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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金祝

只要有飞行任务，机长上官
伟宏都会早早来到成都双流机场
附近的东方航空机组准备室，为
航班任务仔细核对计划、航路、天
气等机组协调事宜。

几十年来，他习惯了与飞机
相伴的岁月。从空军到民航，他
始终在飞行领域展现精湛的专业
技术。他先后获得东航五星机
长、民航飞行安全金质奖章，目前
已安全飞行25594小时。

8月1日，在第93个“八一”建
军节来临之际，59岁的上官伟宏
说，将保持由部队一脉相承的优良
素质，坚守飞行员的初心和使命。

尾翼断裂
偏航到民航机场

上官伟宏，现为东航五星机
长。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第二航空飞行学校，随后
在空军服役。

1983年11月2日，22岁的上
官伟宏与机组在驾驶轰炸机时，
遭遇险情，飞机被严重撞伤，飞机
原有的尾翼不见了。

飞机被撞、急速下滑、通讯中
断……一切都来不及多想，上官
伟宏与机长孙鄂军一起用力控制
驾驶盘，同时向右压住。然而，近
百吨重的飞机仍然以巨大惯性急
速下滑，一旦飞机失速失控，等待
机组的只有一声坠地的轰鸣。

终于，飞机在8000米高度时
不再下滑，但却不停晃动，像一匹
狂躁不安的野兽。要驾驶一架失
去垂直尾翼加上水平尾翼受伤的
飞机落地，这在飞行史上是史无

前例的。
在共同权衡了操作的可能性

后，机组决定左转返航，在河北沧
县落地。在如此艰难的飞行条件
下，飞机和机组又强撑了 20 分
钟，随时都有坠毁的可能。

终于，一条白色跑道出现在
飞机下方，万幸的是，飞机在复杂
情况下竟偏航到一个民航机场上
空。当时万里无云，能见度高，跑
道长度符合降落要求，可如何精
准落地，不对民航财产和人身安全
造成损失，成为机组当时的难题。

果断操纵
飞机安全落地

在飞行高度 500 米时，上官
伟宏在机长孙鄂军的指令下，果
断操纵，三个起落架徐徐放出，哐
当一声上了锁。起落架正常！紧
接着，上官伟宏又小心翼翼地试
放襟翼，刚放了 20 度，由于速度
和升力急剧变化，飞机急向右

偏。上官伟宏赶紧收起 5 度，飞
机高度下降到 150 米时，襟翼全
放。

这时，新的情况出现了，驾驶
盘拉不动了！这意味着飞机会一
头栽下去，触地爆炸。上官伟宏
赶紧与机长站起来，把驾驶盘用
力往怀里拉，帮忙拉住飞机。机
头颤颤微微地抬起头后，咚的一
声，飞机接地了。

飞机停稳，关车。机组成员
下了飞机后紧紧抱在一起。事
后，上官伟宏说：“我在飞机上时
就想还能不能有机会抽上家乡的
烟。”对他来说，最美好的词莫过
于劫后余生。

1983年12月19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给飞
行员上官伟宏记一等功一次。

1984年10月1日，上官伟宏
与原 973 机组驾驶“轰 6”参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5 周年的
空中梯队阅兵。

保持初心
永远笔挺有型

也许正是空中62分钟与死神
搏斗的经历，铸就了上官伟宏临危
不惧、沉着冷静的优良作风，在此
后的很多年里，不管是空军还是民
航，他都竭尽全力保证飞行安全。

上官伟宏转业到东航工作期
间，先后获得东航五星机长、民航
飞行安全金质奖章，目前安全飞
行25594小时。

与上官伟宏搭过组的飞行员
常常会发现一个细节，“上官机长
执行航班任务时，永远会把衬衫
熨烫的笔挺有型，仿若新衫，驾驶
舱和屏幕也都被他擦得一尘不
染，在绕机检查时也不轻易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

在上官伟宏看来，在飞行这
件事上，即使经历过惊心动魄，也
要保持初心，在每一次平凡的航
班中完成既定的任务。

从老兵到五星机长 一直坚守初心
他曾驾驶轰炸机与死神搏斗62分钟

上官伟宏绕机检查时也不

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上官宏伟年轻时当空军飞

行员的照片。

一节火车车厢大小的“圆柱”
横放在车间里，它的一头儿安装
着蓝色、黑色和白色的各式“刀
片”。这就是修建地铁、打通隧道
时用的“打洞神器”——盾构机。
在德阳市的中铁装备思远重工盾
构机西南总装基地里，2台这样的
盾构机正在生产中。

30余台盾构机
多个项目中大显身手

“蓝色的是刀盘，相当于盾构
机的牙齿，用来打洞。黑色的是
滚刀，专门对付岩石。白色的是
刮刀，把渣土刮走，再通过螺旋叶
片输送到后面去。”中铁装备集团
副总经理卓兴建说。

这个“打洞神器”是靠一边掘
进、一边加固，来完成许多高难度
的隧道工程。目前，世界各地的
地铁工程、铁路隧道，很多都是通
过盾构机来完成的。

盾构机在制造业内被称作“工
程机械之王”，其技术水平是衡量
一个国家地下施工装备制造水平
的重要标志。盾构机在掘进过程
中会面临各种复杂的地层，盾构机
主轴承要承受高速旋转、巨大载荷
和强烈温升，这对设计水平、制造
工艺、原材料性能要求非常高。

2017 年 5 月，国有企业中铁
装备与民营企业思远重工合作，
在德阳成立盾构机总装基地。截
至目前，这个基地先后生产了30
余台盾构机，在成都地铁、西安地

铁、广州地铁、重庆地铁、川藏铁
路等项目中大显身手。

突破世界级难题
实现了盾构机国产化

“过去，盾构机主要被德国、
日本等国家垄断，国内需要高价
购买。”卓兴建说，过去，像刀盘之
类的核心部件只能依靠进口，价
格高、交货周期长，采购时还得

“看人脸色”；最近几年，中国企业
通过自主攻关，突破了一系列世
界级的技术难题，成功实现了盾
构机国产化，国产盾构机在国内
市场的占有率已达到90%以上。

中铁装备和思远重工这种“国
企+民企”的合作模式，吸引了众
多民营企业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

套。中国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
使这种很高的本地配套率成为可
能。“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盾构机
所需的原材料、零配件，70%可以
在本地采购，这就大大节省了成
本。”思远重工董事长杨明说。

“我们研制生产的盾构机不
光在国内吃香，而且在国际上也
非常受欢迎，我们制造的大直径
盾构机已出口到迪拜。”杨明说。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综合
处处长许文强说，最近3年，四川
工业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0%以上，攻克了一批“卡脖子”
技术，四川将继续提高“政产学研
用”协同水平，解决“卡脖子”问
题，推动制造业迈向高端。

据新华社

攻克“卡脖子”技术 实现“打洞神器”国产化
“德阳造”盾构机已服务于成都地铁、川藏铁路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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