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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

者。”“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在去

年11月24日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主席这样

强调劳动者的光荣、劳动的价值。

劳动是一切成就的基础。人类

社会每一次进步，都是由劳动者用辛

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从生产到生

活，从饮食到娱乐，人类的工作和生

活方面处处凝聚着劳动者的智慧与

创造。

我们常说，劳动最光荣。这是因

为，劳动推动了社会进步，劳动缔造

了幸福生活。正是因为有了劳动，我

们的生活条件才得到改善，我们的社

会才得到了发展。

去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我国广大劳动群众响应党

中央号召，风雨同舟、众志成城，积极

投身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为全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作出了突出贡

献，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伟大力量。

军工战线是劳动者聚集的阵地，

是展现国防和军队科技成果的一线。

军工行业特殊、政治敏感性强、科技创

新要求高，很多劳动者一辈子都要隐

姓埋名扎根一线。他们守住寂寞甘于

奉献，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向科研领

域，成就了非凡的事业。

军工人在劳动的同时，也在创造

幸福。军工人身处研究室、生产车间、

试验场地，有着很强的全局思维、超前

理念。军工人瞄准前沿技术确定研究

方向，攻破关键核心技术生产出一流

军事装备，通过检验装备效能不断提

高部队战斗力，这些对他们来说，既是

本职工作，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军工人肩负历史重任，是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的重要参与者。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保

障。用劳动实现国防科技创新，这是

军工人推动社会进步、军队发展的一

种独有的幸福。

一个国家，注重总结宝贵经验才

能行稳致远；一支军队，善于传承精神

财富才能不断强大。弘扬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的社会风尚，培养一代又一代热

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

人才，才能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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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慧眼

直升机具有低空、低速、小面积垂
直起降等特点，被广泛应用在运输、巡
逻、救护等领域。然而在高空严寒地
带，一层薄薄冰雪就像一顶“冰帽子”裹
在直升机旋翼表面，成为威胁飞行安全
的“隐形杀手”。直升机该如何摘掉旋
翼上的“冰帽子”？

直升机在高空严寒地带飞行时，大
气中冷水滴会迅速聚集在高速旋转的
旋翼桨叶前缘，凝结成冰。不要小看这
层冰，它会改变旋翼的气动外形和质量
分布，影响直升机飞行性能，严重时会
导致直升机失控失速，甚至坠毁。有的
凝结较大的冰块会从高速旋转的旋翼
桨叶上脱落，损坏直升机上其他部件。

这就需要对直升机旋翼进行防冰
除冰处理。直升机旋翼是一个大表面
积转动部件，不仅输送电源技术复杂，
而且防冰除冰技术的运用方式与固定
翼飞机也不同。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工
程师们集思广益，发明了多种直升机旋
翼防冰除冰妙招。

妙招一：气动带除冰

气动带除冰是一种机械除冰技术，
又称为膨胀管除冰技术。它的原理是利
用飞机部件前缘表面膨胀管的膨胀作
用，使外表面冰层破碎脱落。这种方式
通常用于旋翼、尾桨前缘位置，在直升机
飞行过程中，不断给膨胀管进行充气膨
胀、卸压收缩，使冰层破裂，脱离表面。

妙招二：液体防冰

在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直升机旋

翼根部防冻液喷孔持续向旋翼表面喷
涂防冻液，再利用旋翼旋转产生的离心
力将防冻液甩到部件防护表面。除冰
剂是一种化学溶液，由一定比例的乙二
醇和水混合组成，由于乙二醇的冰点低
于水，当它与旋翼表面水滴混合后，会
使混合液凝固点低于旋翼表面温度，从
而不结冰。

妙招三：电热除冰

电热除冰，顾名思义是将电能转化
为热能进行除冰，一般分为连续加热和
间断加热两种方式。直升机旋翼加热时
耗电量大，出于节能考虑，直升机旋翼采
用间断加热方式进行除冰。高空中，旋
翼结冰区域加热后，冰层底部会先融化，
再利用旋翼旋转产生的离心力甩出残
冰。这种方式具有起效快、可靠性好、不
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等优点，也是目前最
成熟、最实用的旋翼除冰技术。

近年来，新型材料在防冰除冰方
面的应用逐渐凸显。世界上某直升机
制造商对超疏水表面材料在防冰除冰
方面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但效果并不
理想。相信，随着科学技术水平不断
进步，具有低耗能、简易操作特点的新
型材料必将成为解决直升机旋翼防冰
除冰问题的新方法。

上图：米-38直升机在严寒天气下

开展试飞训练。 资料照片

海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官马卫平讲解直升机旋翼

防冰除冰妙招——

直升机如何摘掉“冰帽子”
■刘任丰 王 越 李家奇

军工科普

眼光放远一点，更能

发现制约装备战斗力生

成的难题

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军工厂雷达
维修设备相对落后，许多技术领域常
常受制于人，备品备件短缺、维护成
本高昂，一度成为工厂的“老大难”
问题。

牢记为军服务使命，老一辈军工人
白手起家，在缺少经验和设备的情况
下，集智开展技术攻关，立足现有条件
一次次完成重大保障任务。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曾经那些刻
着岁月痕迹的老旧舰艇被送进了博物
馆。今天，一艘艘先进战舰、潜艇接连
服役，成为守护祖国万里海疆的“钢铁
洪流”。相对应的是，雷达技术也更加
先进、修理更加复杂，倒逼着雷达车间
修理人才在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加速
成长。

某型雷达系统复杂、作战效能高、
修理难度大，列装部队后偶尔会出现
棘手故障。当时，修理雷达上的一块
关键面板费用很高。“装备如此娇贵，
万一修坏了怎么办？”在诸多质疑声
中，车间工人们顶着如山压力，将雷达
天线整体拆下，一条条线路排查、一个
个数据对比，终于查明故障点，重新组
装后，雷达技术战术指标恢复正常。
在这次胆大心细的有益尝试中，工人
们总结出了一套可靠成熟的维修工艺
方案，为以后维修同类故障问题积累
了宝贵经验。
“乘风破浪卫海疆，永葆战舰千里

眼。”走进车间，门厅墙壁上的两行大
字标语赫然映入眼帘。该车间主任汪
铭东介绍说，这句话不是一句简单的
口号，而是一种精神，必须深植每位员
工的心底，成为一种日常习惯，延伸到
工作的各个环节。

说起车间的发展历程和奋斗轨迹，
在汪铭东如数家珍的讲述中，出现最多
的也是这四个字——“乘风破浪”。

汪铭东说：“‘乘风破浪’代表敢为
人先、开拓进取的精神，是每名军工人
的精神内核。”

汪铭东在雷达装备教学、科研和技
术保障一线工作了 22 年，不仅参与了
多种新型雷达保障工作，还创新提出了
破解难题的新思路新手段……
“雷达保障工作不只是调电路、修

配件那样简单工作，眼光放远一点，
更能发现制约装备战斗力生成的难
题，这些都是我们聚力攻关的方向。”
汪铭东说，赶上人民海军蓬勃发展的
新时代，每一名军工人都要主动接受
时代的挑战，在时代浪潮中“破浪而
行”。

一个个绰号，既是标

签也是“勋章”，代表着部

队官兵对军工人的认可

与信任

那一天，是车间高级工程师罗俊华
人生的“高光时刻”。

2015 年 4 月 28 日，罗俊华被党中
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
称号。

坐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罗俊华
感觉一切像是做梦。1989年，他顶着国
防科技大学优秀毕业生的光环来到车
间，却在保障任务中多次“碰壁”。

发现学历并不等于能力后，罗俊华
决定沉下心来，扎根修理一线学习实践。

这一“扎”就是30年。
30 年间，罗俊华先后参加了海军

编队护航、中外联合军演、叙利亚化武
护航等重大任务，攻克了数型雷达各类
技术难题，成长为业界知名的雷达维修
专家。

去年，车间工程师梅广辉参加部
队组织的一场装备保障演练任务。演
练中，某型雷达“发生故障”，梅广辉快
速排查，成功找到了“故障点”。但雷
达天线位于主桅杆两侧，位置高、空间
小，平台只能容纳一人且无护栏，在高
航速、大风浪条件下修理难度极大，自
身安全存在很大风险。梅广辉克服种
种困难，连续高强度工作，最终将“故
障”成功排除。

看着梅广辉从桅杆上慢慢爬下来，大
家长舒了一口气。事后，梅广辉说：“岗位
就是战位，守护好雷达正常运转是军工
人的职责所在。和官兵一起出海，军工

人也是战斗集体中的重要一员。”
与梅广辉一样，这些年，车间技术

人员的“战位”随着军舰的航迹不断延
伸，许多人都经历了职业规划之初不曾
预想的人生轨迹——远航训练全程保
障、实兵演练临机抢修，技术水平和能
力在诸多急难险重任务的磨砺中得到
了提高。

经历多了，车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
个独特的绰号：“手术刀”龙俊兴、“一表
通”李军、“雷达铆钉”梅广辉、“维修圣
手”周大海……

这些绰号大多出自舰艇官兵的口
中。雷达装备技术含量高、涉及专业
广、修理工程量大，在各类任务保障和
临机检修过程中，车间技术人员总是
能给官兵留下深刻印象。除了这些，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称号——“战舰
外科医生”。

在汪铭东看来，车间技术人员的一
个个绰号，是他们身上的独特标签，也
是授予长期以来坚守雷达保障一线军
工人的一枚枚特有的“勋章”。

初心不变，精神传承

带动“后浪”翻涌

工程师梁曙光工作已经有 40多年，
大家亲切地称呼他“老梁”。

记者来到车间时，职工们正在开展
业务交流。讲起雷达保障经历，老梁一
板一眼，沟壑纵横的脸上流露出满满的
自豪感。
“老一辈军工人也是在艰苦环境

下创业的，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能干
的事更多了。”作为该领域修理专家，
老梁常年铆在修理一线，攻克了一系
列雷达技术难题，积累了丰富的维修

经验。
此次负责接待记者的人是老梁

的徒弟王艳伟。记者的到来令他十
分高兴，他热情地向大家介绍起车间
的职能定位和发展理念，讲到具体的
装备、任务、人物和事件时，他总是一
副激情澎湃的样子，活脱脱一个热血
青年。

这种“热血”由来已久。从院校毕
业的第二年，王艳伟就孤身一人执行某
岛礁雷达安装和调试任务。

前几年，某型雷达天线需要离舰
分解修理，这在国内尚属首次。王艳
伟带领团队大胆创新、日夜奋战，仅
用 1 个月时间就撰写出相关《作业指
导书》，攻克了一系列工艺难题，受到
部队官兵的好评，擦亮了工厂的“金
字招牌”。
“敢想敢干，不惧挑战。”近年来，王

艳伟完成雷达抢修任务 800余次，参加
演习保障任务 30余次，在诸多任务中勇
挑重担。大家都说，王艳伟是车间的
“开路先锋”。

看着王艳伟不断“乘风破浪”，老梁
由衷地感到欣慰：“未来战争是快节奏、
高强度的力量比拼，更是人才与科技的
较量。军工人的精神赓续，是部队战斗
力生成的‘催化剂’。”

60 多 年，大约等于三代人的青
春。当年，老师傅就是这样带着年轻
的梁曙光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如今，
青丝变华发，老梁仍在车间践行着自
己的初心。

精神传承带动“后浪”翻涌。王艳
伟说，他现在也开始带起了徒弟，不久
后，又会有更多的“开路先锋”冲锋在部
队保障一线。

上图：雷达车间员工对某型雷达天

线进行维护保养。 顾桥红摄

擦亮战舰“千里眼”
—感悟海军某修理厂雷达车间军工人的时代担当与报国情怀

■本报特约记者 周演成 通讯员 雷 彬 金贤斌

军工战线

落日余晖映射在亚丁湾海域，好像给这片蓝海涂上一层泛
光的油彩。海面上，中国军舰一路为过往商船护航；舰舱内，
工程师梅广辉紧盯雷达屏幕，不时记录相关参数。

数千海里之外，南海某军港正值午后，即将执行海上任务
的某型舰艇进行出航前的最后准备。雷达保障人员周大海爬上
桅杆顶部，顶着烈日进行天线检修，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不同任务现场，活跃同样的身影——他们来自海军某修理
厂雷达车间。自成立以来，这个车间一代代军工人秉承“乘风

破浪卫海疆，永葆战舰千里眼”精神，在人民海军挺进深蓝的
历史征程中，留下一个个战风斗浪的传奇故事。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参加过海军编队护航、中外联演、
海上搜救等伴随保障任务。一个小小的车间，为何能涌现出这
么多过硬的维修人才？探访这个“小车间”，记者感受到，车间
几代人接续奋斗 60 余载，他们的过硬实力源于厚重的文化底
蕴，工匠精神、报国情怀在一名名军工人身上得以体现，并薪
火相传。

人物·科技先锋

在吴航天眼中，无人机是有“脾
气”的——

兴奋时，它会高高飞起；生气时，
它对你的指令“爱搭不理”；伤心时，它
又会“郁闷”地贴地而行；有时也会“耍
耍小性子”，飞得无影无踪，让你到处
找寻。

作为无人机试验鉴定的“把关者”，
吴航天摸透了无人机的“脾气”。时间
久了，他觉得，眼前这些冰冷的飞机是
有灵性的。

那年，我国某型无人机试验任务在
吴航天所在的试验训练区展开。面对
全新领域，吴航天主动作为，承担起了
该型无人机试验任务。那时候，吴航天
在导弹试验领域专家队伍里刚刚站稳
脚跟。放弃“老本行”，大家有些不解。
吴航天说：“搞武器试验，就不能畏惧挑
战。”

无人机结构复杂、技术含量高，想
要真正“吃透”并非易事。
“熟悉无人机要像熟悉自己身体一

样。”吴航天给自己定下目标，从弄懂每
个零件、每条线路开始，循序渐进地学
习。白天他铆在测试间，对照说明书边

实践边琢磨，晚上回到宿舍利用厂家提
供的资料，研究工作原理、梳理故障难
点。有一次，为了搞清一个数据，吴航
天将周边图书馆跑了个遍。

凭借一股钻劲，吴航天慢慢和无人
机交上了“朋友”。有时，无人机出现
“头疼脑热”，吴航天能够快速找出“病
根”进行治疗。

一次，某型无人机试验结束，全部
数据都符合指标要求，可以交付部队。
吴航天却坚决不同意。原来，该型无人
机在试飞过程中，发出一阵阵异响。在
一遍遍观看试验录像后，吴航天发现无
人机螺旋桨有一处轻微裂纹。事后，大

家说：“无人机‘打个喷嚏’吴航天都能
感觉得到。”

一直以来，吴航天把无人机视为亲
密无间的“战友”。一次飞行试验过程
中，某型无人机突发故障，吴航天不顾
生命危险，第一个冲了上去，冷静地处
置问题……这件事，让吴航天至今记忆
深刻，他说：“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战
友就这样‘牺牲’。”

虽说无人机“出身娇贵”，但吴航天
从不会“惯”着它们的“毛病”。去年，新
型试验场建成不久后，吴航天主动请
缨，带着无人机上了高原。在高原，吴
航天和同事们一待就是几个月，战风沙
斗寒暑，陪着无人机“练翅”。
“检测无人机是一门技术活，眼到

手到更要心到。”从事试验工作 30年，吴
航天交上了一份优异成绩单：先后完成
试验任务 40余项，解决技术难题 30余
个，多次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

陆军某试验训练区高级工程师吴航天—

眼到手到更要心到
■王晨辉 曾 伟 雷 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