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昔歲月：滄桑舊貌，歷歷在目

「從
天堂到地獄」，曾是一名上海新生來飛院報到
時的感受。儘管這話聽起來有些讓人尷尬，但

卻道出了飛院曾經的風雨滄桑和坎坷。
建於1956年的飛院，是我國唯一以培養民航飛行員為

主的全日制高校。目前，中國民航95%以上的機長畢業
於此。她承載㠥國人建設「民航強國」的厚望，是中國
民航可持續發展的脊樑！這裡孕育、積澱了優秀的文化
和光榮的傳統，備受中國民航認可的「九字經」——
「幫思想，教技術，帶作風」，就形成於此，並在這裡傳
承、發揚。
但是，到了2000年，這所肩負有如此重要使命的高等

學府，除了東區和西區中為數不多的幾幢上世紀80年代
和90年代後期落成的「現代化」建築外，其他全是1960
年初，幹部職工和學生自己動手建成的磚木瓦房：簡易
的圖書館和不足10萬冊的藏書，讓人品味不出大學的書
香；雜草叢生的校園、用碳渣鋪墊的運動場，保留㠥
「文革」前的舊貌；這裡沒有獨立的院系辦公場所，沒
有像樣的會議室和會客室，而學生為了求知，甚至不得
不早早地走進圖書館搶位佔座。
令人尷尬的除了陳舊的校園、寒磣的設施外，還有辦

學單一、「船大難調頭」和人才隊伍薄弱之痛。記者在
一份統計表上看到：2000年，擁有5個機場、103架教練
機和3000多教職員工的飛院，僅開辦了飛行、空管等4
個本專科專業，在校生總數不足1500人，學校每年完成
的飛行訓練量不到7萬小時。
撫今追昔，歲月已然成為歷史，但我們卻能在回溯中

通古今之變，進而更加懂得發展、珍惜發展和推動發展。

破題之作：以飛為主，綜合發展
2000年，當新世紀的第一縷曙光來臨之際，飛院

迎來了以朱勇為書記、鄭孝雍任校長的新一屆領導
班子，他們通過在「三講」教育中的集思廣益，對
發展目標進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以飛為主，綜
合發展」的戰略構想。
從開設空乘專業起步，學校開始向多學科發展，做大

空管、機務維修專業，並在做好民航專業的同時，輔助
開設計算機、英語等非民航專業。「從提高人才培養質
量的角度來看，沒有相應的學科支撐，是很難辦好飛行
專業的。當然，雖然是綜合發展，但『以飛為主』一直
沒有改變，飛院終究還是姓『飛』的。」鄭孝雍特別強
調了學校的中心任務。
2003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社會對民用航空運輸

的需求直線下滑，且當時的中國民航又正處於體制轉型
期，政府放權，公司重組，國有大型航空公司縮減招飛
數量，地方航空公司更是慎之又慎，甚至暫停招飛。這

一年，飛院已近無米下鍋之窘境。
在這種情況下，飛院領導班子冷靜分析，最後大膽作

出決定——自主招120名飛行學生。結果一年後，中國
民航的整體形勢一片大好，飛行員供不應求，而自招的
學生也就成了預先儲備的寶貴人力資源，被航空公司全
部「搶」走。這一招既緩解了當時生源不足的壓力，也
解決了民航發展之困，成為中國民航高等教育史上的經
典之作。
如今12年過去了，「以飛為主，綜合發展」戰略的實

施，給學校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與活力：經過大規模改造
和整治，昔日的不毛之地已經成為綠草如茵、繁花似錦
的生態園林式的現代化大學。截至2011年，學校在教職
工總數與2000年基本持平的情況下，年錄取新生近4000
人，在校生數量也比12年前翻了10倍，達16700多人；開
設的本專科專業達24個，並在8個方向開展研究生教育，
教學覆蓋了民航運輸所有領域。飛院已經發展成為以民
航專業為主，理、工、文、管、法並舉的多科型大學。
從辦學單一的行業院校，到多科型的現代化大學，飛

院實現了歷史性跨越！

數字管窺：責任召喚，量質同步
2005年，飛院年招飛量突破1200人，2007年達到1600

人，2012年招飛人數再創新高，達2000餘人。
隨㠥招飛人數的迅速增加，准入關口會不會「魚龍混

雜」？培養質量會不會「濫竽充數」？數據或許是最好
的佐證：2012年，飛院在全國初檢飛行技術專業考生
40000餘人，合格12000餘人，最後錄取1600餘人（430多
名大改駕學生除外）。從生源質量來看，2012年，除飛
院外，國內還有清華、北航等9所高校開辦了飛行技術
專業，在這10所院校中，飛院飛行技術專業高分錄取率
和平均分居榜首。生源質量可謂一流，關口可謂嚴苛。
那麼，學校的教學、訓練和安全工作又如何呢？
飛行訓練小時數是飛行院校的GDP。2000年，學校年

飛行量約6.5萬小時，2005年上升到12萬小時，2011年學
校年訓練總量已超過33萬小時，居全球第一。同時，8
年來，學校已安全飛行830餘萬起落架次，近260萬小
時，安全水平世界領先。而這樣的安全業績是在學生單
飛近10萬小時，單發飛機佔學校教練機總數83%以上的
情況下實現的。
朱勇告訴記者：「學校訓練量的突破，一是創新訓練

模式，提高飛機、機場的利用率，我們在飛行訓練組織
上實行工作4天、休息2天的『4＋2』模式，實現了人員
休息、飛機不停的訓練格局；二是依靠科技創新，學校

通過引進並開發出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先
進管制設備ADS—B（廣播式自動相關
監視），調整飛行間隔，提高了空域利
用率。」
數量上去了，質量如何把握？飛院以

「五嚴五堅持」為抓手，守護訓練質量
關，即嚴格標準，堅持大綱不走樣；嚴
格篩選，堅持技術把關不動搖；嚴格規
律，堅持依法治訓不懈怠；嚴格監督，
堅持糾偏防漏不放鬆；嚴格考核，堅持
教考分離不容情。目前，學校飛行訓練
的大綱符合度已經達到98%。
隨㠥民航國際化進程的加快，英語語

言能力成為飛行員職業生涯中十分重要的「工具」之
一。從2005年開始，學校通過加大師資培訓力度、增加
知識高度、拓展專業寬度等改革舉措，使飛行學生的
「ICAO」英語通過率大幅度提升。目前，飛院學生國際
民航英語三級通過率已從2006年的50%提高到95%以
上，四級通過率從不足8%躍升到70%以上。
數量、質量和安全水平的同步提升，既是實力的佐

證，又是責任的詮釋。

黃金10年：花香四溢，聲譽卓然
如果沒有「以飛為主，綜合發展」，飛院的培訓能力

和辦學結構調整可能在很長的時間內停滯不前。但是，
當飛院以思想解放為先導積極投身科教興業的大計時，
學校也由此跨入了建校以來綜合實力提升最快、校園環
境變化最大的新時期，並喜獲「全國精神文明單位」稱
號。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跨越，飛院人將新世紀的頭10
年，稱為「黃金10年」。
2009年4月，民航局局長李家祥在飛院進行了為期7天

的調研後，對飛院班子作出了這樣的評價：「飛行學院
班子是一個有工作成績的班子，是一個幹事的班子，是
一個團結的班子，也是幹部職工認可的班子。」
2012年的一次全國性民航工作會議上，民航局副局長

李軍說：「飛行學院的人才培養質量民航局是信任的，
民航各用人單位也是高度認可的。對於飛院這樣一所作
為培養民航核心人才的主渠道、主陣地和主力軍的學
校，社會和民航都要關心、支持，使其發展得更好，做
得更大，建設得更強。」
而在美國前財長斯諾的眼中，「這是一所偉大的大

學，她為中國民航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人才保障」。中
國人民的好朋友、南非共產黨總書記布雷德．恩齊曼迪
更是用「世界民航高校的典範」加以褒獎。
面對掌聲，朱勇說：「飛院作為一個社會團體而存

在，各種矛盾同樣會反映到學校各級班子中來。當然，
學校班子成員也有意見分歧與爭鳴的時候，但是，我們

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出發點：學校的決策要對3000餘名教
職工和上萬名學生負責，要對中國民航的人才建設和可
持續發展負責。」
說起飛院肩負的責任與使命，鄭孝雍坦率地說：「飛

院曾經是只能培養民航飛行員和管制員的專業院校。可
是，當經濟社會發展讓學校在民航飛行培訓領域『一校
獨大』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時，我們才發現，建校幾十年
來，學校仍然受制於學科專業單一、服務面狹窄的束
縛。隨㠥競爭的不斷加劇，學校所佔的飛行員培訓份額
不斷縮小，生存環境受到嚴峻挑戰。在這樣的情況下，
學校不帶領教職工搞建設、謀發展、改變面貌，還對得
起上級組織和教職工的信任嗎？」
12年改革發展和銳意創新，飛院人在藍天上寫下了責

任與使命，熔鑄輝煌成就。

面向未來：眾志成城，再展宏圖
的確，一個社會或者一個團體的變革，總是始於生存

環境面臨危機的時候。從這個意義上講，實事求是地回
顧2000年以前，飛院在學科建設、辦學規模、培訓能
力、隊伍建設等方面的水平和當時所處的境地，才有可
能真正理解學校確立「以飛為主，綜合發展」的真正原
因——那是一份寫在藍天上的沉甸甸的責任與使命！
當然，也正是這份責任與使命，在建設民航強國這一

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新時期，以鄭孝雍為代表的飛院人在
「十一五」末期，便確立了面向「十二五」的「6321」
工程：
——「6」，即在現有4個飛行分院的基礎上，擬增加

遂寧、閬中兩個分院，使學校的訓練實體達到6個，彌
補訓練實體的不足；
——「3」是指建設3個基地，即在山西運城、河南南

陽建立訓練基地，在四川廣漢建立全國通用航空器維修
基地；
——「2」就是要進一步完善川豫兩大訓練網絡；
——而「1」的指向是完善模擬訓練中心，充分利用

資源，開發波音、空客預資格課程。經過這一系列的建
設，到「十二五」時期末，飛院輸送的飛行員將在8000
人以上。
「我們的目的是要飛院更好、更強，讓民航強國之基
更堅、更牢。」鄭孝雍說。
12年前，飛院只是一所年招生300餘人的行業院校，

但是在中國高等教育大發展的機遇面前，他們眾志成
城，選擇了「以飛為主，綜合發展」，並一躍成為世界
同類院校中的耀眼明珠。如今，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
全力做好「以飛為主這篇大文章」的飛院人，又一次站
在了建設民航強國這個更大的機遇面前。
為了祖國的民航事業，一個堪比「黃金10年」的歷史

飛躍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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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航飛行學院建設發展紀實

寫在藍天上的責任與使命

■晨曦中的飛院停機坪

■飛院學生在地面進行身體素質訓練

■鄭孝雍院長向學員傳授飛行動作要領

■飛院學生進行飛行訓練（1） ■飛院學生進行飛行訓練（2） ■飛院學生進行飛行訓練（3）

■飛院現代化的輔助教學設施

進入本世紀以來，作為新中國第一所正規民航高校，中國民航飛行

學院(以下簡稱「飛院」)以「創一流飛院，建特色大學」為載體，深化

改革、加快發展，走出了一條「內涵提高，特色強校」的科學發展道

路，從根本上回答了辦什麼樣的大學，怎樣辦好大學這樣的重大問題，

各項事業和面貌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如今，12年過去了，從軍營到現代化大學、從計劃經濟辦學到市場

經濟辦學的兩個根本轉變和堅持準軍事化管理、保持黨的政治優勢兩個

不變，折射㠥中國民航飛行學院堅守大學使命，不斷解放思想、創新思

路、開拓奮進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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