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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母“ 老 兵 ”
王 龙 宋名智

山东舰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制的第一艘航空母

舰，技术密集、科技含量高、对专业技能要求

高。作为航母上人数最多的群体，士官已然成为

航母挺进大洋的关键力量。其中，“工匠型”“专

家型”高级士官以过硬的能力素质和精湛的专业

本领，成为部队日常管理训练、装备操作维护、

履行使命任务的重要骨干力量。

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上装能操作、上阵能指

挥、能处置故障、敢拍板问题，人人都是各自领

域的“大师傅”……他们始终奋战在航母战斗力

生成的关键岗位，是航母建设发展、履行使命的

中坚，是真正的“大国重器”执掌者。

一级军士长陈青松入伍后就再也没挪过岗，

潜心练就一身“手到病除”的本领。一次备航，

陈青松听到仪器异响，包括厂家技术人员在内的

很多人都觉得影响不大，可以正常备航，但他始

终坚持重测并找到故障点。上级得知后表态，

“听老陈的”。经过紧急抢修，战舰化险为夷，顺

利起航。

“刚刚整改过的阀门位置还是满足不了实际

操作要求，一定要再改动！”机舱内，一级军士

长孙晓良对整改方案提出异议。

有人担心一较真，会影响兄弟单位感情，劝

他别瞎操心了，可孙晓良不同意：“平时能克

服，但实战的时候还能感情用事？我们要用极限

思维去考虑装备操作问题，确保装备任何时候都

安全可靠。”

后来，经过双方的反复研究讨论，拿出一套

合理整改方案，孙晓良才肯罢休。说起往事，老

孙依然一脸严肃：现在放过一个小疏漏，将来都

有可能会酿成大事故。

唯有具备真本领，才能成为驾驭航母的“好

工匠”。对航母“老兵”而言，严谨是他们看家

的工作作风。正如该舰某部门长所说，驾驭航母

需要高超技能，更需要严实作风，粗心大意、浅

尝辄止当不了航母舰员，投机取巧、眼高手低更

成不了航母“老兵”。

每一个海军官兵心中都有一个梦——那便是中国

海军的“航母梦”。在世人眼里，航空母舰不仅是一个

强有力的战术武器单元，是海上作战系统的核心，更是

综合国力的象征。

历史昭示，一个不能走向海洋的国家，是没有出路

的；一个不能走向海洋的国家，是难以登上大国舞台

的。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党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作出发展航母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人类制

造的最庞大、最复杂的、可移动的战斗机器，航母涉及

船舶、航空、电子、兵器等几十个行业门类。以我国第

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为例，其不仅是数百个系统、几万

套设备的集成，更有舰艇、航空、通信、装备等多个专业

的技术交织。

航母如何管理、怎样运行，其战斗力如何最大限度

发挥，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学问，也是对海军官兵的极

大挑战。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山东舰官兵像建设家

园一样默默奉献。在官兵们的接续努力下，山东舰入

列 1年就初步形成战斗力，出色完成舰载机起降、实弹

射击等重大军事任务，不断突破我国航母发展历史的

纪录。

当下，中国海军已经行驶在一条更加波澜壮阔的

航路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随着强

军之路越走越好、越走越稳，航母事业还会获得更大的

发展。

驶 向 波 澜 壮 阔 处
姜天骄

海风阵阵，白浪如练。2019年 12月 17日，我国第

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按计划完成全部建造和试

验试航工作，正式交接入列。历史将记住这一时刻，

中国海军“双航母时代”已然到来，海军装备正加快步

伐朝着现代化、标准化、国产化的进程阔步前行。

吹响向海图强时代号角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随着

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

国进入从陆权国家向陆权海权兼备国家迈进的关键

阶段。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已成为时代的呼

唤、人民的选择。

发展航母事业，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着眼

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

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吹响了向海图

强的时代号角，号令人民海军加速转型、走向深蓝，瞄

准世界一流，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为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

航空母舰，是现代海军不可或缺的利器，也是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它承载着人民海军博弈大

洋的期望，寄托着国人对深蓝梦想的渴求。纵观近代

世界大国之崛起，无一不是起步于造船，经略于海洋，

船舶工业号称“综合工业之冠”，而航空母舰又是“舰

船之王”。

基于对辽宁舰的研究，中国船舶集团旗下大连

船舶重工集团建造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艘国

产航空母舰——山东舰。2013 年底，在大船集团的

一间厂房，随着数控切割平台上一道闪亮的弧光划

过，山东舰的第一块钢板被切开了。中国首艘国产航

母正式开工建造，这道闪耀的弧光意味着中国发展航

母事业的新开端。

大船集团按照“总装建造，区域安装，系统调试”

的建造策略，积极探索并建立了航母现代化造船模

式。在总结辽宁舰续建经验基础上，突破了船体结

构、动力核心设备这两项制约我国航母事业发展的重

大技术瓶颈，进一步形成航母巨系统工程组织管理体

系，完善涵盖建造、质量、安全、保密等方面的管理制

度。同时，培养了一大批航母研制、建造、试验及管理

专业人才。

大国重器彰显中国力量

首艘国产航母从开工到交舰，各项指标远超建造

大纲要求，做到了速度快、质量好、成本受控。与辽宁

舰相比，首艘国产航母“既有外在颜值，更有内在气

质”，在可靠性、工艺水平、技术成熟度、总体性能和未

来训练作战使用上，都有巨大进步。上万项自检项

目、军检项目的报验合格，上万份探伤报告的检验通

过，既是中国速度的象征，更是中国质量的体现。

航母不同于普通船舶，下水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繁

琐复杂，容不得半点马虎。为此，大船集团专门成立

了一个由 200多人组成的检查小组，日夜不停地对每

一个检查点进行检查并承担应急抢险任务。

大船集团质量部李玉琦回想航母长轴系安装那

100多个难忘的日夜感慨颇多：“不了解航母建造的人

也许很难想象航母轴系安装任务的艰巨。”当时，首先

是缺少原则性指导工艺，没有一套完整、可操作的施

工工艺；其次，航母轴系与普通船舶轴系存在很大差

别，传统的光学仪器根本无法满足超长轴系的安装精

度要求；再次，安装精度要求苛刻，100 多米长的直线

精度要求控制在几根头发丝粗的范围内，比奥运射击

冠军在数十米外精准命中十环靶心的精度还要高；最

后，施工难度高、风险大，长轴系穿越数道舱壁，空间

狭小，每一个细小的错误都会酿成不可估量的代价。

“在那些煎熬的日子里，作为航母工程的质量负责人，

我始终坚定着一个信念——质量是战士的生命，是取

得战争胜利的保障。”李玉琦说。

党建引领不断开拓创新

国产航母工程，从零起步，自力更生，挑战何其艰

巨。山东舰建造总量超过 20艘超大型油轮的工程量

总和，每天上舰的工程人员超过 3000人，涉及的单位

超过 500家，协调工作量巨大，技术攻关、工程施工任

务极重。面对如此复杂的巨系统工程，面对如此众多

的施工人员，怎样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除

了行政指挥、合同约束、制度管理外，更需要思想的引

领，才能真正把参研参试人员拧成一股绳。

中船重工党组主要负责人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要

造一艘舰船，必须先打好超级龙骨，这根龙骨，就是党

建。一面党旗、一本党章，凝聚起五湖四海的党员。航

母党委一成立，便朝着工程项目要害处发力，找出 28

个大的风险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168 条解决措施。

在工程现场，党的建设与工程建设有机融合、相互促

进，每一个试验项目都有党员发挥标杆作用。党建引

领，让航母工程团队爆发最强战斗力和最大创新力。

“当时的难度的确很大，没有相关经验，也有不知

所措的时候，但大家的心里都有一股劲儿，无论多么困

难，方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总会跨越

过去的。”大船集团军工部副部长王德清说，为了缩短

建造周期，提高建造效率，团队创新提出并采用“壳、

舾、涂”一体化现代造船模式，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大船集团首艘国产航母总工艺师赵育新带领团

队大力弘扬“爱国、创新、科学、拼搏、协作”的航母精

神，开展技术攻关，解决了多项重大技术难题，按期、

保质完成了全舰生产设计、工艺编制，为山东舰顺利

建造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技

术创新和工艺创新，为实现我们的强军之梦、强国之

梦而奋斗。”赵育新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山东舰的建造，凝结着中国智慧，汇聚着中国力

量，浓缩着中国梦想，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

代夙愿。首艘国产航母的成功建造将中国的大国地

位、中华民族的自信与荣耀，镌刻在了浩瀚的大海之

上，彰显了我国强大的工业实力，书写了世界造船史

上不朽的传奇。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中国的航母事业

将发扬光大，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强军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上图 2019 年 12

月 17 日，我国第一艘

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在

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

军。图为交接入列仪式

现场。

右图 我国自主研

制生产的第一代固定翼

多用途舰载战斗机歼-15

飞机从第一艘国产航母

山东舰的滑跃甲板起飞

升空。

（本版图片均为新

华社记者 李 刚摄）

2019年 12月 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按计划完成全部建造和试验试航工作，正式交接入列。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命名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山东舰”，舷号为“17”。图为2019年12月15日拍摄的停靠在海南三亚某军港的山东舰（无人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