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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集聚全国各

地的航空人才，苦心研发，助推运

十飞机飞上蓝天。后因种种原因运十项

目被搁置，人才一度凋零，大飞机研制

走过一段弯路。

今 随着我国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

技专项正式立项、中国商飞公司

在上海成立，大飞机之梦再次起航。

2017年，C919在上海成功首飞。2018

年，ARJ21的运营用户已经增至三家，市

场化发展稳步推进；C919飞机开始相关

验证试飞；CR929远程宽体客机首次亮

相国际航展。

本报记者 叶薇

老一辈航空专家无法忘记 !"#$年 "月 %&

日。那一天，我国第一架大型民用客机运十飞机
实现首飞。运十飞机记录了一段永不放弃的历
史，更展现了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这种精神，
在大飞机事业中历久弥新。
原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杨作利是最

早一批到上海来参与运十项目的研制人员。“当
时，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满怀豪情来到上海，
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很兴奋，只要能放下
一张办公桌，我们就能办公，只要能放下一张
床，我们就可以睡觉。我们在职工食堂里办公，
甚至在小飞机的包装箱里设计我们的大飞机。”
没有计算机，他们就拉计算尺；没有绘图

仪，他们就手工画图。数千名职工苦干几千个日
日夜夜，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克服了无数难以
想象的困难，终于将我国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
机运十推到了起飞现场。运十成功首飞之后转
场北京、合肥、哈尔滨、乌鲁木齐、昆明、成都等
城市，并七次进藏。
“运十飞机铸就了中国国产大飞机的奋斗

精神，那就是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
于攻关，敢啃硬骨头。一定要把国产大飞机搞出
来，永不放弃，是我们航空人的决心和信念。”杨
作利感慨说。
首飞五年之后，运十项目因各种原因被搁

置。但运十为研制大飞机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
批研制大飞机的人才，为后继新机型的研制打
下了良好基础。

%$$'年 (月 )(日，新民晚报刊登了上海
再造客机的消息，航空人闻之沸腾。*年后，中
国商用公司在上海成立，+,-./0123 飞机 /$/

架机成功首飞，中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
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民用飞机 4"/"

启动研制。
.$/1 年 * 月 * 日，4"/" 大型客机首飞成

功。1"分钟的飞行表现惊艳了世界，这也标志
着中国进入了少数几个拥有研制大型客机能力
国家的行列。
商飞成立十年来，走出了一条我国商用飞

机产业创新发展之路，开启了我国大飞机事业
新的奋斗征程———

+,-./飞机实现了我国航线上国产喷气式
客机零的突破。目前，中国商飞公司已向成都航
空交付 (架 +,-./飞机，先后开通到长沙、合
肥、上饶、上海等 .$座城市的航线，安全运送旅
客超过 /(万人次。今年底，将向天骄航空交付
首批 +,-./新支线飞机。天骄航空计划在 *年
内组成一支规模在 .*架左右、全部由国产喷气
客机组成的机队。乌鲁木齐航空也与中国商飞
公司签署协议，于 .$/" 年年底前接收五架
+,-./飞机。

4"/"大型客机经过 /$年攻坚克难，完成
立项论证、可行性论证、总体方案定义、初步设
计、详细设计、全面试制，进入试飞取证……实
现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历史性突破。根据计划，中
国商飞公司将在研制批投入 &架试飞飞机，目
前 /$/架、/$.架机以西安阎良、山东东营及江
西南昌等为试飞基地开展试验试飞，/$'架机
已完成发动机点火试验，力争年底首飞。同时，
4"/"还有两架地面试验飞机分别开展静力试
验、疲劳试验等工作。当前累计订单 (/*架。

4,"."远程宽体客机已通过样机向公众展
示了驾驶舱和客舱，目前已转入初步设计阶段。
通过大型客机项目的实施，我国技术创新

取得集群式突破，锻炼了我国商用飞机发展的
核心能力；产业带动效应日渐凸显，形成了我国
商用飞机的产业链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大飞机

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多。“只有创新一条路。我们
就是要走人家没走过的路，想出人家没用过的
办法，满足需求、解决问题。”国家大型飞机重大
专项咨询委员会委员、+,-./飞机原总设计师
吴兴世坚定地说。中国的大飞机之路，新一代航
空人沿着老一辈趟出来的道路，孜孜不倦地向
大飞机这一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发起新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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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上
午在复旦大学调研高校智库建设并
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和考察上
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专家学
者的意见建议。李强指出，当前，全
市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力以赴落实
党中央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
务。智库专家咨政建言是推动科学
决策的重要一环，希望大家准确把
握国际与国内、学术与实践、当前与
长远的关系，更好发挥思想库和智
囊团的作用，为上海服务国家改革
发展大局、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
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
持。
座谈会上，复旦大学负责同志

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及学校智库建设情况作了汇
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
为、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
军、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秘书长
尹晨、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
芮明杰等围绕落实三项新的重大任
务，结合各自研究领域以及近期研
究成果，畅谈思路观点，建言政策举
措。李强认真倾听记录，同大家深入
交流，并通报了有关重点工作的谋
划情况。
李强说，各位专家学者的真知

灼见，为上海更好谋划下一步发展
提供了重要参考。复旦大学作为百
年名校，学科齐全，底蕴深厚，人才
荟萃，新型智库建设富有成效。希望
大家再接再厉，为上海改革发展贡
献更多智慧。
李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明确了上海的发展定位和肩

负的特殊使命，要求我们把上海未
来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
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
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
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四个放在”
是上海一切工作的基点，也应成为
上海智库研究的立足点。希望大家
树立全球视野，聚焦上海“五个中
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在国际和
全国的大格局中加强形势研判、谋
划发展新招，深入研究上海提升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更好服务全国改
革发展大局的方法路径。
李强指出，衡量智库水平，归根

到底要看学术原创能力、看政策研
究水平。要把学术追求与现实关切
紧密结合，依托扎实的学术功力，更
多聚焦当今中国、当下上海改革发

展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深
入调研，拿出实招高招，提出有建设
性、创新性的意见建议。智库不仅要
跟踪热点问题，还要甘坐“冷板凳”、
研究“冷问题”、进行“冷思考”。要一
手抓当前、一手谋长远，积极开展前
瞻性、储备性政策研究，为国家和上
海长远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座谈会前，李强等实地调研了

复旦大学部分智库机构。复旦发展
研究院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成立的
智库之一，主要在区域经济、行业发
展、全球城市、科技创新和网络治理
等重点方向开展战略和对策研究。
讨论室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
究人员正围绕长三角产业集群规划
布局交流想法，李强走到大家中间，
详细了解课题研究进展，勉励大家
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的重大契机，对研究课题进行

再审视、再深化，提出切实可行的对
策建言。在察看该院的上海商业基
础设施数字化决策支持系统和长三
角一体化消费网络数字化决策支持
系统时，李强希望研究人员在基础
数据集成上下更大功夫，以客观、独
立的分析研究提升咨政建言的科学
性、精准性。
随后，市领导来到复旦大学中

国研究院，深入了解该院围绕中国
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开展研
究、咨政、传播和培训情况。李强希
望中国研究院继续聚焦重点研究领
域，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国际交
流合作，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进一
步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力和影
响力。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诸葛宇

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校长许
宁生参加调研。

“四个放在”是上海一切工作基点
李强在复旦大学调研高校智库建设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

! ! ! !本报讯 （记者 杨玉
红）上海因水而生，依水而
兴。如今，四万余条河道也
成为市民生活和城市肌理
的重要组成。上海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与上海市水
务局联合编制了《上海市
河道规划设计导则》（以下
简称“《导则》”），昨日起广
泛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
为期十天。这也是全国第
一份聚焦河道的规划指
南，进一步提升上海作为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滨水
空间品质。
什么才是理想中的河

道？打造理想河道要从何
处着手？《导则》明确了“生
态之河、安全之河、都市之
河、人文之河、创新之河”
五大目标理念，提出了锚
固基底、生态保育、水质提
升、海绵城市、完善网络、
通航安全、河道断面、护岸
设计、开放可达、复合多
元、品质魅力、延续风貌、
丰富设施、精彩活动、机制
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
/1项规划导引及 (*条设
计策略。
《导则》秉承上海市中

小河道“生态为先、安全
为重、人民为本、文化为

魂”的规划建设基本思路，强调“水
陆统筹、水岸联动、水绿交融、水田
交错”，全面提升上海市河道及陆域
规划建设品质。
保护历史文脉，河道和建筑、街

道一样是重要载体。凸显“江南水
乡，枕水而居”的风貌特色，《导则》
提出要延续和彰显乡村聚落与水系
相互依托的特色肌理；保护和延续
街巷、建筑与水系形成的空间格局
关系。
如果是历史风貌型河道，鼓励

还原和展示水岸生活场景和生活方
式，比如茶馆、食肆、商铺等，以及塑
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
《导则》还将为各级河长、湖长

及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维相关
管理者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撑，为设
计师提供设计指引，为市民提供更
多水清岸绿、活力四射的河道滨水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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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飞机梦在上海启航画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