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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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生产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追求卓越的文化理念。自2023年以来，中国商飞公司在推进精益生产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和持续改进，推动公司产品品质、效率、效益持续提升。如今，大飞机事业全面进入产业化规模化阶段，如何进一步提
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成为发展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精益生产的管理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本报特开设“精益生
产”专栏，分享大飞机一线推进精益生产的优秀案例和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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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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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六盘山脚下，梯田层叠如波浪般
铺展，牛羊悠闲地漫步，老师和学生仰望蓝天，
一架飞机正翱翔苍穹。”这是宁夏西吉县什字
中学一名学生用人工智能（AI）工具输入的提
示词，仅几秒钟后，屏幕上便生成了一幅“家乡
未来图”。

3月21日，院士“面对面”暨尚青春大飞机科
普“开学第一课”在宁夏西吉县举行。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商飞公司首席科学家吴光辉来到
什字中学，与学生们亲切互动交流，为尚航杯
“大飞机征文大赛”获奖学生颁奖，并参观了学
生们在人工智能学习中的成果展示。中国商飞
上航公司科普宣讲团还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
动的人工智能科普讲座，让深山里的孩子们第
一次近距离感受到AI的强大力量和未来潜能。

活动中，吴光辉院士深情讲述了新时代中
国大飞机事业的奋斗历程，并分享了人工智能

技术在航空领域的广泛应用。他鼓励孩子们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崇尚科学、热爱科学，主动学
习前沿科技知识，树立远大志向，用科学家的精
神引领自己成长，并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国
家发展。

课堂上，学生们热情高涨，踊跃发言：“长大
后我要当科学家！”“我想成为一名军人！”在上
航公司信息化中心郭振鹏的指导下，孩子们使
用人工智能工具，仅用几秒钟便生成了他们梦
想中的职业形象照。一幅幅“长大后”的职业画
像生动展现在屏幕上，仿佛帮孩子们提前看到
了梦想照进现实的模样。

首次接触人工智能技术的学生们发出阵阵
感叹：“AI真的太神奇了！”“有了AI，学习真的会
更方便！”由于这些孩子平时接触新知识的机会
较少，这样的课堂体验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
课后，学生们不断追问，什么时候还能再上一堂
这样的人工智能体验课。这让上航公司第七批
大飞机支教团成员石延阳倍感欣慰，他表示：

“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帮助孩子们打开通往科学
与梦想的大门，让更多孩子拥有追梦的勇气与
信心。”

在活动中，上航公司信息化中心团总支书
记刘信榕为学生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我们
的国产大飞机》科普宣讲。他说：“一谈到大
飞机，孩子们都特别兴奋，他们渴望了解更
多，也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希望通
过这样的课堂，帮助孩子们掌握更多本领，早
日飞向更加广阔的天地。”科普宣讲团成员董
文宇、胡芮溪也动情地说道：“每次与孩子们
交流，都能感觉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憧憬与热
情，未来的大门就在眼前，我们希望让更多梦
想从这里起飞。”

这堂“人工智能”开学第一课，点燃了西吉
孩子对科技的热情，播下了梦想的种子。相信
在人工智能的启发下，这些深山里的孩子终将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将梦想变为现实，用自己的
双手建设家乡，绘就现代乡村的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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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飞公司C909事业部211工位精益生产经验分享

让精益成为一种习惯

院士“面对面”暨大飞机科普“开学第一课”

用AI“绘”出西吉美好未来

□ 高韶晗 文 江晓鸣 胡芮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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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飞公司C909事业部，效率和质量的追求从未停
止。部门通过一次次的实践找准方向，构建出一套精益生
产管理体系，让改善成为一种常态。在标杆工位221工位
的示范带动下，各工位积极参与，部门内“全员改善，齐抓
共管”的氛围也愈加浓厚。

精益布局精益布局 六大领域覆盖各个环节

精益生产往往被认为是一套高度体系化的管理方法，
而在C909事业部，“1+3+2+6+N”的精益生产体系不仅是
制度上的框架，更是在实际工作中被细化为可操作的实践：

“1条主线”是提质增效，这是精益生产的核心目标；“3
大课堂”帮助员工扎实掌握精益理念；“2个平台”用于打通
资源协同与促进知识共享；“6大领域”则覆盖生产组织、物
料配送、质量管控、现场管理、自主保全和人才育成等核心
环节；“N个应用场景”将这些实践扩展到生产的每个细
节，真正实现精益管理的全面覆盖。

这种框架的搭建，不仅使车间的工作“更有章法”，同
时也大幅提升了一线员工的自主改善能力。“以前大家习
惯凭经验做事，现在有了一套系统的方法论，所有的努力
朝着一个方向，效率更高了。”车间一名组长对精益体系的
搭建深有感触。

工艺改进工艺改进 “狭窄机舱”变身地面作业

在狭窄的机舱里完成线束敷设工作，是飞机装配中的
一道“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221工位的团队拿出了“狭路求变”

的创意——通过自制地面装配工装，将原本需在狭窄机舱
内进行机上作业，转化为地面预装的标准化流程，最终作业
周期缩短了三分之一，工艺文件移交的完成率显著提升。

从最初的1.0版手工标注平台，到2.0版流程优化，再
到3.0版的防错目视化平台，经过3个循环的迭代，团队终
于把任务完成时间压缩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一名技术员
介绍说：“我们把图纸信息直接复刻到操作台面，不仅减少
了出错的可能性，对新员工的培训也是一种效率提升。”

智慧物流智慧物流 从排队取料到精准直送

生产效率的每一提升往往离不开背后物料供应的保
障。在物料管理上，221工位团队通过一系列探索实现了
“零距离”配送模式。

他们在生产线旁建立了线边库，让原本需要排队领料
的模式转变为精准直送，根据生产节拍将零件直接送至生
产线，不仅大幅减少了运输流程中的浪费，还节省了不少
走动时间。同时，化学品通过定时循环精准配送，特殊物
料则借助蓝信平台，达到“飞速达”的一键呼叫效果。

与此同时，车间对操作空间也进行了精细化优化。比
如工具和零件的区域设置，通过“去箱上架”“定置摆放”等
措施，释放出更多的操作空间。虽然看上去只是些“小动
作”，却让工位的整体效率大幅提高。

“一拿到零件就能直接投入操作，不需要再费力去找
或者等待材料，效率确实高了不少。”一名工人说道。

全员改善全员改善 每个人都成了改进高手

在C909事业部，技术革新不只是管理者的任务，每个
人都可以成为精益实践的主力军。

为了推动全员改善，221工位搭建了多层级的学习平
台，每个员工都要参与系统化的精益培训。同时，车间的
精益专员还到现场进行“战地宣讲”，通过案例分享和经
验传授，把看似复杂的精益方法讲清讲透，让大家意识到
改进的价值所在。

“有人提出小建议，可能只是想让工作轻松一点，但
组里讨论后能变成改善流程的一个启发。”一名员工表
示，团队里逐渐形成了一种良性反馈机制，大家的参与感
越来越高。2024年，221工位共完成3项精益项目，上报
有效改进提案360条，实现全员参与率100%。

标杆效应标杆效应 从1个工位“复制”到全车间

在精益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221工位的经验逐渐给
其他工位带来启发。

比如，213工位通过对工装架进行立体化改造，在
50㎡的空间内重新设计存储模式，大大压缩了生产准备
时间；212工位提出“安全器具就近挂置”的方法，大幅
减少了不必要的来回走动；200工位融入人体工学理念
并结合智能设备的应用，单机作业时长显著缩短；150工
位改进储物设计后，零件的取用更加快捷直观，效率也
有不小提升……

“改善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工程，它可以是很小的调整，
但如果我们每个细节都尽力优化，累积起来便是巨大的改
变。”许多员工在亲历了这些变化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从最初的框架搭建到基层的广泛推广，再到全员的
深度参与，C909事业部一步一个脚印，正通过精益生产
让制造更加高效。未来，C909将继续通过一点一滴的努
力，推动生产节拍更加精准，更好地满足规模化发展的需
求，树立起精益管理的新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