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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

献给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者和钟爱航

空事业的人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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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1 951年1月i日，中华／、民共和国的

第二个新年节日．北京西郊机场近来r

三位西装革履、神情凝重、行色匆匆的

“旅客一，他们迅透登上一架伊尔1 2型苏

制双发民航客机，迳直向北方飞去⋯

二童三个／、是：何长工，51岁，重工业

邢代部长：段子俊，j8岁．重工业邵航

空筹备组成员；沈鸿．45岁，中央财经

委计划局重工业处处长 原来他^1是周

恩来总理示自授命的代表团，前往苏联

完成一项关系中国航空工业创立发展的

重大使命4个月后．新中国航譬工业正

式创立

这三个人中．何长工、沈鸿已作古

如夸90高龄的段子俊依然健在，成为在

中国航空工业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者和

航芏工业发展历程的见证人

每当我们回顾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

回顾那充；南疾风苦雨的漫长征程和战天

斗地的峥嵘岁月，眼前总会闪现无数生

动的面孔：有志于航空事业的领导干部、

4+-t之专家．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他们投

身祖国航空事业，用最可宝贵的青春年

华，创造了光辉业绩他们就是可歌可泣

的中国航至人

自20世纪初．美国的莱特兄弟制造成



功世界上第一架飞机．买现人类首次持

续的、有动力的、可操纵的飞行．从而揭

开航空时代以来．中国就有不少仁／、志

士．负笈海外 学习航譬技术乒报效祖

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为建互F、族航笠

工业进行过艰辛的努力然t而真正建正

自己强大的航笠工业 只有中垡人民共

和国威互之后才得以共现

历史是人民创：皂的 中国航芏工业

之．是由中国瓴芏人在龙和政厨的领导

下．在全国人氏的支饭下谱写的、

古来青史谁不业，今见功名胜古

人 中国筑笠工业的纠建者、建设者71

功留目；-7 Z垂史毋人&不会，二圮．历

史不会忘j：

我i1编著的《航卫春秋》于舢01年出
版后 r2-引航空界人士的散琦支持与鼓

励我们决一∑．再板再厉．备编摩之志、

僭≯、适之#疋．编荦。一jR《航笠／、物志》

《#，i芏／、物志》是一一号i：为中国jt，／、

代表／、物t传的托

《{tz／、物志》也可以说是《{-『．。：春

秩》的姐妹月．后者三要写节．前者主要

j‘，、

从百万qi宅／、中精：董代表／、物八编．

是一心十分圈难十分复杂甚至一二力不

讨行的∥自经：之反复斟酌、研讨我们

确定／、埚范r目为： jj r局，、!公司集

翻。司的领÷卜邻：叫：‘，j』、。!公司集

翻‘j司职￡ijl 1‘§÷一F-7’：☆々7‘表{i：!全

#业卓量嘶__宁千孑1：的，i表：巧Z院士航

卫生关靛‘z报国盆奖获学者飞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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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科技专家；劳动模范

上述人物，均含现职、离退，并包括

已去世的人物；调离航空系统后任省鄙

级干部的人物，

本书的编纂方针是：运用历史唯物主

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持平

实朴素的风格，以翔实可靠的材料，通俗

简练的文字．以及生动活泼的历史照片

介绍每一位航空人物．力求做到文献性、

科学性、思想性、可读性和可视性的统

做到上述诸点，诚属不易．我们坚持

用事实说话．不做过多的主观评价，不给

人物戴“桂冠”。因为历史自有公论．

由于筹划、运作时间较短，我们的视

野与水平有限．加上有些被选人物由于

这样那样的原因难于提供资料，致使本

书有遗珠之憾，诚望鉴谅或许将来能有

续编．以弥补本书之不足。

在本书付梓之际，恰逢世界航空百年

盛典中国航空工业也跨过了52年的征

程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我们谨将此

书，奉献给所有关心、钟爱航空事业的人

们．并祈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n嚣曼武文

菇盼声褫



1954年3月8 n}“，1三下黑龙江省他木斯

IK。1971年参加I：作，1980年加入中闻挑产

党。1980年中,Ik t：At京航空学院审气动力与

E行力学譬业，1994年获哈尔滨T·啦大学管

理·学硕f：学位，2fxx}年攻读北京航夺航天夫

，≠符理学}j孽I：学他。

千涛1980年到1981年3月，猩哈尔滨飞

机制造公“l设计所总体室从事设计。【作。

1982年3月，调入哈尔滨空气动力研究所，先

后任人事管理f部、科技处剐处长、技术部副

书任镣职务。编写了“哈尔滨空气动力研究所

2000年前人71‘需求眨使用规划》．针对科技队

伍。f赞不接，大学tI!需求规模等问题提盯了
县俸解决措施，为人事管理：C作提供了科学、

可靠的指导依据，该论文被评为1984年所级

科技成果-等奖。在科研项目管剐过程中，『也

下，出色地完成r项日合同，《哈尔滨F1报》对

此还々门进ii-了报道，该项目组破授『i}．r11舟

尔滨市先进集体称号。

1990年，于涛担任哈尔滨空气动力研究

所剐所长，负责行政后勤和建设条fl：T．|Iz．rIi

多方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筹措资盒，I二

1993年分别完成了2100平方米办公楼续j：l!羊¨

5000平方米住宅楼的建设，使所办公条f'l：Sfl

职，l：居住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从1993年歼始，于涛又先后担任r党委

副体记和工会主席、党委一体记浆剐所长．所k

兼党委副粕记职务。他面对科研项日和掣0

试验任务不足、基础设施和科研条件严藕欠

帐，经济状况极其困难、技术骨r流失严,／i：ff．j

局面，贤持发扬所的特色项目和优势技术．快

速寻求发胜的道路。1997年，{!E航天粜弧点

一蝴一帅一撇一～一一一龇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了眺铘列郎矧硼省晚懈汀洋眩№三戛渤，化惜槲袄n稻种江舶科成工和测民承?三

颤室、I勃厶



竞争中．在国内众多同行激烈竞簪中，

钙茕组的严格考核，以明硅的技术优

r良好结果。从此，所任务明显增多，

况强著改善，职_：r：个人收入逐年提高，

产条件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低速增

顶FI的落实和开I：缝没．将为航空t体

喂提供更有力的．畎验设施和技术手段，

昕的发展产生更夫的推动力。因此，所

弭哈尔滨市先进党组织．文明单位、文

际兵、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干涛被投

98乍黑龙江省国防科工办优秀生产经

籽标兵Ti]2001年沈阳市国防1：会全心

靠职工办企业先进个人称蛩t还先后

尔滨市第27．28届劳动模范、2001年

fH党风廉政建设先进个人．2002年熙

龙江省劳动模范}112002年哈尔滨r仃第29膈特

等劳动模范称号，2003年获黑龙江省“五·”

势动奖章。

2000年7月，沈阳李气动力研究所与哈

尔滨空气动力研究所合并组建了巾阻航空工

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干涛任院长兼党委剐陪

记。气动院成立以来，在风洞试验收入、比晶

经营收入方面连续取得历电最好成绩．在科

研生产．条件建设、人才培养、提高经济效益

和职。【收入、改善生产条件等方面也取得了

明jlll效果。

f涛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研究员，北京

航空肮天大学、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兼职教授，

巾侗航窄学会理事．黑龙汀省航窄学会理水

}乏．r¨訇宅’t动力，}会副FB啦}，。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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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辉(1915--19aS)

1915年出生干江西上犹。1929年参加中

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二r：农红军

第六军团指导员、军团巡视员。参加了湘赣

苏区反“围剿”并随贺龙领导的二方面军参

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陕廿宁边区独立

二营政委、独立三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一

二九师三五八旅直属政治处主任。1939年入

延安抗大学习，后任抗大三大队教导员，抗

大五分校政治处主任、苏北军区政冶部组织

科科长以及新四军笫三师和东北野战军团政

委、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后勤跚墩委。
建国后，历任中国民用航宅华北办事处

副政委、太原航空仪表厂党委鹅记兼厂长、成

部飞机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株洲发动OLJ-F‘

长兼党委粕记、湖南省国防工力、剐#任、航

空工业部副部长。曾任四川

省省委委员、湖南省委委

员。

1951年4月．随着中国

航空工业的创立，于辉毅然

投身到航空工业建设之中。

太原航空仪表厂原是利用

阎锡山在太原大营盘的马

厩改建的简易厂房，条件十

分艰苦。在他的领导下，仅

用半年的时间就成功研制

生产了首批航空仪表～空

速管和磁罗盘。当时朱德副

丰席盛赞这一成就是“马礴

里飞出盒凤凰”。

1955年2月他与航空工

业局、第四设计院领导及苏

联专家组赴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勘探，

并在西安组成选厂筹建班子，为3个航空工厂

和1个兵器工厂选定了厂址。1955年8月，组

建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川地区新厂筹备处，干

辉任党委啪记、主任。他用不到三个月的时

间，提交了“温江、广汉地区厂ht选择报告”，

指导撰写了“有关工业企业厂址选择的，L个

问题”，1956年7月Io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

“绝密件”印发全国，干辉的工作得到中央领

导同志的赞赏。

1955年12月，他领导的四川地区新厂筹

备处统一负责二机部4个局“二五”期间在

四川建设的36个1二厂、1个研究院、2个仓库

和7所学校的选址工作，足迹遍布温江、广。汉、

绵阳、德阳，广元、雅安、邛崃等地。

1958年7月25日。围家IE武下达成都E



怿在三线

机厂建厂指示，Io月3日成立现场党组，干

样任党组书记。他提出了“边基建，边试制、

边^k产”的建设方针，这为工厂的飞机上天，

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1年3，f；j一1968年8月，润至株洲发

动{=qLr‘任厂长，1964年11月一1969年2月任

党委哼记。上任初始，工厂正接受活塞6发动

机这一“蚕中之重，急中之急”的试制任务。

面对当时苏联撤走全部专家的困境，他带领

全厂g!-I：开展了以质照为中心的整风运动，

制订了“优质试制十条”，推行了荚键件“五

定”(即定人、定任务、定关键、定措施、定

进度)方法，采取了“四结合”(工人、技术

员、军代表、领导干部)形式，组织攻关，仅

J玎一年零九个月的叫’|l；iJ，就试制成功了活塞6

“争气机”。1966年底，我国第一台涡轮螺旋

桨发动机涡桨5完成100小n}试车；1964年3

月，翦‘枚霹街I号空空导弹通过圆家定型鉴

定，转入批量生产。

1965印．，按照中她巾央建设一线的战略

部署，J：埠选定r沅陵航窄发动机总装J 1、f巾

压焊接厂和沅陵供应站的厂址。

1970年5月．出任湘西航空工业系统领

导小组组长，指挥2．8万人的建设大军．开始

了湘西航空工业的建设。

1977年，干辉任省国防1：办副主任兼省

三机局局长，直接领导了湘两航空工业的创

立。最终确定了湘西肮宅：[业逑制由中南传

动机械厂‘等8个单位构成．形成了涡喷II发

动机，歼7 b机起落架、精密齿轮、减速器以

及多种航空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同时还具备

了长江750摩托车发动机、靡托车液力变距器

等多种比品的开发和研制生产能力。

1978年5月，干辉凋任航空工业部副部

长。在任期间，他为落实中央关于“两航起义”

人员的政策的指示做了大_愫的调查研究和深

入细致的]：作，深受“两航起义”人员的赞扬。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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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希I!IJ(1927--)

1927年5月17 I==I出生千辽宁省盖县。1953

年!=Ili业干北京航宅学院。1953一1966年在沈

阳飞机厂设计科工作。1967一1994年在贵州

自≈宅工业集团飞机设计所：C作。1995年1月

退休。

大学毕业后，干希明被分配到沈阳飞机

厂设计科任设计员。1955年任起落架操纵组

主任设计员。1957年于希明受工厂委派，在

国内首次完成了主起落架落震试验。1958年

侄起落架操纵组组长．成功地解决了主起落

架因进I-1的J|；{材料有“发纹”而造成大批零件

报废的生产奖键。

1960年千希明任设计科剐科长，因“犬

跃进”年代生产的大批飞机及其零、部件，到

了1960年陆续出现了·系列质最问题，其中

“平尾抖动”是承大质地问题之一，1二厂被迫

2I飞机时，有8项黍犬试验

技术被苏联封锁。于希明弭

次披任命为攻关组组长，经

过艰苦努力，突破了技术封

锁．攻克T／k大关键，取得

了我国酋次弛矗仿制的踟

满成功。

1966年底，干希明被I阙

到髓州航空工业基地第·

设计所，任技术负责人。“文

化大革命”中，他未能幸免那场冲击。1973年

恢复工作后，他更加珍惜时间，以身作则，忘

我_1二作。1973年周恩来总理批准以最快的速

度恢复已停产的歼6甲全天候飞机试制。于希

明提{=I{了8N设计改进，经批准后实施。1975

年歼6甲飞机酋飞成功，1977年设计定型。

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于希明

被任命为贵航飞机设计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

在贵航庄树山主任和国务院国防工办叶正大

副F．fl!等的支持下，于希明克服困难，经过5

年的艰苦奋斗．拿到了歼教7飞机的国家矗项

研制任务。他}fllll来之不易的有限研制经费，

率领15化型号剁总设tt't／ili．宽分发挥设计队

伍的才能．使歼教7飞机在1985年首屯成功，

1987年设计定型。同年，参加了法国巴黎航

展，被誉为“·lt洲明屡”。1989年获l鞫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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