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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y

荣获第二届“中国消防忠诚卫士”表彰的昆明航空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杨晓平——

搏击长空搏击长空 守护平安守护平安
本报记者陈熙通讯员田景才文 王维爽张宇摄

作为昆明航空救援支队副支
队长，杨晓平在自己不断创新技
术的同时，更专注于队伍的规范
化建设。

记者来到机库时，机组人员
正在给直升机更换轮毂，一个蓝
色的移动工具柜抽屉半敞开。走
近看，里面严丝合缝为每一件工
具设置了卡槽，仿佛女同胞的“首
饰盒”，取用时一目了然，十分高
效。“这里面装着地面修理工具共
92件，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说起
精细化管理，杨晓平不放过每一
个细节。

以前地面修理工具都是放在
一个袋子里，机组使用完后清点
起来很麻烦，万一有工具落在飞机
上后果不堪设想。杨晓平说：“刚开
始设计制作时挺难的，我们找专

门的机构制作，一套工具就要八
九千块钱，价格很贵，于是我们萌
生了自己干的想法。大家琢磨了
大半个月，终于研制成功。”他们
不仅给支队的全部飞机维修工具
配上了量身定做的抽屉柜，还给
远在大庆的兄弟支队也配齐了，
省下了大笔经费。这是昆明航空
救援支队开展航空装备精细化管
理试点的一个缩影。

“什么叫精细化管理，就是这
个事怎么干，全部拉纲列表按标准
化执行，一条一点每个步骤、细节
都考虑到位、落实到位，有执行者、
也有监督的人，这是最直接最管用
的让技术人才精益求精、极端负责
的培养方式。”杨晓平说。

在领导岗位上，杨晓平花费大
量精力研究人才培养模式。他认

为，塑造一个成熟的团队，就像塑
造一个人一样，什么样的性格特
点，什么样的做事风格，一开始都
不是成型的，需要不断地去打磨、
培养。作为高原航空救援事业的第
一代创业人，要为这份事业打上什
么样的底色，这不仅仅是工作，更
是使命和担当。

刚来支队时，杨晓平给班组成
员讲的第一课不是高原飞行特点
及飞机维护保障，而是共产党员的
信仰与奉献。5年来，他为高原航
空救援事业累计培养出 50余名具
有独立机务保障能力的机械师
（员），为支队长远建设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人才支撑。“一名领导干部
带队伍，如果这支队伍里没有一个
人能超越你，那他的培养方式是失
败的。”杨晓平说。

初冬的午后，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昆明航空救援支队飞行训练

场。昆明航空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杨晓平走出直升机机库，西南边连绵

的山脉尽收眼底，他说：“那里是黑风山，海拔2700多米。”

昆明航空救援支队营区海拔高、视野好，让杨晓平这个北方人感

觉心情挺舒畅。然而，“一手托着国家巨额财产，一手托着战友宝贵生

命”，杨晓平深知肩上的职业使命和铁纪担当，来不得半点疏忽。

今年是空中机械师杨晓平为高原航空救援保驾护航的第5个年

头。他和战友们作为高原航空救援国家队的第一代创业人，着眼“全

灾种、大应急”使命任务，立身红土高原、立志红心向党、立业“红鹰”

展翅，为高原航空救援事业探索了路子、扎实了根基。

有一丝征兆就绝不能掉以轻心

2018年，杨晓平从黑龙江省大
庆市调到昆明市工作。昆明航空救
援支队是国内唯一一支在海拔
2300米以上利用国产直升机担负
综合救援任务的队伍。直升机在高
原环境下的性能如何？飞行极限又
是什么？没有任何参考答案。

对于飞行工作来说，多一个未
知数，就多了一份危险。他每天早
起两小时背记常识，晚睡两小时研
究飞行理论，和机组一起探索直升
机性能，摸索直升机使用升限。

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通过近
20次验证飞行，他们不但拿到了各
种气象条件下飞行及吊挂运载能力
的参数，还创下了直-8A型直升机
实战飞行7306米的最高飞行纪录。

在队友眼里，杨晓平是一个很
“钻”的人，不是在钻研理论就是在研
究飞行。在机务维护过程中，他始终
坚持“任何疑问第一时间搞清，任何
风险点第一时间指出，任何不合理的

操作第一时间纠正”。作为机务领导，
他总是第一个到达外场一线靠前指
挥，每次飞行训练，直升机一停他就
第一时间带领机务保障人员检查直
升机发动机等关键部位，跟机组人员
了解飞行中飞机的状况和性能参数，
亲自检查完才肯休息。

在专业领域，每次碰到技术瓶
颈，杨晓平都要死磕。一次任务中，
有一架直升机出现了发动机功率
不足的现象，机务保障人员按照厂
家给的指导手册进行全面排查，没
有发现问题。眼看着这架飞机被认
定为故障飞机停摆在机库里，杨晓
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他白天
忙飞行，夜间钻进飞机里不出来，
最后发现飞机维修指导手册上针
对这部分的维修大纲出现了错误。
他把修改意见报给相关单位，经多
方验证建议合理，随后将这部分内
容进行了修订。

今年 4月，在执行云南安宁森

林火灾扑救任务中，一架直升机出
现异常震动，持续 30秒左右又恢
复正常。任务结束返场后，他第一
时间询问厂家和研究所技术人员，
得到的答复都是“直升机受气流影
响，属于正常现象”，但职业本能告
诉杨晓平，只要有一丝征兆就绝不
能掉以轻心。于是他带领机务骨干
对直升机的升力、操纵、传动等系
统进行全面排查，经过两天两夜的
细致检查，最终发现水平安定面安
装角接头有裂纹，至此，一起极有
可能导致重大安全事故的隐患得
以成功排除。“对飞机各个零部件
的了解比对自己身体部位还清
楚。”这是大家对杨晓平的评价。

作为一名空中机械师，杨晓平
把“大国工匠”作为奋斗目标，不断
探索研究，撰写的 10余篇论文在
行业核心期刊发表，研发的 30余
件装备填补了行业空白，其中 3套
设备获得国家专利。

唯有无私无畏才能逐梦蓝天

机务工作是幕后工作，聚光灯
照不到的地方，如何才能守得住清
贫、耐得住寂寞？杨晓平举了个例
子，每架飞机从外观看，除了飞机
编号，大家可能觉得一模一样，但
是对于机务人员来说，每一架飞机
都有自己细微的“性格”。

“一个机组，大家就这么几个
人，长年累月定在那架飞机上，可
以说像自己的亲兄弟，因为对飞机
非常熟悉，哪怕一点点的区别也能
敏感捕捉到，我们都是带着感情去
做这份工作。”杨晓平说，最难的是
坚持，只有不断深扎信仰之根，才

能照亮这份工作，推动高原航空救
援事业的进步。

在一次河谷水库吊桶取水作
业时，直升机装满水刚开始爬升，
一股下压气流袭来，仪表瞬间报
警，飞行高度急剧下降，一时间似
乎被一股魔力往水面拽去，在这
千钧一发之际，他努力镇定自己，
协同机组共同处置，最终平安飞
出峡谷。

这些年，每次风险系数大的试
飞，每次试验新战法，杨晓平都主
动带头上，也养成了“起飞前不告
知家属，落地后才报平安”的习惯。

他深知，航空救援人员，只有坚守
“个人先属于国家，才属于父母妻
儿”的职业操守，才能对得起“空中
守护人”这一光荣称号。

坚毅、冷静、果敢，入伍 22载，
他所在集体荣立集体二等功 1次、
集体三等功 1次，个人荣立二等功
2次、三等功2次，被表彰为2013—
2015年度全国森林防火工作先进
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第四届绿色
卫士、第二届中国消防忠诚卫士
……这些荣誉的背后，是杨晓平默
默扎根直升机维修一线，用奉献、
坚守谱写的使命和忠诚。

带领团队不仅仅是传授技术

杨晓平参加2021年昆明市禄劝森林火灾扑救任务时检修直升机。 杨晓平参加“4·11”玉溪江川森林火灾扑救任务时检修直升机。

杨晓平参加杨晓平参加20212021年大理森林火灾扑救任务时检修直升机年大理森林火灾扑救任务时检修直升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