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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8 月 31
日，由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沈飞研制的歼-
15 舰载战斗机从跑
道上一跃而起，顺利
实现陆基首飞。“飞
鲨”是歼-15 广为人
知的绰号，这是因为
舰载战斗机是航母编
队战斗力构成的核心
装备，以“飞鲨”命名
寓意凶猛霸气。

“飞鲨”的成功研
制，实现我国舰载机
设计技术的重大突
破，填补了我国舰载
战斗机的空白，实现
了我国战斗机研发
从陆地走向海洋的
跨越。

歼-15

按下开关，机器人钻出排排钉孔；探头
划过，精准拟合出零件误差……国庆假期
前，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的生产现场，
员工们铆足干劲，全力以赴投入型号任务
生产中。

曾经，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第一架超
音速歼击机、第一架多用途歼击机从这里起
飞……这里是“中国歼击机摇篮”——沈飞
公司，占据国产歼击机总量的“半壁江山”，
尤其是歼-15“飞鲨”固定翼舰载战斗机的
问世，为我国筑牢海天长城发挥重大作用。

“航空报国，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沈
飞人矢志不渝的信念。”

说这句话的人是一名普通的沈飞技术人
员，他也是“罗阳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与罗阳
有着一样的目标：造出更加精良的飞机。

在某型号飞机项目研制过程中，他与
队员们突破技术封锁，攻克一个又一个技
术难关，破解一个又一个关键节点；在飞机
装配阶段他更是吃住在厂，创造了我国舰
载机跨代发展的奇迹。“每每感到身体疲惫
时，我总要到70号厂房看一看，那里凝结
着无数航空人的心血，是我国航空工业飞
速发展的见证者。”他平静地述说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
兴。面对已经燃烧到鸭绿江边的战火，国
家决定建立自己的飞机制造厂。

“沈飞的历史可追溯到1930年，是党，
是人民，是新中国，让这家企业焕发出勃勃
生机。”当年主抓基建的副厂长刘南生说，

“沈阳解放以后，东北老航校人员进驻沈
阳，并在这里成立东北航校机务处第五厂，
后改名为解放军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
第五厂。”

1951年6月29日，经当年的航空工业
局批准，解放军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
第五厂更名国营第112厂，经过历史变迁，
如今的沈阳人将其称为沈飞。

进入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沈
飞的基本建设也随之进入了全新阶段。
1954年9月20日，为满足生产歼击机的需
求，70号飞机装配厂房正式开启施工建设。

在企业老职工们的记忆中，沈阳的那

个冬天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呼出的哈气落
在眼镜片上就像雪花一样“盛开”。但工人
没说过一句苦，也没喊过一声累，不分昼夜
地搬运物资、吊装钢架、堆砌砖头，甚至有
工人创下一天砌砖2500块的纪录。

来到1955年，仅仅用时7个月时间，70
号飞机装配厂房竣工了。该厂房面积4.92
万平方米，其中飞机总装车间有 36 米跨
度，17米高，建设速度之快、质量之好在当
年堪称我国之最。就是在这座饱经风雨的
老厂房，曾装配数千架歼-5、歼-6、歼-7
和歼-8飞机，时至今日依然在我国航空工
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历史作用。

70号厂房

“眼前是一张张泛黄的照片，心中是一
座座坚实的丰碑……”

这是一首“鲜为人知”的歌曲，却在我
国航空工业系统内广为流传，其演唱者是
航空工业中航标员工李红军。

“歌曲名为《老一辈的光辉》，歌词朴素
简洁，曲调婉转悠扬，道不尽对第一代航空
人的敬仰！”李红军说，“我是一名‘航二
代’，父母于1966年从沈飞来到贵州，面对
困难他们在这里开山劈地，白手起家。”

自创建之日开始，从小到大、由弱到
强、从仿制到研制，沈飞逐步发展成为国内
具有领先地位的航空工业重点骨干企业。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沈飞责无旁贷地
担负起建设祖国三线的责任，大量领导干
部、技术人员、产业工人、技术装备前往大
西南和大西北，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演
奏出一曲英雄之歌。

“感谢家乡人民前来看我，听到乡音让

我倍感亲切！”说这句话的人叫王明生，是
沈飞支援三线建设的亲历者，曾任航空工
业中航标组织部部长等职。

王明生出生于1932年，此前曾在沈飞
14车间工作，1966年奉命前往贵州省安顺
市，开辟另一个生产歼击机的基地。“地无
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这是王明生初到贵
州后的直观印象。职工宿舍也是非常简
陋，没有独立的自来水和卫生间，人们都是
直接去稻田里舀水喝。

炸山平地、修建厂房、安装设备……为
加快建设速度，他们硬是凭借顽强的意志
力，在深山峡谷建起包括总装厂在内的多
个新厂。沈飞也是忍痛割爱，放弃全部
歼-7飞机的生产，将全部技术资料和工艺
设备转交贵州。

在沈飞的厂志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载：
“成飞厂的不少干部与技术人员也是从沈
阳调去的。1965年1月，当时副厂长黄明

和副总工艺师谢安卿，分别奉调到成飞
厂任党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屠基达调
任成都飞机厂设计所所长、副厂长、总工
程师……”

1970 年，一辆专列由沈阳出发，前往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列车里的
200多名沈飞骨干奉命建设今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成都所。

有一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组织篮球
比赛，沈飞代表队赴西安参加比赛时出现
这样一幕：年轻人为西飞队加油，老年人为
沈飞队加油。原来，那些头发花白的观众，
都是沈飞赴西安支援三线建设的老员工。

从1953年到1985年，沈飞先后支援西
安、成都等地十余个工厂，向那里输送领导
干部、技术人员、产业工人多达2万余人。
他们中间，有的成为院士，有的成为各级劳
动模范，他们无怨无悔的付出受到后人的
尊敬与爱戴。

“飞”向全国

他，择一事，无怨无悔；他，终一生，
精益求精……

他就是姚志成，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沈飞退休高级工程师，是“沈飞工龄最长
的人”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保尔”。

自1955年参加工作以来，经他翻译
的外文资料有数十套，经他收集整理的
技术资料达上百万字，由他撰写的论文
更是在省部级学会多次获奖。同事们都
说，姚志成的大脑既是活字典，也是教科
书。姚志成却说，是党，是新中国培养了
我，我要报党恩……

家和单位的距离是 2 公里，这条路
他一走就是69年。

见到姚志成，是在他每日工作的实
验室，正在为他奋斗终生的航空事业进
行着实验。目光如炬、低调谦和，这是姚
志成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每天来到单位，看到‘金相室’三个
字，感觉心里踏实。”带着苏沪老家的乡
音，姚志成向记者介绍，在制造飞机过程
中，金属材料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直接影
响飞机的性能和安全性。至于金相室，
承担金属材料金相检测，以及飞机故障
零件的失效分析工作，所以在行业内也
称金相室的人为“内科医生”。

姚志成于 1930 年出生在江苏省川
沙县，也就是现如今上海市浦东新区的
一户普通家庭，儿时目睹祖国山河支离
破碎，梦想用国人的飞机反抗侵略。

上海解放后，姚志成接受党的教
育，1955 年浙江大学毕业后前往沈阳，
在国营第112厂做航空金属检测及故障
分析工作。从那时开始，他与祖国航空
事业结缘，此后再也没离开过他所热爱
的岗位。

“那时，金相室非常简陋，就一间再
简单不过的办公室，我们几个围在一台
二手金相显微镜前开展工作。”姚志成
说，重要的是没有相关技术资料，所以他
就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边学习边积累，
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整理有关材料。有一
次他到南方出差，在当地外文书店看到
一本有用书籍，里面的内容正是企业急
需的技术资料。但是翻遍全身后让他左
右为难——买书，回家路上就要挨饿；不
买，可能就要错失机缘。最终，姚志成一
路挨饿回的家。

1975 年 6 月 6 日，是姚志成入党的
时间，也是他时常向后辈提起的日子。

“没有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现如今的
我，我要把我有限的生命奉献给伟大的
党。”姚志成说。

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姚志成终于炼
出一副“火眼金睛”，解决上百项科研生
产关键问题，累计节约资金达数百万元，
还培养出包括第一批“罗阳青年突击队”
队员康凯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人才。与此
同时，姚志成还自学英语、俄语，而且还
能阅读和翻译外文专著。这些年来，经
他翻译的外文资料达数十套，而且在日
积月累中收集和整理技术资料达300多

他是航空工业“保尔”
本报记者 田 勇 文并摄

万字，典型试样和缺陷标样达到 400 多
件，涵盖金相专业各个领域。

1990年退休后，姚志成婉拒多家企
业高薪聘请，向组织提出“不拿工资也要
留在岗位”的要求。

姚志成的二女儿也说：“爸爸有时倔
强得像头老黄牛，全家一起劝他回家休
息，颐养天年，但是他总是说离不开实
验室，离不开他为之奋斗的祖国航空
事业。”

姚志成有个习惯，每天凌晨3点半准
时起床，简单吃口早餐后迎着朝霞步行
去上班。2021年，沈阳下了一场暴雪，因
为天冷路滑姚志成摔成了骨折。厂领导
关切地叮嘱他：“您要保重身体，正所谓
伤筋动骨100天，恢复起来起码要三四个
月。”他对领导表示，一定把身体养好，早
日回厂上班。

姚志成的人生可以说是荣誉等身，
先后获得沈飞公司劳动模范、沈阳市劳
动模范，以及辽宁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
誉。说起这些，姚志成却始终认为，航空
报国从来不是一份荣誉，而是沉甸甸的
责任。

“航空事业是我一生的追求，我要一
直当好金属材料的‘内科医生’。”姚志成
在临近采访结束时说。

姚志成

70号飞机装配厂房。

沈阳，陵北街1号，沈飞航空博览园。
每一天，这里都会迎来各地的观众，造

型精美的“鹘鹰”成为他们心中的明星。
一位沈飞公司的技术员介绍，它是中

型多用途第四代战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且作战性能优异，航空英模罗阳生前曾为

“鹘鹰”倾注大量心血。
讲解员介绍，诞生在抗美援朝烽火岁

月的沈飞，自带文化光环，自成精神高地，
先后涌现出以高方启、徐舜寿、黄志千和罗
阳为代表的英模人物。为秉承罗阳的遗
志，沈飞以“罗阳青年突击队”为载体，组织
广大青年奋战在产品生产、技术研发、管理
创新的最前沿。

李晓丹毕业于东北大学，是沈飞某型
舰载机研制“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与其

他团队成员共同解决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带来的技术难题。型号任务启动后，李
晓丹开始攻克增材制造技术，仅用28天就
研制出沈飞第一个3D打印的航空零件，创
造行业内以最短时间实现高端装备使用并
具备零件生产能力的奇迹。

一把锉刀、一张操作台、一块金属材
料、一把杠杆百分表……“大国工匠”方文
墨视质量为生命，面对工艺复杂的首件加
工产品能完美完成每道工序，由他创造的

“文墨精度”更是把加工误差缩小到极致。
沈飞17厂车工班班长孙明，从学生时

代开始就是一名飞机“发烧友”，进入沈飞
后凭着不服输的劲头成为业务骨干。“我当
时就憋着一口气，非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在某型号生产中，他成功研究出一套拉杆

机构，使得某零件的生产效率提高70%。
王刚劳模创新工作室是沈飞首个创新

工作室。有一天，一批零件在加工中出现
问题，如果重新加工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
失。“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王刚临危受命，
48小时不眠不休，最终让这批零件完美修
复。如今，王刚团队已经发展到80多名成
员，其中 90%是共产党员。自 2013 年以
来，沈飞共组建“罗阳青年突击队”2000余
支，累计5万余人次参与其中。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努力才能创造未
来！”沈飞党委书记、董事长纪瑞东说，在国
家百废待兴中振翮高飞，一代代沈飞人忠
诚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攀高峰。
未来，沈飞人定能不负重托、再创佳绩，为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激扬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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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铸重器；长空，写赤诚。逐梦翱翔的战机，蕴藏着沈飞航空报国的精神密码。
坚定“航空报国”初心，笃行“航空强国”使命。这已成为一代代沈飞人排除万难、不

断前行的坚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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