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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前的 5 月 11 日，中国
商飞公司成立，并成为 ARJ21
和 C919 两个型号国产飞机的
研制主体。当年底，ARJ21 首
飞 成 功 ，开 始 了 适 航 取 证 之
路。其中，试飞工作便是极其
重要的一环。

百里挑一

试飞工程师是一个要求很
高的职业，既要懂飞机研发设
计，也要懂飞行，这样才能与
研发设计人员和试飞员作好沟
通。在 ARJ21 试飞之初，国
内并没有专业的试飞工程师，
在试飞规划等方面遇到很多
困难。

为达到适航工作国际标
准，2009 年，商飞公司着手招
收选拔试飞工程师。选拔工作
引来数百人报名参加，竞争非
常激烈，不但体检极其严格，考
试要求也很高，要进行方向感、
反应速度、瞬间记忆力、智商等
测试。最后，10 名学员脱颖而
出。

首批学员被送往南非进行
为期一年的培训。教学统一使
用欧美教材，用英语授课。毕
业时，两人一组，给一个适航
取证课题，要求拿出适航取证
报告进行集体答辩，答辩通过
才能毕业。严格的培训，让学
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至今，中国商飞共选出 41
名“80 后”赴南非、美国参加试
飞工程师培训。他们学成回国后，都在民用飞机适航管
理及试飞的重要岗位工作。

空中“编导”

2010 年，苏翼来到中国商飞公司，成为一名试飞工
程师，至今已有 100多小时的试飞经历。

每天早上 6 点，苏翼便起床，带着提前编好的试飞任
务单参加航前讲评会。会上，他和试飞员、设计人员等一
起熟悉试飞任务单，充分沟通好每个试飞动作的目的。
讲评会结束后，他登机试飞，并在两三个小时的试飞中，
不断记录相关数据。试飞结束后，他继续参加航后讲评
会，研究讨论相关设计，并对后续的试飞工作作出规划，
撰写报告书，等回去休息时，已是午夜 12 点。这就是试
飞工程师苏翼一天的工作。看似光鲜的职业背后，是几
年如一日繁琐又枯燥的工作。

如果说试飞员是“刀尖上的舞者”，那么试飞工程师
就是这出空中舞剧的“编导”。相比试飞员的风光无限，
试飞工程师就是默默奉献的幕后工作者。正是由于他们
和试飞员的通力合作，才完成了 ARJ21 在蓝天上的一次
次具有挑战性的试飞。

奉献青春

第一次见到乐娅菲时，你会觉得她还是个大学生。
4 年来，作为试飞工程师，这个外表清秀的女孩在国产喷
气式支线客机 ARJ21 上完成了 300 多个小时的试飞工
作，是 ARJ21完成适航工作的“大功臣”。

2012 年 5 月，乐娅菲所在的 103 机在山东东营做导
航科目试飞。这是她首次去外场登机试飞，强烈的责任
感驱使她在各项工作中都认真细致。试飞前，她认真检
查试飞任务单；试飞中，她协助监控检查试飞员的操作
是否到位，提醒试飞员注意关键操作步骤⋯⋯在她的认
真协调下，大家顺利完成了导航试飞任务。

乐娅菲还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在宁夏银川外场航电
系统试飞时，她和同事为提高试飞效率、降低试飞成本，
在试飞员和中国试飞院、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课题人员的大力支持下，仔细研究了所有飞行试飞任务
单，提出合并试飞科目、减少试飞架次，将总飞行时间由
36小时降至 14小时。

今年 30 岁的湖南小伙殷湘涛，也是一个“老试飞
工程师”。在失速试飞中，他必须跟随飞机动作承受
几十次的失重，这对身体是极大的考验。而这类高风
险科目，民航飞行员在日常运营中，也许飞一辈子都
不会遇到一次。当被问到进行高风险试飞会不会害怕
时，他说：“有时也会害怕，但是更多时候我会把注
意力放在工作上，这样就不会去想那些问题了。”

2015 年 11 月 29 日，首架 ARJ21 完成适航工作，
开始了它的载客之旅。而圆满完成任务的殷湘涛和乐
娅 菲 ， 早 已 开 始 C919 大 飞 机 的 试 飞 筹 备 工 作 。 在
C919 的下线仪式上，殷湘涛穿着一身蓝色的工服，微
笑着与 C919 来了一张合影。“仪式很盛大。看到我们
自己生产的大飞机，自豪感油然而生。”殷湘涛兴奋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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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初期，他在无人力、无阵
地、无经验的情况下，带领着第一代汽
车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克服了常
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开垦了新中国汽车
工业发展的第一块热土。

他重视技术设计、工艺开发与人才
培育，亲自挂帅审工艺、抓生产、定制
度、建规划、育人才，填补了我国无自
主品牌汽车的历史，使我国汽车工业迅
速摆脱了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局
面，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国国民经
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他为了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当着
厂长找厂长”，主动让贤、退居次位的
感人事迹，成为业内佳话。

他为了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汽车工
业管理体制，辗转多个岗位，殚精竭
虑，呕心沥血，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与智慧。

他是郭力，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第
一任厂长，最早主持筹建我国汽车工业
的重要领导人，我国第一代汽车人的杰
出代表。

一汽第一任厂长

汽车产业是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产
业，中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为全球汽
车工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已成为
世界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
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具
成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之一。这个成绩的
取得，离不开以郭力为代表的第一代汽
车人的艰苦奋斗。

旧中国只有过一些汽车维修和简单
的零配件制造生产，毫无民族汽车工业
可言。新中国成立后，筹建汽车工业成
为重中之重的工作。

1950 年，重工业部专设了中央汽
车工业筹备组，1952 年，郭力被委任
为筹备组主任，从此拉开了我国汽车工
业发展的序幕。东风汽车公司老专家支
德瑜回忆说，郭力早年就读哈尔滨工业
大学，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养和俄语水
平。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
作为军区兵工管理处政委，领导 15 个
兵工厂，具有组织生产实践经验。支德
瑜认为，党中央选择这样一位德才兼
备、善于团结人、有高超组织才干、能
够沉稳掌握大局的老党员来筹建中国汽
车工业，十分妥当。

此后，郭力作为一汽的第一任厂
长，开始了建厂工作。当时的厂区是一
片荒野，只有日军留下的细菌工厂和几
座建筑物的残垣断壁。郭力在一无人
力、二无阵地、三无经验的情况下，亲
率筹备组的同志，招人才，选厂址，翻
译苏方提供的资料、图纸，并配合专家
修改、补充资料，果断采取自营与外包
并进的办法。短短几个月，修复建筑面
积 50338.4 平 方 米 ， 恢 复 了 通 水 、 通
电、取暖，还开设了培训干部的汽车工
业学校 （现长春工业大学）。

1954 年初，作为领队兼党支部书
记，郭力带领 500 名实习生赴前苏联学
习。在苏期间，由一机部授权，郭力代
表中方审批了一汽的技术设计。回国
后，郭力挂帅抓生产准备。在他的组织
领导下，建立了以经济核算为核心的经
济管理制度，庞杂而分散的生产准备工
作被纳入统一规划、统一目标的轨道。

在生产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郭力大
胆采取迂回工艺，试生产一次成功。
1956 年 7 月，推出了我国自制的解放牌
汽车。第一批红旗牌高级轿车在设计上
的成功，也证明了郭力为“红旗”确定
的设计原则的正确性。郭力的科学务
实、渊博学识和超前眼光，成就了一汽
发展的良好开端。

曾任一汽第四任厂长的李刚回忆
说，1956 年 7 月 13 日，按照国家 3 年建
厂的要求，一汽准时在总装配线上开出
了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全厂职工欢欣鼓
舞，但因前苏联提供的少数设备没有到
齐，有百分之几的工序采用了迂回工
艺，有些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郭力以
第一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名义在职工代
表大会上作出检讨。他说：“我思想保
守，目不明、耳不聪，以至于不能保证
按要求准时出车。”当时李刚听了十分
感动，认为这是郭力严于律己、慎独慎
微的表现。

1959 年末，郭力作出了一系列被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重要决策，包括将工
作的重点和主要力量有计划、有重点地
转向企业整顿，使一汽从一度停产到恢
复生产，逐步走上正轨，为后来年产 6
万辆汽车打下坚实的基础。

1964 年 8 月，郭力赴北京，在原汽
车局的基础上筹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
他借鉴国外经验，根据中国国情，主持
起 草 了 《汽 车 托 拉 斯 的 组 建 报 告》。
1965 年 1 月，郭力被任命为一机部副部
长兼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其后，
在试点的基础上，北京、南京等地相继
成立了汽车分公司，至此，我国汽车工
业沿着中央确定的方针，在管理体制的
改革上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此后，由于工作劳累，郭力身体一直
不好，可他坚持带病工作，直到 1976 年 2
月 20 日去世。郭力走了，但是新中国的
汽车工业传承了下来，并发展壮大。

“当着厂长找厂长”

记者走访和郭力生前有过交往的老
同志，在他们的记忆中，郭力最打动人
的事迹当属“厂长让贤”。

1952 年，36 岁的郭力被重工业部
任命为长春汽车厂第一任厂长。1953
年初，正当大家在郭力领导下热火朝天
地忙着筹建一汽时，一个令人有些意外
的任命宣布了。中央任命饶斌为一汽厂
长，郭力改任第一副厂长，接着又任命
他兼任总工程师。

饶斌抗战期间曾担任军分区政委、
书记等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曾任
哈尔滨市长、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
重要领导职务。中央指派这样一位高级
领导担任建厂工作的总指挥，对于一汽
的顺利建成投产自然非常有利。但是对
郭力的“降级”，很多同志无法理解，
甚至不能接受。

不久后，这一谜团得以解开，原来
是郭力主动向中央和东北局请求调整职
务。回忆起郭力主动“让贤”的细节，
李刚说，在一汽建厂之前，郭力任劳任
怨地做了大量筹备工作，但埋头苦干的
郭力并不认为自己是厂长的最佳人选。

他认为，由熟悉东北情况、曾任哈尔滨
市长、松江省副主席的饶斌当厂长，由
自己当副手，更有利于完成一汽 3 年建
成投产的艰巨任务。

在郭力看来，饶斌这个“老东北”
在与地方打交道的沟通协调能力、管理
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庞大队伍的能力以
及建厂过程中与前苏联谈判、聘请前苏
联专家等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等方面比
自己更有优势。

深思熟虑后，郭力便亲自去沈阳、
北京，当面向东北局、中央有关领导提
出选派厂长的请求，并推荐了饶斌。在
那个年代，不少同志都是凭着建设新中
国的满腔热血和激情工作，很少考虑个
人名利得失，但是像郭力那样“当着厂
长找厂长”，还是十分难得的。

在建厂和投产期间，郭力在与饶斌
长达 7 年的共事中，处处维护饶斌的威
信。饶斌工作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把基本建设抓得轰轰烈烈，掀起了全
省、全市支援一汽重点工程的热潮；郭
力主抓生产准备，踏踏实实，认真细
致，一环紧扣一环，两人配合非常默
契，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

从此，雄才大略的饶厂长分工领导
艰难的基建大业，稳健务实的郭厂长分
工领导头绪繁复的生产准备，创造了短
短 3 年建成一汽并生产出优质解放牌载
重汽车的奇迹，结束了我国无汽车工业
的局面。

“让贤”佳话的背后，是郭力对人
才培养工作的重视。在一汽的创业过程
中，郭力培养了大量业务骨干，早年在
北京南池子就组建了汽车研究所，初步
储备了归国英才、刚毕业的大学生和革
命老干部。

一汽建厂初期，他不仅自己参加实
习，还带领几百人的实习生队伍到前苏
联工厂实习，并为实习生们排忧解难，
端正学习态度，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他经常鼓励大家要有创业精神，他
说，“我们所从事的汽车生产不是一般
的生产，而是按计划、有节奏的生产。
我们的产品是由上万个可互换的精密零
件和总成组成的重要通用产品，它通向
万能轨道，它既能载物也能载人，它既
能民用、农用也能军用，需要大量专业
人才为之奋斗”。

以身作则是底线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某地 05 号，一
个废弃的破旧幼儿园里，大厅被隔成几
个小房间，粗糙的水泥地，老式的双人
木床和一些简单家具，没有什么摆设，
空空荡荡。这曾是郭力全家 1964 年搬
至北京后的唯一住所，艰苦朴素的生活
环境也成为郭力一生廉洁奉公、两袖清
风的真实写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父亲几乎没
有留下任何物质遗产，包括房子。但从
不说教的父亲，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所作所为，让我们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这足以让我们受用终生，传承后代。”
在郭力二女儿郭栖栗看来，父亲所坚持
的道德准绳才是终其一生的财富。

1952 年，郭力就任一汽厂长，全

家迁至长春。为不搞特殊，一汽职工宿
舍盖好后，郭力主动从小洋房搬进了
300区 59栋 5门三楼的一套房子。

作为一厂之长，这样的举动并不简
单。“要知道当时的一汽干部非同小
可，地方的正厅局级干部到一汽是当处
长 ， 县 委 书 记 当 科 长 ， 县 长 当 副 科
长。”郭栖栗记忆犹新。

住在群众中，也方便了郭力开展工
作。星期天常有人到家里找郭力谈工
作，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较多，但也有一
般干部和工人。不管是谁，郭力都让妻
子赶快沏茶倒水招待。他还特意嘱咐家
人：“工人若不是遇到特殊问题，不会
来找我，一定要热情接待，不要让他们
感到拘束。”

1965 年 1 月，郭力被任命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主管
全国的汽车工业。当时，他的家还在长
春，郭力和秘书刘人伟一下火车，部里
的汽车就把他们接到了北京饭店。

没住多久，郭力就提出：“我来北
京是工作的，住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怎
么能常住北京饭店呢？房费那么高，影
响也不好。”在他的再三坚持下，最后
换到了一个部队招待所住。

在北京工作的日子里，郭力中午在
汽车局食堂和职工一样吃大灶，晚上在
招待所吃客饭，工作忙常常赶不上饭
点，他就在外面小店“打游击”。刘人
伟随身带着小本子，每天都要记小账，
每月结算一次。就是几角钱，郭力也要
求从自己的工资中扣除。

让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是，当年，郭
力作为汽车工业筹备组的主任，曾在
全 国 范 围 内 选 厂 址 ， 频 繁 来 往 于 南
京、扬州、无锡之间。可是，对苏杭
二城充满向往的郭力从未假公济私去过
苏州、杭州。

郭力最早的秘书赫世跃总结郭力出
差的 4 个规律：一是不住套间，不摆阔
气；二是很少动用公车，大多坐出租或
挤公共汽车；三是没有特殊事务时自己
动手，不带秘书；四是办完事立即返
厂。他和郭力一起出差时就住标准间，
两人挤在一个屋子里。他也从没沾过厂
长的“光”去游山玩水。

管人先正己，是郭力的信条，他始终
认为，对于领导者和管理者而言，以身作
则是一剂灵丹妙药，也是不可突破的底
线。郭力在一汽工作了十几年，家乡的
人知道他在大厂当大官，也有上门求他
帮忙的，但他没安排过一个亲属到厂工
作。他说：“谁家没有三亲六故，我要是
开了这个口子，今后还怎么去管别人。”

“当时，对父亲的做法，我们也有
不解和不满，但时间让我们读懂了父
亲。”郭栖栗深情地说。

新中国第一代汽车人的楷模
——追记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任厂长郭力

本报记者 王轶辰

郭力是主持筹建我国汽车工

业的重要领导人。1950年 2月，中

央重工业部设立汽车工业筹备组，

4月，任命郭力为第三筹备组主任，

后任命他为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任

厂长。1954年初，郭力带领500名

实习生赴前苏联学习。在苏期间，

由一机部授权，郭力代表中方审批

了一汽的技术设计。1956年7月，

在郭力领导下，一汽推出了我国自

制的解放牌汽车。1965年1月，郭

力被任命为一机部副部长兼中国汽

车工业公司总经理。由于工作繁

忙，郭力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直到

1976年2月去世。

人物小传

试飞工程师乐娅菲（右）在工作。商飞宣传部供图

图①图① 郭力郭力（（左四左四））与单位职与单位职

工和家属在长城留念工和家属在长城留念。。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②图② 19541954 年年 66 月月，，郭力在莫郭力在莫

斯科实习时斯科实习时，，在红场留影在红场留影。。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③图③ 19561956 年年 77 月月 1313 日日，，我我

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并试制出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并试制出

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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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