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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基因弘扬传统 为党育英才

“你们是国家栋梁、英雄功臣。在你们努力下，大飞机
项目取得了可喜成就。”2022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
会见C919大型客机项目团队代表，充分肯定大飞机研制
任务取得的阶段性成就。在接受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并合
影的人员当中，包括南航77级校友、C919总设计师吴光
辉在内，南航校友就有10余位。

其实，像吴光辉这样的“南航造”总师还有很多。
直-10、直-19武装直升机总设计师吴希明，AG600

水陆两栖飞机总设计师黄领才，北斗三号卫星系统总设计
师陈忠贵，嫦娥四号探测器、问天一号火星探测器总设计
师孙泽洲……在给母校的寄语中，他们不约而同表示，从
入学那刻起，南航的红色基因就融入他们的血液，化为他
们追逐蓝天、探索深空的志趣和梦想，成为他们深耕祖国
航空航天事业永不停歇的无限动力。

南航拥有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应国家对航空人
才的迫切需求，1952年10月，南航应运而生。

首任校长邓永清带领师生们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没
有床，学生们就睡木板；没有教室，就在铁皮棚子里上课。

“英姿飒爽入南航，拿起笔杆放刀枪。机棚为房板当床，铁
皮棚子当课堂。”他们笑对艰难困苦，以高涨的学习热情投
身振兴祖国航空工业浪潮。在1952年的首届开学典礼
上，第一批南航学子喊出了“过去为祖国战斗，今天为祖国
学习”的激昂口号。这，也是南航办校的初衷。

1955年，国家决定开始制造第一架现代化喷气式飞
机及其发动机时，南航输送了第一批航空工业技术人才，
为我国航空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迄今，南航累计培养了18万余名各类高级专门人才，
校友中涌现了24位两院院士，40余名省部级干部、军队
将领，以及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专家。

“我想在型号一线成长成才，想与祖国的大飞机事业
共攀苍穹，想和师兄师姐们一起，感受坚守伟业的力量和
情怀！”航空学院硕士毕业生姚佳庆，毫不犹豫将祖国大飞
机事业作为第一选择，签约了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南航每年均有50%左右毕业生主动奔赴重点行业、
领域的单位院所，投身航空航天报国的伟大事业。

南航为什么能培养出这么多具有“红色基因、蓝色梦
想”使命担当的创新型人才？

南航有“在传承中创新”的人才培养目标。2018年，
学校党委以“新时代‘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为
主题，在全校范围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明
确新时代南航的人才培养目标。回顾南航办学历程，从技
术人才到综合性高级人才，从“高素质公民和未来开拓者”
到现在的“社会栋梁和工程英才”，人才培养层次不断提
升，但培养卓越工程人才的特色贯穿办学始终。中国工程
院院士、南航校长单忠德带头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率
先开设“强国逐梦·大师引领”系列专业前沿课程，带动校
内外20余位院士、100余名高层次人才走上讲台、传道授
业，实现了全部工科学院课程全覆盖、高层次人才为本科
生授课全覆盖。

南航有“以价值塑造为引领”的思政育人体系。充分
发挥徐川教授领衔的“川流不息”思政团队示范效应，打造
系列优质“金课”思政课程体系；在全国率先推出校友总
师、院士、重大科研团队

系列思政公开课，邀请30余位杰出校友，讲授南航人的家
国情怀和报国故事；连续13年推选“感动南航”年度人物，
鼓励师生向“人民科学家”、学校航天学院院长叶培建院
士，“八一勋章”获得者、“英雄试飞员”李中华校友等学习；
原创校园精品话剧《中国直升机泰斗王适存》，全国巡演
30多场次，用典型人物先进事迹激励青年学生。

南航有一支甘于奉献、德才双馨的干部教师队伍。
如：曾目睹国家风雨飘摇而许下航空报国誓言、毅然选择
从美国学成归国的范绪箕等早期南航建设者，在物资匮乏
年代百折不挠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的“八大博导”等学科
奠基人，不论严寒酷暑始终坚守疫情防控阵地、守护广大
师生安全的干部教师……在他们的身躯中，蕴藏着一股值
得南航人守望与传承的精神力量。这些言传身教让学生
在成长成才中切实感受到什么是“团结、俭朴、唯实、创新”
的校风，什么是“智周万物、道济天下”的校训。

梧桐繁茂，桂香满园。70年办学中，南航涌现了大批
国之栋梁，他们或扎根南航，矢志奋斗；或坚守科学精神，立
志科技创新；或深耕教学一线，教书育人，润物无声；或志存
高远，脚踏实地，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光彩。

坚守初心践行使命 为国铸重器

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
上，南航自主研制的三架中程高速无人系统惊艳亮相，接
受党和人民的检阅。阅兵观礼台上，四位南航人现场见证
了载入南航史册的一刻。在各型直升机组成的陆航突击
梯队中，直-20、直-19、直-10、直-8的总设计师也都为

“南航人”，引发南航师生无限自豪：“阅兵式上只要是天上
飞的，都和南航有关系！”

南航为国家研制了数个第一：第一架自主研制的具
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直升机——延安二号，第一架无人驾
驶核试验取样机——CK-1A核试验取样机，第一架无人
驾驶大型靶机——CK-1中高空靶机，第一架无人驾驶
直升机——翔鸟无人直升机，第一架微型飞行器——翠
鸟微型飞行器，第一颗用于目标特性测试的微小卫星——
天巡一号。

可以说，南航发展史就是一部科研工作者的艰苦奋斗
史。这些重大科技成果背后，蕴含着几代南航人的青春、
心血和汗水，是他们托起了国之重器的强国梦。

南航力学学科创始人张阿舟先生，一生坚持“科学救
国、航空报国”理想，努力攀登科学高峰，试制了新中国
第一架自制飞机，荣获“特等功臣”嘉奖，是振动学领
域的泰斗。他还培养出包括赵淳生、胡海岩、向锦
武三位院士在内的大批优秀人才。2020年，张
阿舟诞辰百年之时，包括12位院士在内的150
余名力学领域专家齐聚南航，追忆这位“航空先
驱”。

在南航的航空航天馆内，陈列着一架红黄
白相间的直升机——“延安二号”，它“身材娇
小”，但意义深重。它由南航教授、“中国直升
机泰斗”王适存倡导设计，1975年试飞成功，是
中国第一架自主研制的直升机。抗日战争时
期，少年王适存就立下志向：“造出咱自己的飞
机！”随后，一头扎进直升机专业的学习教学和科

研工作，一干就是50余年，他的人生轨迹，串联起了中国
直升机事业的发展历程。

一把计算尺、一台手摇计算机、一片戈壁滩，完成原子
弹和氢弹的数据分析工作，这是南航陈达院士，将一生献
给祖国核事业的核科学家，他被称为“采摘第一朵‘蘑菇
云’的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陈达穿上厚重
的防化服，不顾安危直向爆心取样。他在南航创办了核科
学工程系，上课不坐板凳，使用粉笔满黑板地写板书、做推
导，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核专业人才。

去年两会期间，84岁高龄仍“坚持科研健身”的院士赵
淳生引发全网热议。当年，他在美国访学结束后，带着“搞
中国人自己超声电机”的目标决然回到南航，开始超声电机
研制。因积劳成疾、三次患癌，如今他依然坚持不懈追求着
超声电机的“中国梦”。“我今天的一切，凝聚着党的恩情！”
这是赵淳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因为党的帮助，这个放牛娃
才能顺利完成学业，才能引领中国超声电机的发展。

1982年出生的潘时龙教授，是南航青年科学家代
表。他坚信“事在人为”“办法总比困难多”，从无到有，用
不到3年时间，建成微波光子学科研平台，提出全新的光
矢量分析技术，成功研制出高性能仪器。

在南航，还有很多勇担国家重大工程任务的创新团
队。其中有两支被称作造“星星”的南航人，他们将微小卫
星成功送入太空，研制火星探测器应急信标装置助力“天
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他们连续作战，夜以继日
做实验，将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印在浩瀚星空中。

南航人始终将国防建设使命担在肩上，不断开拓前
行。在国防科技领域，南航深度参与了我国几乎所有航空
重要型号的预研、技术攻关、试验研究和载人航天、嫦娥探
月、祝融探火、北斗导航等重大航天工程，解决了多项重大
关键技术难题。学校荣获“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突出贡
献单位”和“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突出贡献者”。

“以赵淳生院士、朱荻院士、宣益民院士、郭万林院士
等为代表的南航人，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勇担职责
使命、勇攀科技高峰，他们甘为人梯、奖掖后进，在为实现
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贡献南航力量”，校长单忠德
道出了南航成就国之重器、成为国家重大科技突破生力军
的重要原因。

强化特色永葆信心 逐梦创一流

2022年2月14日，是让全体南航人沸腾的日子。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正式公布，南航新增2个

“双一流”建设学科。增加数位列全国第三、工信部高校第
一、江苏高校第一，这是
南航70年办学史上具
有新的里程碑意义的重
大跨越。

在南航党委看来，
这份厚重的发展成果
既是成绩单，也是任务
书，更是动员令。南航
人将在崭新的办学起
点上踏浪当歌，朝着建
设航空航天民航特色

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
奋力前行。

对于“建设什么样的
学校”，南航始终围绕“一流”

“特色”做文章。早在1963年，吴
继周院长就在南航第六次党代会上提出了
建设“第一流的高等学校”宏伟目标。改革开

放以后，学校历次党代会都进一步阐明办学理想与追求，
逐步深化对一流大学的认识，包括“第一流科技大学”“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有国防科技特色的研究
型大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17年，学
校召开第十六次党代会，明确“一个中心、五路并举”的战
略布局和“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吹响了建设航空航天民航
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奋斗号角。

在不断更迭的发展目标引领下，南航已成为国内“三
航”领域教育科研重地。近十年来，南航培育了一批优秀
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7项。产生“互联网+”
大赛国赛金奖23项，“挑战杯”科技作品竞赛获特等奖12
项、创业竞赛获金奖16项，书写了大学生创新人才培育的

“南航现象”。坚持面向国家战略和行业需求，一大批成果
在歼20、C919、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工程中得到应用，
十年来获科技成果奖376项，其中国家科技奖14项、部省
级科技奖344项，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老一辈南航人高瞻远瞩，将争创一流的宏伟理想书
写在南航办学治校的历史蓝图上，争创一流的观念意识已
经刻印在代代南航人教书育人的点滴实践中。争创一流
的理想追求不能丢，这是南航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更是
我们的时代使命！”党委书记郑永安掷地有声的话语，表明
了南航争创一流的信心和决心。

2019年9月，南航师生们新增了一个信箱地址——
“滨河东路29号”，这是南航继明故宫校区、将军路校区后
开拓的又一个新的办学空间——“天目湖校区”。在一流
目标的牵引下，南航坚持“走出南航的围墙思考发展，跨出
南京城谋求未来”的发展思路，充分利用溧阳地方政府资
源，新建“三十年不落后”的现代化园林式校园，打造校地
共融、因地制宜的高教人才培养新高地，为学校“双一流”
建设、扎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

2021年6月，南航与南京市启动共建南航国际创新
港，服务“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和南京市建设引领性国家
创新型城市。目前，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南航正在构建
以南航国际创新港为核心、以校地研究院为牵引、以校企
联合实验室/创新中心为支撑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军民融
合新生态。

“一流大学，更要有一流的特色文化”，这是南航人的
共识。2020年，南航获评“全国文明校园”。

南航历来注重以文化人、环境育人，重点打造以校
风石、校训石等为特征的南航精神文化，以“御风园”航
空航天教育教学实践基地、南京航空航天馆、校史馆等
为主体的“三航”场馆文化，以飞行器实物、模型等为代
表的中国航天文化，以陈达院士雕像、陶宝祺院士雕像
等为代表的科学大师雕像文化，以院士林、校友林为特
色的名人园林文化，让航空报国传统和南航精神标识随
处可见、触手可及。南航“00后”本科生刘上，疫情防控
期间上网课之余，自制了一枚固体火箭，成功发射并回
收，从自主设计到流体仿真、制造、测试、控制全部由他
自己完成，被称为“火箭少年”。他说，受学校氛围感染，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祖国航天强国事业的一员，为国防科
技现代化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

此外，南航还积极营造“让干事者有舞台、成事者有掌
声”的氛围。近年来，大力开展“‘师者·传承’教师节表彰”

“良师益友——我最喜爱的导师”“榜样学生表彰大会”等
活动，厚植“航空报国”红色基因和“志在长空”的
蓝色梦想，激发南航师生争创一流的强大精神动
力。

“耕宇牧星兮征远方，征远方兮费思量，征远
方，费思量，道济天下兮路漫长”。南航人将秉承

“航空报国、道济天下”的爱国精神，“唯实创新、智
周万物”的科学精神，“团结俭朴、矢志一流”的创
业精神，矢志奋斗，勇攀高峰，向着云海深空不断
进发，在更多“国之英才”“国之大事”“国之重器”
上贡献南航力量！

侯美丽 王伟

航空报国七十载 耕宇牧星再进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70年办学实践与探索

七十年前，迎着新中国成立的曦光，南航学校初立。如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名城故土，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阔步前行。在浩瀚的
历史长河中，七十年只是短短一瞬，但对于南航和南航人来说，七十年，是永远值得铭记的奋进岁月。

从1952年建校到1978年成为全国重点高校，南航用了26年时间；从全国重点高校到2012年办成研究型大学，南航用了34年时间；从研究
型大学到2022年建成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南航仅用了10年时间……南航人同心奋斗70年，走出了一条具有“航空、航天、民航”特色的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之路。

今年秋天，对南航而言，意义非凡。校园里，林木葱郁，芬芳馥郁，师生往来，格外喜庆热闹。喜迎建校70周年校庆、筹备召开学校第十七次党代
会……大事一件接着一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郑永安将即将到来的70周年校庆和校第十七次党代会两件事生动地概括为“继往开来”。“‘继往’就是全面回顾南
航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双一流’重大战略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成果，深入总结学校四次跨越式发展的宝贵经验；‘开来’就是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科学谋划未来南航发展的思路、举措，团结激励全体南航人接续奋斗，大踏步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进发。”

七秩南航，继往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