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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我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卷轴，两个片段让人
印象深刻——

1949年开国大典，仅有的 17架飞机不得不飞两遍，且
无一是“中国造”。

2021年建党百年盛典，歼-20等 71架“国字号”战鹰
飞过天安门广场，强大的国防科技实力令国人自豪。

建党百年盛典后的两个月，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上，歼-20 战机亮剑苍穹。空军新闻发言
人自豪地说，歼-20 战机用上了“中国心”——国产发动

机。
托举战机一飞冲天的航空发动机，凝聚着一代代航

发人奋斗的心血。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诞生于抗美援
朝战争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面对“求不来、买不
来”的困境，中国航发人硬是靠自己的双手，开辟出一条
自主研发航空发动机的道路。

进 入 新 时 代 ，中 国 航 空 发 动 机 事 业 迎 来 新 的 春
天。2016 年 8 月，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以下简称中国
航发集团）正式成立。习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发出“加

快实现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自主研发和制造生产，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航空强国而不懈奋斗”的号令。

奔赴伟大梦想，新时代航发人牢记领袖嘱托，以更加
坚定的自信、更加坚决的勇气，在铸造航空动力强劲“中
国心”的道路上铿锵前行，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的磅礴力量。

今天，让我们将目光从台前转向幕后，聆听一架架战
机振翅长空背后的青春故事，感受一代代航发人为国铸

“心”的精神情怀。

中国航发集团生产一线剪影。

资料照片

特别策划·新时代国防军工一线巡礼

一对“航发夫妻”的
人生际遇—

中国人要扬眉吐气，
发 动 机 必 须 成 为 中 国 的

“争气机”

中国航空博物馆内，一架代号 4251

的轰-6 战机傲然挺立，90 多岁的老人周

小芹静静地注视着这架战机。这次来，

她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上面的一

篇文章写道：“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

验成功，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

这 张 报 纸 ，来 自 50 多 年 前 。 那 时

候，年轻的周小芹并不明白，为什么丈夫

要把它小心收藏起来。直到几年前，从

电视上看到轰-6 战机纪录片里的一张

老照片，她才恍然大悟，泪流满面。

这张照片的“主角”，是早期国产航

空发动机“涡喷-8”。

当年，大学毕业后的周小芹，毅然选

择条件艰苦的大西北，成为发动机工厂

的一名技术员。在那里，记录了她人生

中最重要的两个“遇见”——

一个是“涡喷-8”航空发动机，周小芹

参与攻关的第一型发动机，凝聚着她和同

事们的多年心血；一个是金源庆——周小

芹的爱人，两人共同参与研制“涡喷-8”航

空发动机，此后又携手走过了几十年时光。

在一穷二白的艰苦年代，年轻人面临

着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

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责任——他们满怀

爱国热情，奔赴祖国“大后方”，展开了气

势磅礴的“大三线建设”。

投身航空发动机事业，周小芹和金

源庆有着同一个目标：中国人要扬眉吐

气，发动机必须成为中国的“争气机”。

那时候，机床、铣床稀缺，连工人们

睡觉的床也不够。金源庆带着技术骨干

们打地铺睡车间，日夜奋战在一线；周小

芹则铆在现场，画图纸、调设备，身上总

是脏兮兮的，同事们笑着给她取了一个

绰号——“灰姑娘”。

1967 年，“涡喷-8”试制成功。喜悦

心情没过多久，工人们就要与“涡喷-8”

作别。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涡喷-8”的

未来去向，就连把它视为“宝贝”的周小

芹，也无法从金源庆口中探知任何消息。

50 多年后，曾经的“灰姑娘”变成了

老太太。从电视上的一部轰-6 纪录片

中，周小芹知晓了老金保守一辈子的秘

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涡喷-8”

很争气：作为轰-6的动力“心”，它参与执

行了新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任务。

这是一项伟大光荣又默默无闻的事

业。一代代航发人隐姓埋名居于幕后，

默默托举战机腾飞。很多重要历史时

刻，当国人欣喜于苍穹之上战机的新突

破和新成就时，这些航发人依旧选择沉

默——继续埋头苦干、继续奉献青春。

这是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经典时

刻。2001年 6月 6日，沈阳某机场，巨大的

轰鸣声震耳欲聋，一架银白色的新型战机

腾空而起，直刺苍穹。“国产某型战机加装

‘太行’发动机首飞成功！”飞机着陆后，

“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张恩和噙着泪花

疾步奔向跑道，紧紧握住试飞员毕红军的

双手。同事们说，这是主持“太行”发动机

研制 10年里，张恩和唯一一次落泪。

千里之外，85 岁高龄的“中国航空

发 动 机 之 父 ”吴 大 观 心 情 同 样 激 动 不

已。他抬头望向苍穹，一句话再次在耳

畔响起——“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中国

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道路。否则，战

机就会永远没有中国‘心’。”

发动机是战机的“心脏”，发动机研

制注定要走在战机前面。梳理中国航空

发 动 机 发 展 史 ，“ 秦 岭 ”“ 昆 仑 ”“ 太

行”……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动机型

号名称，彰显着我国独立自主研制国之

重器的决心和底气，更蕴藏着一代代航

发人浓烈深厚的强军报国情怀。

或许，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会知道

他们的名字，但每当战鹰腾飞，他们都将

“中国式浪漫”书写在蓝天之上。

一场像“攀登珠穆朗
玛峰那样前进”的创新远
征—

跟 在 别 人 后 面 亦 步
亦趋是不行的，搞航空发
动机必须自主创新

2018 年，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

天博览会现场，加装了矢量喷口的歼-

10B 推力矢量验证机一飞冲天，向世人

展示了“眼镜蛇”“落叶飘”等高难度特技

动作。

人群欢呼声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航发集团科技委主任尹泽勇频频点头

赞许，内心思绪万千。这位年逾古稀的

专家很清楚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走过的

路 有 多 难 ，更 清 楚 前 方 还 有 很 多 路 要

走。“要用十几、二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人

家几十、近百年做过的事情，我们要补的

课很多，要做的事很多，不能亦步亦趋，

必须开拓创新。”他说。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

上的明珠”，要摘下它极其困难。有分析

显示，在“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比”这一

数值上，船舶为 1，轿车为 9，而航空发动

机高达 1400。

这条路，注定艰难。从入行起，尹泽

勇坚信，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是不行

的，搞航空发动机必须自主创新。怀揣

着这种信念，他在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发

领域默默耕耘半个多世纪。从某种意义

上讲，他与同事们艰苦创业、矢志攻关的

科研故事，就是我国航空发动机自主创

新的一个缩影。

当年，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如果跟

着苏联走，做测绘仿制，看似是一条捷

径，但尹泽勇带领同事们坚定地走上了

自主创新的道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开

展结构强度、综合优化、压气机、涡轮等

多个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上。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加快开展涡轴发动

机的研发工作，尹泽勇和同事们多年积

累的应用基础研究攻关成果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我国第一型自主研制的涡轴发

动机应运而生。

“在尖端技术上，要像攀登珠穆朗

玛峰那样前进。”尹泽勇语重心长地对

大 家 说 ，“ 现 在 大 家 都 清 楚 ，发 动 机 核

心技术‘求不来、买不来’，但走自己的

路 ，需 要 自 强 信 念 和 创 新 方 法 的 双 重

加持。”

自 强 ，考 验 斗 志 、精 神 和 毅 力 ；创

新，则意味着孤独、艰难和挫折。一路

走 来 ，尹 泽 勇 和 同 事 们 闯 过 一 个 个 技

术 创 新 的“ 无 人 区 ”，摘 得 了 多 个 行 业

内 的“ 第 一 ”：我 国 第 一 型 设 计 定 型 并

交 付 使 用 的 涡 扇 发 动 机 、第 一 型 自 主

研 制 定 型 并 交 付 使 用 的 涡 轴 发 动 机 、

第一型自主研制的大飞机用先进大涵

道比涡扇发动机验证机……在全体航

发 人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我 国 成 为 世 界 上

第五个能够独立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

的国家。

这些年，中国航发集团先后与 50 多

家高校、企业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

80 余个联合技术中心、实验室，建成一

大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每万人拥有

发明专利达到 800 多件。

这组数据折射到航空发动机上，我

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

2017 年 7 月 30 日，在朱日和沙场阅

兵上，加装中国航发集团研制生产的涡

扇、涡喷、涡轴、涡桨等发动机的多型战

机接受检阅；

2019 年 10 月 1 日，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阅兵上，中国航发集团数百台

套动力产品接受检阅……

当这些画面一次次浮现在国人眼

前 ，我 国 的 航 空 工 业 名 片 也 在 一 次 次

被刷新、被擦亮：瞄准建设航空强国目

标，中国航发人正在加力起飞、全速前

进。

一支接力长跑铸造
“中国心”的奋斗大军—

每 一 个 迎 风 起 舞 的
日子，都是对生命热烈的
礼赞

我们该如何感知时间？

中国航发人更习惯从历史视角看时

间：自美国莱特兄弟成功研制出有动力

飞机以来，发动机经历了活塞、涡喷、涡

扇等不同发展阶段。资料显示，研制一

款全新的跨代航空发动机，大约需要 20

多年。

算起来，新中国航空工业起步至今

已经 71 年。这样一个时间点，对于瞄准

世界一流的中国航发集团来说，恰是风

华正茂。对于个人来说，71 年，差不多

是三代人的青春。

1947 年 ，吴 大 观 拒 绝 了 美 国 的 高

薪 聘 任 ，怀 揣“ 航 空 救 国 ”理 想 回 国 参

加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筹建，那一年，他

31 岁 ；著 名 航 空 材 料 科 学 家 颜 鸣 皋 院

士 选 择“ 工 业 救 国 ”道 路 ，开 始 研 究 材

料科学时，只有 23 岁；“太行”发动机总

设 计 师 张 恩 和 参 与 涡 扇 发 动 机 研 制

时，只有 26 岁。

时光年轮，记录每个人的变化；时

代际遇，塑造每个人的人生。正是对航

空发动机事业的无限热爱与执着追求，

吴大观在日记本扉页写下“什么时候拿

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颜鸣皋将人

生比作“七色彩虹”，而他“为了航空事

业，甘愿隐去其他的色彩”，只留下“单

色的彩虹”；张恩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

干发动机”，直至生命最后时刻依然为

航空发动机事业而奔波。从青春芳华

到 耄 耋 之 年 ，他 们 穷 尽 一 生 心 血 铸 造

“中国心”。

大国重器，倾心铸之。如今，在中国

航发集团的工厂、车间、实验室里，越来

越多年轻人担当主力，他们在航空发动

机研制各领域展露才华、贡献智慧，成为

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

左 治 建 是 一 名 焊 工 ，他 擅 长 航 空

发 动 机 高 精 度 焊 接 技 术 ，先 后 解 决 多

项技术难题。为解决钛合金大机匣焊

接变形难题，他反复测试调整，自制辅

助装置，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操作规程，

焊接一次合格率达到 95%以上。他说，

焊接就是在闪烁的弧光中成就一件件

艺术品。

在 该 集 团 另 一 家 工 厂 ，工 人 洪 家

光 正 紧 张 开 展 发 动 机 叶 片 磨 削 工 作 。

工 人 们 使 用 的 金 刚 石 滚 轮 工 具 ，是 由

他 带 领 团 队 反 复 钻 研 、自 主 研 发 出 来

的 。 这 项 技 术 ，将 叶 片 加 工 精 度 提 高

到 0.003 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二十分

之 一 ，他 们 也 因 此 荣 获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二等奖。

“干航空发动机，需要久久为功的定

力。没有情怀是干不长的。”在洪家光身

上 ，有“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全 国“ 最 美 职

工”、中华技能大奖等多项荣誉。面对荣

誉，他很淡然：“我只是一名工人”。

与洪家光一样，每名航发人心中都

有一个“大国工匠梦”。梦想的背后，是

航发人代代传承的家国情怀——“国为

重、家为轻，择一事、终一生”。

洪 家 光 劳 模 创 新 工 作 室 、李 志 强

劳 模 创 新 工 作 室 、白 强 青 年 创 新 工 作

室 …… 这 些 年 ，以 个 人 名 义 创 建 的 工

匠 工 作 室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涌 现 ，奏 响 了

一 曲“ 师 徒 结 对 、团 结 奋 进 ”的 青 春 之

歌。

李 玲 ，一 位 90 后 焊 接 技 师 。 她 的

师 傅 ，是 比 她 大 一 岁 的 谢 文 君 。 入 行

时，谢文君与她定下“一万个焊点”的

约 定 ：“ 做 任 何 事 ，只 要 认 认 真 真 干 满

一 万 次 ，就 能 成 为 专 家 。 我 相 信 我 们

都可以。”

两 姐 妹 携 手 同 行 ，面 对 密 密 麻 麻

笔 尖 大 小 的 焊 点 ，流 着 泪 苦 练“ 眼 力 ”

和“ 指 力 ”，业 务 能 力 得 到 突 飞 猛 进 。

后来，李玲参加 IPC 国际焊接大赛，取

得 全 球 总 决 赛 亚 军 的 好 成 绩 ，并 获 得

“ 全 国 三 八 红 旗 手 ”“ 全 国 五 一 巾 帼 奖

章”等多项荣誉。

站在越来越宽阔的舞台上，李玲已

经记不清是否达到了师傅所说的“一万

个焊点”，但她始终不忘初心。回望过

去，她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句话：“每一

个迎风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热烈的

礼赞。”

作为航发人，她的生命不断起舞，远

处就会有更多的战鹰加力起飞。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埋 头 苦 干 铸 造“ 中 国 心 ”
—讲述中国航发人的时代担当与奋斗故事

■雷 彬 倪子纯

1977 年 的 一 天 ，西 安 红 旗 机 械 厂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公告

栏前围满人群，一则竞聘吴大观厂长工

作秘书的通知引起众人关注。

组织此次竞聘的是该厂办公室主任

陈生。公告发布后，围观的人很多，报名的

人很少，这让陈生多少有点意外。

“招兵”不成，只能“点将”。陈生想

到了吴厂长曾提拔过的大学生技术员储

景怡，他一定可以胜任这个岗位。

“什么，你不干？”听到储景怡的回

复，陈主任有些诧异。

储景怡叹气道：“您知道，吴厂长标

准高、要求严是出了名的，给他当工作秘

书，我担心自己难以胜任。”

强扭的瓜不甜。陈生又找了几名技

术员，得到的回复都与储景怡大同小异，

事情只好暂时搁浅。

没过多久，吴大观奉命带队赴国外

参加学习培训。他从工厂各个岗位挑选

优秀员工参加，储景怡也名列其中。

“你的‘问题清单’做得如何？”飞机还

没落地，吴大观的工作已经展开，他对储

景怡说：“年轻人，这种学习机会难得，你

要好好珍惜，全力以赴。学习上有任何困

难要及时向我反馈。”

吴厂长的话不多，但句句暖心，这让

储景怡深受感动。

学习期间，吴大观带领团队成员日夜

奋战在试车台上。外方专家“两班倒”，吴

大观团队却是“连轴转”。几个月下来，吴

大观瘦了好几斤，但大家学习热情高涨。

学成归来，储景怡下定决心——当

吴厂长的工作秘书，跟着他好好干。

这天上午，储景怡敲开了陈生办公

室的门。“陈主任，我想给吴厂长当工作

秘书。”储景怡态度坚定地说。

“小储，现在晚了，报名人太多了。”

陈生回答。

看着储景怡失望的表情，陈生拍了

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和你开玩笑呢！

吴厂长说了，干技术要‘灯火辉煌、书声

琅琅’；他目前不需要工作秘书，只需要

你们好好学习，拿出过硬的工作成绩。”

走出办公室，储景怡将“灯火辉煌、

书 声 琅 琅 ”这 8 个 字

写在笔记本扉页，激

励自己刻苦学习，不

断进步。

吴厂长选工作秘书

墙上的钟表指针一分一秒走过，嘀

嗒声格外清晰。

20 多年前的一天夜里，某型发动机

总设计师严成忠心情焦急万分，距离战

机试飞只剩 8 个小时，可发动机地面试

验时，出现转速故障。

飞还是不飞？

“一旦试飞发生故障，后果不堪设

想！”有人忧心忡忡。“如果取消试飞，那

么我们之前付出的心血就白费了，项目

也 将 无 限 延 期 。”也 有 人 主 张 继 续 试

飞。一时间，双方争论起来。

“ 大 家 停 一 下 ！ 能 不 能 飞 ，要 用

事 实 说 话 。”一 直 默 不 发 声 的 严 成 忠

站 了 出 来 ，决 定 再 给 发 动 机 做 一 次

“体检”。

深 夜 ，停 机 坪 上 ，灯 火 通 明 。 巨

大 的 机 翼 下 方 ，大

家 紧 张 投 入 工 作 。

严 成 忠 弓 着 腰 拿 着

手 电 筒 和 标 尺 仔 细

检查各个部件，身后的技术员快速记

录数据参数，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问

题。

“ 就 是 这 里 ！”严 成 忠 兴 奋 地 说 。

团队成员全都聚拢过来，一处小小的

零 部 件 安 装 精 度 问 题 最 终 没 有 逃 过

严 总 师 的“ 火 眼 金 睛 ”。 重 新 安 装 调

试后，发动机转速问题迎刃而解。此

时，天边泛起鱼肚白，离试飞还有 4 个

小时。

为了确保试飞万无一失，严成忠决

定带领涡轮叶片专家杨燕生重新检查

一遍发动机叶片。初春清晨，外场的风

比钢冷，只见杨燕生钻进冰冷的发动机

尾喷口仔细排查，确保不漏掉每一个叶

片。

“经过检查，叶片表面无损伤，试飞

可以正常进行。”1 个多小时后，杨燕生

给出结论。

“ 可 以 飞 ！”严 成 忠 做 出 最 后 的 决

定。

上午 10 时整，随着一阵巨大的轰

鸣 声 ，该 型 发 动 机 托 举 战 鹰 飞 向 蓝

天 。 飞 行 一 段 时 间 后 ，战 机 平 稳 落

地。自此，这款国产战机终于装上了

“中国心”。

（本报记者李由之，通讯员姜子晗、

高景龙、李韬、王冬冬采写）

严总师决战8小时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中国航发集团展出的航空发动机先进制造技术。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