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飞行员是一个神秘而又令人羡慕的职业，他

们常年翱翔在三万英尺的高空，跨越山川、海洋，将天南海

北的一批批乘客安全运抵目的地。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

中，女飞行员，尤其是女机长，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作为女机

长，她们在背后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走近厦门航空泉州

分公司90后女机长赖河汀，听她讲述自己的飞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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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缘军校到结缘蓝天

3月 6日上午 10时，在厦航泉州分公司，
28岁的赖河汀身着一件粉色的毛衣搭配牛仔
裤，青春靓丽，笑容甜美，如果不是提前知道
身份，很难把她和英姿飒爽、干练严谨的女机
长联系起来。

“平常我的性格比较随和，但工作中就完
全不一样了，因为机长是飞行过程中的最高
指挥，我需要拿出严谨的态度才能让旅客放
心、让我的搭档放心。”赖河汀说，当天下午 4
点多她将执飞泉州至南宁的航班。每次飞行
前，她一般要提前75分钟到机场报到，仔细确
定飞机的适航情况，包括检查飞机的外部结
构是否完整、调试驾驶舱的数据性能、了解天
气实时状况等。

从小在部队长大的赖河汀，原本的理想
是当一名军人。奈何当年军校在福建招生人
数少，且没有自己喜欢的专业。“你去参加飞
行员的面试呗，你的性格和体能都适合。”正
在她纠结犹豫之时，班主任的建议让她萌生
了试一试的想法。没想到的是，一切都很顺
利，她进入了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自此与蓝天
结缘。

2014年毕业后，赖河汀入职厦门航空。
如今，她的总飞行时间达到 5000 多小

时，短短几年内飞速成长，成为厦航最年轻
的女机长。

飞行员职业没性别之分

“以前只觉得，飞行就像在玩一个大玩
具。”赖河汀回想起她在学校时的飞行体验，
那个时候，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等到真正
步入这个行业，才逐渐体会到飞行员身上所
负担的责任。“眼前是驾驶舱各种复杂的按
钮，身后是 100多位旅客，第一次真正坐进客
机的驾驶座，我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也
逐渐在内心喜欢上了这个职业。”

作为女飞行员，和男飞行员有什么不同
吗？她说，飞行员这个职业是没有性别之分
的，他们接触的是机器，是运行中的各种状
况，这些问题不会因性别的差异而有所区
别。非要说不同，可能仅仅是因为飞行队伍
中女性人数较少，她们会受到更多的关注，所
以她会要求自己，要做得比别人更好，更加努
力地去提高自己，确保飞行安全。

“飞行员其实很辛苦，不像人们想象的
那样风光。”赖河汀以自己为例，首先，进入
飞行学院就要经过层层选拔，进入公司后
还有各种理论学习、模拟机训练、本场训练
等，然后从观摩的报务员，到见习副驾驶，
再到副驾驶、机长，每个阶段，都要付出无
数的努力和汗水。而且航班的安排并不都
是固定的，延误航班、临时航班、急难险重
航班，都会给飞行员平添身体和精神上的
压力。

“关键时刻，我不上谁上”

说到急难险重的飞行任务，在赖河汀执行
的诸多飞行任务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2020年武汉封城前一天的飞行。当时处在疫
情爆发初期，形势不明朗，情况也比较复杂，她
临时接到任务，要执飞天津—武汉的往返航
班，先把回武汉的旅客第一时间送回家人身
边，再把滞留在武汉的旅客接回天津。

“刚开始因为对疫情了解不多，心里多少
有点打鼓，但是一想到作为一名机长，在关键
时刻，我不上谁上啊！”怀着这样的信念，她立
即投入到航班准备中，与乘务组进行周密配
合，提醒大家做好个人防护。她说：“当时大
家都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想要飞好这个航
班。”第二天，武汉宣布封城，全国上下投入到
抗击疫情中。

“现在回想起来，能有机会第一时间参与
到抗击疫情的航班运行中，心中不仅感到激
动，更多的是感动。”赖河汀说，疫情发生以
来，她身边的很多同事都克服了面临感染风
险、长时间隔离等困难，坚守在飞行岗位上，
无怨无悔。飞行总队的每一位飞行员心中都
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管任何时候都要做到

“呼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认认真真、
安安全全地飞好每一个航班，用行动践行“帮
助更多的人行走天下”的厦航使命。

（来源：泉州晚报 作者：魏晓芳）

一粒麦种，包含着生命的信息和秘密，
或长成饱满的谷穗，或饱受病虫害的侵扰，
或凋零于泥土。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中国终于解决了
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生产取得了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成就。对此，小麦育种工
作者功不可没。其中，我国著名的小麦遗传
育种学家庄巧生为我国小麦生产的发展做
出了卓越贡献。

庄巧生是我国小麦遗传育种专家，先
后领导选育出“华北号”“北京号”“丰抗号”
等小麦良种 30多个，1988年当选为中国作
物学会理事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

庄巧生 1916年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的
一个小山村，父亲庄雪斋是一位老师，早年
在南洋谋生。庄巧生孩提时期，随父辗转南
洋读书。庄巧生 9岁时，父亲为了能让他获
得更好的教育，举家迁到福州，将庄巧生送
进当时比较好的小学就读。

在新式教育里，庄巧生如鱼得水。1935
年，庄巧生考入南京金陵大学，专心修学农
艺。1937年秋，华东战区国民政府军节节败
退，南京告急。庄巧生和那个时代很多学生
一样，被迫辗转迁徙求学。后惊闻南京大屠
杀，这深深刺痛了庄巧生的神经。

自此，“报国”二字深深扎根在他心里，
繁重的课业中，他以勤作舟，因成绩优异，被
授予“金钥匙奖”，战乱中如期毕业。

庄巧生毕业时，正值抗日战争进行到最
艰苦的时候，他怀揣梦想，辗转贵阳、成都、
恩施、重庆多地，其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赢
得了共事之人广泛认可。

1945年，他以农科第二名的成绩，顺利通过中国战后复兴培训科技
人才计划，赴美实习1年。

庄巧生回国后不久，调任到北平农事试验场，担任麦作杂粮室主
任。那时的北平农事试验场，设备缺乏、经费微薄。

穷则思变，庄巧生克服了外在因素的影响，认真钻研理论，深入实
践，严谨地观察和记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很快就明确出生产应用中
的冬小麦品种。

小麦遗传育种是一项见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
一般来说，育种最快需要八年的时间，试验田检验需要三年，一旦研究
失败，十几年的光阴就虚费。即使研究成功，实际应用推广中，又会有
很多变数。因此，很多小麦研究者一生都难以选育出一个新品种。

1950年，我国小麦北方主产区爆发大规模的条锈病，庄巧生开始培
育新品种。为了缩短育种周期，他在麦田中跌爬滚打，仔细观察小麦每
个时期的特点，几年下来，终于学会了同小麦对话。

从此，庄巧生一头扎进了育种实验，一干就是十多年。功夫不负有
心人，1964年，他先后推出了“北京8号”“北京10号”等一系列一流的小
麦品种。

庄巧生主持和领导的课题组先后选育了 30多个小麦良种，为国家
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仅“北京 8号”“北京 10号”和“丰抗
号”系列小麦品种就增加产值45亿元。

1995年荣获何梁何利奖，他将所得奖金捐献出来，支持冬小麦育种
课题组。

十年后，在全国16个单位支持下，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设立了“庄巧生小麦奖励基金”。

庄巧生曾说：“小麦育种工作是个单调枯燥的活儿，年复一年。”但
他在这项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但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更推
动了我国小麦育种工作不断向前。 （来源：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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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是从书本、电视上了解祖国大
陆，没想到有一天可以亲身感受到祖国的壮
丽山川和风土人情，还在漳州居住生活。”林
启宏感慨道。

2007年，29岁的林启宏从台湾来到位于
漳州台商投资区的泰山企业漳州分公司工
作。“当初只是计划过来工作一段时间，父母希
望我在台湾工作。后面在这里越待越喜欢，停
留的时间不断延长，三年、五年、十年……”

得益于一脉相承的人文风俗和饮食习
惯，林启宏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同时，公
司良好的发展前景给了他很好的施展平台，
林启宏逐渐从行销部高级助理成长为公司的
董事长特别助理。林启宏笑言，早期在台湾，
不优秀的员工才会被企业派来大陆工作，现
在倒过来，优秀的员工才有机会来大陆，台湾
年轻人都很想有机会到大陆就业。

林启宏的父母也曾多次来大陆探亲、旅行，
亲身感受到了他在漳州良好的发展前景及生活
环境，对他留在漳州的想法也从担心、反对，逐渐
转变为理解、支持。林启宏坦言，来大陆发展是
没有错的，现在往来两岸很方便，早上8点出发，
中午就可以回到台北家里吃饭了，这更坚定了他

留在这里的信心，这里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

“在这里生活得越久，我越是感受到祖国
的强大，越发热爱她。”林启宏赞叹道，在大陆
的这些年，他亲眼见证了祖国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高。
不久前，漳州市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
应对，让他感触颇深。

“政府的快速响应能力和人民强大的凝
聚力，让疫情得到了快速、有效的控制，这是
非常了不起的。”当时，林启宏所在的泰山企
业也在政府的支持下，及时解决了产品货运、
原材料补给等问题，没有出现停工的情况。

“当地政府推出了不少政策助力企业发展，包
括医社保、税收，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我们的经营压力，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去提
高产能。企业经营业绩不降反升，近两年的
年销售额均递增 10%。”作为亲历者和受益
者，林启宏如是说。

不断“加码”，不断壮大

“近几年，台商投资区同城大道、324 国

道等道路的建设，很大程度上便利了我们的
货物运输。”道路建设助力企业不断壮大发
展。“此外，早期在办证过程中，办证时间长，
流程不是很明朗。这几年，漳州营商环境经
过优化调整，很多业务通过电话咨询、线上
操作就能完成，有需要到现场办理的，也很
快就可以办妥。”不断放大的政策红利和持
续改善的营商环境，让林启宏对企业的发展
前景充满信心，泰山企业的投资运营也在不
断“加码”中。

2022年是林启宏在漳州生活的第 15个
年头。“我热爱这里的生活，已经不打算离开
了。”受惠于大陆一系列惠台的举措，林启宏
表示，他和企业的台籍员工来到漳州后，很快
便解决了“吃喝住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快
速地融入当地。谈及未来规划，林启宏表示，
自己有机会参与到漳州台商投资区的城市建
设，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牵线搭桥，他感到无
比光荣。“祖国完全统一肯定能够实现，我将
与大陆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努力。”

（来源：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 作者：林
华伟 林甄玉 作者单位：漳州台商投资区融媒
体中心）

台青风采

从“不想留”到“不想走”
——记在闽台湾青年林启宏

的90后女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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