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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

(简称“南航广州飞行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6年。从建队以来，飞行部始终把“保证安

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作为队

伍建设的指导方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机型不

断更新换代，航线网络日益拓展，不仅担负了正

常航班、加班和普通包机客货运输任务，还担负

了重要专机、抢险救灾、通用航空和国家下达的

其他飞行任务。近年来，广州飞行部坚持以“双

轨训练、全面提高”的指导方针统揽和指导各项

培训工作，培训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坚持“依

法管理，规范运行”，生产运行保障能力不断提

升；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加强效能建设，

提高后勤服务保障能力；坚持“民主团结、共建

和谐”，加强党建思想工作，确保队伍稳定；积极

开展创建“四好”班子建设活动；大力加强惩防

腐败体系建设，认真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大力

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树立安全文化品牌。广州

飞行部已经成为南航的一支重要的飞行力量。

是中国民航运输系统实力较为雄厚的飞行队伍

之一。

南航广州飞行部，其前身是中国民航广州

管理处飞行中队．成立于1956年夏，时有空勤

概 述

人员12人，其中正驾驶2人，副驾驶2人，机械

员、报务员、领航员6人。空中乘务员2人。

1959年，广州飞行中队扩编为运输、专业航空

混合大队，下设运输飞行中队和专业飞行中队，

共有飞行人员81名，其中正、副驾驶员48人，

机械员16名，领航员3名，报务员14名。1960

年4月，运输、专业飞行中队分别扩编为运输、

专业飞行大队。1961年，专业飞行大队调驻武

汉和郑州，广州保留运输飞行大队。

1963年7月22日，按照民航总局的统一

编号，广州运输飞行大队编为第四飞行大队，下

设2个飞行中队(后增设一个训练中队)，共有

飞行人员75名，其中正驾驶员29名，副驾驶员

13名，空勤领航员10名，空勤报务员17名，空

勤机械员15名。1965年9月1日，民航总局

对全国民航飞行队伍的编号进行调整，驻广州

担任运输任务的第四飞行大队改称为“第六飞

行大队”，当时共有飞行人员88名，其中正驾驶

员25名，副驾驶员26名，空勤领航员8名，空

勤报务员15名，空勤机械员14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1994年7月12

日，经中国民航总局批准，成立南航(集团)公司

飞行部。同时撤销民航第六飞行大队。飞行部

—-—-—-—-·-———-—————-·—·-·-—-——·——-—-·-—-———————-—-———-————————·-—·—-—-—·—-—-—-———————-．————-———————-—-———-—-—-———-—————-—-———-—-—-—————-—-—————-，——．．．—．．．———-———．———．—————．—．———．．．．．81 9



心中国南方航空志
机构相当于行政副司局级。部属3个飞行大

队、9个飞行中队和乘务大队。2004年2月11

日，股份公司对飞行部机构设置进行调整。原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更名为“中

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到

2008年底。南航广州飞行部下设波音747、波

音777、波音757、空客320、EMBl45共5个

机队，飞行员总数705人I其中机长教员366

人。副驾驶295人)，这支队伍在长期的工作和

生产实践中。发扬了艰苦创业、敢打硬仗的优

良传统。为祖国的运输事业作出了显著的

成绩。

在广州飞行部的发展历程中，飞机机型不

断更新。1956—1968年，飞行部一直使用里2、

伊尔14两种机型，共有飞机10架。到了1972

年，民航广州管理局购进涡轮螺旋桨式的安24

飞机1架，并将里2飞机调出广州。同年组建

了安24飞行中队。1974年，民航广州管理局

购进涡轮风扇式三叉戟型客机1架。当年，组

建了三叉戟飞行中队。至1975年底，第六飞行

大队的部分飞行人员已完成从驾驶活塞螺旋桨

式小型飞机、涡轮螺旋桨式小型客机到涡轮风

扇式中型飞机的训练。进入了涡轮螺旋桨和涡

轮风扇式飞机的飞行时期；全大队的飞机共有

14架。其中伊尔14飞机7架，安24飞机5架，

三叉戟2架。进入20世纪80年代，广州民航

又先后引进中、短程的波音737、757型飞机。

1982年，飞行部首批18名飞行人员改飞波音

737—200型飞机。1983年。民航广州管理局

首先从美国购进波音737—200型喷气式客机

5架，同时组建了波音737中队。1987年。民航

广州管理局又从美国购进了波音757—200型

客机3架，飞行部首批27名飞行人员改飞波音

757—200型大型客机。1992年，民航广州管

理局从美国购进波音767飞机3架，1996年开

始，南航(集团)公司从美国购进当时最先进的

波音777飞机共10架，组建了波音777机队。

199．7年，空客320飞机落户南航飞行部，空客

320机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全南航拥有飞机

数量最多的机队。截至2008年末，广州飞行部

共执管飞机57架(见表4—1)，成为中国民航

运输系统实力较为雄厚的飞行队伍之一。

表4—1广州飞行部执管飞机数量(截至2008年末)

波音7'77 空客330 波音757 空客320系列 EMBl45 波音747货机 合计

lO架 4架 6架 29架 6架 2架 57槊

广州飞行部在1983年以前，机组均实行5

人制。即正、副驾驶员和报务员、领航员、机械

员，乘务员是根据旅客人数配备的。1983年

后，由于引进了波音737、波音757、波音767、

波音777型领航及通信设备较先进的飞机，驾

驶员的工作职责和分工发生变化，平时飞行不

再需要配报务员，机组逐步实行3人制飞行。

随着飞行人员综合能力的提高，为了在保证飞

行安全的前提下节约运行成本，广州飞行部在

全南航率先在所有机型上推广2人制飞行(机

长与副驾驶各1名)。

随着南航的迅速发展，广州飞行部的航线

网络逐步扩大。1956—1967年，广州飞行部的

固定航线仅5条，即穗一湛一琼、穗一湘一汉一

郑一京、穗一琶一昆、穗一琶一梧、穗一桂一筑

等。1968—1971年，广州一河内固定正班飞

行。1975年，航线增至16条。1978年，穗港

开始包机飞行。1980年正式开辟了从北京、上

海、广州、杭州至香港的地区航线。1979年以

来，飞行部每年平均开辟3条国内航线，其中

1984年开辟9条；1991年开辟10条，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开辟航线最多的一年。到1997年

底，南航飞行部开辟65条航线，其中国内航线

36条、国际航线19条、地区航线10条。航线

网络的拓展带动了飞行人员的学习热情，飞行

人员的技术能力和安全理念的提升又为航线网

络的拓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到2008年底。广州

飞行部运行机场和航线近100条，航线网络遍

及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全年共安全飞行

181 900小时，事故征候万时率为零，严重差错万

时率为零。全年飞行时间约占到全南航总飞行时

间的1／4，为南航的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第一节l体制改革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是

从民航广州管理处飞行中队经过长期的改革、

调整逐渐发展而来的。1956年民航广州管理

处成立飞行中队。1963年民航飞行队伍第一次

进行统一编制，广州基地的飞行大队被命名为

“中国民用航空第四飞行大队”，后改为“第六飞

行大队”。改革开放后，民航经过体制改革。走

向企业化的发展道路。六大队也脱离了空军编

制。1994年，中国民航第六飞行大队改建为中

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飞行部，中国民航第六

飞行大队同时撤销。2004年2月1 1日，股份

公司对飞行部机构设置进行调整，原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更名为“中国南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

一、队伍组建

1955年1月。中国民用航空局(简称“民航

局”)在北京、上海、广州和乌鲁木齐成立了管理

处。以北京为中心，联结各省(自治区)、市的航

班陆续开通，并逐步将民航局飞行大队的飞行

组织机构

人员有计划地分派到各管理处执行任务，以适

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年，民航局计划从

北京管理处飞行大队抽调6个空勤组到民航重

庆管理处，2个空勤组到乌鲁木齐管理处，担负

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国内、国际航空飞行任

务；抽调4个空勤组到民航广州管理处(未全部

到齐)，担负中南地区航空运输任务。

为便于组织管理，民航局分别在重庆、乌鲁

木齐和广州管理处设立了飞行科的编制，负责

飞行人员的管理工作和有关飞行方面的事宜。

1955年，民航局抽调一个安2机组共3名飞行

人员到民航广州管理处，执行广州至湛江、海口

等地的航班任务(此机1956年调回天津)。

圈4—1 1956年民航广州管理处飞行中队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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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6月民航局两次从北京管理

处飞行大队抽调人员到广州管理处，并于当年

夏天在民航广州管理处成立飞行中队，隶属飞

行科，驻广州天河机场。

1957年，为了适应民航事业发展，根据生

产和任务的需要，民航局又先后从北京管理处、

乌鲁木齐管理处抽调一批空勤人员到广州管理

处飞行中队工作。1959年，随着机型的变更和

飞机数量的增多，广州管理局成立了运输和专

业混合飞行大队，同时由天河机场迁白云机场。

1960年4月，运输和专业混合飞行大队扩编为

运输飞行大队和专业飞行大队。1961年，运输

飞行大队调驻武汉和郑州。广州只保留运输飞

行大队。1963年，民航局为加强对飞行队伍的

统一领导，根据飞行任务性质的不同，对民航飞

行队伍第一次做了统一的编制。1963年7月

18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批复同意民

航飞行队伍编成14个飞行大队和2个独立中

队，驻广州基地执行运输任务的飞行大队被命

名为“中国民用航空第四飞行大队”(简称“第

四飞行大队”)，下设两个飞行中队，后增设训练

中队。新中国建立初期，面临的困难较多。东南

沿海还时常受到美国飞机和国民党军队的侵

扰，国民经济有待恢复，社会上对航空运输的需

求也有限，而民航本身的运输能力也不大，飞机

的维修器材和油料供应来源匮乏，飞机数量少，

性能落后，航线距离短，人员数量不足。刚成立

不久的飞行队仅有几架老旧、，J、型的里2螺旋

桨飞机。人员只有12人。在这种客观异常简陋

的条件下，全体同志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满腔热

情投入到创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中去。1965

年以前，第六飞行大队利用仅有的小而旧的

里2、伊尔14飞机开辟4条国内航线，总周转量

从1956年的56．39万吨公里增加到1965年

的565．76万吨公里。大队的运输能力、技术素

质、飞行技术有了显著的增长。实力大大加强。

图4—2 1963年民航第六飞行大队组织机构图

粉碎“四人帮”后，六大队工作步入到安全

生产这个中心上来，本着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

的态度，自觉坚持以安全、正常、服务作为大队

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做好安全飞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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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制改革

图4—3 1988年第六飞行大队组织机构图

1994年7月12日，根据民航总局

(1994)572号《关于上报中国南方航空(集

团)公司股份制改造重组方案的函》的精神，为

做好(集团)公司的重组准备工作，在中国民航

第六飞行大队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南方航空(集

团)公司飞行部，中国民航第六飞行大队同时

撤销。飞行部机构规格与(集团)公司各子公

司的机构规格相同，下设办公室(辖总务科、航

医室)、人事劳动处、计划财务处、值班经理室、

航务处(下设签派室、航行情报室)、飞安处、

第一飞行大队(下设办公室和一、二、三中

队)、第二飞行大队(下设办公室和四、五、六

中队)、第三飞行大队(下设办公室和七、八、

九中队)，其中上述四中队、九中队暂不配人

员。乘务大队隶属飞行部，乘务大队下设办公

室、签派室、业务科、政工科和7个乘务中队。

飞行部党群系统设政治处、纪委、工会、团委，

其中。政治处规格与其他处室规格相同，团委

规格为副处级。飞行部设党委，飞行各大队及

乘务大队设党总支。这样，飞行部下属10个

处室、3个飞行大队、7个飞行中队、1个乘务

大队、7个乘务中队。

1994年是飞行部组织机构变化最大的一

年，部党委及时配备了二、三级机构的新班子。

任命一批新干部，顺利完成了机构升格工作。

新班子配备后，工作积极主动。协调配合好，完

成了较重的飞行任务，从而实现了升格后的平

稳过渡。这一年是六大队发展史上意义较大

的一年。中国民航第六飞行大队作为一个历

史条件下的中国民航飞行部队的番号，走过了

35个春秋的坎坷、曲折、奋进、辉煌的历程，完

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载进了中国民航的史册。

1998年。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飞行

部更名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

部”。下设飞行安全技术部、财务部、综合办公

室(下设航医室)、值班经理、航务部(下设签

派室、情报室)、飞行一大队(下设综合办公

室、飞行一中队、飞行二中队、飞行三中队)、飞

行二大队(下设综合办公室、飞行四中队、飞行

五中队、飞行六中队)、飞行三大队(综合办公

室、飞行七中队、飞行八中队、飞行九中队)；飞

行部党委下设政治处(下设保卫部)、纪委、工

会、团委。同年6月7日。原飞行部乘务队划

出飞行部．独立成立客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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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17日，飞行部设置统计室，其

职责主要是录入飞行任务书的数据，包括飞行

员的飞行小时数、航线、航程、油量等信息。

2002年6月，原飞行部航医室划出飞行

部，归入航空卫生管理部。

2002年6月侣日，飞行部成立波音747货

机机队。创造了南航发展史上的四个“第一”：第

一次引进波音747机型，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专业

货运机队，第一次自主承担国际货运航班任务，

第一次将机队完全放在广州基地以外的城市

运营。

飞行部继承和发扬了六大队的优良传统和

宝贵经验，以更昂扬的斗志和更矫健的步伐，向

着“飞遍全国。飞向世界”的理想继续奋斗。

三、战略转型

2004年2月1 1日，为了适应发展。股份公

司对飞行部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原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更名为“中国南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机构规格不变；

改革现有飞行大队、中队管理模式，分机型设立

机队，实行机队集中管理，成立空客320机队、

波音757机队、波音777机队。保留现有波音

747机队。各机队下设综合办公室和运行安全

技术办公室；空客320、波音757、波音777机队

下设机长、教员分部和副驾驶分部，分别负责对

机队所有机长和飞行、机械、通迅教员的管理，

对所有飞行副驾驶的管理。由于波音747机队

飞机、飞行员较少，暂不下设分部。

2004年7月，原飞行部财务室划出飞行

部，并归入股份公司财务部管理。

2005年9月30日。广州飞行部成立空客

330机队，撤销广州飞行部空客320机队下设

的空客330分部，撤销空客320机队分管空客

330机型安全运行和技术管理工作的副经理职

数。空客330机队下设综合办公室(负责机队

党务、行政等日常事务)和运行安全技术办公室

(负责机队安全、运行和飞行技术管理等日常事

务)。2006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广州、北京双枢

纽战略建设．根据公司要求。飞行部空客330机

队整建制划归北京分公司。

2008年7月，原飞行部统计室划出飞行

部，归入SOC管理。

2008年，广州飞行部根据公司。三定”工作

的统一部署。对机构、岗位设置和人员编制进行

了核定。改革后，飞行部下设的二级机构分别

为办公室、人力资源处、党委办公室、工会办公

室、飞行技术管理处、运行安全管理处、运行协

调处、波音777机队、空客320机队、波音757

机队、波音747机队、EMBl45机队，原综合办

公室的生产统计职能和人员划归公司运行指挥

中心：设总经理、党委书记各1人，副总经理4

人，纪委书记、工会主席1人。广州飞行部各二

级机构正职岗级为三级副至三级正，副职岗位

为四级正至三级副；各三级机构正职岗级为四

级副至四级正，副职岗级为四级副。各机队党

总支下设党支部若干，各党支部配置支部书记1

人，岗级为四级副至四级正。广州飞行部管理

岗位职数1 18人。

随着广州飞行部飞行员队伍的壮大和飞机架

数的增多，为适应飞行部发展的需要。飞行部的组

织机构也相应地不断发展和壮大，各项管理也日趋

完善，飞行部正朝着着力打造高素质的飞行队伍。

实现更长的安全周期的目标努力奋斗。

第二节I机构演变

1955年1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在北京、上

海、广州和乌鲁木齐成立管理处。1956年夏

天，民航广州管理处成立飞行中队。飞行队隶属

飞行科，驻广州天河机场。经民航局局长邝任

农命令，民航广州管理处成立飞行中队。

1959年，广州管理局成立了运输和专业混

合飞行大队，由天河机场迁白云机场。

1963年，广州运输飞行大队改名为“中国

民用航空第四飞行大队”(简称“第四飞行大

队”)。第四飞行大队下设两个飞行中队和一个

训练中队。设置了政治处、航行训练股、行政管

理股。大队共有飞行人员75人。

1965年，第四飞行大队改名为“中国民用

航空第六飞行大队”(简称“第六飞行大队”)，

下设三个飞行中队，并设置了政治处、航行训练

股、行政管理股等部门。

1968年底。民航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建蒂Ⅱ。

1970年底。机务大队外场中队划归第六飞

行大队。

1973年，六大队航医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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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第六飞行大队乘务分队改为乘务

队，行使连级职权，并单独成立党支部。

1979年。六大队成立纪委。

1980年3月15日，国家对民航进行了体

制改革。中国民航局脱离空军建制，改为国务院

直属局，开始走上企业化的道路。

1981年，第六飞行大队成立四中队、五中

队。执飞三又戟机型。

1982年。六大队成立工会组织。同年组建

临时团委。

1983年。六大队团委正式成立。

1984年，第六飞行大队接收广州武警三支

队16名同志为空中安全员。正式组建空中安全

员队伍。

1986年，民航撤销航空警察建制，组建航

空安全员队伍，直属飞行大队领导，广州编制30

名，负责执行空中保卫任务。

1987年，成立第六飞行大队飞行六中队。

1988年，六大队组建安全七中队，在重点

航线、航班或专机上执行任务。

1989年1月14日，成立保卫科；成立办公

室和飞行技术训练科，取消行政科。

1993年，六大队成立安全委员会和技术委

员会，大队长任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大队、

中队领导和技术业务部门负责人组成。

1994年4月，六大队成立大队值班主任

室。7月。改为飞行部值班经理室。

1994年7月12日，在第六飞行大队的基

础上组建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飞行部，第

六飞行大队同时撤销。

1994年7月，原六大队安全委员会和技术委

员会改称“飞行部安全委员会”和“飞行技术委员

会”，下属各大队也成立了安委会、技委会，中队成

立安全管理小组，机组设立安全监督员，实行部、大

队安委会和中队安全管理小组三级负责制。

1998年，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飞行部

更名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

下设飞行安全技术部、财务部、综合办公室(下

设航医室)、值班经理、航务部(下设签派室、情

报室)、飞行一大队(下设综合办公室、飞行一中

队、飞行二中队、飞行三中队)、飞行二大队(下

设综合办公室、飞行四中队、飞行五中队、飞行

六中队)、飞行三大队(综合办公室、飞行七中

队、飞行八中队、飞行九中队)；飞行部党委下设

政治处(下设保卫部)、纪委、工会、团委。1998

年6月7日，原飞行部乘务队划出飞行部。独立

成立客舱部。

2000年4月17日，飞行部设置统计室。

2002年。飞行部成立波音747机队。原飞

行部肮医室划出飞行部，归入航空卫生管理部。

2004年，飞行部更名为“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飞行部改革现有飞

行大队、中队管理模式。分机型设立机队。实现

机队集中管理；撤销原第一、第二、第三飞行大

队，成立空客320机队、波音757机队、波音

777机队，保留现有波音747机队；空客320、波

音757、波音777机队各下设机长、教员分部和

副驾驶分部；波音747机队暂不下设分部。飞

行部成立EMBl45机队，下设综合办公室、运行

安全技术办公室。原飞行部财务室划出飞行

部．归入股份公司财务部管理。

2004年5月24日，任命章正荣为中国南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总经理兼党委

副书记。李韶彬同志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飞行部党委书记，孔富强同志为中国

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

记，许德全同志为机关党总支书记(兼)。

2005年1月7日，任命王世山同志为中国

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副总经理。

9月30日。广州飞行部成立空客330机队，撤

销空客320机队下设的空客330分部，机队下

设综合办公室、运行安全技术办公室。

2006年，空客330机队整建制划归北京分

公司。3月24日，任命李韶彬为中国南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党委书记兼副总经

理。12月18日，任命孑L富强为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i．'t-德全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

部副总经理；任命马力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飞行部副总经理。

2007年7月23臼，任命章正荣为中国南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飞行师，同时兼广州飞

行部总经理。

2008年2月14日，广州飞行部开展“三

定”工作，对广州飞行部的机构、岗位设置和人

员编制进行了核定：广州飞行部下设二级机构，

分别为办公室、人力资源处、党委办公室、工会

办公室、飞行技术管理处、运行安全管理处、运

⋯⋯一⋯⋯⋯⋯⋯⋯⋯⋯⋯一⋯一⋯⋯⋯⋯⋯⋯⋯～⋯⋯⋯⋯⋯⋯⋯一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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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协调处、波音777机队、空客320机队、波音

757机队、波音747机队、EMBl45机队，原综

合办公室的生产统计职能和人员划归公司运行

指挥中心；设总经理、党委书记各1人，副总经

理4人。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各1人；各二级机

构正职岗级为三级副至三级正，副职岗位为四

级正至三级副；各三级机构正职岗级为四级副

至四级正，副职岗级为四级副；各机队党总支下

设党支部若干，各党支部配置支部书记1人，岗

级为四级副至四级正；广州飞行部管理岗位职

员数1 18人。同年4月21日广州飞行部对机

队机构设置进行调整：撤销了空客320、波音

777、波音757三个机队的机长、教员分部、副驾

驶分部和运行安全技术办公室，分别成立运行

安全管理室和飞行技术管理室；撤销了波音

第三节|领导任职

747、EMBl45机队运行安全技术办公室。分别

成立运行安全管理室和飞行技术管理室。4月

29日广州飞行部对机关各部室机构、职能及人

员进行调整：整合运行安全技术部、保卫部职能

与人员，分别设置飞行技术管理处和运行安全

管理处；综合办公室拆分为人力资源处和办公

室；政治处、纪委、团委合并为党委办公室；设立

工会办公室。7月1日，广州飞行部生产数据录

入业务及人员【统计室)划归运行指挥中心。

2009年2月13日。任命章正荣为股份公

司总飞行师兼总值班经理室主任，王志学为广

州飞行部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左久山为广州

飞行部副总经理，金巍峰为广州飞行部副总经

理；免去马力广州飞行部副总经理一职，任命为

南航股份公司飞行管理部总经理。

表4-2广州飞行部(第六飞行大队)主要领导任职表

机构名称 设置时间 领 导 人

民航广州
职务 姓名 仃职时间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问

管理处飞 1956矩
中队长 刘崇福 1956一1958年

柴廷兰 1957--1958‘F 行政中队长 唐富亭 1958--1959矩
行中队 政治教导员

李庆荣 1960--1963年

民航广州管 大队长 张汉i 1960--1963年
理局混合 1959年 副大队长 唐富亭 959一1963年

飞行大队 政委 谷进明 1959--1963年

民航第四
1963年

大队长
张汉二 1963--1964年

飞行大队
辛家月 1964--1965任 副大队长 辛家月 1963--1964年

政委 上建平 1963一1965乍

张行敏 1965--1968钽

辛家月 1965--1968年 黄绪备 966～1978年

刘J人荣 1969--1978年

唐范银 1969一1975年

张行敏 1968--1976钲 付人川 1968一1971年

刘汉成 1975--1993年

张彪 1978--1983年

于忠 1976--1978年 陈治／j‘ 1978--1983乍

上tti先 1980--1981年

庸炳炎 1978--1980焦
民航第六

1965经 大队长
黄绪春 197811983年

副大队长
于世IHI 1981一1983年

飞行大队 珙M生 1983--1987钲

高殿海 1983一1986年

崔建国 1983--1986纯 胡隆孛刀 1983--1987年

黄遂发 1986--1994年

杨几／I二 1988--1989往

谌厚生 1986～1989年 石永良 1988--1989年

李金11I 1988一1991年

杨仲仞 1 989--1992年

郝建华 1989--1994年
黄遂发 1989--1994矩

郑恩f-= 1988--1989年

邓J大生 1992～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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