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15 年“总装下线”、2017 年“飞上蓝

天”，到 2022 年首架“正式交付”，再到 2023

年“实现商飞”，C919 大飞机每一个重要时

刻的背后，都有许多青年奋斗的身影。中国

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C919 事业部主

任李青，正是其中之一。

沉稳、踏实，是李青给人的第一印象。

“能够从事大型商用飞机总装工作，在 C919

研制一线奋战，我深感责任重大。”李青深耕

大飞机项目 10 多年，从一名基层工艺员成长

为技术带头人、部门负责人，他不断提升工

艺技术和管理能力，见证了国产大飞机事业

的发展，也见证了自己的成长。

邂逅大飞机

为何与大飞机结缘？“我从小就喜欢飞

机 。”小 时 候 ，李 青 就 向 往 着 能 够 飞 上 蓝

天 。“ 我 家 附 近 有 个 青 少 年 航 模 制 作 培 训

机构，于是我就近开始学习航模制作。”李

青 回 忆 ，那 时 的 他 怎 么 也 没 想 到 ，自 己 参

与研制的大飞机真的翱翔在蓝天上。

大学期间，李青读的是飞行器制造工程

专业。作为航空迷，他从大一开始便与几位

同学组建了航模协会。“我们代表学校参加

了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参与的项目是

航空模型载重打靶竞赛。”回想起从翼型设

计到真机制造试飞，再到参与比赛的经历，

李青至今都难以忘怀。

“在大学学习专业知识，让我对这一领

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兴趣也更加浓厚了。”

李青说，听到老师说我国航空业发展水平与

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几十年差距时，他下定决

心要为航空事业发展作贡献。

2009 年，李青毕业后进入中国商飞上海

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是在现场工艺一线，和

ARJ21 飞机装配技术打交道。“这一行业对

专业性要求很高。很多专业知识搞不懂，有

些工作不知道如何做，只能不断学习、不断

钻研，向公司里的前辈请教。”他说。

成百上千份图纸、各种技术文件，需要

一份份消化，谈何容易。但李青生来就有一

股子倔劲儿，“越是难干的工作、挑战性越高

的工作，我越要干出成绩！”

盯数据、跑现场、看问题、查资料⋯⋯李

青逐字逐句琢磨十几份工艺文件，将所学理

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相结合，逐步解决了装配

过程中的难题。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负责 ARJ21 飞机

第 4 架机的全机水平测量工艺工作。”李青

说，接到任务后，他不断确认生产计划，在跟

产过程中配合指挥员做好指导工作、与

设计人员保持沟通。

“那是我第一次完整跟

进项目，对生产制造

链 条 有 了 较

为清晰的了解。”李青说，作为一名工艺人

员，除了要掌握工艺文件的编制优化，还要

熟悉公司的体系、职能、资源，熟悉生产运行

的过程。

“干起工作来，就会发现自己的技术不

够用，需要多学习。于是，碰到问题就查资

料、看书，就想多学点知识和技术，做好自己

的工作。”李青说。

2010 年，李青主动报名成为第一批外

场 试 验 队 员 ，参 与 飞 机 试 验 试 飞 工 作 ，跟

着 ARJ21 飞 机“ 万 里 追 冰 、千 里 追 风 ”，严

苛的试验，让他对飞机研制有了更全面的

认识。

严谨求极致

说到飞机装配，李青总是侃侃而谈。“我

没有什么窍门，就是凭着对技术的兴趣，花

时间研究，不懂就请教同事和专家。”

飞机装配这样的工作，需要极致的耐

心 和 细 心 。 他 时 刻 将“ 精 心 、精 益 、精 品 ”

的 理 念 铭 刻 于 心 ，始 终 坚 持 严 谨 的 工 作

态度。

“精准度再高一点”，是李青对自己的要

求。工作中，他常常为了突破一项技术难题

反复做试验。“只有精益求精、一步一个脚

印 ，对 自 己‘ 斤 斤 计 较 ’，才 能 不 断 攻 坚 克

难。”他说。

他带领团队建立起严格的商用飞机装

配质量管理体系，严控生产过程，顺利通过

中国质量协会星级管理现场评审，获得“现

场 管 理 五 星 评 价 ”。 他 创 设 了“ 产 品 安 全

日”，开发职工质量档案数字化

管 理 系 统 ，

力争将人为质量故障率降至最低，消除重复

发生质量问题的概率。

为提高工作效率，李青提出建立生产

现场早晚会、现场联合办公等多种工作模

式，协调解决装配现场难题。

始于热爱，成于坚守。李青长期工作在

生产第一线，积极投身急、难、险、新项目。

无论是遇到技术难题，还是面对新技术新方

法，李青都全身心地钻研，逐渐练就真本事，

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工艺掌握

全面的技术人才。

创新不停歇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承担

了 C919 大飞机等机型的总装集成、复合材

料研发制造、航空零部件制造、飞机维修与

交付等任务。

2017 年 5 月 5 日，C919 大型客机成功首

飞。也是在这一年，李青调任 C919 飞机型

号一线工作。

刚接到任务时，他既兴奋又担心：“能参

与国之重器的生产制造，我感到责任重大；

但又有些忐忑——自己能做好吗？”

据介绍，C919 大飞机总装工作大致可

分为机体结构装配对接、飞机系统功能件安

装调试、系统测试等环节。

爬货舱、钻机头，盯现场、忙生产，作为

现场主抓生产的负责人，这位“85 后”青年骨

干俨然已是一位型号装配“老兵”，对飞机装

配熟门熟路。用李青的话来说，10 多年时

间，自己已经把工艺、生产、试验试飞保障都

干了一遍。

“现场是最好的老师。不到生产现场

就没法掌握第一手资料，找不到解决问题

的途径。”李青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横亘

着很多复杂的工程问题。实验室研究可以

只考虑有限的变量，而到了生产现场，面临

的问题可能就是成百上千个。理论和实践

脱 节 ，既 搞 不 好 研 究 ，也 解 决 不 了 实 际

问题。

“ 飞 机 在 哪 里 ，办 公 地 点 就 在 哪 里 。”

走上管理岗位后，李青依然常常深入一线，

熟悉、精通生产线各岗位装配内容，帮助现

场员工解难题、克难关。

作为一名有着精湛技艺的老师傅，李青

非常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他的团队相继

培养出“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周琦炜、中国技

能大赛“中国商用飞机技术能手”张景瑞等

一批青年技术人才。他说：“培养出越多的

青年骨干，就会有越多的生力军投身我国民

航事业。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新进来的年青

人都培养成一把好手。”

2023 年 ，他 带 领 团 队 累 计 完 成 5 架

C919 交付机的制造。目前，C919 飞机的订

单已达 1000 多架。面对飞机模块化、节拍

化生产的关键任务，李青带领事业部全体

员工快速响应，建立起严格的商用飞机装

配质量管理体系，严控生产过程，保证产品

质量。

从 ARJ21 到 C919，从上海本部到试验

外场，从 2016 年被评为中央企业劳动模范，

到 2024 年 获 得 第 28 届“ 中 国 青 年 五 四 奖

章”⋯⋯面对荣誉，李青始终保持谦逊：“大

飞机是长期的事业，需要安下心来、专心致

志。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难题

要攻克，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向着更高目标努

力拼搏。我们要一茬接着一茬干，用青春和

热血谱写大飞机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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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化送到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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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快递安徽省池州市石台营业部快递员檀世旺在跟村民交流京东快递安徽省池州市石台营业部快递员檀世旺在跟村民交流。。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青 春 激 扬 大 飞 机 事 业
——记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C919事业部主任李青

本报记者 李治国

特 殊 快 递 员
本报记者 黄 鑫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CC919919 事业部主任事业部主任

李青在生产现场检查李青在生产现场检查。。 徐炳南徐炳南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檀世旺收，转程义忠。”

“檀世旺收，转陈井发。”

⋯⋯

京东快递安徽省池州市石台营业

部快递员檀世旺，总能见到这种寄给

他自己的“特殊快递”。

檀世旺今年已经 54 岁，一个人

坚守着京东快递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

县的乡镇快递站近 10 年，每天跑 8 个

乡镇、200 公里是他的工作常态。

石台县地处皖南山区，境内山峦

起伏，沟壑纵横。分散的乡镇居住着

近 8 万人。这些年，当地不少年轻人

外出务工，老人和小孩留守村庄。由

于担心家人收不到快递，在外的年轻

人经常将收件人写上檀世旺的名字，

托他送到家人手中。于是，檀世

旺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上百件由他

转送的包裹。

一个人、一辆车，檀世旺

每天载着寄给自己的上百件快

递，穿行在皖南的山路上。不

少村民家没有门牌号，“银色

铁门”“村口第六户”“路口第

二户”“山脚桂花树”⋯⋯檀

世旺靠着手机通讯录里的这些备注，

一个个承载着远方亲人心意的快递被

准确无误地送达。“让村外的货进得

来、村里的货出得去，相信村里也会

更早一点富起来。”檀世旺朴实的话

语道出人们美好的期待。

作为村民的“集体收件人”，檀

世旺感到很自豪。“老乡们的信任让

我特别有成就感。我负责配送的石台

县有 8 个乡镇，每家每户都认得我。

他们习惯了说‘有事就找檀师傅’。”

檀世旺说。

檀世旺不仅是快递员，也是“服

务员”。村民们有什么需要，檀世旺

都倾力相助。“好多在外的年轻人加

了我的微信，让我帮着照应家里。”

檀世旺举例说，有的人给家里老人网

购药品，会让他提醒老人按时吃药；

给村民送大件商品时，他也会主动帮

忙归置好。

有一家老人腿脚不方便，孩子又

不在身边，每次檀世旺去送快递，总

会顺手帮着做点家务活：水龙头漏水

了，给拧紧；屋顶瓦破了，给补上。

有一年深秋时节，檀世旺送快递时看

到老人毛衣袖子开线了，自己掏钱给

老人买了一件毛衣⋯⋯

回老家之前，檀世旺一直在外打

工，还和妻子一起开过小店、饭馆，

生意还不错。后来，为了儿子的学

习 ， 檀 世 旺 和 妻 子 关 掉 餐 馆 回 家

陪读。

“我们在外打工已经很熟悉网上

购物了，而老家的网购还是一片空

白，村里、乡镇买东西都特别不方

便。我们觉得空白就意味着商机，于

是便商量从快递干起。”檀世旺告诉

记者。

回忆起刚开始干快递的时候，檀

世旺倍感艰难。当时的石台县是国家

级贫困县，交通闭塞，山区农民收入

不高、居住又分散，网上购物远未普

及，跑快递不是“赔死”就是“累

死”。有时候，檀世旺一连几天接不

到一单业务。后来，县城的经济渐渐

发展起来，交通条件也有了明显改

善，快递越送越多，快递物品的品类

也越来越全。

随着业务的发展，乡镇

的 订 单 越 来 越 多 ，

揽收的需求也在不断拓展，檀世旺身

边不断有更多兄弟加入。“村里的老

人经常找我给他们在外的子女寄快

递，有的是自家地里的土特产，有的

是自己腌制的辣椒酱，有的是手织围

巾等。我在传递包裹的同时，也在传

递亲情。”檀世旺说。

这些年，檀世旺收获了不少荣

誉：“池州好人”“全国最美快递员”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今年 4 月

28 日，檀世旺生平第一次站在人民

大会堂里，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接受颁奖。感激，是檀世旺最真

切的感受：“意外的是，一直觉得自

己所做的都是小事，却能获此殊荣；

激动的是，这份荣誉是对自己多年来

从事快递工作的极大肯定。”

光环之下，檀世旺依然是那个亲

切朴实的快递小哥，在最平凡的

岗位上，风雨兼程，奔波不

息，只为了将一份份爱

及时送达。

在近日举行的浙江省首批文

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上，百名文

化特派员集体亮相。其中，有机关

干部、高校教师，还有文化文艺协

会、学会的骨干等，他们即将奔赴

浙江各地乡村，服务指导基层文化

建设。

文化特派员制度是浙江在全

国首创的探索性工作，由浙江省委

宣传部会同机关、高校、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等，按照程序选派具

有高水平文化素养及文化专业特

长的人才，到乡镇（街道）指导开展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简而言之，就

是把有文化特长的人派下去，通过

供给文化服务、挖掘文化资源、帮

扶文化产业等举措，参与乡村文化

建设。

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广大

农民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更加

旺盛，但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仍然存在，农村文化人才短

缺问题亟待解决。实施文化特派员

制度，激活“第一资源”，将人才输送

到基层一线，进而带动相关服务下

沉，可成为破解难题、释放乡村文化

潜力的重要措施。

乡村广袤天地大有可为，文化

特派员怎样发挥自身优势，肩负起

以文惠民、以文兴业、以文润村的文

化使命？

首先，要紧盯派驻村具体需求，

在特色上下功夫。不同派驻村的情

况各不相同，文化底蕴也有差别。

有的村文化资源相对丰富，适合发

展文旅、文化产业等项目；有的村文

化资源相对贫乏，适合开展特色文

化活动。文化特派员要深入所在村

庄开展调研，在全面了解村情的基础上，寻需求、找堵点、

解难题，结合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给出更精准

的指导。

其次，要加强统筹协调，在融合上见成效。文化特

派员不应只着眼于一乡一村，而应站在更高层面上看

问题，做好统筹协调文章，在认真发掘当地传统习俗、

风土人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基础上，通过“生态+

科技+文化”等形式，努力打造有创意、有品质、附加值

更高的农产品和乡村文化项目，助力实现城乡居民共

同富裕。

文化特派员要满怀一腔热忱，用心用情开展工作。

乡村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并非讲几节课、办几场

活动就能立竿见影，不仅要身到，更要眼到、心到，秉持为

民情怀、甘于奉献担当，把文化服务当成扎扎实实的硬项

目来推进。

期待文化特派员把自身所长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

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

上建功立业。

历经多年努力历经多年努力，，CC919919 大型客机已经翱翔在蓝天上大型客机已经翱翔在蓝天上。。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