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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兵器装备集团成都陵川特种

工业公司展馆，一枚锈迹斑斑的迫击

炮置于展厅中央。穿过历史硝烟，这

门“功勋炮”像一位老兵，见证着中国

迫击炮的发展。

展馆内，50 余种型号迫击炮依次

排开，大到 122 毫米自行榴弹炮，小到

60 毫米便携式迫击炮……这里几乎囊

括了我军历史上所有型号的迫击炮。

作为我国迫击炮科研生产企业，

“陵川造”的身影屡屡亮相阅兵场——

国庆 60 周年大阅兵，120 毫米自

行迫榴炮威风凛凛地从天安门前缓缓

驶过；

朱日和沙场大阅兵，122 毫米自行

榴弹炮整齐列阵，接受检阅……

“强军报国，使命如山。”该公司党

群部部长雷瑾指着墙上的一幅变迁图

说，“我们是从‘三山’走出来的兵工

厂，历经太行山的战火洗礼，在华蓥山

艰苦创业，于龙泉山发展壮大。”

抗战时期，“陵川人”在太行山一

手拿枪参加战斗，一手拿工具制造火

炮。1965 年，企业整体搬迁到华蓥山，

开启了一段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世纪

之交，企业向国家申请搬迁的项目得

到批复后，又搬迁至交通便利的四川

成都。一次次迁徙，“陵川人”的肩头

扛着的是山一样的使命。

雷瑾至今记得，来到厂区，他们跋

涉在荒芜的土地上，挖开了厂区建设

的第一锹土。后来，这里发生的事情

快得让她觉得不可思议：一座座试验

厂房，仿佛一夜间拔地而起，一批批青

年工匠汇聚于此。为了使武器尽快实

现升级换代，科研人员常年奔波于工

厂与部队之间……

无论怎样发展，根植在“陵川人”内

心深处的强军报国情怀始终未曾改变。

“炎炎夏日，外场气温接近 40℃，

一群工人顶着烈日为获得某型产品的

试验参数而忙碌着。那一年，他们几

乎没休过一天假，未回过一次家……”

厂史中记录了“陵川人”的峥嵘往事。

不同任务现场，活跃着同样的身

影——

碧波深处，高级技师贾平在军舰

上检修舰载发射设备，详细记录相关

参数；雪域高原，高级工程师陈红兵克

服高原反应，全程伴随保障……

“部队演训场，是军工人的科研战

场。”高级工程师翟建川说，这些年，深

入部队一线伴随保障成为他们的工作

常态。

该公司某部办公室副主任黄璜一

家三代都是军工人。当年，他的外祖

父从南京来到四川山区，虽然在这里

生活多年 ，但还是习惯说南京方言 。

厂区的“方言”，是一种南京口音夹杂

四川口音的腔调。很多从南京迁来的

老职工们聊起自己是哪里人时，他们

回答既不是四川人，也不是南京人，而

是“陵川人”。

穿行于各个车间，记者看到，每个

工位前方都挂着五星红旗，每名党员

胸前都佩戴党员徽章，强军报国情怀

深深嵌入“陵川人”的内心深处。

“强军报国是我们的天职，强企富民

是我们的使命……”7月 1日，“陵川人”

用一场歌咏比赛为党庆祝百年华诞。那

一刻，舞台的灯光染红了他们的脸颊，激

昂的旋律抒发着他们心中的豪情。

兵器装备集团成都陵川特种工业公司——

强军报国 使命如山

展开我国国防工业发展的历史卷轴，两个片段

让人印象深刻——

1949 年开国大典，我军参阅装备为“万国牌”，

几乎都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17 架参阅飞机不

够用，周恩来总理说，不够就飞两遍。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天安门广场

成 为 展 示 中 国 军 工 实 力 的 “T 型 台 ”： 歼 - 20、

直-10 等新型战机划破云霄，99A 主战坦克、两

栖突击车列阵以待，东风-17、东风-41 导弹剑指

苍穹……此次受阅装备均为“中国制造”，其中 40%

为首次亮相。

曾几何时，人民军队靠着“小米加步枪”消灭

敌人，但“器不如人”深深刺痛着国人的心。老一

辈军工人在一穷二白的艰苦条件下，自力更生、发

奋图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武器装备体系建设实现

整体跨越。一大批新型武器装备列装部队的背后，

是我国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让世人感受到我国科

技创新的澎湃力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

五”规划开局之年，创新驱动的强大引擎正引领国防

工业快速发展。乘着国防工业改革的春风，在祖国的

大江南北，老牌军工企业加速产业转型，新兴军工企

业引领前沿技术，科技创新的“一池春水”持续激荡。

永定路位于北京西郊，全长不到 4

公里 ，因东北方向是永定河而得名 。

“当年，我就是从这条路走进二院，开

启了导弹研制人生。”走在永定路上，

航天科工集团二院钟山院士讲述了那

段艰苦创业的往事。

1957 年，航天科工集团二院前身

国防部五院组建 ，肩负起导弹研制、

创立我国航天工业的重任。当时，生

产 设 备 不 足 30 台 ，生 产 工 人 不 足 百

名，仅有的生产设备还是从苏联购买

的 …… 然 而 ，这 一 切 都 没 有 阻 挡“ 二

院人”奋力攻关的脚步。

1967 年，一篇报道震惊世界：我军

地空导弹部队运用“红旗-2”防空导

弹，一举击落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U-

2 高空侦察机。作为当时国内最先进

的防空导弹，“红旗-2”正是二院的“经

典之作”。

倘 若 把 二 院 的 故 事 浓 缩 成 一 个

词，那就是“自立自强”。从我国第一

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首次试射成功开

始，他们用 20 多年时间，完成了我国

导弹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跨

越。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二院

拥有一大批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自

主研制的多型导弹武器在国庆阅兵中

亮相，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军工企业的

科技实力。

加速追赶，只争朝夕。“导弹在空

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只听轰的一

声，弹响靶落。”每次导弹发射成功后，

钟山都会在自己风衣的衣襟上，画上

一颗五角星留作纪念。

那一排排五角星，代表着中国导

弹的种类越来越多。随着一型型导弹

顺利升空，我国导弹事业从“零”突破，

迎来了高速发展期。从大漠戈壁到深

山丛林，科研人员跋涉攻关，只为助推

部队战斗力提质增效。

在二院院史馆内，一张老照片格

外引人注目：一位老工匠兴奋地站在

机床前，小心地打磨设备，制作出的产

品精度误差控制在 1 厘米。

1 厘米——这是老一辈军工人的

加工精度。对那个年代的工匠来讲，

能达到这种精度实属不易。加工设备

自主设计、设备图纸要靠手绘、产品检

验完全凭经验判断……有人说，那个

年代，我国导弹是“连滚带爬”造出来

的。

1 微米——这是新时代“二院人”

创造的“中国精度”。这一精度已成为

业界打磨器具的新标准。一次次创新

突破，一次次精益求精，他们只为守住

产品的质量底线。

为了打造国产防空利剑，一批批

科技人才汇聚于此——

“60 后”首席技师王保森，通过改

进数控车床的程序编制，探索出一套

专用的刀具修磨技术。经测量，他加

工的成品精度竟高于设计精度；

“70 后”特级技师何海龙，被誉为

“导弹神医”，他加工出的产品精度仅

为头发丝的四十分之一；

“80 后”数控微雕技师常晓飞，能

在直径堪比头发丝的金属上刻字，刻

出的字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

这支充满生机活力的人才队伍，

不仅带动了二院科研能力整体跃升，

还催生出一大批高水平科研成果，释

放出前所未有的新动能。

航天科工集团二院——

自立自强 加速追赶

在航空工业成飞展厅，老专家方

锦星作为特邀嘉宾，给新员工们上了

一堂特殊的党课。看着一张张青春面

孔，方锦星激动地讲述着一件件创业

往事。

40 多年前，时任主任设计师屠基

达在接到歼-7 改进型的任务后，跑遍

航空兵部队进行调研，记录了满满两

本的改进资料 ；定型试验关键阶段 ，

他患上肺炎，仍坚持带病参加战机试

飞任务……

屠基达只是成千上万中国航空人

的缩影，他们孕育了“忠诚奉献、逐梦

蓝天”的航空报国精神。

几十年风雨兼程，成飞交出了一

份闪亮的成绩单——

第二代战机歼-7E 研制项目，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

三代战机歼-10，如今已衍生出多种

型号；

我国新一代隐身战机歼-20 首飞

成 功 ，开 启 了 中 国 空 军 的“20 时

代”……

忆往昔，开国大典，仅有的 17 架

飞机，不得不两次绕飞天安门上空，且

无一是“中国造”。

看今朝，建党百年盛典，歼-20 等

71 架“国字号”战机振翅长空，其中大

部分歼击机为成飞生产。

翻开新中国航空工业 70 年发展

史，成飞是一个生动的注脚：歼-5 甲、

歼-7、歼-10、歼-20、枭龙和翼龙等型

号战机，让中国空军换羽高飞。

“ 一 代 人 有 一 代 人 的 使 命 ，我 们

要 传 承 老 一 辈 军 工 人 的 工 匠 精 神 ，

造 出 更 先 进 的 战 机 。”展 厅 前 ，新 员

工 陈 子 豪 站 在 模 型 前 满 怀 豪 情 。

新使命催生新战力，新战鹰飞出

新 航 迹 。 歼 -10 参 与 高 原 常 态 化 训

练 ，歼 -20 开 展 超 视 距 空 战 等 课 目

训 练 ，翼 龙 无 人 机 参 加 抗震救灾演

习……从北国云天到南海疆域，从东

海之滨到雪域高原，祖国天空一次次

留下国产战机的精彩瞬间。

站在时代坐标系上，透视成飞与

中国空军的两条发展轨迹：一条是成

飞跨越发展的跃升轨迹，随着一项项

重点科研项目的推进、一架架新型战

机的首飞成功而稳步上升；另一条是

中国空军发展壮大的轨迹，随着各型

战机的列装不断向上延伸。

两条轨迹同步跃升，见证着中国

航空人的光荣梦想和中国空军的换羽

腾飞。

（本版稿件由特约记者邢哲、通讯

员唐幼珣、冯文星、袁亚洲、李乔、常

庆星、夏文静综合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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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成飞——

筑梦蓝天 换羽高飞

用双脚“丈量”跑道

在航空工业沈飞，一双战靴是 53岁党

员周河山的工作“标配”。作为试飞站场

站室维护队队长，用脚丈量跑道是周河山

每天的“必修课”。那条熟悉的飞行跑道

上，记录着这位军工人 20 多年的行走轨

迹，他被称为“走路最多的‘沈飞人’”。

敢做“刀尖上的舞者”

第十二届中国航展，试飞员李吉宽驾驶

国产飞机，先后完成“眼镜蛇”“落叶飘”等高

难度动作，让无数航空迷热血沸腾。10 余

年的试飞员生涯，李吉宽无数次与“死神”擦

肩而过。李吉宽是一个把战鹰看得比自己

的生命还重要的人。他说：“我们多一分风

险，飞机质量就多一分保障。”

沉默的“实力派选手”

说起陆军某试验训练区工程师宁小磊，

战友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赞叹：“实力派选

手！”戴着眼镜、不爱言语的他，时刻都在思

考着科研难题。参加工作 10 年来，宁小磊

获得国防发明专利 6项，编写专著教材 3部，

其中 2项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宁小磊说：

“我们还有很多技术要突破，科技创新的步

伐一刻也不敢停歇。”

“学霸”变身“科普达人”

长沙航院大三学生吴灿阳年龄不大，却是

小有名气的“学霸”，拿过国家奖学金，也获过全

国航空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从湖南大山里

走出来的她，立志点亮更多少年心中的“航空

梦”。大二时，吴灿阳创建了“云霄之巅”航空科

普知识网络专栏，利用课余时间在湖南航空馆

为中小学生义务讲解200多场科普课。回到家

乡，她在一所小学成立航空兴趣小组，让更多

学生学习航空知识，激发航空报国动力。

(雷柱、张少利、王晨辉、唐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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