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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士到院士——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明 

  1996年11月5日，是共和国历史留下浓重一笔的日子。随着李鹏总理手中那把剪刀轻轻一合，南中国领空被裁开一角，
首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拉开帷幕，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家公司的高新技术产品和近百架军用、
民用飞机竞显风流。 
  航展第5天，即9日早7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以此为背景，推出了又一位 “东方之子”——中国工程院院士、
沈阳飞机研究所总设计师李明。 
  银屏画面：一架战鹰在蓝天时而俯冲，时而盘旋，时而翻滚，今来自世界不同颜色的瞳孔闪动着兴奋的目光，看台上
不时爆发出阵阵惊叹！由机身的标志一眼便可看出，那是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的歼八 ⅡM型飞机。在人声鼎沸、马达轰鸣的
表演现场，歼八Ⅱ型飞机总设计师李明正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他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言语之中透出一种深沉的历
史苍桑感。那随风掀动的满头花发，正翻开他40多年来从战士到院士的不寻常的经历。 
  1951年7月，15岁的李明，初中刚毕业，兴奋地在上海浦东区参军入伍，这个已有2年团龄的青年团员，成了一名光荣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44个春夏秋冬过去了。 
  1995年，59岁的李明，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沈阳飞机研究所总设计师的岗位上，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战士到院士，从部队飞机修理厂的一名仪表员，到我国最知名的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经历了40多个奋斗不
息的春秋。40多年，对历史是短暂的一瞬，对人生却是漫长的光阴。这40多年，正是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
展壮大的岁月。 
  李明和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同步成长。他的党性，他的品格，他的勤奋，他的聪睿，他的献身精神，铸成了他事业的成
功。人民共和国把他培养成我国第一流的飞机设计专家；他回报给祖国和人民的，是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一腔热血，一
生辛劳，一座座事业的丰碑和一步步新的、艰难但却充满自信的攀登。 
 

一生和航空结缘 
 
  李明的祖籍是湖北黄坡县。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他的祖父13岁便只身逃荒到武汉当起了小小的剃头匠。为了维持生
计，祖父的剃头挑子由陆地又搬到了船上，之后便长年漂泊于武汉到上海之间。在无数风浪的颠簸中，一个大字不识的祖
父竟成了一名精明的引水员。待他的父亲长大后，家庭境况已有了明显改善。他的父亲有幸念完高中，又就读海关专科学
校，成了一名海关工作人员，只是多年来家中住所无定。1936年11 月17日李明在广东三水出生后，随家移居香港、广州、
澳门，直到1947年11岁时才回到上海。可以说，李明是伴着江与海的涛声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很早便做着一个航海家的
梦。就在几天前填写的参军报名表中，地填写的志愿还是想当一名海军。可是，从军的第一天，他穿上了陆军军装，组织
上安排他到合肥步兵学校学习。 
  在上海火车站，被簇拥在欢送人群中的李明真切地看到，一排排装满军用物资的军列，正日夜不停地发往祖国的东
北。他知道，在鸭绿江的对岸，英雄的志愿军战士们为保家卫国正在浴血奋战。当然，多少年后他才知道：在那场战争
中，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无数的志愿军战士倒在了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中。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36
天，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便被骄横的美军飞机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当数月后毛泽东从一身征尘的彭德怀司令员
口中得知这一噩耗后，曾久久地立于窗前，那深邃而凝重的目光不时投向空中…… 
  飞机，飞机，前线在呼唤我们自己的“战鹰”！ 
  空军，空军，共和国需要一支强大的空军！ 
  正是应着祖国母亲的召唤，李明在合肥步兵学校学习刚刚10个月，经过组织挑选，便又跨入了空军行列。 1952年5月4
日，恰在青年节这一天，年仅16岁的李明走下到达徐州的列车，成为空军第五预科总队的学员。同年11月，他又迈进长春
第九航空专科学校成为仪表科的学员。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他由南向北跨进并跨出了三个校门，由此便可以看出，前方战
事的紧张，年轻的共和国是多么急需空军方面的人才。1953年9 月，他提前毕业，被分到齐齐哈尔空军第十师修理厂，从
事飞机仪表维修工作。从此，他一生便与飞机和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个空军师，李明见到了第一个驾驶国民党飞机
起又飞赴延安的英雄、现已成为这个师师长的刘善本。也是在这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了飞机——苏制杜2轰炸机；那
是偷偷坐上去的，为此还挨了领导的批评。为了过一把坐飞机的瘾，他和几名老兵与飞行员软磨硬泡，要坐飞机天上转
转，并保证不走漏风声。飞行员无奈，只好在飞行训练时，轮流把他们作为保持飞机平衡的配重（代替沙袋）带上蓝天。
突然有一天，塔台指挥员发现飞机的肚皮底下怎么钻出了人来，之后便严令禁止了这种冒险行为。 
  冒险行为被禁止了，然而李明对航空科研的“探险”却从这时开始了。他航海家的梦虽然没有实现，但他事业的航船
却从这里扬帆起航了。 
 

扎扎实实的脚印 



 
  在强手如林的航空界，在人才济济的飞机研究所，论“资历”，他1963年大学毕业，并非“优势”。李明事业成功的
真正“优势”，在于他比常人更勤奋。用他自己的话，“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总感到知识不够用，时间不
够用。”他的生命时间表，当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节假日手不释卷，晚上挑灯学习或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已经成
了他难以更改的习惯。贪婪的求知欲望，顽强的学习毅力，丰硕的学习收获，始终伴随着地的成长和成功。 
  关于李明勤奋求知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人民解放军真是一个大熔炉，在部队里，他经受了锻炼和锤炼，茁壮成
长。在维修飞机仪表的实践中，他一边积累经验，一边刻苦自学提高，不久便初露锋芒，搞成了多项技术革新。1954年，
经潜心钻研，他试制成功了加速度表试验器和陀螺磁罗盘校验仪；之后又研制成功了自动驾驶仪地面联试台，并很快用于
部队的战备训练。3年后，国家从苏联购买的自动驾驶仪地面联试台竟与他当初制造的在原理和方案上基本一样。这件事大
大增加了他的自信心和自强感。为此他荣获了一级技术能手和一级优秀机务丁作者称号，多次受到部队的表奖，还出席了
军区空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通令嘉奖。 1956年，20岁的李明，经过5年军旅生活的磨炼和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在维修飞机和技术革新的实践中，他越发感到知识的不足和珍贵。他求知若渴，立志自学成才，高中的数、理、化，
完全靠业余时间啃了下来。部队领导看准了他这棵好苗苗，支持他、举荐他继续深造。1958年秋，李明正在上海休假，部
队的一纸电文催他到北京应试。他在考场上，从容地交上了全部考试科目的答卷。凭着勤奋和聪慧，没有读过高中，只有
初中文化基础的李明，以优良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技术学府——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飞机工程系飞机自动化
专业。在哈军工学习期间，他不负众望，学业有成，被评为“五好”学员。大学 5年，考试课程几十门，他除一门功课4分
外，其余全是5分。1963年他以优秀的成绩通过毕业答辩，告别大学校园，随即被刚刚成立不久、急需优秀人才的我国第一
个飞机设计所 ——沈阳飞机研究所择优选中。 
  到了沈阳飞机研究所，他如鱼得水，面临着锤炼自己的大量机遇和展示才智的广阔天地。根据工作需要，他先后从事
过飞机自动化、空气动力、飞机总体设计等专业的研究设计工作。骏马不劳鞭，搞一个专业，他就钻一个专业，吃透一个
专业。只要与工作有关的知识，他都虚心求教，拼命学习。当总体室主任时，他就下到总体性能组，既当主任，又当设计
员，布置完工作后，就跟设计员一起画图，计算。他所学的专业虽然是飞机自动化，可是却名副其实地挑起了总体设计室
主任的重担。 
  再说外文水平吧，大学时他学的是俄语，但工作需要英文，他就刻苦自学英语，甚至在“文革”蹉跎岁月，还坚持用
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学习。滴水穿石，就连领导和周围的同事都说不清楚他的英文水平是怎样“过关”的。 
  一次招待外国专家的宴会上，英语翻译不在，李明当起了临时翻译。同席的国防科工委领导很惊奇：“没听说李明学
口语，哪来的这一手？”的确，1981年以后，他担任着沈阳飞机研究所和沈飞公司的一系列重要领导职务，负责多种型号
和预研课题的研究工作，没有进过一天正规的英语口语培训班。他的口语能力，大都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在出差的旅途
上，在夜晚的灯光下，借助小小的收音机，靠抽挤零星时间刻苦自学过关的。谁能知道他因此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和毅力！
每当学习有所长进时，他都异常兴奋。一次，他神秘地对妻子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我看了10多篇外文资料，本
人的笔译能力已经从每小时2000个符号提高到了3000个符号！”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不，因国际技术交流合作的需要，荒疏了几十年的俄语又派上用场了。出差回来，他的旅差
包里免不了多出几本新买的俄文书刊。1996年2月，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在全行业组织了一次颇有难度的俄语水平考试，已
经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李明，早早坐在考生的位置上，带头应试。100余名前来应试的技术人员，看到总设计师和自己一
起参加考试，十分快慰。试卷密封后送到北京由专家评判，有3人超过90分，李明名列第二，和专职俄文翻译考成了平手。 
  出国或出差，晚上别人看电视，他看随身携带的技术资料、白天仍有闲暇，别人逛商店，他逛书店。火车上，别人打
扑克消磨时间，他往往一上车就掏出笔来写写画画；下车时，一本厚厚的稿纸写满了数学公式。六七十年代，国内计算机
热还没有兴起，李明敏锐地看到了计算机的应用前景。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钻研微处理机知识，比别人提前多学了一手本
领，为他以后能够在主动控制技术和航空电子综合火控技术力面有所成果，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功底。学习成了他最“顽
固”的习惯，最开心的乐趣。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可以随口而出的一大堆技术数据和数学公式。学习态度勤奋，学习毅力顽
强，学习内容广博，学习时机超前，这就是李明的“学问经”。 
  李明认为，要在技术上让人服气，必须靠真本事，靠实力，不能靠权势，只有通过勤奋地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才能
跟上航空科技水平的飞速发展，真正拥有技术指挥权。“志大则才大、事业大”，正是凭着对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他持
之以恒，孜孜不倦，博采众长，在飞机设计的几个关键技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为他能肩负起沈阳飞机研究所总设计
师的重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原沈阳飞机研究所所长兼总设计师、我国著名飞机设
计专家顾诵芬同志1986年奉调进京赴任前，伯乐相马，向组织推荐由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李明继任沈阳飞机研究所总设
计师一职，是独具慧眼的。寒来暑往，光阴荏苒，在这个令世人瞩目的岗位上，李明已经播洒了11年辛劳和心血，他不辱
使命，成功地主持了多种型号国产歼击机的设计。 
  改革开放以来，涉外技术活动频多、李明深知，要想和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家平起平坐，必须有真才实学，中国专家要
有中华民族的尊严。一次，李明作为中方技术总负责人主持一项重大的对美航空技术合作项目谈判。开始谈技术问题时，
美国人漫不经心，嘴里嚼着口香糖，侧身而坐，摆起了“洋” 架子。李明不卑不亢，阐述我方的技术观点，据理指出美方
技术方案的缺陷，语露锋芒，才溢言中，傲慢的美国同行不得不洗耳恭听，刮目相看，称他为“强硬的谈判对手，敬佩的
中国专家。” 
  另一项对外技术合作谈判；开始外方专家自恃技术先进，态度敷衍，傲视我方专家。李明作为中方主谈专家，早有充
分准备，成竹在胸，谈判桌上几个回合交锋后，对方专家领略了中国专家的水平，不得不认真对待和回答李明提出的意
见。 
  很多和李明一起共过事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感受：强将手下无弱兵；在李总领导下工作，心里踏实，心情舒畅，不敢
有丝毫松懈。 
  寒窗苦，换来了满园春，辛劳的耕耘，赢得了丰硕的果实。李明从设计员、专业组长、设计室主任、副总设计师、总
设计师，直到中国工程院院土——中国工程界的最高学术称号，一步一个扎实的脚印，一步一副加码的重担，一步一次成
长的飞跃，一步一个崭新的起点。 
  “没有真本事，报效祖国，振兴中华，就会力不从心，只能说之，不能为之。”这些深邃的思维，也许正是他学无满
足，学有所成，成有所为的动因。 
 

舍身忘我争一流 
 
  李明的工作哲学是：“不干则已，干就一定于出个样儿来。”他干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有股子舍身忘我的拼命劲
儿；二是有股子敢争一流的上进劲儿；三是有股子科学严谨的扎实劲儿。“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就凭着
这三股干劲儿，他在国产歼击机的设计和航空科研工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 
  60年代，美国高空侦察机经常侵扰我领空，进行侦察挑衅。为了改进我空军飞机攻击高空目标的作战使用性能，刚出
校门的李明进行了歼七飞机加装纵向阻尼器的研究论证。为改进飞机进气调节系统的性能，他首先提出在进气道调节系统
中采用电液伺服阀的方案，成为以后几个型号都采用的原理方案。 
  在歼八飞机的设计研制中，李明主持进行了“歼八飞机自动增稳系统”的方案论证和研制，首次将电液伺服复合舵机
方案用于该系统，对国内飞机助力器研制行业开展电液伺服舵机的设计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苏制米格一23飞



机还在采用性能比较落后的电动舵机。 
  80年代，在歼八Ⅱ型飞机的研制中，李明作为“飞机自动控制与操纵”这一分系统的总设计师，主持进行了飞行控制
系统控制律的研究与仿真，制定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方案，组织领导了系统设计、系统试验与系统鉴定的全过程。这是我国
自行研制的第一种装机使用的歼击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 
  李明是我国主动控制技术的拓荒者之一。主动控制技术是国外6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一门先进飞机综合优化设计技
术，是反映一个国家航空技术水平和综合设计能力的重大关键技术之一，也是第三代歼击机的重要标志。这一技术涉及飞
机的气动布局、飞行力学、气动弹性、可靠性工程、余度技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自动控制等诸多学科与专业。直
到70年代后期，对主动控制技术的研究，我国还基本上处在刚刚起步状态。他敏感地意识到，探索这一技术领域对提高我
国航空技术水平十分重要，下决心攀登这座充满技术风险的大山。他一头扎进主动控制技术的研究中，有时在饭桌前，嘴
里嚼着饭菜，脑子里却在琢磨某个技术观点，眼睛盯着一旁的技术资料沉思。1982年，李明在广泛搜集与消化国外研究资
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主动控制技术研制计划，并由他执掌“帅印”，负责指导、协调有关厂、所、院、校的近百名科技人
员进行这一课题的理论研究和试验论证。他亲自参加设计、试验、评审、分析，重要环节、主要曲线、关键数据他都精心
核对把关。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一重大预研项目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大大缩短了我国在这一技术领域同先进国
家的差距，开辟了一条依靠国内力量，自力更生，跟踪世界先进航空科技水平的成功之路。由于他的卓越贡献，使他成为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头名获奖者。 
  他主持设计研制了我国第一套航空电子综合火控系统，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子综合技术有了重大突破，打破了西方对我
国的技术封锁，填补了我国航空技术的一项空白，使我国的第二代歼击机，具备了第三代歼击机的某些重要性能，为江泽
民总书记称之为“争气机”的研制，立下了战功。那是1990 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了歼八飞机研制现场。
当得知李明是总设计师时，江总书记紧紧握住他的手，并亲切地问候：“你们辛苦了！”听取汇报后，江泽民总书记激动
地说，一定要争口气，早日研制出我们自己的“争气机”。 
  多年来，李明关于促进我国航空事业发展的一些技术见解和建议颇有见地，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他认为，振
兴我国航空事业必须走自主开发研究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的道路。面对我国航空科技水平仍然比较落后的状况，抓
住机遇，学习吸收国外先进航空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是必须和必要的。但从国家安全的长远利益和我国的国情出发，我
国空军的装备必须立足国内。吸收国外先进航空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强我国航空工业自力更生的技术基础和自主开
发研究的能力。西方的对华政策始终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决不希望中国的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强大到他们
不能接受的程度。最先进的一流航空技术是用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只能在学习、吸收国外较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靠自己开
发创造。 
  他认为，航空工业虽然早就提出了“三个一代”（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发展思想，但对“一代”的内
涵尚缺乏深层次的认识。如何实现“三个一代”，既缺乏一个稳定规划的指导，又缺乏政策上、措施上的保证，最终制约
并导致了我国在第二代歼击机上徘徊了30多年。要认真总结我国第二代歼击机研制的经验教训，歼击机“一代”有“一
代”的技术特征，歼击桃的换代，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为实现新“一代”歼击机的技术特征，必须突破相
应的关键技术，不断提高设计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试验技术等诸多方面的技术水平。针对我国航空工业预研基础
薄弱的情况，他主张提高预研起点，超前进行下一代歼击机的预先研究，逐步打好研制下一代歼击机的技术基础和工业基
础。 
  多年从事技术领导工作的实践，使李明在飞机研制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有自己风格和特点的管理办法。结合沈阳飞机
研究所在研型号任务多、预研项目多、专业内容多的特点，在总结研究所科技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并实践了总
设计师“三个一”的工作模式：即根据个人条件和实际情况，在工作安排上尽量做到，总工程师和各位副总工程师都能负
责一个在研型号，主管一项预研课题，领导一个专业片的技术工作。实践证明，这种“三个一”的工作模式，对培养较高
层次的技术指挥人才，发挥专家群体的积极性，实现科研工作的科学管理，是非常有益和有效的。 
  他提出，凡是需要进行飞行试验的重大预研项目，都要作为“准型号”进入科研生产线，纳入型号管理。主动控制技
术预研项目，就是按着李明的这一思路进行管理的，既有利于保证研制质量、飞行安全和研制进度，又为以后转入正式型
号研制生产积累了经验，打好了工作基础。 
  “功崇惟志，业广唯勤”。由于李明对国产歼击机研制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部
级科技进步一等奖6项，荣立部级一等功4次，先后被授予省、市劳动模范，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航空金奖等
荣誉称号；并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三所国家重点航空高等学府聘为兼职教授；还担
任博士生导师。在1997年 5月1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辽宁省代表会议上，他当选为出席将要召开的全国“十五大” 代表，
是沈阳五位代表之一。面对接路而来的荣誉，李明格外清醒和冷静。他把一条条五彩缤纷的荣誉彩带，当成一声声响鞭；
鞭策自己不断攀向新的高峰，摘取新的明珠。 
  “振兴国家的航空事业，我们干航空的，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们，活着就要干成几项事业，
尽到自己的全部责任”，“在我们交班的时候，要给后来人留下一个好摊子”——从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
他的强烈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 
 

设计自己的人生路 
 
  作为总设计师，李明在主持设计高性能歼击机的同时，也在设计着自己的人生之路 ——艰辛之路，奉献之路，坦荡之
路，希望之路。概括了沈阳飞机研究所几代人优良传统、精神风貌和群体意志的‘沈阳飞机研究所精神”；“团结拼搏，
严谨求实，艰苦创新，献身航空”，在李明身上集中体现着。 
  李明担任几个在研型号的总设计师，工作异常繁忙，有时他要连续参加好几个技术评审会、汇报会，穿梭来往于国内
外和各参研单位之间，过家门而不入，通宵达旦，旅途办公，带病工作，节假日加班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在美国，星期天
他没有和同事们一道结伴外出，照常在驻地聚精会神地工作，竟遭到了一伙蒙面持枪歹徒的抢劫。他气管炎较重，一到冬
季，时而长咳不止; 痔疮严重，经常便血，犯病时，坐着不行，就站着工作；他的双顿总是红红的，这是心脏病的表象，
难受时，就吞几片药挺着。可他很少去医院诊治，舍不得宝贵的时间。有一回，他感冒发烧39℃，还挺着处理理案头的工
作，是同志们硬把他拖到医院打了几瓶点滴; 可是点滴一撤，他照样回去工作。妻子对他也无可奈何，好在同在一个大院
内工作，有条件替他跑医院开药，送到他的办公室，看他把药吃下；否则他工作一忙，这些事就会置之脑后。他工作起
来，一气呵成；学习起来，一钻到底。他的脑子长期处于超负荷、高效率的运行状态，时时萦绕着各种工作思路、技术观
点、研制方案。他的喜怒哀乐全在工作上，除了工作，他实在没有多少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工作离不开他，他更离不开
工作。 
  两个女儿高考在即时，都抱怨他不予关心。有一次爱人出差，读高中的二女儿让他参加一次家长会，他到了学校，竟
不知女儿是哪个班级的。82岁的老母病危，他不能床前尽孝，匆匆见上一面就得含泪辞别，第二天就收到了老母病故的电
报…… 
  有一次，他因主持一项涉外技术合作项目，在国外已经工作了好几个月，国内召他立即回国参加一个重要技术会议。
他携带两大箱技术资料返回北京，三天的会议结束后，他只和家人通了个电话，就急匆匆奔回国外。病重瘫痪的老母就住
在北京的弟弟家中，他都无暇探望。 
  另一次，他受命参加一项重要国际合作项目谈判，为了准备供领导谈判签约使用的技术文件，在异国他乡的宾馆，他



连续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一口气校阅整理了上百页中外文两种文本的技术文件。任务出色地完成了，受到上级领导的
高度评价，但连续熬夜和过度劳累却使年近花甲的李明憔悴了许多。 
  在航空系统，李明由于重任在肩，造诣颇深，事业有成，是很有些名气的。但是，他虚怀若谷，谦逊谨慎。1993年，
航空工业总公司拟推荐他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他知道后，诚恳地向总公司领导表示：“还是把机会让给德高
望重的老一辈专家吧！”1994年，航空工业总公司再次推荐他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土候选人。按理说，对院士的报批材料应
当字斟句酌，精心推敲才是。可他当时工作太忙，没空顾及，院士候选人提名书只好由办公室的同志代劳填报。有些技术
工作，他虽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上报成果或立功受奖名单时；他却大笔一挥，划掉自己的名字，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志。 
  对名利，他淡泊，但对自己40年的党龄，他却十分珍重，引以为荣。他说：“我是老党员了，更要发挥模范作用，党
龄越长，越要讲党性。”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是李明几十年来的精神支柱。他认为：“我李明首先是共产党
员，然后才是总设计师，不论干什么事，都要像个党员样儿。”他的名字连年载入沈阳飞机研究所优秀共产党员的名单。 
  在盛夏滚烫的机场跑道旁，地蹲在地上，摊开大张图纸和技术人员、试飞员、工人一起分析故障，研究解决办法，一
晒就是小半天。在场的人们称赞他：“真干实事，没有一点总设计师的架子。” 
  严冬大雪过后，他第一个出来清扫机关分担区的厚厚积雪，两个小时下来，早已汗流浃背了。 
  单位统一调整家属宿舍，他坚持不动用公家的汽车搬家，购置的新家具是他在星期日和家人雇用两辆人力车从商场运
回家中的。他有时到市内医院看病，骑上自行车独往独来，不肯麻烦司机。 
  出差，有时机票和软卧买不到，他或爬硬卧顶铺，或干脆硬板往返，总之，工作不能受影响。 
  作为总设计师，他的意见在评定技术职称、提拔技术干部等方面，确实很有分量。但他就是坚持原则，刚直不阿，不
徇私情，不该给的面子，他从不开口子。心术不端，追逐个人名利，跑官要官的人，一般不大敢登他的家门；登了，也要
碰或软或硬的钉子。 
  在布置技术工作的会议上，他总是不忘强调，“人总要有种精神，光靠钱不行，用钱买不来献身航空的事业心和积极
性，要抓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青年同志为国家效力，要首先培养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他的经历，在同龄的同事中，是比较丰富、艰辛的，并带有浓重的色彩：10几年的军旅生活培养了他坚定的国防观念
和顽强的意志；多年从事飞机维修的实践，使他善于从部队使用的用度审视飞机的设计；30多年从事多种型号飞机研制的
勤奋和成功，使他的技术学术水平日臻精湛; 40多年的党龄使共产党员的党性和专家的科学性在他身上实现了和谐的统
一。军人的气质，党员的风范，学者的博识，领导的才干，百姓的平凡，李明兼而有之，这也许就是他令人敬服的魅力所
在。 
  他反复说过几遍的老话：“飞机设计工程是团体项目，是集体成果，工作是大家共同于的，有上级的领导和指导，有
同志们的参与和支持。我荣获工程院院士的崇高荣誉，应当理解为党和国家对航空工业的重视，期待，对航空战线，特别
是对沈阳飞机研究所全体职工劳动成果的肯定。关于我个人，只是履行了一名老共产党员、一个航空战线上的老科技工作
者对党、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何况还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呢！”这不是谦辞，是他境界的描画，是他品格的写
照。 
  这就是他——李明——做人有志，做事有为，做学问有才，做官有德的李明。 
  一个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 
  一个脚踏实地，志在蓝天，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我国一流的飞机总设计师。 
  一个从战士成长起来的院士。 
  一个仍然是“战士”的院士。 
  他是建国后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那批打着那个时代烙印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的光荣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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