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22架“四川造”战机米秒不
差飞越天安门城楼，向共和国70华诞送
上生日祝福；2021年，15架歼-20战斗机
和10架歼-10战斗机呼啸长空，为党的百
年奋斗尽情礼赞……一帧帧画面见证着
祖国的日益强大，也记录着航空工业成
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特级技
术专家姜文盛的忠诚与奉献。他把平凡
日子铺成了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闪耀
征程，用30多年如一日的奋斗，铸就战鹰
翱翔天际的翅膀。

“无论在哪里，都要争一口气！”

20世纪80年代，当苏-27战斗机凭借
“眼镜蛇机动”惊艳全球的时候，中国却
连一架属于自己的三代机都没有。“空军
的底气到底在哪里，我们都憋着一口气、
都在赌一口气。无论在哪里，都要争一
口气！”填写高考志愿时，姜文盛这样
说。那一年，他17岁。

出生于共和国第一代船舶工人家庭
的姜文盛，放弃了父母希望他从事的船
舶工作，把理想树立在蓝天白云之间，进
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造。毕业后，他
响应国家号召，主动申请奔赴大西南，投
身祖国航空事业。那一年，他刚刚21岁。

择一业，精一生。在航空工业成都
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从一名
普通试验员到组长、科长，从总工艺师再

到首席工艺师，姜文盛在自己的领域钻
研到极致，成为公司特设专业当之无愧
的带头人。1998年12月，姜文盛加入中

国共产党，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理想和
事业中。

30多年来，姜文盛参与和主持多个
型号飞机特设系统的工艺设计，攻克无
数外场技术难题，推动了国家航空武器
装备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他参与研制的
歼-10战斗机、歼-20战斗机等多个机型
已成为拱卫祖国蓝天的主战力量。

“必须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2021年7月1日，全世界目光汇聚天
安门广场。“哪里有‘战鹰’，哪里就是我

的战场。”姜文盛主管此次庆典空中表演
战机保障任务。他的眼神里除了向往，
还带着一丝紧张……

当年5月，他带领着一支由38家单位
组成的百人联合保障团队正式出征。“这
是不容有失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时刻
保持战斗状态！”他时刻提醒团队，也是
提醒自己。6月18日20时，距离飞机最
后一次编队预演仅剩10个小时。然而，
此时的7号机库却弥漫着紧张与焦急，一
个之前从未出现过的故障，让团队发了
愁。

“10小时内必须解决，这就是我们
的战斗。”姜文盛立刻组织大家成立攻
关小组展开论证。同事们在他的带领
下，一面组织外场拆卸，一面协调内场
备件，“30分钟备件到位、1小时内登机
发运”，一场跨越千里的联动攻坚霎时
打响，最终圆满解决了问题。谈起那晚
的惊心动魄，团队同事说：“多亏有姜工
一锤定音。”但姜文盛却很平静：“我只
是做了一个决策，真正了不起的是大
家。”

“一定能干成！”是姜文盛时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一路走来，姜文盛常常

“拍胸口”，完成过很多“不可能”。
当初豪情满怀的年轻人如今“鬓已

星星也”，但他出发时的承诺从未改变。
一年200多天出差在外，走路永远风风火
火，50多岁的姜文盛怀揣着强军梦、澎湃
着报国心，在建设航空强国的伟大征程
上努力奔跑、全力冲刺。

易舒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莉莎

羌绣传承人陈云珍：

带领绣娘致富增收 让北川羌绣传承下去
二十大代表风采
9月13日，北川下着小雨。陈云珍

早早地来到位于县城巴拿恰商业街的
羌绣合作社，打开门做生意。在照看店
面的同时，静下心来绣一幅客人订制的
绣品。

陈云珍说，羌绣在当地是特色非遗
产品，蕴含着深厚的羌族历史文化内涵，
接下来，她将继续加大对羌绣的推广。

农家女传承非遗产业
培养了2万多名绣娘

9月13日上午，身着羌族服饰的陈云
珍坐在绣台前，一针一针地绣着一件客
人订制的绣品。“下雨时生意不是很好，
就把手里的活做了。”

陈云珍的老家在北川青片乡的一个
偏远的山寨。在她的老家，当地妇女都
会绣花，农闲时绣些衣服、鞋垫。“穿的、
用的，都是自己一针一线做出来的。”陈
云珍说，年轻女子在结婚前，还会绣一些
自己的嫁妆。

后来，青片乡发展特色旅游，当地人
也会把自己的绣品拿出去卖，给家庭增
加收入。“用时一天绣出来的鞋垫能卖到
25元，羌绣这一非遗文化也在无形中得
到传承。”陈云珍说，她在老一辈的教授
下，学会了羌绣的剪、裁、绣以及配色。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对我们羌绣
的传承影响很大，有些羌绣传承人在地
震中遇难。”陈云珍说，为了让羌绣这一

非遗产业继续传承，她在北川县政府的
鼓励和支持下，开办起羌绣培训班，“喜
欢羌绣的，我就教她们。”

陈云珍说，在开办培训班期间，为北
川培养了2万多名羌绣绣娘。2014年，她
又成立羌绣专业合作社，把坚持下来的
绣娘召集到一起，在传承羌绣这一非遗
产业的同时，还能给她们带来可观的收
入。“合作社除50多名固定的绣娘外，还
有300多名绣娘给我们供货。”

与知名公司进行合作
让羌绣产业做大做强

近年来，羌绣产业遇到了发展“瓶

颈”。陈云珍说，为了鼓励绣娘继续绣
下去，她在产品做出来后就垫资收回，

“这些产品的保质期长，相信以后能卖
出去。”

绣娘的培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
有手工熟练了才能出精品，也有利于产
品的创新。为了给合作社找出路，让羌
绣产业得到更好的传承，陈云珍尝试与
知名企业合作。

今年8月初，陈云珍与国内某知名
运动装品牌达成合作协议，将羌绣羊
角花与运动装进行结合。“我们第一期
接了2000个订单，主要是时间比较
紧。”陈云珍说，通过首期合作，合作社
的绣娘获得了收入，为后面的长期合
作做好了准备。

绣娘任冬梅，平时主要是在家照顾
孩子，在陈云珍开办羌绣班时，她参加
了培训，成为了陈云珍羌绣合作社的
绣娘。8月份做羊角花羌绣时，任冬梅
挣了3000多元工资。和她一起的绣
娘，最少的也挣了1000多元。“手里有
活，我们的手工会越来越熟练。”任冬
梅说。

今年陈云珍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当
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后，她愈发意识到
自己肩上的重任。

“我想借这一机会，把羌绣这一非遗
产业做大做强。”陈云珍说，北川地处山
区，羌绣非遗产品是当地的特色，通过对
外推广，打响北川羌绣这一招牌，吸引了
更多游客到北川观光旅游，让当地的农
副土特产品走出大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攀

人物名片 陈云珍

51岁，北川羌族自治县云珍羌
绣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四川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员、羌
绣传统刺绣工艺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5·12”汶川特大地震后，陈云珍
在县城开办羌绣培训班，先后帮助2
万多人掌握羌绣的绣制方法。2014
年，她成立羌绣专业合作社，让羌绣
非遗产业在得到传承的同时，找到
新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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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盛：哪里有“战鹰”哪里就是我的战场

二十大代表风采

人物名片 姜文盛

1968年1月出生，1998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任航空工业成都
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特级
技术专家。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
范”等荣誉。

姜文盛 图据川观新闻

陈云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