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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作华 王水涛

在担任空军机械师时，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能在飞机

检修中明察秋毫，多次排除极其细微的安全隐患。

在部队担任宣传处长、文艺创作员期间，他的新闻作品、文艺

作品多次荣获军内外大奖，部分作品入选《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

退休之后，他投身中国空军军史研究，先后协助相关单位建起

了5个军事航空纪念馆。

他就是从我市走出去的军旅作家、中国空军史研究专家王有

生。近日，本报《天南地北焦作人》栏目组记者前往西安，探访这

位多才老乡的多彩人生路。

空军机械师、部队理论教育工作
者、新闻工作者、军旅作家、书法篆
刻家、中国空军史研究者……王有生
的人生经历丰富而多彩。

王有生虽已年近七旬，但依然身
材挺拔、行走矫健、精神饱满，一举
一动都保留着军人的风姿。虽然王有
生籍贯修武县五里源乡五里源村，但
电影 《1942》 所记述的那场大灾荒，
决定了他的出生地。当年，他的父母
也加入到逃荒的人群中。1945年，他
出生在山西省新绛县，直到 12 岁时，
他才随父母回到修武县老家。

回到家乡的王有生得以专心读
书。1965年，他在高考之后收到了空
军第十航空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在该
校飞机机械大专班学习3 年后，他被
分配到东北某空军机场担任机械员，
次年任机械师。1969年，因军事形势
需要，他随部队调往新疆。

王有生从事的工作，是对飞机进
行定期机械检修。机械检修下设3 个
小组，即发动机组、起落架组、机身
组，每个小组都有机械员、小组长。
拆解、检修、组装，身为机械师的王
有生要对整个过程负总责。

1973 年夏，一架米格-15 战斗机
需要进行定检。把发动机的9 个燃烧
室拆解后，机械员并没有发现问题，
发动机组组长也没有发现问题，机械
分队队长仍没有发现问题。王有生在
最后检查时，却发现一个燃烧室壁存
在一条细微的裂纹。师机务处主任被
请到现场，还是没有看出来。王有生
让他换个角度看，他终于看到了一条
32 毫米长的裂纹。这位主任抬起头
说：“你是‘火眼金睛’啊！”为此，
王有生荣立三等功。

“虽然只是一条细微的裂纹，它
的危害却是巨大的。一旦燃烧室的火
焰外漏，就会造成机毁人亡的重大事
故。前不久就有一架飞机因此发生了
空难。”王有生说。

细致，源于责任。“我的责任就是
不让飞机带有一丁点儿问题升空！”王
有生说。一次，王有生定期检修一架
比斯战机，发现座舱冷热开关位置竟
然装反了。他顺着线路检查，发现该
机是在出厂时就把开关装错了位置。

还有一次，一架歼 6 超音速飞机
进场维护。按规定，飞机飞行50小时
就要更换操作系统液压油。可这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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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腹空军史料，一腔军旅情怀，
他在退休后没多久就开始了新一轮的
忙碌。

2004年，中国航空博物馆开始建
设，王有生应邀承担了历史资料的整
理工作。2009年的一天，空军政治部

倾情空史献余热倾情空史献余热

情 系 蓝 天 写 华 章
——记军旅作家、中国空军史研究专家王有生

在部队里，王有生不仅是技术骨
干，还是个“笔杆子”。早在高中时，
他的作文就屡受老师好评。在航校学
习期间，他写的诗歌在文艺会演中被
大家朗诵。当机械师期间，他的多篇
杂文发表在《空军报》《新疆日报》等
报刊。

王有生在写作方面的才能，引起
了空军报编辑部和师领导的注意。
1973年年底，他成为师政治部的一名
宣传干事。从此，他开始以饱含激情
的笔墨讴歌戍边将士、蓝天飞鹰。他
的大量文章刊登在《空军报》《解放军
报》，并被《解放军报》评为优秀通讯
员。他先后担任师政治部秘书科科
长、宣传科科长。

1982年，王有生调任空军乌鲁木
齐指挥所理论辅导室主任，负责为团
以上干部理论培训班授课。他专门编
写了适合部队干部学习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教材，将理论教育搞得有声有色。

1985年后，在担任空军乌鲁木齐
指挥所宣传处处长期间，他还兼任了
新疆文联文艺图书编辑室顾问、特约
编辑，参与组编了 《新疆年鉴》 和

《西北英雄谱》 丛书；兼任了新疆日
报、新疆电台、新疆电视台驻空军乌
鲁木齐指挥所记者站站长等职务，促
使部队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台阶。

天山南北，西域长空，王有生激
情飞扬写华章。他采写的《百岁维吾
尔老人乘飞机遨游蓝天》的新闻稿被

新华社采用，《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
予以刊登；由他作词的 《天山雄鹰》
歌曲获空军文艺会演优秀节目奖，被
编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歌曲集

《九天歌集》 ……1988 年，他获得空
军新闻二等奖，被兰州军区空军评为
政治教育先进个人，再次荣立三等
功，并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

1989年，王有生调入兰州军区空
军政治部，任文艺创作员。很快，《中
国首次空爆原子弹始末》《穿越蘑菇
云》等系列报告文学相继发表。他的
报告文学《飞越明铁盖》，入选《新中
国军事文艺大系》。

长期在新疆工作，王有生关注并
收集了我党在新疆秘密培养红军航空
干部、发展红色航空队伍的珍贵史
料，并出版了《红色天梦》一书。该
书获得了第四届空军“蓝天文艺创作
奖”佳作奖。1999年，因创作成果丰
硕，王有生第三次荣立三等功。

2001年，王有生退休。此时，他
又重新拾起了之前的爱好——篆刻。
几年后，他创立了“画印组图”这种
新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融绘画、书
法、篆刻和石窟艺术为一炉，把珍禽
异兽、四灵生肖与大篆、小篆、缪
篆、鸟虫篆福寿字融合于方寸之间，
进而依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图形
和深奥理念，构架成妙趣横生、颇耐
人寻味的组图。这种艺术形式一经面
世，就受到了艺术界的一致好评。

天山放歌飞九天天山放歌飞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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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邀请王有生进京。原来，“空军新
疆航空队纪念馆”即将在乌鲁木齐建
立。而该馆建设面临着如何充实展览内
容的难题。于是，他们想到了《红色天
梦》的作者王有生。

为了让展览内容更加具体、生动、
鲜活，王有生奔赴北京、武汉、西安等
地寻访老红军飞行员，务求取得最准确
的第一手资料。有些被寻访者因年迈，
头脑时常不太清楚，王有生就多次登门
或到医院病床前，直到寻访对象脑子清
醒时说出真实情况。经过两个多月的史
料收集和整理，王有生拿出了大量珍贵
的历史图文资料，并完成了纪念馆概略
介绍、解说词、展览脚本等文字起草工
作。随后，他又到新疆参与纪念馆选址
考察。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建设，空军新
疆航空队纪念馆于 2011 年正式建成开
馆，成为一处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完成这项工作，让王有生获得了另
一项收获——由他所著的首部系统反映
新疆红军航空队传奇历程的 《红色飞
鹰》一书于2013年出版。这部35万字

的纪实文学，填补了人民空军前期史的
空白，并被下发到西北五省区空军部
队，成为官兵读书教育活动的读物。

近年来，王有生还受邀担任了空军
乌鲁木齐基地军史馆、杭州醒村航空爱
国馆的特邀专家，为我国航空展馆的筹
建提供了大量历史素材。

“目前，兰州军区空军军史馆正在
筹建中，我又被聘为顾问。在梳理兰州
空军发展的红色脉络中，我总结了兰空
的7个第一……”

情铸军魂，心系蓝天，王有生在为
红色飞鹰勒石树碑的路上依然脚步匆
忙。

王有生，1945 年出生，修武县人，著名军旅作
家、中国空军军史研究专家，曾任飞机机械师、空军
乌鲁木齐指挥所理论辅导室主任、宣传处处长、兰州
军区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员，三次荣立三等功，现为
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员、艺术委员会委员，独创了别
具一格的画印组图艺术形式。图为王有生在西安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陈作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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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昂贵，且当时对飞行50个小时
要不要换油有争议。一位机务中队副
队长决定不换，可王有生还是按规程
进行了更换。没想到，这架飞机一上
天就出现操作失控，落地后倒查原
因，排除了操作系统液压油不干净的
因素，同时也使相关人员避免了责任

追究。
王有生在担任机械师的 5 年中，

经过他负责定检的飞机达上百架次，
从没有一架飞机因为检修不到位而影
响飞行或返场。他带领的机务检修组
每年都受到集体嘉奖，他个人也年年
受表彰。

金秋十月，万物丰华。在举
国欢度中秋国庆佳节之后，10月9
日，我们迎来了第45届世界邮政
日。在此，我谨代表焦作邮政全
体员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邮政事业发展的各级党委政府、
社会各界以及广大邮政客户表示
衷心的感谢！向辛勤工作在一线
的全市邮政干部职工、离退休老
同志，致以节日的问候！

世界邮政日是全球邮政人的
节日，也是全球邮政用户的节
日。“情系万家，信达天下”是今
年世界邮政日的主题，这一主题
形象地展示了邮政不仅是人们沟
通情感的桥梁，更是国家重要的
社会公用事业，在促进国民经济
发展、满足社会需要、改善百姓
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独立运营16年来，焦作邮政
在市委、市政府和省邮政公司的
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人民邮
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以通
政、通民、通商为目标，积极融
入焦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始终
做到根植于焦作、服务于焦作、
发展于焦作、兴盛于焦作。进入

“十二五”以来，坚持把打造邮政
综合服务平台作为一项长期的重
要战略工程，在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中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截
至2013年年底，全市邮政系统实
现总收入 4.72 亿元，是邮电分营
之初的9.3倍。焦作邮政先后获得
了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河南省五
一劳动奖状、省级文明单位、河
南省管理创新最佳单位、河南省
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等20多项
称号。

打造惠民服务平台
创新邮政服务模式

服务三农是党中央、国务院

赋予邮政部门的神圣使命。焦作
邮政积极响应党中央、省委和市
委、市政府的号召，按照省邮政
公司的统一部署，利用覆盖城乡
的网络优势和百年邮政的品牌信
誉，创新服务三农模式，通过创
建邮政示范方积极参与河南粮食
生产核心区建设和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建设工程。仅2014年，
焦作邮政就在全市创建玉米、小
麦邮政示范方22万余亩。市邮政
局组建了百全农民种植专业合作
社，对加入合作社的示范农户提
供农资款补贴和信息服务、农技
服务、商品配送服务，以务实的
举措履行为民、利民、惠民的央
企责任。2014 年，全市邮政小麦
示范方喜获丰收，平均亩产达
587.28 公斤，较非示范方亩均增
产33.78公斤，硝基肥示范方平均
亩产达 630.96 公斤，较非示范方
亩均增产49.06公斤，邮政夏季示
范方总体增产 468.12 万公斤，帮
助农民增收1123.52万元。

在积极推进粮食作物种植示
范方建设的同时，市邮政局还大
力推进特色农业种植示范基地建
设工作，在温县、武陟县分别建
立了铁棍山药和有机大米种植示
范基地。2013 年，市邮政铁棍山
药示范方平均亩产在1000公斤以
上，市邮政局将山药示范方所产
山药全部以高于市场的协议价格
回购，通过邮政网络配送到全国
各地，帮助农户直接增收300余万
元，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
用，赢得了政府的肯定和农民的
赞誉，邮政的品牌和形象大大提
升。

打造基础网络平台
提升邮政服务能力

邮政基础设施建设关乎邮政
的服务水平，关乎党和政府的形

象。近年来，焦作邮政先后投资
近 2 亿元用于基础能力建设，高
标准新建了市邮政综合生产楼，
6 个县市邮政局综合生产楼正在
逐步改造、重建。在全市97个邮
政金融网点中，累计新建、改造
和 装 修 了 71 个 ， 改 造 率 达 到
73.2%；累计建成村邮站 1720 万
个，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建
成百全连锁超市 483 个、三农服
务站321个、物流仓储配送中心2
个；发展“缴费一站通”便民服
务网点 1394 个，开通了代售飞
机、火车票，代缴通信、水电、
燃气费，代收公共事业费四大类
10 余种便民业务；累计建设助农
取款点 456 个，铺设商易通 1197
部，覆盖全市 78.5%的行政村，
对金融网点的打印机、点钞机、
扎把机、补登折机、一体机等设
备进行更新，进一步提升了平台
的综合服务能力。遍布城乡的村
邮站、连锁超市、直营店一起构
成连接城乡的物流配送网络，进
一步促进农村商贸流通，推动我
市城乡经济繁荣发展。美观气
魄、设施一流的邮政网点使邮政
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达到了一个
新水平，大大提升了焦作邮政的
社会形象，为邮政长远发展积蓄
了力量。

打造文化创意平台
拓展邮政服务领域

焦作邮政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建设文化强市的战略部署，
利用邮票、封片卡、商函、邮资
封等独特载体，创新发展邮政文
化创意产业，有力推动了焦作旅
游文化产业发展。市邮政局先后
围绕“一赛一节”开发了 《太极
故里 焦作山水》 个性化邮票及
邮票珍藏册、《太极文化圣地》
纪 念 册 、《太 极 故 里 山 水 焦

作》 系列邮品等集邮文化产品。
同时，结合焦作各县市的特点，
先后开发了 《云台山风光邮票珍
藏册》《北国竹林水乡》《魅力武
陟》《太极拳珍藏册》《新焦作·
新孟州珍藏册》 等一系列邮品，
申报发行了焦作自然风光、历史
人物、名胜古迹等系列邮资封
片，有效提升了焦作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为焦作开展招商引资、
宣传推介城市形象提供了有效载
体。

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上，焦
作邮政在全市启动了“送文化下
乡”活动，将一场场兼具高雅艺
术与地方浓郁特色的文艺演出送
到城市、乡村。为让市民在家门
口就可以享受到精彩的文化盛
宴，焦作邮政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先后举办了 《黑光剧》《梨
园春》《武林风》《畅享中原》

《星光大道》 等国内外多种艺术
形态的演出活动，2013 年至今
累计举办各类文化演出活动近
100 场，极大地活跃了城乡人民
群众的文化生活，探索出了一条
独具邮政特色的基层文化服务之
路。

百舸争流千帆竞，乘风破浪
正远航。当前，中国邮政进入了
新的发展里程。新的历史时期，
赋予新的历史使命。我们相信，
在上级部门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
界的广泛支持下，焦作邮政将以
信息化的网络、高效能的管理和
高水平的服务，更好地履行普遍
服务的职责，加快传统邮政的改
造、现代化邮政的建设，推进企
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焦作
邮政打造成为行业领先、社会认
可、员工自豪、充满生机与活力
的现代服务企业，为加快经济转
型、建设美丽焦作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打造邮政综合服务平台
全力服务焦作经济发展

——第45届世界邮政日致辞
市邮政局党委书记、局长 冯 涛

本报讯（通讯员李辉） 9月
30 日，中国集邮文化季暨 《中
华孝道(一)》特种邮票发行仪式
在市邮政局举行。市邮政局联合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
局、市文联、慈善机构雨花斋共
同演绎了中华孝道深厚的精髓内
涵。

仪式上，来自市文明办、教
育局、邮政局、文联的相关领导
共同为《中华孝道(一)》特种邮
票 揭 幕 ， 现 场 还 特 别 邀 请 了
2007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全国

首届道德模范谢延信与广大市民
见面。世界华人音乐家协会会
员、市朗诵协会副会长张焱辉和
河南省书法协会副主席、焦作市
文联副主席米闹分别运用歌唱和
现场挥墨题词的方式，共同表演
了《中华孝道》。此外，孝子田
兴文老师在现场与大家分享了行
孝的点滴，现场还演绎了歌曲

《父亲》、中华孝道视频 《妈妈,
我想对您说》、手语表演《生命
之河》、焦作市夕阳红合唱团带
来的《松鹤园》、公益机构雨花

斋的手语表演《跪羊图》，共同
演绎出感人肺腑的中华孝文化的
真谛。

为了纪念这次活动，市邮政
局专门在现场设置了临时邮局，
提供孝道折子、卡书、册子、明
信片以及加盖纪念邮戳等服务，
并由谢延信为大家签名留念，受
到在场人员的热烈欢迎。一位手
持谢延信签名《中华孝道》卡书
的中年妇女激动地说：“这是一
辈子的留念啊，我会好好珍惜。”

市邮政局成功举行中国集邮文化季暨
《中华孝道(一)》特种邮票发行仪式

本报讯（通讯员高松涛）
9月28日，全省邮政储蓄业务员
职业技能竞赛在河南省邮政培
训中心落下帷幕。在为期两天
紧张激烈的比赛中，焦作邮政
代表队团结拼搏，敢打敢拼，
一 举 获 得 团 体 第 一 名 的 好 成
绩 。 其 中 ， 代 表 队 成 员 薛 晓
娜、李盼盼、张利花分获个人

全能一、二、三等奖。
这次大赛是河南省邮政公

司举办的最高规格的省级技能
竞赛，共有来自全省 18 个省辖
市的 54 名邮政储蓄营业员参加
了比赛。比赛共设理论知识、
微机录入、加打凭条、手工点
钞、储蓄上机操作、汇兑上机
操作以及知识竞赛 7 个小项，

焦作邮政代表队在每个小项的
比赛中均进入前六名，并包揽
理论知识项目的前三名，这是
继 2012 年全省邮政储蓄业务员
职业技能竞赛、2013 年全省邮
政投递员职业技能竞赛后，焦
作邮政连续三年在全省邮政竞
赛中摘得桂冠。

市邮政局：全省邮政储蓄业务员职业技能竞赛创佳绩

为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9月30日，市邮政局领导班子成员专程来到结对帮扶的解放区王褚
街道西王褚村，走访看望孤寡老人李玉珍，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等情况，并为老人送去慰问品，祝老
人重阳节快乐、健康长寿。 王 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