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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毕业那年正好赶上了
公司成立，很荣幸成为了公司
第一批员工。”薛发利向记者
娓娓道来他的成长史。

1999年，薛发利毕业于山
东省机械工业学校 (现归属
于山东建筑大学)，毕业那会
儿 正 好 赶 上 了 山 东 太 古 成
立。当年6月，山东太古来到
学校招聘。专业为机电一体
化的薛发利抱着试试看的心
理参加了应聘。经过了1个多
月的严格筛选，薛发利顺利
进入山东太古，正式成为一
名机务人员。薛发利还记得，
自己第一次见到飞机，抑制
不住地激动。“这些年来，我
一直对我的这份工作充满了
热情、喜爱，打心里喜欢这份
工作。”

当时山东太古刚成立，不
论是培训能力还是综合实力
都不像现在这么强。为了快速
成长，1999年7月10日，进入山
东太古当天，薛发利就跟一批
同事被派到厦门太古培训实
习。根据培训计划，近半年的
理论学习后，还要进行一年半
的机库实习。因为是新人，薛
发利还无法承担一些重要的
任务，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工
作。尽管如此，薛发利依然兢
兢业业，即使拧一个小小的螺
丝，他也会仔细检查很多遍。
空闲时间,他就广泛翻阅各种
维修资料，至今他还清晰记得
当时用的是手动控制的胶带
投影机。

“我们刚到厦门太古不
久，山东这边就接了架飞机的

大定检。由于人手不够，我们
被紧急叫回山东帮忙，定检完
再回厦门。之后一段时间，我
们多次两边往返。济南这边忙
了，我们就回来干活，干完了
再回去，前前后后加起来至少
8次。有一次本以为在济南干
完活可以留在家过年，可是春
节前几天，活干完了，我们只
能回到厦门。第一次离开家过
年，真有点遗憾，但也很兴
奋。”薛发利回忆道。这种两地
奔波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1
年的3月份。“家里(山东太古)
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只得提前
结束培训计划。”

2001年3月到2002年5月，
薛发利到航线部门锻炼了一
年多。当时的他，白天在内场
忙，晚上还要到航线帮忙做航

后，异常辛苦，但薛发利直言，
那是他们那批机务成长最快
的阶段，“在几位老师傅的带
教下，我们的技术水平和业务
能力进步非常明显。”

之后，薛发利就来到了大
修部门，一直干到现在，目前
担任大修生产项目部项目经
理。15年来，薛发利给人留下
的印象就是工作认真、一丝不
苟，不论发生什么事，工作永
远是第一位。就在记者采访薛
发利及他的同事的过程中，薛
发利“丢下”记者，自己去参加
一个临时会议。同事于振澎
说：“利哥平时就是这样，换作
别人，可能就不去参加这个会
了，可利哥不同，不管这个会
重不重要，只要跟他有一点关
系，他一定都会出席。”

济南厦门来回“跑” 练就扎实维修本领

这些年来一共带了多少
个徒弟？这个问题竟让薛发利
回答不出。“比我后进公司的
员工几乎都带过，带过多少个
真记不清了。谈不上带，大家
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进
步。”薛发利说。

薛发利把自己对工作的
认真态度传授给了他的徒弟。
他对新员工要求非常严格，要

求大家干活利索，每一个操作
都追求完美，不仅要把活干
好，还要干得漂亮。同事于振
澎也是当年薛发利带过的徒
弟，于振澎告诉记者：“利哥对
大家要求相当严格，就算拧一
个保险丝，利哥也要亲自检
查。”于振澎半开玩笑地说，他
当年最大的目标不是挣多少
钱、得到公司多少表彰，而是

在利哥检查时没有犯错。“如
果有任何一点缺陷，都是逃不
出利哥‘法眼’的。”

虽然薛发利对大家要求
严格，整个团队的氛围却非
常好。同事都明白，利哥的严
格要求是自己快速成长的助
力。薛发利告诉记者，干机务
这个工作，一定要百分之二
百地仔细、认真，自己就是想

给大家树立安全责任意识。
机务人自身的安全、同事的
安全、飞机的安全、设备的安
全，都来不得半点马虎，“这
才是教给新人们最宝贵的东
西。”工作不忙时，薛发利经
常会召集大家一起观看世界
各 地 的 机 务 维 修 失 误 的 实
例、视频，让每个人都拧紧安
全这根弦。

甘当严师 拧紧新人“安全”弦

对工作的认真让薛发利
迅速成长为一位合格的机务
人，一位合格的管理者，一位
合格的教员。尽管如此，在成
长的道路上薛发利还是经历
了一些困难。

薛发利说，现如今山航已
经统一了波音737NG的飞机
机型，当年尚没有统一机型，
山东太古会承接山东航空波
音一些飞机的退租检工作。退
租检其实就是按照租赁合同
上的要求，把租赁来的飞机维
修到合同要求的水平。一般飞
机停场半年前就会成立专门
的飞机退租小组，准备退租。

薛发利说，退租是跟租赁
公司之间的一场博弈，要尽量

达到合同里的维护要求，还要
尽可能节省成本，经常会遭到
租赁公司的刁难。退租期间，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拿着厚厚
的退租合同，根据里面的要求
来维修飞机，能修理的部件不
更换，虽然更换部件可以节省
很多时间，但是成本也增加
了，有些部件的价格相当高。

薛发利回忆一次退租经
历，那架飞机的反推(发动机
上的反向推动装置)上有个缺
陷，不满足退租合同上的要
求。根据波音公司的手册有修
理的依据，但是租赁公司要求
更换新件，薛发利经过查询发
现，当时那个部件全球无货，
于是他向波音公司咨询，波音

公司给出了修理方案，但是需
要经过周期比较漫长的实验。
于是薛发利跟同事们在飞机
维护手册上下工夫，找到了最
合适的方案，跟租赁公司谈了
2天，最终对方同意了太古的
方案。“要知道那个零件1个就
1万多美元，那架飞机要更换
的话得换4个。”

薛发利说，英语是令他和
同事都头疼的事。虽然是科班
出身，薛发利直言，在学校学
的英语到了工作中真的能用
到的很少，何况他们的工作不
仅要经常阅读英文手册，很多
时候还需要同波音公司及其
他外国客户交流，口语成为薛
发利不得不“拿下”的目标。

2005年，太古开始承接日
本客户的飞机维修业务，对于
英语口语的要求比以前更严
格了。薛发利觉得，要有一个
好的语言环境才能够说好英
语。于是他下班回家后就会下
载很多英语视频、电影，自己
一边仔细听一边把中文字幕
挡住，锻炼听力。在工作中他
更会利用现成的语言环境。薛
发利经常和客户聊天，刚开始
时沟通上有不少障碍，时间久
了薛发利发现交流没有问题
了。薛发利说，那段时间他整
天粘着客户代表，不管是工作
还是休息，吃饭的时间也不

“放过”，拽着对方不停地聊
天，练习自己的口语。

退租遭遇百般刁难 缠着老外疯练口语

重心放在工作上的薛发利生活
中是怎样的？薛发利说，家里的事他
基本不用操心，父母现在年纪大了，
在济宁老家，由哥哥和姐姐帮忙照
顾。岳父母也在济南长清老家，很少
有时间回去探望，心里总觉得亏欠
老人太多。妻子则把小家操持得井
井有条。说到这，薛发利要对妻子说
一声感谢。妻子是他的同学，两人结
婚生子后，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选
择了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让薛发
利可以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
去，有更多机会和时间去研究和学
习。

工作如此认真的薛发利是不是
几乎没有时间放松休闲？面对这个
问题，薛发利急忙解释：“不会不会，
平时我还是有业余时间的。我喜欢
徒步，到大自然中释放压力。要知道
每一个机务人的身上都担负着巨大
的责任，压力可想而知。”周末的时
候，薛发利经常会带着家人一起到
济南南部山区去感受大自然。一家
人边走边欣赏沿途的自然美景，呼
吸山区里最新鲜的空气，远离城市
的喧嚣。薛发利说，那一刻是最美好
的，“整个人都轻松了。”

平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要求
严格的薛发利也有“冷幽默”的一
面，时不时会突然蹦出一句话，惊呆
众人。于振澎回忆说：“有次开会，利
哥一直在听大家发言，自己一言不
发。有人提了一条非常好的建议，利
哥突然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拍着桌
子，挥舞着手臂大声说了两个字‘我
顶’。在场的人都被利哥这句‘我顶’
给逗乐了。要是换作其他人说这俩
字也许没这么乐，但是出自不苟言
笑的利哥之口，大家就觉得很有意
思。利哥还时不时给大家讲点冷笑
话，是真的很冷的那种冷笑话。”

工作狂也会“冷幽默”

一句“我顶”逗乐大家

链接

山东太古薛发利：

““修修飞飞机机，，就就要要百百分分之之二二百百认认真真””
15年的工作时间，从一名普通的飞机维修技工、领班、高级领班到生产主管，再到飞机维护总指挥，一直到大修项目经理理，他修过的飞机不计其数，带过

的徒弟更是数不胜数。对工作的认真让他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同事都说：“‘利哥’的敬业精神让我佩服，我们的工作作要求严格，他做得好、懂的专业知识又
多，可以说‘利哥’是我在这一行里的标杆。”那么，“利哥”是谁？他就是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大修生产项目目部项目经理——— 薛发利。

文/片 本报记者 白新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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