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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辑中国航空工业老照片，是我提出来的，没想到几位同志抓住这个创意，纵深挖掘史料，很快
就搞了出来。
提出这个创意的氛围，是眼下我们正在被中国的航空热所深深感染，这个热度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
有的。
从报刊、电视到网上再到街谈巷议，人们在兴奋地谈论着中国军用飞机的崛起，也在憧憬着中国民用
飞机的突破，这个热潮以致从国内波及到国外，并为世界所瞩目。
产生这个创意的来由，是今年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60年，航空工业的同志们计划着搞一些纪念性
活动。
据我所知，中央当年为创建一个行业做出专门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这在我国众多的工业门类中包
括军事工业中是不多见的。
还有一段故事引发了我的创意。
1993年江泽民同志访美时第一站到了波音公司，发表了一个很有影响的，以着眼中美长期友谊来加强
两国航空合作为主旨的演讲。
一周后我国著名航空史专家姜长英教授给江泽民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20t世纪初波音先生做木材生意，看到莱特兄弟的飞机后，与一个海军军官朋友准备合伙干飞机，很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军军官去打仗，推荐了学航空的中国人王助，这个王助作为波音公司第一任
总工程师，与波音先生共同组织干出了第一批50架C型水上飞机卖给美国海军。
后来王助回国后一直在搞航空工业。
从王助到中国在南苑设厂再到马尾飞机厂，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航空救国”的追求与探索。
没有强大的航空工业，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就始终是个虚幻的梦想。
没有一代又一代航空人的泣诉与拼搏，绝不会有一个强大的航空工业。
这是一段极其令人纠结，又非常让人感奋，最终是难以忘怀、高悬蓝天的历史，也将是共和国走向世
界强国的一个缩影。
我看了他们的样稿，可能有些历史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但这没关系，他们已在着手，编著中国百年
航空史话，将会把充满坎坷而奋然崛起又更加完整充实的航空史呈现给大家。
　　林左鸣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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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张照片、一段往事，《中国航空工业老照片4》正在为大家留下中国航空工业史上许多珍贵的
历史片段和 60年来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足迹。
回望这些弥足珍贵的航空记忆，也就有 了特殊的意义！
《中国航空工业老照片4》主要记录了中国航空工业创建初期的历史 故事，可供航空工业从业者和航
空爱好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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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从沈阳到北京——新中国航空工业局办公地点的变迁他们功不可没——记东北军工部第21厂建厂初期
的领导干部闪耀当年的“群星”——记中航工业沈飞的创建者们“上海解放号”参加开国大典难忘
的1949年抢修油屯保卫上海中航工业哈飞早年的基本建设建厂初期的“四大建筑”新中国培养的第一
代航空科技人才九趟楼的变迁东安厂名的由来新中国第一架飞机成功首飞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的试
车一场虚惊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北京航校国防计量的起源苏联专家给我们上课建厂初期的艰难岁月表彰
先进树立榜样——金城机械厂召开首次团代会、先进代表大会莫文样带队赴苏联学习考察我国建成第
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歼5飞机试制成功国营西安机械厂诞生的第一个航空产品《国际航空》的创刊
“黄田坝”地名的由来工厂发展的黄金时期充分发扬民主的党代会《航空材料》诞生记陈云、李先念
视察国营黎明机械厂难忘的教诲毛主席和吕慧敏亲切握手我国第一个航空电气工厂航空电气产品从这
里源源走出抗洪生产两不误朗朗书声遍东安艰难的起步考察全苏航空材料研究院朱德、李先念视察国
营西安机械厂开展群众性的“双革”活动一场运动式的革新活动荒滩上厂房林立机器转试制811喷气式
航空发动机“黑龙江一号”大型客车的诞生彭德怀视察国营洪都机械厂“高热度”中的冷思考用相机
记录历史的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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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0年夏天，这些青年人作为党中央从高校直接调选的优秀学生，参加了北京市团委在秦皇岛举
办的夏令营。
夏令营为期两周，同学们大都是第一次参加，虽住在简陋的仓库里，但都很快乐地在海边尽情玩耍。
华北大学工学院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
几经搬迁后，于1949年5月搬到北京东皇城根中法大学旧址办学。
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华北大学工学院预备班的同学全部参加了天安门的庆典活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加紧国防工业建设，重工业部着手建设航空工业。
建设航空工业，就要有自己的技术人才。
1950年7月，华北大学工学院成立了航空系（后来转入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始培
养航空科技人才。
当时，老师常对我们说：“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妄想破坏我们新中国，同学们要建设新中国，保卫
新中国！
”同学们把老师的教导化为刻苦学习的动力，学习热情十分高涨，都想早点学成报效祖国。
那时，大部分同学连飞机什么样都没见过，学校特意从南苑机场找了一架国民党遗留的旧飞机当教具
，同学们用绳子拉着飞机走了二三十千米回到学校，对照实物学习航空知识，认识飞机是由哪几部分
组成的，哪儿是发动机、起落架、机翼⋯⋯1951年8月，国家选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航空专业，我和班
上另外15名同学被选派到莫斯科学习。
临走前，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设宴欢送我们。
席间，他谆谆教诲，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将来做红色工程师。
同学们高兴地与总理干杯。
到了莫斯科，已在苏联学习航空专业的叶挺的两个儿子叶正大、叶正明迎接同学们的到来。
我在莫斯科航空工程学院学习了6年，系统学习了航空知识，于195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回国在航空工
业工作至离休。
记者拍摄的这张照片后来发表在《人民画报》上，并在国外展览。
1952年，我在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里见到这张照片，要了下来并一直珍藏至今。
口述：王金友撰文：郎小兵照片提供：王金友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提起“九趟楼”，可以说是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知名度绝不亚于位于市中心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和东大直街的秋林百货公司。
作为一处建筑群，九趟楼承载了太多东安人的记忆，解决了太多东安人的困难，它伴随着一代又一代
东安人的成长，见证了中航工业东安为共和国做出的一个又一个不朽贡献⋯⋯建厂之初，这里是一片
废墟。
九趟楼作为日伪时期8372部队的军官宿舍，也遭到严重毁坏，9趟2层的小洋楼仅剩了9趟空壳子，房盖
、门窗都没有了。
建厂领导组成员进点后，立即着手组织力量，抢修宿舍和厂房，准备迎接各路建厂大军的到来。
他们首先日夜兼程地抢修九趟楼，前3栋楼很快便被修复，装上了房盖、门窗，通了电，没有房盖和
门窗的第二栋楼，临时用草帘子来遮挡风雨。
一层楼的房间一部分用来办公，另一部分便成了先遣人员的宿合。
办公室外面的墙壁上挂出了“东北修建委员会”的大木牌子，提醒着人们，这里就是建厂指挥中心。
第一批建设者们就在这里安下家，开始了工厂的设计和筹划。
1948年入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的19名战士来此报到，住进了刚修好的二层楼，因房顶多处漏
风，室温很低，睡觉时冻得瑟瑟发抖，一位17岁的小战士冻得直哭。
早上洗漱时，发现脸盘里的水已结上了冰。
协理员立即派人坐马车到市区买来棉布和棉花，做了一批又厚又大的棉被，发给每个战士。
虽然很难彻底解决低温挨冻，但大家对这份关怀非常感动，纷纷表示再大的困难也能挺过去。
1949年，九趟楼的后6栋也修复了，用作职工家属宿合和技术人员的单身宿舍。
由于当时这儿的水很混浊，需要用盆沉淀后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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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饮用水一律由工厂派专人负责运送，直到1950年后安装了自来水，住在
这里的职工和家属们才用上了洁净的自来水。
随着工厂的发展壮大，新厂房和新宿合一批一批地盖了起来，但九趟楼却一直在沿用着，始终保持着
前3栋办公、后6栋是家属宿舍的格局。
后来，6栋家属宿舍的周围修建了围墙，被职工家属们称为“宏伟大墙”。
这6栋家属楼，在当时很受职工和家属们的欢迎。
在九趟楼办公区办过公的部门先后有：人事科（处）、劳资科（处）、行政总务科（铅印、木工房）
、资料科（技术资料库、晒图室）、保卫处、人事档案室、器材科、审干办公室，人武部、人防办，
等等。
2003年，九趟楼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全部拆除。
撰文：张立红赵毓新照片提供：中航工业东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
空学校（习称东北老航校）成立于1946年3月。
同年11月，因多次遭遇国民党军队袭击，东北老航校迁往黑龙江省边境的东安市（现密山市），在那
里维修了被破坏的机场，修建了东安修理厂、机械厂和材料厂。
当时东安市后方军事单位有上千名日籍留用工程技术人员，3个工厂以这些人员为骨干，修理从各地
收集到的飞机、发动机，生产制造各种零部件。
由于航校使用的日式飞机大多已陈旧老化，我国一时尚无研制新飞机的能力，又没有国外飞机和航空
器材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初，东北老航校在校领导常乾坤、王弼带领下组织了技术攻关组
，在哈尔滨开始了“八一”式101号滑翔机的设计工作，并由东安修理厂试制加工。
经过艰苦努力，7月27日滑翔机试飞成功。
由于原材料短缺，当时只生产出4架，被冠名为“东安修理厂制造”，用于航校学员的飞行训练。
8月5日，东北军区罗荣桓、李富舂等领导同志亲临哈尔滨马家沟机场观看滑翔机飞行表演，并批准航
校成批制造滑翔机，同时培养滑翔机学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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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没有强大的航空工业，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就始终是个虚幻的梦想。
没有一代又一代航空人的泣诉与拼搏，绝不会有一个强大的航空工业。
这是一段极其令人纠结，又非常让人感奋，最终是难以忘怀、高悬蓝天的历史，也将是共和国走向世
界强国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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