者：下一步，歼-20还会有怎样的创
新和发展？

杨伟：随着歼-20列装部队，我们一方
面会大力支持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另一方
面也会进行系列化发展，不断提升飞机作战
能力。同时，我们更会积极探索跨越式发展
途径，着眼未来战争需要，进行再思考、再研
究和再探索，确定我们下一步的方向与路
径。歼-20只是一个开端，未来，在战机的
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征程上，我们会一路前
行，永不止步。

自主创新
永不止步

——访歼-20总设计师杨伟

■本报记者 宫玉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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