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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毅辉在杨毅辉在检查检查施工设备施工设备。。 钟陆轩钟陆轩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不 断 爬 坡 勇 于 超 越
——记江西昌兴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滨

当 好 公 路“ 外 科 大 夫 ”
本报记者 周 琳

推动职工创新成果走出车间

康琼艳

□ 本报记者 刘 兴

江西昌兴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江西昌兴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

航空装备航空装备。。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江滨江滨（（左一左一））在介绍昌兴航空研发的产品在介绍昌兴航空研发的产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一间会议室里，中

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杨

毅辉正通过视频会议与项目团队进行技术

交流。即便是处于假期，他仍坚持与施工现

场的同事连线，沟通了解施工信息，并及时

提供技术指导。

20 多年来，杨毅辉扎根工程项目建设一

线，以创新攻克技术难关，以匠心丈量大地，

先后主持重庆鼎山长江大桥、重庆郭家沱长

江大桥、鹤大高速公路等十几个重点工程项

目的施工技术管理工作。今年，这位“基建

尖兵”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2001 年，杨毅辉从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后，成为中建六局一名工程技术员。

工作没多久，他就被派往新疆哈密市的一个

公路工程项目。

在戈壁滩上，狂风卷着砂砾，气候十分

恶劣。杨毅辉常裹着军大衣伏在简易工棚

里工作。“那时，我白天扛着测量仪满山跑，

晚上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照明，整理数据。”杨

毅辉说，正是经过这样的历练，他不仅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树立起战胜各种困难

的信心，为今后的技术攻坚奠定基础。

“遇到技术难题并不可怕，每一个难题

都蕴含着创新的机会。”杨毅辉说。2010 年，

在重庆鼎山长江大桥打雷嘴隧道项目施工

中，施工人员面临巨大技术难题：上方公路

隧道与下方轻轨隧道开挖间距不足 3 米，公

路隧道和轻轨隧道均为双洞双向，且下方轻

轨隧道左右洞开挖距离不到 1 米，开挖难度

较大。采用常规的导洞法（一种隧道开挖方

法）施工难以满足项目需要，同时，隧道上方

有 多 座 老 旧 房 屋 建 筑 ，极 易 因 施 工 造 成

倒塌。

面对技术难题，杨毅辉带领技术团队在

施工现场安营扎寨，采集大量数据，经过反

复试验和论证，创新采用一种新型爆破技

术，保证隧道上方房屋结构不受破坏，确保

隧道质量和施工安全，最终提前 2 个月完成

施工任务。“我们就像外科大夫一样，为公路

‘做手术’，必须做到胆大心细，要敢于创新

施工方法、严格把控细节。”杨毅辉说。

创新不止步，杨毅辉在重大工程项目中

见招拆招，持续突破技术瓶颈。在重庆郭家

沱长江大桥项目施工中，时任项目总工程师

的杨毅辉带领团队创新研发硬质岩层组合

切割开挖技术、钢桁梁加工制造数字化拼装

技术等，实现钢桁梁加工制造精细化控制，

确保钢桁梁顺利架设安装。该项目在大跨

度公轨两用钢桁梁悬索桥技术领域取得重

要突破，获得 12 项发明专利、15 项实用新型

专利。

2020 年，中建六局杨毅辉劳模创新工作

室正式成立。“借助这个平台，我将结合生产

实践带领技术人员开展更多创新创造，用心

传承技术本领。”杨毅辉说。

“师傅经常手把手地教学，不仅教技术，

更教我们思考方法。”中建六局青年员工马

林回忆起参与国外一个交通隧道项目时的

情景：“面对沙漠地区罕见的硅质砂岩，师傅

没有直接给出施工方案，而是带着我们在超

过 40 摄氏度高温的沙漠里边实地勘察，边研

究方案，并引导我们进行思考。经过观察发

现，使用传统炸药难以保证爆破效果，而采

用液体炸药则更加符合工程实际情况。”

采用“现场即课堂”的培养模式，杨

毅辉带领员工在 3 个月内攻克爆破

技术难关，大幅提升了隧道掘进

效率。“传授技术不能停留在

纸面上，必须带着员工到施

工现场去练习，形成‘肌肉

记忆’。只有在实践中

学，在实际操作中练，

他 们 才 能 学 会 真 本

事。”杨毅辉说。

如 今 ，杨 毅 辉

劳 模 创 新 工 作 室

被 命 名 为 中 国 建

筑 劳 模 和 工 匠 人

才创新工作室，成

为 中 国 建 筑 领 域

的“人才孵化器”，

培 养 出 大 批 技 艺

精 湛 、素 质 过 硬 的

技术人才。

杨 毅 辉 始 终 步

履不停，奔走在工程

一线。当被问及何以保持创新热情时，他望

向办公室墙上的工程地图：“每项工程都代

表着新机会和新挑战，我将不断提升自身技

术水平，让越来越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

在位于江西景德镇市的江西昌兴航空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多名技术人员

正在紧张忙碌地工作，他们承担着研发创

新、技术攻关的重要任务。而记者进入厂房

参观时，发现工人很少，大多是一些高大的

机器，如 10 米高的焊接机器人、28 米长的数

控机床等，工作人员操作面板发布指令，指

挥这些“庞然大物”完成一道道工序。

“在这些设备的内部，有一个庞大的数

字化网络。”昌兴航空董事长江滨指着眼前

的自动化机械臂说，2024 年，公司进一步优

化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实现了生产线的智能

化信息管理。

江滨是个勇于创新的人，正是他积极推

动企业转型发展，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才有

了现在的昌兴航空。在十几年的创业历程

中，江滨始终敏锐地捕捉市场趋势，紧跟行

业发展方向。“只有跟上时代步伐、坚持创

新，才能在发展的洪流中激流勇进、站稳脚

跟。”他说，“经营管理企业的过程很快乐。

我一直在不断爬坡、不断前行。”

管理从严

江滨有一个口头禅，“把小事做精，把细

节做亮”。

昌兴航空能够从十余人的团队发展成

为拥有 800 多名员工的规模化企业，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江滨带领企业持之以恒地努力

和坚持不懈地追求。

1981 年，18 岁的江滨投身军营，4 年军

旅生涯磨炼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而在一

家航空装备公司工作的 6 年，江滨从一线工

人一步步成长为车间主任，工作经历加深了

他对航空装备行业的了解。

2010 年，江滨创办江西昌兴航空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企业

成立之初，江滨就着重强调“精益求精”，以

硬质量打造硬实力。“质量管理上不严格，就

会导致实物质量、软件资料等方面出现问

题，并衍生出各种不良后果。”江滨说。

2018 年，由于一项零件合格率始终卡

在 82%，公司面临订单被取消的风险。为交

付符合标准的产品，江滨与团队连续多日吃

住在公司，经过无数次模拟试验，搜集大量

数据参数，才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将合格

率提高到 90%以上。

“我认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品质可靠、有

保证，既能获得客户的信任，也能给企业带

来更好的发展前景。”江滨说。

随着技术能力的提升，昌兴航空的实力

进一步增强。2024 年昌兴航空顺利通过了

GJB9001-C、AS9100D 的 质 量 管 理 体

系审核和航空领域特殊过程评价

中心的特殊过程审核等。昌兴

航空得到越来越多合作伙

伴的认可，承担诸多航

空工装、复合材料零

部件、飞机结构零部件的生产制造任务。

直面挑战

“可供选择的配套企业特别多，客户为

什么选择你？”短暂停顿后，江滨回答道：“在

某个方面，你要有独到之处。”

热隔膜机在机身复合材料生产过程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往一直依赖国外

进口。随着对产业认识的不断深入，江滨意

识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若想掌握主动、

拥有话语权，必须有自己的产品与技术。

“如果公司能够实现技术突破，自主研

发出热隔膜机，便能在竞争中占据领先地

位。”江滨说。

“别人能干，我们就能干。”一个大胆的

想 法 在 江 滨 脑 海 中 越 来 越 坚 定—— 自 研

产品。

研发从零开始，困难重重，但江滨有着

一股子执着劲儿。他带领平均年龄不到 26

岁的研发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全力攻坚

技术。但由于设备庞大、各模块温度不一等

难题，江滨与团队屡屡碰壁。

面对挑战，江滨决定组织技术人员对实

验测定数据进行逆向倒推。“研发没有捷径，

我们分组分模块一项项逐个突破。”他说，仅

是控制温度这一项，就花费了几个月时间。

历时一年多，江滨和团队研发出热隔膜

机装备，确保了复合材料零件高效且精准的

预成型需求，顺利拿下订单。

这些年来，江滨带领企业在科研创新领

域不断突破，不仅研发出热隔膜机、直升机

柔性梁自动化成型工艺装备，还突破了复合

材料成型模具表面涂层工艺、复合材料共固

化成型工艺等多项技术。截至目前，昌兴航

空已研发出 54 项新产品及新技术，获得江

西省优秀新产品等多个奖项。

“如果把企业发展比作人的成长，昌兴

航空正处在青年时期，还在长个子、长知识、

长本领。”江滨说。

着眼未来

对于公司的发展，江滨始终有着坚定的

信心。

“江 西 是 航 空 产 业 发 展

的沃土，景德镇是中

国 直 升 机 工

业的摇篮。扎根这里，公司能得到更好的发

展。”江滨认为，选择肥沃的土壤，才能让企

业枝繁叶茂。发展资金、减免税费、技改补

贴、专项奖励⋯⋯当地政府实打实的资金扶

持，推动了昌兴航空多个技改与研发创新项

目落地。

“新科技、新业态在引领经济转型升级

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机会。企业家只有

带领企业适应转型潮流，与时俱进、顺势而

为，才不会被淘汰。”江滨说，顺势而为不是

走捷径、挣快钱，而是在把握国家政策、行

业 走 向 的 基 础 上 ，追 求 企 业 长 远 可 持 续

发展。

对于近年来十分火热的低空经济，江

滨已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巨大潜力，在

数年前就开始布局。“有了资金

后，我们加大了技术、设备、产

品、网络和人才等方面的投

入，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

基础支撑。”江滨说，在

景德镇高新区举办的

“ 火 炬 科 企 对 接 ”低

空装备制造专场推

进 会 上 ，昌 兴 航 空

与 众 多 科 技 企 业 、

航 空 院 校 交 流 互

动、分享成果。

2 月 17 日，江滨

作为民营企业家代

表之一，前往北京参

加 了 民 营 企 业 座 谈

会。一系列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红利逐步释放，让江

滨 发 展 企 业 的 信 心 更 足 了 。

“聚焦低空制造产业发展，我们将

着力提升研发创新和智能制造能力，加

快突破低空制造业关键技术，提高重点产品

技术供给能力，抢抓新机遇，实现新作为，再

创新业绩。”他振奋地说。

昌兴航空已是江西省航空产业链链主

企业之一。江滨告诉记者，公司已进入转型

发展关键

期 ，正 在 以“ 科 技 创 新 + 生 态 聚 合 ”为 驱

动 ，以“ 航 空 装 备 + 低 空 经 济 ”为 支 柱 业

务，打造国内领先的航空装备及零部件供

应商。

如今，江滨依旧保持着紧张的工作节

奏，且很享受这种状态。他身上有种强烈

的使命感：始终着眼于未来，不仅是企业

的未来，也是行业的未来。这也给企业注

入了“开拓进取”的发展活力。

潮起海天阔，扬帆正当时。勇立潮流和

技术的前沿，这应该是江滨带领昌兴航空共

赴的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近年来，职工群体参与创新创

造的热情愈加高涨，各类创新成果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仍有不

少创新成果被困于企业内部，面临

着数量虽多转化率却不高的尴尬局

面。推动职工创新成果转化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聚焦需求、贴近实际、形式灵活

是职工创新的突出特点。企业员工

在岗位实践中，结合自身经验技能，

通过技术革新、流程优化、工艺改进

等途径，形成大量创新成果。2024

年，在全国总工会发起的“四技五小

两比”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中，各行

各业职工群众共提出优质合理化建

议 823 万件，实现突破性技术革新

60.8 万项、发明创造 32.6 万项。这

些成果覆盖机械制造、电子材料、航

天技术、能源管理、软件应用等多个

领域，或有助于解决生产痛点、提高

生产效率，或能降低生产成本、提升

产品质量，都推动了企业的技术进

步和效益增长，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和推广意义。

不过，职工创新成果在推广应

用中还面临诸多难题。有的成果

基于特定岗位，设计缺乏通用性，

难以应用于其他生产场景；有的成

果依赖个人经验，尚未形成标准化

操作方案，难以在行业内推广；有

的因企业更热衷颠覆性前瞻创新，

对职工查漏补缺式的小微创新重

视 程 度 不 足 ，导 致 推 广 积 极 性 不

高；有的因知识产权归属模糊，影

响了创新成果的授权和交易⋯⋯

种种因素使得大量技术成果处于

闲置状态，甚至止步于车间班组。

这不仅挫伤了职工的创新热情，而

且阻碍了优秀成果在更大范围里

释放价值，既不利于企业创新生态

的构建，也不利于行业的技术进步

和长远发展。

推动职工创新成果走出车间，

一方面，要搭建企业互认、社会公

认、职工信任的成果转化平台，解决

供需对接不畅问题。通过同行业或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建共享平台，汇集企业需求，为创新成果

提供展示交流的舞台，有助于实现供需双方精准匹配。另一

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健全成果转化孵化机制。例如，

选取有技术含量、有市场价值的潜在技术成果，通过与外部孵

化器合作，将其转化为市场化产品，推动创新成果普及应用，

实现规模效益。

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了职工群众的聪明才智，对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只有让

优秀成果走出车间，在更广阔的天地发挥更大作用，才能更好

激励劳动者的创造热情。期待更多职工创新成果“知产”变资

产、“专利”变“红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

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