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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
和长征七号实现首飞，不仅令国人探索
浩瀚宇宙的梦想更向前迈进一步，更对
中国从世界航天大国迈向世界航天强国
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复杂系统工程推
进过程中，将新一代运载火箭从图纸变
为现实，离不开一群年轻人的不懈努
力。这群年轻人就是天津航天长征火箭
制造有限公司总装测试车间的员工们。
首飞成功那年，这群年轻人平均年龄还
不到27岁，“85后”车间副主任赵鸿飞就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看到满目荒凉心都凉了

2010 年 5 月份，从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硕士毕业的赵鸿飞来到这家还处在初
创期的企业，成为一名“航天女员工”，也
是天津火箭公司第一批员工。来公司报
到那天，看到还处于初建阶段的公司满
目荒凉，她的心都凉了。“那时候公司就
建有几座厂房，大部分地方还都是芦苇
滩，生活配套区也没有。”厂房遍地是坑、
漫天灰土，连厕所都没有，更别提食堂和
办公室了。“我以为女孩子都是坐办公室
工作，第一天报到的时候，还特地穿了件
正装小礼服。一位领导看到后对我说，
以后这种白衣服还是别穿了。”赵鸿飞笑
着说。

然而，艰苦的创业环境没有让赵鸿
飞灰心丧气，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她
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娇滴滴的女孩，而
是和男同事一起爬机床、下地沟，蹲在外
面吃饭，找个隐蔽的地方方便。面对各
种困难，豁达的赵鸿飞只是笑笑说：“每
个单位的建设都有自己的初创阶段，不
会永远这么荒凉。能和企业一起发展，
这个机遇是很难得的。”

生活环境艰苦还只是她入职后遇到
的一个小小难题，工作上的危险和困难
给她带来的是更大挑战。赵鸿飞在工作
中的努力和认真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2011年，她被调到火箭生产最重要的部
门——总装测试车间，成为一名工艺员。

总装测试车间是火箭生产的最后一
个部门，“我们在操作中哪怕有一个小失

误，上游的几十家、上百家单位都有可能
因为这个小失误，几年的努力全都白
费”。赵鸿飞说，“所以没有容错率可
讲。一位老师傅曾说，火箭发射成功，把
卫星送到预定轨道，这就是100分，但若
没到预定轨道，所有工作全归零”。

正是这种高标准严要求，让赵鸿飞
和她的同事们兢兢业业，几乎付出了所
有的时间和精力。她回忆，在做第一次
助推分离试验时，相当紧张。“设计方
和工人之间的沟通与衔接是工艺员，设
计方的图纸最后能否实现装配，需要工
艺员告诉工人应准备什么样的工具和材
料，安装到什么位置。”赵鸿飞说，“当
时只有我一个工艺员，没有经验，很多
细节都需要向老师傅学习，经常边干边
问”。

必须要第一个到现场

为了弥补经验不足，赵鸿飞常常需
要付出大量时间做准备工作。每天凌晨
4点，她要第一个到试验现场，准备一天
的现场作业指导文件。“30 米高的塔架
上，工作面有三四层，我们工艺员需要上
上下下跑。如果工人看不懂文件，我必
须到场，否则就可能因为我耽误整个工
作进程。所以，我必须早来，确定每一层
都拿到合适的文件，尽量避免因为我造
成工作延迟。”等待每一层工作都完成
后，赵鸿飞还要检查有没有漏掉的程序，
她每天都是最后一个下塔，回到宿舍时
基本都在零点以后了。

有时，赵鸿飞还要面对非常危险的
情况，需要她作出快速而正确的处置。
一次试验中，她和同事遇到火箭燃料箱

体爆裂的严重事件。当时，正值严冬，雪
后现场行走都十分困难。储存低温液氮
的燃料箱在没有达到极限值时发生爆
裂，从裂缝中不断往外冒着液氮。身为
工艺员的赵鸿飞第一时间和同事赶到现
场。为了收集第一手数据，她和同事冒
着被冻伤的危险，连夜拆除两个爆裂壳
体，为找回全部爆裂碎片，她们像大海捞
针一样在雪地上寻找，终于在2天后找到
了缺失的碎片，此时她们已连续工作了
48个小时。

回忆曾经面对的危险，赵鸿飞考虑最
多的是同事的安危，“对于我们工艺员来
讲，最大的压力来源于自己作出的每一个
决策，它直接关系着生产工人的生命安
全。如果有问题的话，直接面对危险的是
他们”。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让赵
鸿飞考虑问题时变得更加周到细致，“这
也许是女性的先天优势吧。很多员工都
说我喜欢‘碎碎念’，整天说你要考虑这
些、你要注意那些。在现场操作时，女生
这种细心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为成为航天人感到幸运

2013年，工作优异的赵鸿飞被提升
为总装测试车间主任助理。“这种角色转
换对我来说，可能比刚入职时挑战更
大。”走上管理岗位后，赵鸿飞开始从只
关注一个细节，变成关注整体管理，开始
主抓一个型号、一枚火箭。“从零部件配
套，到生产的协调策划，一直到送火箭进
入发射场完成发射任务，带领全体队员
安全回来。”可以说大到一枚火箭的质量
安全、能否发射，小到工人身体状态好不
好、心理状态行不行，几点吃饭、几点睡

觉，她都要一一操心。
从事航天事业9年，赵鸿飞最大的

感受就是，有太多的事情还是考虑得
不够细致、不够周到。“去年公司创建
十年，但十年对于航天事业来讲还是
太年轻。”为了弥补经验不足，赵鸿飞
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员工、老师傅和技
术人员学习。为了尽可能提高工作效
率，她遇到问题时也会特别直白，“在
管理岗位上我算是一个蛮‘凶’的领
导，做工艺员时也是一个蛮‘凶’的
工艺员。工作中如果遇到有不同的意
见，你可以跟我商量，但你不能拒绝
执行。与其他部门协调工作细节，或
向领导反馈一些意见时，我也会表述
得比较直白。我觉得这样大家都比较
好理解”。赵鸿飞坦言，她最不能接受
的就是遇到问题时遮遮掩掩，将问题
留到最后来弥补的情况。

“能进入航天领域，成为一名‘航天
人’，我感觉很幸运。”面对辛苦而又充满
危险的工作，赵鸿飞表现得异常豁达。

“其实大部分进入航天领域的人，他们付
出的和我一样多。每个部门辛苦的程度
不一样，我们作为最后一个部门，可能加
班加点的辛苦周期比较长。但不管在哪
个时间段，我深夜一两点下班也好，凌晨
三四点上班也罢，都会看到厂区有亮着
灯光的部门。”赵鸿飞感慨地说：“其实很
多人并不能像我们一样，真正见到火箭
是什么样子，也不能到发射现场去见证
这伟大的时刻，但他们也一直在自己平
凡的岗位上为航天事业努力奋斗。这也
许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航天人’，努力为
实现大火箭梦、航天梦、中国梦不懈奋斗
的精神吧。”

为了火箭一飞冲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丹

福建长汀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严
重的区域之一，距离县城 5 公里的策武
镇南坑村曾被戏称为“难坑”，“山光、水
浊、地瘦、人穷”是当时生态恶化、生活贫
困的真实写照。

1987年，高中毕业的沈腾香嫁到南
坑村，在村里当过民办教师，也在乡镇企
业打过工。1997年，她被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一直连任至今。

20年过去了，在沈腾香带领下，如今

的南坑村坚持生态治理和经济发展并重，
已打造成省级生态村、全市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和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也是南方人
工培育和种植银杏治理水土流失面积最

大 、最 成 功 的
村，昔日“难坑”
成为远近闻名
的“富谷”。

上世纪 90
年 代 ，南 坑 村

“山上没资源，
人均八分田，砍
柴卖草换油盐，
养一头猪等过
年”，1996 年该
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不足 600

元。1997年，沈腾香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后，摆在她面前的最大任务就是如何让
南坑村脱贫致富。

沈腾香认识到，南坑村严重的水土
流失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因此，南
坑村的贫穷在山，希望也在山，致富还在
山。南坑村要脱贫致富，首先要治理水
土流失，改变穷山恶水。

上任后，沈腾香组织全村党员和种
养能手到漳州西坑村学习取经，提出“山
上种果树，庭院养鸡、猪，能源用沼气，耕
地烟稻菜”，实行“猪—沼—果”生态种养
模式，并在村两委会上形成共识后，马上
带领村民干起来。

1997 年 9 月份，沈腾香成立了凌志
扶贫协会，推广“协会+农户”模式，为村
民提供购买果树苗木、肥料、种猪等生产

资金担保和技术服务。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

员，党员看支部”。当时，南坑村党支部
要求每位党员、干部要种果树 10 亩以
上，养猪5头以上，带头示范。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沈腾香带头种
果树10多亩，养母猪5头，经过多年的持
续发展，如今她种果树达 60 亩，养母猪
80多头，年出栏仔猪、生猪1600多头，有
了说话的底气。

为了彻底改变荒山面貌，1999年南
坑村引进厦门树王银杏制品有限公司，落
实山地流转机制，租赁村民山场2309亩，
修果园道路19810米，修沟埂9703米，管
理房二座，蓄水池 64 座，通过“公司+农
户”模式，带动村民种植银杏2000多亩。

“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
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我们始终坚
持把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协调起来统筹
考虑，努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
发展。”沈腾香说。

从 1997 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到如
今，沈腾香深刻感受到“给钱给物，不如
建个好支部”。当初“难坑”能变“富坑”，
靠的就是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作用。经
过20多年的努力，南坑村的经济发展和
精神面貌发生了彻底改观。

如今的南坑村青山绿水相间，村道干
净整洁，银杏垂柳相映，成为远近闻名的
生态旅游示范村，游客纷至沓来。2018
年实现村集体收入17万元，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6800元，是1996年的20多倍。

她的手机24小时开机，
里面存储了700多名艾滋病
患者的电话号码，随时解答
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成了
艾滋病患者的求救热线，被
喻为“艾滋病患者的知心大
姐”；她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
国情的“生理支持监测、心理
情感支持、社区关怀管理”的
艾滋病门诊护理模式；她的
足迹遍及 20 多个省、市、自
治区，培训艾滋病基层护理
人员近万人，培训志愿者 2
万余人……

她就是北京地坛医院红
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护士
长王克荣。

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
至本世纪初，人们对艾滋病
缺乏正确认识。在社会上对
艾滋病患者严重歧视的情形
下，王克荣被医院调到艾滋
病门诊工作，她一边做护士
长，一边在艾滋病关怀工作
组织红丝带之家从事艾滋病
关怀工作。

为了减轻艾滋病患者的
心理压力，王克荣想了许多办
法，她和同事们通过组织艾滋
病患者郊游、座谈会、聚餐等
活动，让大家放松心情，同时
相互交流各自的感受。一次
聚餐，患者小李指着自己的饭盒说：“护士长，我不吃肉。”
王克荣没有犹豫，夹起小李饭盒里的肉放进自己嘴里。
小李一下子惊呆了：“护士长，我家人都做不到！”王克荣
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消化道不传播艾滋病。”

2010 年，艾滋病患者小夏因车祸股骨粉碎性骨
折，被紧急送到离事发地最近的一家医院做手术。就
在做各项手术前准备时，一张术前例行检查化验单让
在场的医护人员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患者是 HIV 阳
性，这家医院从没有为艾滋病患者做过手术。

小夏拨通了王克荣的手机。王克荣仔细询问了小
夏的病情后，马上报告给自己工作的北京地坛医院。
在上级单位的协调下，小夏被转到北京地坛医院，医院
紧急成立专家救治小组，及时为小夏实施了骨髓干髓
内针固定手术。小夏出院前一天来到王克荣办公室，
高兴地对她说：“等我的腿完全康复后，我要做一名志
愿者，去帮助更多的人。”

2002年8月份至2003年10月份，红丝带之家在
河南一个艾滋病高发村建立了医疗点。14个月里，王
克荣先后14次到河南艾滋病高发村，每次去都是周五
晚上出发、周一一早返回医院上班，非常辛苦。她和同
事承担着艾滋病相关知识宣传、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
和医疗服务。为了用榜样的力量激励村民积极面对生
活，王克荣动员一些经过治疗后生活和工作状态良好
的北京艾滋病患者一起去村里，和村民们交流，进而给
当地艾滋病患者带去了极大的鼓励。

从2001年到现在，王克荣先后50多次到河南、云
南、新疆、广东、广西、四川等艾滋病高发地区工作。她
在全国培训过50余次基层护士，人数高达9000余人。

2002年，王克荣来到英国伦敦晨曦医院学习一个
月。休息日，同事们约王克荣去郊外游玩，王克荣拒绝
了。她2次来到南丁格尔纪念馆学习、参观，感受南丁
格尔护士献身护理事业的精神实质，“人道、博爱、奉
献”。

回国以后，王克荣将在英国学习到的艾滋病护理
知识，结合国内情况，总结出适合我国开展艾滋病门诊
护理的模式，即：艾滋病患者生理支持监测、心理情感
支持、社区关怀管理护理模式。

这种护理模式改变了传统医院艾滋病门诊护理模
式，护士在承担治疗任务的同时，还履行教育、管理、咨
询、培训等职责，成为密切联系医师、药师、心理咨询师
和社会志愿者的核心。在这种护理模式下，艾滋病患
者在接受治疗的同时，还得到了心理支持、药物使用、
家庭护理、社会救助、同伴教育等多个方面的帮助。

王克荣在繁忙的工作中体会到，自己能力再大也
是微小的，必须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艾滋病防治工作
中。在她的影响下，她的丈夫和女儿都成了艾滋病工
作志愿者，她还和同事们一起走进高校、社区、建筑工
地宣传防治艾滋病知识。

14年来，王克荣深入学校、社区、工地开展宣传，
受益人数高达数万人。红丝带之家的志愿者也从几个
人发展到几十人、几百人、上千人，在册登记志愿者达
到1000余人。特别是她和同事们培训的20名艾滋病
同伴教育员，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医护人员和
志愿者走上街头宣传，他们的行动不仅让更多人懂得
了艾滋病防治知识，同时给新感染者增添了生活的勇
气和力量。

福建长汀策武镇南坑村党支部书记沈腾香：

滴水能穿石“难坑”变“富谷”
本报记者 薛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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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护士长
王克荣。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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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全国妇联授予了10位优秀女性2018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她们中既有引领

科技之先的女院士，也有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的村党支部书记；既有从事传染病护理工作30余年的护士

长，也有在平凡岗位作出突出贡献的新时代“大国工匠”；既有勤勤恳恳耕耘教育一线的小学教师，也有在

跨境电商领域奋力开拓的女企业家……她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意志，在平凡的岗位上奋力建功新时代。

今天刊发的3篇人物，是她们中间的杰出代表。

“其实很多人并不能像

我们一样，真正见到火箭是

什么样子，也不能到发射现

场去见证这伟大的时刻，但

他们也一直在自己平凡的

岗位上为航天事业努力奋

斗。这也许就是我们作为

一个‘航天人’，努力为实现

大火箭梦、航天梦、中国梦

不懈奋斗的精神吧。”

“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

态’，努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我这样做，

是为了告诉大家

消化道不传播艾

滋病。”

上图 赵鸿飞在海南文昌发射场与参与总装的火箭合影。
右图 赵鸿飞（右）和同事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合影。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