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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航空梦的种子播撒在更广阔的天地

勇敢者的事业

□ 黄毅伟张海洋牛旭青

上飞公司“乘风而上”航空科普团队获第六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一等奖

□ 桑林峰

近期，在人民广场站地铁音乐角上演的一场

航空科普展演，收获了众多家长和小朋友们的连

连好评。台上，表演人员或用昂扬的语调激情讲

述，或用专注的神情现场演绎，情真意切又巧妙

地分享着航空小知识 ；台下，大小朋友长久地伫

立、专注的神情，无不传递着他们在这场航空科

普展演中收获的感悟和喜悦……这场展演的主

创人员，就是刚刚获得第六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

汇演一等奖的“乘风而上”团队。

用心打磨剧本——

上飞公司上飞公司7070 余年历史余年历史文化融入其文化融入其中中

作为上飞公司航空科普团的骨干力量，“乘

风而上”团队的牵头人、航模协会的会长，复合材

料中心的张海洋在加入上飞公司后，愈发感受到

了上飞 70 余年历史底蕴的文化魅力——从飞

机修理队起步，历经“运十”研制、麦道合作等艰

难、坎坷、曲折的创新创业历程，一代代航空人弘

扬航空强国、“四个长期”、永不放弃的大飞机创

业精神的动人事迹，为航空科普提供了宝贵的文

化资源。

“当了解到上海市有这样一项科学实验展演

比赛后，就感觉作为大飞机总装制造中心的科技

工作者，我们要主动承担起航空科普的责任，并

想到了结合上飞历史和大飞机创业精神寻找创

作灵感。”张海洋介绍道。

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向平时热衷于航空科普

和航模展演的小伙伴们发出了“征集令”。仅用

不到 1天的时间，8名团队成员便已集结完毕，并

初步确定了此次航空科普的方向是通过空气动

力学实验解答“飞机为什么能够上天”的问题。

基于此，团队取名为“乘风而上”，希望能够通过

这样的航空科普展演，让更多青少年的航空梦乘

风而上。

团队组建完成后，大家便开始确定展演剧本

内容。那段日子，大家常常在下班之后聚在一

起，“要兼具故事性和科普性”“把老一辈航空人

的精神品质与新时代大飞机人的奋斗故事结合

起来”“可以把小朋友们的发问与科普的知识点

结合起来”……多番讨论后，初版的剧本内容大

致确定——以老一辈航空人和新时代民航人研

制飞机的历程，跨时空开展对话。

“其实参加全国总决赛的作品，和初版的剧

本内容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季洁和李省思直言，

“十分感谢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老师在各级比

赛中的耐心指导和帮助，用结尾处的升华体现中

国航空事业的传承，就是上海市科委老师和导演

老师的建议。”既让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增加了作

品的戏剧性，又从故事中的小个体升华到每一位

航空事业的开拓者，更具感染力。

经过多轮打磨后，《乘风而上》的故事线尘埃

落定，以要执行试飞任务的飞行员爸爸与女儿离

别的故事为切入点，融入飞机工程师叔叔对三个

自主创新制作的飞机飞行原理演示装置的讲解，

科普大飞机制造的科学原理，以小切口承载大主

题，讲述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的成长过程，

彰显航空强国、“四个长期”、永不放弃的大飞机

创业精神，更展现出一代代航空人为飞机研制接

续奋斗、无悔付出的家国情怀和精神风貌。

用心做好实验装置——

““那一瞬间觉得那一瞬间觉得再辛苦也值再辛苦也值””

剧本打磨是第一步，结合故事情节设计制造

和优化实验装置也极具挑战性。加入上飞公司

航空科普团多年，实验装置团队始终坚持着航空

科普团的“准则”，以现场呈现效果为先，紧紧围

绕剧本故事构思，自主设计、制造各类航空科普

装置。这次的实验装置也不例外。

结合此次展演故事情节的需要，实验装置团队

自主设计、制造的三个实验装置分别是介绍飞机为

什么能飞起来的飞行演示装置，飞机在飞行中如何

调整飞行姿态的演示装置，气流在经过飞机机翼

时、不同迎角下飞机机翼上下表面以及机翼后缘气

流分布情况的翼面迎角气流演示装置。

小朋友们最爱问“飞机如何飞上天”这个问

题，谈及之前参加各类航空科普活动时的经历，

飞行演示装置的负责人苏星波说，“正好借着这

次机会，把介绍飞机飞行原理的实验装置制造出

来，可以解答更多小朋友的疑问。”为了让小朋友

们更直观地了解其中的原理，实验装置团队想了

各种“放大”演示效果的点子，给飞机机翼粘贴飘

带，方便小朋友们在远距离也可以明显地观测到

气流的流向，进而掌握背后的科学原理。

同飞机研制一样，实验装置的制造也是一个

不断优化和改进的过程。据张明回忆道，那已经

是在准备全国总决赛的时候了，为了取得更好的

舞台呈现效果，那几周大家经常聚在一起“搞优

化”，有几次甚至在工作室待到了深夜，为了把舞

台“实战”中发现的不足规避掉，实验装置团队结

合上海市科委老师的建议，对气流、发烟、管路、

电路、灯光等系统进行了多轮优化和迭代，有的

甚至是推翻重来，只为了让实验装置呈现最好的

舞台效果。

谈及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张明和王志勇

都提到了对翼面迎角气流演示装置的优化。“记

得是在一个周六，为了保证第二天的集体排练效

果，我们需要把翼面迎角气流演示装置进一步放

大。”那天一大早，大家不约而同地赶到工作室，

改图纸、切材料、做机翼、总装集成……一系列优

化中，最难的当属发烟装置的优化，怎么让烟雾

大量、稳定地喷出，花费了很多时间。一遍一遍

试验、改进，铜管不行换软管，软管效果不够明显

继续调整……直至看到稳定的烟雾喷出，此次优

化才算完成。“虽然一系列优化下来，已是深夜，

但看着稳定的烟雾喷出，那一瞬间觉得再辛苦也

值！”李华森感慨万分。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自主研发的实验装

置凭借巧思与创意，收获了来自全国各领域专家

的高度评价。李瑞龙表示，“看着小朋友们被演

示实验深深吸引的神情，我感受到自己在做一件

十分有意义的事情，非常开心能够利用业余时间

当一名航空科普‘教师’。”

用热爱与创新勇攀高峰、求索奋进，把航空

梦的种子播撒在更广阔的天地，“乘风而上”团队

将继续用活总装制造历史文化资源，用心设计制

造航空科普实验装置，讲好大飞机故事，在新时

代大飞机事业的长征路上作出更大贡献。

一个人对待错误的态度，见修养，见品性，见作风，见境

界。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愿闻其过。事实上，恰恰正

是得闻其过，才能让人引以为鉴，变得心明眼亮。

唐代陆贽在《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中写道：

“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

明。”他以此告诫世人，面对过失，不仅需要正确认识，拿出

有失必纠、知错必改的态度和勇气，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的

行动和自觉，还要善于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主动查找自身偏

差，敢于给自己“开药方”，及早改正、及早纠偏、及早补救，

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要想更加通晓事理、不断成长进步，就

要“以得闻其过为明”。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后人据此概括出成

语“闻过则喜”。子路是孔子的优秀学生，他能成为贤达之

人，与其善闻其过、勇于改过有很大关系。过错，往往是自己

不易看到或难以认识到的地方，正是有了他人的指正，才能

让我们深刻检视自我、反省自我，从而修正自我、成就自我。

木受绳则直，得闻其过能够不断纠正航向、大道直行。

春秋时期有个叫高缭的人，为人谨慎，在齐国宰相晏子手下

做官三年，从来没办错过事。一天，晏子却突然把他辞退

了，晏子身边的人都不理解。晏子说：“我是一个不中用的

人，正如一块弯弯曲曲的木头，必须用墨斗来弹，用斧头来

削，用刨子来刨，才能做成一件有用的器具。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的毛病和缺点，但如果别人不给予提醒的话，自己是看

不到的。但是高缭呢，他在我身边待了三年，看见我的过

错，却从来不说，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不再用他了。”晏子可谓是

一个聪明人，他用人就是让别人指出错误，使自己常检视、少犯错。

知过不讳，改过不惮。我们党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做到闻过则

喜、从谏如流。老党员、原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机要处处长刘忠信，有次

在接受采访中谈道：“我的一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本账’：一本是组

织给予我的荣誉账，一本是我的缺点错误账。荣誉账是对我的激励和鞭

策，缺点错误账可以让自己警钟长鸣。”刘忠信活到老、纠错到老、改造到

老，一直保持思想长青。

知一重非，进一重境。现实生活中，有少数党员干部不敢面对自己的

错误、缺点和不足。有的对他人指出的问题，不以为明，反而认为是给自

己难堪；有的闻得其过，却不愿接受，坚持我行我素，放任错误成为弊病。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解决，党员干部就难以通达明理、修正自身。

对党员干部来说，“以得闻其过为明”反映的是一种自我革命精神。

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

题，勇于自我革命。新征程上，党员干部惟有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拥有

刀刃向内的勇气，善于从过错中反思和警醒，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才能砥砺品格、增长才干，永葆共产党人的

政治本色。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在人类还未掌握操作飞行器进行飞行的原理之前，

有很多人曾经尝试“跳塔”式的飞行。历史记载，1503
年，意大利的一位学者 G·B·丹蒂，试图用自制的翼飞

行，他很幸运，居然活了下来。大约在 600 年前，一个

“君士坦丁堡的撒拉逊人”穿上一件宽大的带硬性支撑

的斗篷尝试飞行，结果坠地身亡。后有一些尝试安装扑

翼机和弹簧着陆装置进行飞行的“飞人”，最终也献出了

生命。

在今天这个技术先进的时代，我们容易把这些早期

的飞人所做的尝试视为愚昧无知的蛮干，然而他们中间

的许多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学识最为渊博的人，也是具

有无比勇气并且异常坚韧之人。如试想如果我们只有他

们那些知识，是否会有勇气进行尝试，是否会在经历了无

数次的失败后，依然对未知发起挑战？

航空史上这些英勇的先驱们，用智慧和生命带领着

人类不断接近真理，用勇敢探索、艰辛奋斗换来航空科技

的发展和进步。

1926年，一架飞机在起飞后就失去了前轮，这不仅

会使飞机无法正常降落，甚至有可能导致飞机坠落。当

时，一位名叫格拉迪斯·英格尔的女飞行员身上绑着备用

的飞机轮胎，乘坐着另外一架飞机，来到了出现故障的飞

机机翼上，呼啸的风从她身上掠过，但她的脸上没有恐

惧，只有决绝，她缓缓地靠近故障处，将备用轮胎完整的

安装在了飞机上，最终化险为夷。故事的背后，我们见证

了一位女飞行员为了乘客的安全以及航行的顺利，甘愿

付出生命的决心和信念。

我国的航空之父冯如在一次飞行表演中不幸因飞机

失速坠地殉职，弥留之际他对助手说道：“勿因吾毙而阻

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追求蓝天的梦想很浪漫，但浪漫的背后承载着更多

的责任、更多的风险和更高的技术要求。飞行，从来都是

勇敢者的事业。

前进征程上，越是困难如山、挑战艰巨，越考验着

迎难而上的勇气、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不畏险阻的气

魄。用伟大的梦想激发起担当的勇气，用伟大的实践

激发担当的锐气，才能肩负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历史重任。

以
得
闻
其
过
为
明

□ 运之

“筑”福
临近春节，外场的窗户已开始张贴新春剪纸，

我在为改装试验忙前忙后时，恰巧在机棚窗户上

看见一个“福”字，而远处对着的正好是“阿娇”。

带着对试验成功的期待，我记录下了这一趣味情

景，“福”字悬在阿娇头顶，是对阿娇的祝福，也是

对大飞机人的祝愿。

尽管瑶湖旁的南昌外场寒风凌冽，大飞机人

依然坚守岗位，在机坪上开展各种试验任务，寒冷

阻挡不了“阿娇”高空的飒爽英姿，也阻挡不了大

飞机人对民机事业的热情。在火红的迎春氛围

下，一群大飞机人在现场不断攻坚克难、劲头火

热，为了客户与万千乘客的满意，筑牢安全屏障。

2023 年，ARJ21 安全载客突破 1000 万人次，

1000万的背后，是客户的支持与认可，是大飞机人

严寒烈日下的坚守。在各种保障与祝福下，ARJ21

客改货、医疗机、公务机等等系列衍生型研制工作

不断推进，“阿娇”家族继续壮大繁荣，愿我国的民

机事业，也能福星高照，福泽绵长。

李杨 摄影报道

编者按：

深挖上飞公司总装制造深厚历史，用活

用好文化资源，不断开发航空科普系列特色

课程，开展航空科普宣讲及航模表演巡演活

动，开创航空科技挑战赛项目，创新航空科普

形式，让青少年在丰富多样的航空科普活动

中更有收获。这是上飞公司航空科普团的初

心和愿景。

作为上飞公司航空科普的重要力量，“乘

风而上”团队长期活跃在各类航空科普活动

之中，收获了社会各界的良好口碑。本期，让

我们走进“乘风而上”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