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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墨——
把小事做到极致

20 年前，一名身高 1.88 米的大
个子走到机床前，引得旁边老师傅直
摇头：“这个头儿，和操作台高度不
匹配，干钳工估摸干不出什么名堂。”

用了 10 年时间，这名大个子夺
得了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钳工冠
军。他还创造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
的精度——“文墨精度”。他就是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首席技能专家、沈飞
公司标准件中心钳工方文墨。

方文墨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一个
工人家庭。19 岁时，他从技校毕
业，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分配到沈飞
公司工作。

方文墨所在的分厂承担着为飞机
操控系统加工零件的重要任务。飞机
要安全飞行，一个铆钉都不能出问
题。从工作第一天开始，方文墨就立
志“做全国最好的钳工”。他把家里
的阳台改造成工作室，一有时间就埋
头苦练。酷暑时节，汗珠顺着他的头
发滴落，衣服被汗水浸透。他专注于
手中的零件，常常 10 多个小时不吃
饭，只靠喝水补充体力。正常情况
下，钳工一年大约会换 10 把锉刀，
方文墨一年却换了200多把。

教科书上手工锉削精度的极限是
0.01毫米，而方文墨的加工精度能达
到 0.003 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
1/25，被称为“文墨精度”。

这样的精度，是如何做到的？
“精密加工过程，是靠着平时的勤学
苦练，掌握一定的肌肉记忆后才能完
成，我们把这项技能叫作‘人刀合
一’。”方文墨告诉记者。

2013 年，沈飞公司以他的名字
命名了一个班组——“文墨班”，这
让方文墨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一次，厂里把一项紧急加工任务
交给“文墨班”，这个任务难度大、风
险高，加工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导致
零件报废。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方文墨
当机立断，把自己正在攻关的一项技
术成果“移植”到此次加工任务中。
制订方案、方案评估、开展论证……
数十轮攻关后，方文墨带领大家确定
了最佳加工参数，试制件一次加工成
型。最终，总体任务比预计工期提前
5天完成。

方文墨是第一批“罗阳青年突击
队”队员，“文墨班”的许多成员也陆续
加入了突击队。在沈飞公司标准件厂
二楼的练功室内，操作台下的木质地
板被脚印磨白了，旁边的不锈钢工作
台上留下一处处汗渍。“文墨班”成员
就是在这里苦练钳工技能。

凭借精湛技艺，“文墨班”成了
全 公 司 的“ 排 障 特 种 部 队 ”。有 一
次，沈飞公司成品件厂来了二三十
人 ， 他 们 拿 着 两 个 装 配 不 上 的 部
件，搞不明白问题出在哪。“文墨
班”的杨国心站了出来，经过详细
诊断和锉制，他和同事用了不到 2
个小时就把问题解决了。

10年间，“文墨班”攻关课题150余
项、协调工艺问题40余个，破解了一
批航空产品高精度加工难题。方文墨
常说：“把产品当作工艺品去对待，把
职业当作事业去看待，把小事做到极
致，每个人都会成为大国工匠。”

王刚——
专治“疑难杂症”

他加工的铝片能达到薄如 A4 纸
般的 0.1毫米；他加工的铣床铣削达
到 0.005 毫米；他的小孔铰削技术能
达到 0.002 毫米的精度极限……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首席技能专家、沈飞公
司数控加工厂铣工王刚，工作 20 多
年来不断挑战技术极限。

王刚在沈阳飞机制造厂边长大，
经常奔跑着追逐天空中飞机的轨迹，
稚嫩的心里逐渐萌生出“航空梦”。
1999 年，从沈飞技校毕业的王刚，
如愿以偿进入沈飞公司，成为一名铣
工。他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到岗，刻

苦钻研技术，很快成为了技术能手。
在一次交流会上，王刚得知，国

外一家公司能实现最小加工壁厚0.25
毫米的精加工，而当时沈飞公司只能
达到 0.3毫米的精度。王刚心里暗暗
较起劲来：“他们能做到，我们也能做
到，而且要超过他们。”

紧接着，王刚开始进行紧锣密鼓
的加工实验。近百次尝试后，他把加
工壁厚挑战到只有 0.1毫米。但王刚
并不满意，又经过不间歇的反复实
验，他迎来了自己技能新高度——铣
床铣削加工的手工精度达 0.005 毫
米。“只有苦心钻研，勤加锻炼，始
终坚持精益求精，才能在平凡中创造
神奇。”王刚向记者说。

凭借着绝活，王刚成为第一批
“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他痴迷于解
难题，专治“疑难杂症”，被称为生产
线上的“妙手神医”。

有一次，某新研制的飞机进入最
后装配阶段，安装人员却发现，连接
轴就是插不进装配套中，生产被迫停
滞。在紧急关头，大家不约而同地想
到了王刚。

王刚急匆匆赶到现场，径直爬上
高大的飞机机身，不时用手指敲击零
件并细致辨听，最后，他的目光停在
装配套周边区域的几处零件上。他把
这些零件做了简单修整加工，终于，
机翼与机身顺利完成对接，战机展现
出威猛的外形。

20 多年来，王刚带动一大批青年
职工成长成才。2010年，沈飞公司成立
第一个以员工名字命名的班组——“王
刚班”，承担起大量攻关任务。2011
年，沈飞公司又成立“王刚劳模创
新工作室”，工作室为科研生产提
供技术保障，并对技能骨干进行深
造培养。

田芳——
绷紧质量这根弦

在沈飞公司部装厂，要问厂里唯
一的一位女班长是谁，没人不知道答

案。一头利落短发，一副黑框眼镜，一
身蓝色工装，胸前别着一枚党员徽章，
她是田芳——飞机铆装工高级技师、沈
飞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班组长。

2004 年，18 岁的田芳以技校第
一名的成绩毕业，进入沈飞部装厂，
成为一名铆装工。“其实我在学校学
的是钳工，钳工是单一工件的打磨、
精修、加工，但铆装工需要把所有零
件组装在一起成为部件，属于飞机装
配领域。”田芳告诉记者，为了离“造
飞机”更近一些，她毅然接受了这个
挑战。

图纸更为复杂、工具多达几百种……
面对以前从没接触的全新工作，田芳
从理论知识到实际操作全面“补课”，
白天跟着师傅边干边学，晚上下班后
还要把笔记带回家继续消化，进行提
炼和总结。就这样，田芳很快掌握了
工作要领，一般人从学徒工到独立操
作需要 8 个月到 1 年，她只花了 3 个
月时间。2005年5月，田芳成为部件
班班长。

田芳坦言：“作为一名女班长，年
纪又比较小，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
的。”她给自己定下小目标：成为生
产线上的多面手。在一年半的时间
里，田芳全面提升个人业务能力，掌
握了全班工序。此后，无论班组里哪
道程序遇到困难，她都能帮助处理。

有一次，在装配某型机时，班
组发现这种产品材料极其特殊，并
没有合适的加工刀具。田芳就带领
大家翻阅资料，挑选不同种类的工
具，尝试各种各样的角度，终于解
决了特制材料的制孔装配问题。还
有一次，一个重要部件无法安装，
若要重新回炉制造，成本高不说，
还会耽误生产节点。田芳主动向上
级请缨：“让我来试试。”她和工友
们一起，将 60 多个零件全部分解出
来，一一测量，再重新组装，最终
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装配任务，一个
零件也没有浪费。

对“罗阳青年突击队”成员田芳来
说，处理急难险重任务是“家常便
饭”。“其实，铆装的特点就是常常要
处理各种装配误差，这份工作极其复

杂，需要耐心、细致。”田芳说，面
对棘手问题，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
迎难而上，“生产节点和周期就是军
令状，我不能让生产停在我的手里。”

多年来，无论是来回搬运、反复
安装几十斤重的零组件，还是为了完
成型号任务连续加班几个月，田芳从
不退缩。在装配生产线上工作 18
年，田芳始终绷紧质量这根弦，未出
现过一次产品超差问题，优良品率一
直保持在 99%以上，是名副其实的

“质量标兵”。她所带领的班组，也分
别在 2015 和 2017 年度两次获得“全
国质量信得过班组”。

回首10年前，在歼—15研制中，
田芳和团队成员连续在单位吃住了好
几个月。一天晚上11时左右，歼—15
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看望大
家。“我清楚地记得罗总在现场说的一
句话：‘将来舰载机成功试飞，你们在
场各位都是英雄！’”田芳说，这句话
她一直铭记于心。在她看来，推动航
空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科技创新，
也离不开工匠精神。未来，她还要带
动更多青年骨干参与进来，将技术创
新落实到生产线上，打造出更多高精
度产品，作出更大业绩。

孙志强——
尝到创新的甜头

“空中没有停车场，试飞没有后
悔药。”熟悉孙志强的人都知道，他
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作为沈飞公司的一名装配工，孙
志强主要负责飞机操纵系统安装与调试
工作。用他的话说，这份工作就好比飞
机制造的神经外科医生和循环内科大
夫，一旦哪根电缆短路、导管堵塞，都
会直接威胁飞行员和飞机的安全。

对待工作，孙志强严谨认真，多
年来一直保持做记录的好习惯。“我
负责的电气调试，有很多用目视方法
检验不到的问题，除了使用测量仪
器，也需要积累大量经验。最好的方
法就是把每次遇到的问题记录下来，

方便以后查阅。”孙志强说，起初只
有他一个人在记，后来整个班组都养
成了这个好习惯。现在，班组里每个
人都有两三本记录本，遇到难题还能
分享经验。

36 岁的孙志强已是工友眼中的
“老师傅”。10 多年来，他参与完成
了多种型号国产战斗机科研生产的课
题攻关和技术攻关，总结提炼出7万
多字的讲义和 150 多张手绘“零误差
装配简图”。

阻尼件是舰载机独有的一种杆类
装置，一直以来，阻尼件的安装调试
工作堪称“老大难”。大家开玩笑地
说：只要在厂房看到 10 个以上的人
聚集，不用问，准是在安装阻尼件。

为何这样说？孙志强告诉记者，
阻尼杆又重又长，约有200公斤，需要
至少10个人以托举方式来进行安装调
试。由于人力长时间托举很累，隔一段
时间得歇一会儿，因此一般需要1天才
能装上。同时，在调试过程中，需要测
量行程数值，原本采用的目视手工画线
方式，效率和精度都很低。

面对这一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孙志强主动担当作为。他带领“罗阳青
年突击队”成员现场查看阻尼件的原有
装配及调试流程，详细记录每个步骤
的操作内容，充分听取操作者的建议
想法。收集完这些信息后，孙志强组
织队员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是否
可以将手动划线改为间接确定刻度？
气体的填充量怎么控制？经过激烈讨
论，他们提出引进“飞机阻尼件安装
调试驾车”以及“阻尼件缓冲支柱压
缩行程测量仪”两种设备的设想。成
员们发挥所长、协同作业，结合数模
装配仿真分析的创新方法，制造完成
了驾车和测量仪。

在现场实践中，操作者数量下降
到 3 人，安装的效率大大提高。“小
试牛刀取得成功，让我尝到了创新的
甜头。”孙志强说。

孙志强坚持用工匠精神装调一架
架“大国重器”，2021年他荣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孙志强说：“每当看到
自己参与制造的战鹰神勇起降，我感
到无比骄傲！”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11月12日给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
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学习贯彻
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建设航空强国积极贡献
力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以罗阳同志为榜样，
扎根航空装备研制一线，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携手拼
搏奉献，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非常可贵。

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表示，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让青春在建设航空强国的
火热实践中绽放光芒，说得很好。把党的二十大

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需要各行各业青年勇
挑重担、冲锋在前。希望你们继续弘扬航空报国
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推动航空科
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
发展上积极作为，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
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新贡献。
2012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歼—15

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因公殉职一事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罗阳同志优秀品
质和可贵精神。2013 年以来，航空工业集团以

“罗阳青年突击队”为载体，组织广大青年在急难

险重任务中学罗阳、做先锋，累计有37万人次参
与其中。近日，沈飞公司第一批“罗阳青年突击
队”队员代表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十年来在科
研生产一线学习践行罗阳同志精神的收获，表达
继续奋力拼搏、矢志报国
的决心。

——摘自《习近平回信勉励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
年突击队”队员 在推动航空科技
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 在促进航空
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2022
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

让青春在建设航空强国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芒

访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

立志航空报国，奋战攻坚一线
本报记者 严 冰 潘旭涛 叶 子

10年前，一位英雄倒在了胜利时刻。10年来，他的
精神不断激发出奋进的力量。

2012年11月23日，中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歼—15
腾空而起、成功降落，令世界瞩目。两天后，歼—15舰
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罗阳却突发疾病、不幸殉职。
英雄逝去，精神长存。10年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全

系统累计成立1.5万余支“罗阳青年突击队”，覆盖科研、生
产、试验、试飞、服务保障、疫情防控等各个岗位，共有37
万余人次参加，有力推动了各型航空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进

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公司累计成立1969支“罗阳青年
突击队”，在罗阳战斗过的地方，队员们擎起航空报国的旗
帜，扎根航空装备研制一线，攻坚克难、建功立业。近日，
4位队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如何让青春在建设
航空强国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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