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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奔波，最大动力

来自“以身许国”的信念

这是微电影里反映“航发人”子女
生活的两段情节——
“妈妈，你给我的零花钱我舍不得

用，我想用零花钱来买爸爸的加班时
间，这样爸爸就可以在家陪我了。”微
电影《初心最美》里，小女孩撒娇地对
妈妈说。听到妻子的转述，身为“航发
人”的爸爸内心一阵酸楚，电话里不知
道回答什么。

微电影《梦想的翅膀》里，保安得知
小男孩来找“李国庆的领导”时，他问小
男孩：“李国庆是谁？”小男孩沉默了一
会儿，回答说：“说话不算数的人。”原
来，小男孩的爸爸李国庆已经在外出差
70天，孩子的生日又一次缺席。

没想到，这些童真稚嫩的话，竟然
会戳中这么多“航发人”的泪点。或“不
知不觉泪奔”，或“红了眼圈”，或“心中
酸楚”……可想而知，这些留言的背后，
有多少次错过与不忍，有多少个亏欠与
内疚。

从这两部微电影本身看，这两位
被深爱、期盼、抱怨的父亲，是孩子眼
中当之无愧的“主角”，是微电影聚焦
的对象，代表的是航空发动机事业的
中坚力量。

12 部微电影里，都有一种共性的
情节。不少“航发人”常年累月跋涉在
路上，长期忙碌于外场。他们有的缺
席了孩子的生日，有的从未参加过学
校组织的亲子活动，有的错过了送孩
子上大学，有的执行任务时与家乡擦
肩而过……一方面，他们心怀深深的

愧疚与挂念；另一方面，他们选择了继
续奔波，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军工事业。

微电影是艺术化的生活，它只是
从日常生活中抽出很小的一部分呈现
给观众。在现实生活中，中国“航发
人”也是如此，一直在忙碌，一直在奔
波，一直在错过。

观众的留言也印证了这一点。一
名观众这样写道：“看完后，眼眶湿润
了，这些只是由点及面的小小瞬间……
有一群人，他们被称为外场人，默默地
为军工事业奉献了太多太多。”还有一
名观众留言道：“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
告白。可对他们来说，陪伴家人成为
一种奢侈。父母病危不能陪伴照料，
亲人去世无法到场送终；妻子临盆无
法伴其左右，孩子生病要妻子一人操
劳照料；常年出差只能靠视频聊天与
家人‘见面’，让年幼的孩子以为爸爸
只是存在于手机里的图影……”
“我已许国，再难许卿。”这是“航

发人”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对外场
人这个群体来说，他们所承受的，远比
艺术化的生活更为沉重。但是，正如
微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错过了
这个，错过了那个，却从来没有错过任
何一次上级赋予的任务。

因为，他们深知，手头工作关乎大
国重器，肩上扛着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
责任。在他们的心头，深深镌刻着四个
字——“以身许国”。正是这种强烈的
使命感与责任感，让他们在铸就强劲“中
国心”的征途上风雨兼程、砥砺奋进。

言为心之苗。在微信留言区，一
名观众动情地写道：“真想写点东西，
可思来想去内心只有‘澎湃’二字。当
齿轮快速运转，叶片疯狂地吸纳气流，
我们的发动机随着战机划破长空，这
时才感觉到自己的心正跟着它一起高
速飞翔。”

家的力量，成为献身

国防事业的精神传承

在这 12部微电影里，家是始终绕
不开的话题。

家是什么？微电影《咫尺天涯》里

的人物小东说：“家是温馨的港湾和永
远的牵挂。”

小东是一名外场保障组组长，他
的母亲生活在宁夏一个民风淳朴的小
村庄里。

得知一年多没见面的小东要回
家，母亲起了一个大早，忙着给儿子做
他最爱吃的油香。

油香做好了，儿子却给父亲打来
电话。目不识丁的母亲从父亲那知
道：因为有紧急任务，小东下午 2点半
到县城火车站，半小时后就要换乘接
着赶路，没法回家了。

为了赶在换乘前给儿子送去油
香，母亲开始了自己的艰难跋涉。

为了赶时间，她选择了一条最快
也最难走的路。山路崎岖，她跌倒了
又爬起来，艰难地赶往火车站。

当快要赶到站台时，列车开动了，
母亲追赶着、痛哭着。突然，她眼前一
黑，晕倒在站台上……

电影讲述的是一对普通母子的故
事，但唤醒的是更多“航发人”对远方
故土和亲人的思念。
“影片中的场景并不夸张，看到母

亲追赶火车的场景，我瞬间被感动击
穿，忍不住泪奔了。”一位网名叫“雪
球”的观众留言道。
“瞬间被感动击穿”的观众不止

他一个。大多数看完这部影片的
人，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母亲的影
子。在厨房炒菜的母亲，倚门眺望
的母亲，千里迢迢专程来看望自己
的母亲……

心能告诉一个人爱的方向。谈到
影片最后小东说的那句“保卫国家，就
是保护妈妈”时，很多“航发人”内心沸
腾：这样的妈妈，这样的家人，我们怎
能不用生命去守护？！
“家”在此刻，成了一个最有力量

的动人字眼。
家是什么？微电影《芸芸的梦想》

中，芸芸的航空梦源于同是“航发人”
的爸爸。成为“航发人”，是芸芸年少
时的梦想。高考后，她被某知名高校
录取，并选择了发动机专业。最终，她
继承父业，成为一名“航发人”。

微电影《初心》中，母女同为“航发
人”，在女儿遇到挫折与困难时，妈妈
耐心地安慰，鼓励女儿重拾信心、继续
努力。

对影片里的这些“航二代”“航三
代”来说，家是遮风挡雨的港湾，是他
们梦想的摇篮，是校正人生方向的坐
标，也是他们继续前行的加油站。

最好的剧本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网名叫“刘毅 1377”的观众留言说：“微
电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中，主角李
胜男的原型就是我侄女，我的父亲是
第一批‘航发人’，从大城市辗转来到
小山沟，后来我们这一辈人接续传承，
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对“航发

人”来说，这种三代“压茬推进”的现
象已是常态。老一辈人影响着一个家
庭，熏陶着孩子们成长，把航发精神厚
植后来人的记忆。这种家的力量，成
为他们献身国防事业的精神传承。

最强大的，是那种由

心底迸发出的能量

最强大的能量来自于人的内心。
12部微电影正是围绕着铸“心”徐徐展
开。一名观众留言道：“12部微电影，
没有一个故事的开局是喜庆的、欢愉
的，大多都是琐碎的、烦恼的，甚至是
悲情的。”

的确如此，微电影《路在脚下》中，
小许提出了自己的改进加工方案，满
心欢喜的他却遭到了否定。晚饭时，
小许一直在思考，是走还是留？此时
的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中。

同样在这部微电影里，满脸油
污 的 小 宋 走 出 维 修 现 场 ，拿 起 手
机，在若干条未读信息中，看到女
朋友发来的消息：“我不想再和手机
谈恋爱了……”这时候，领导走过来
对小宋说：“咱们还要再出去一趟，随
时待命！”

这些场景，绝非偶然，它折射出
的是“航发人”工作与生活最真实的
一面。

当创新成果遭到失败，当在前行
的路上屡屡跌倒，当梦想的阻力远大
于自身努力……很多人都会重新思
考人生的价值，质疑脚下的路是否适
合自己。

有位“航发人”曾说：“当各种困
惑与问题出现在你的面前，每个人都
会开始人生的重新抉择。只有解开
这些心结，才能心无旁骛地坚守到
底。”心有千千结，这是人性的弱点。
但对“航发人”来说，只有“情至纯、心
至专”，才能在苦心跋涉后“守得云开
见月明”。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鲜血浇灌

出花开的国度，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

句承诺，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
一位观众曾在微信留言区写下歌曲
《不忘初心》中的这段歌词，与微电影
中的“航发人”比对，这段歌词恰似为
他们所作。

微电影《“心”的坚守》中，老苗是
某研究所一名技术员，长期从事发动
机研发设计工作。

上世纪 80 年代初，军品任务锐
减，大多数职工投入“军转民”的浪潮
中。面对民企开出的高薪诱惑，老苗
始终记着老厂长吴大观的嘱托，坚守
在任务不多的军品线上。最终，他迎
来“大干军品搞科研”的历史机遇期，
在发动机全面国产化大会战中荣立
一等功。

与老苗相比，微电影《守心》中刘
佳耕的岗位有所不同。作为上海某公
司研发部门的负责人，手握大权。

当时，一位好友找到他，希望他
能够在产品合作上通融一下。没想
到，刘佳耕谢绝了好友为妻子提供
工作的机会，拒收好友送来的金钱
和礼物。理由只有一个：“你们的数
据有问题，我不能让公司承受潜在
的风险。”

是什么力量让老苗在发动机研发
这个阵地上一干就是 20年？让他在高
薪诱惑面前“岿然不动”？答案就写在
为国铸“心”的初心上。

刘佳耕为什么不顾友情，屡屡拒
绝好友的好意？他深知，只有守好初
心，才能永葆本色，思想不变质。

老一代“航发人”身上，初心的伟
力已经显现和释放；在新一代“航发
人”身上，这种初心得以传承延续。

在微电影《初心最美》中，为了让男
主角离开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去大舅
哥的公司工作，女主角甚至以离婚相
逼。第二天，男主角带着女主角来到了
他们首次见面的校园，共同回忆了“航
空知识进校园”活动的情景，耳边回响
起他们为国铸“心”的铮铮誓言。
“岁月会产生尘埃，积久的尘埃总

会消磨一些东西。电影里如此，现实
里也这样。不断拂去灰尘，才能看得
清前行的路。”这是一位网名为“仰望
星空”的感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但是，有些东西
不会改变，比如初心。一名观众的留言
令人印象深刻：“初心本平凡，但它最有
可能成就不平凡的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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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电影里看“航发人”的澎湃动力
■张利文 田 晔 本报记者 王社兴

“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一年，那些事，那些人，好似昨

天。回忆过去，让人泪流满面。”这是看完中国航空发动机集

团“铸我中国心”系列微电影后，一位微信观众的留言。语言

朴实无华，却倾诉着发自内心的真情与感动。

8月5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第三届“铸我中国心”系

列微电影在微信平台热播，集团各单位自编自导自演的12

部微电影作品引起火热反响。截至8月28日，累计阅读量

达到 16.7万次，10多万人参与微电影投票，网友留言近千

条。

艺术高于生活，但来源于生活。观看完这些微电影，中

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的不少观众留言说：“这简直是我们现实

生活的再现。”那么，这些微电影给我们描绘了什么？反映出

“航发人”怎样的精气神？今天，让我们重温这些微电影的经

典片段，感受“航发人”不一样的人生。 我的师傅左治建是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

焊接领域的一位“高手”，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四

川省劳动模范、首席焊接专家等诸多荣誉，还是

单位里为数不多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技能

专家，并拥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

室。能拜他为师，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成为他的徒弟，我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梦想有一天，通过自身努力，也能成为像师傅

一样的“腕儿”。很快，这种兴奋劲儿就过了。

我发现，师傅教我的不是梦寐以求的绝技，而

是一些简单的定点焊接技术，比如将3片指甲

盖大小的试片定一个点，焊接在一起。这种简

单的工作，他愣是让我练了大半个月。

又过了一段时间，情况还是没有太大改

变。师傅开始反复给我讲一些单位的规矩：

上班要专心，不能玩手机；工作流程不能落

一项，着装要规范、安全检查要到位；开工前

的零件状态、工艺图纸、焊接参数卡等准备

工作要做足等等。这和别的师傅没有什么

不同呀！那段时间，我甚至怀疑，师傅是否

真有绝技，该不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吧？

不久后，一次焊接变形攻关的经历改变

了我的看法。那次，师傅紧急受命加工航空

发动机的机匣零件。这种零件结构复杂、环

焊缝多、薄壁材质易变形，且无同类型零件

的焊接经验可借鉴。

半个月里，师傅根据变形因素的可能性大

小，依次尝试了分段焊、强制冷却、工装夹具约

束等多种办法。经过反复验证，最终确定了手

工钨极氩弧焊控制变形的方法。这种焊接方

法很好地控制了焊缝宽度和直线度，产品的合

格率提高到了95%。

项目组组长悬着的心落了地。他抱着

师傅的肩膀连声发出赞叹：“左师傅真厉害，

真有独门绝招啊！”

事后，师傅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绝招是

什么？就是一招一式地从基本功练起，反复

练、用心练、坚持练，久久为功，融会贯通，最

终自然会水到渠成。”

我半信半疑地问：“难道和秘籍无关？”

“哪有什么秘籍？你只要知道，戴上面罩那

一刻，就是认真工作的开始，要对每一条焊

缝负责；摘下面罩那一刻，就是学习总结的

开始，必须刻苦学习。”师傅笑着说。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想着师傅讲过

的这句话，我突然觉得师傅还真的有秘籍。不

过不是别的，而是他对军工事业的无限热爱和

执着追求，对每一项工作尽职尽责、精益求精

的态度。

（解 凯/口述 胡益鸣、段 萧、范二斌/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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