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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 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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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济南城北，黄河上空，飞翔着
一群山东测绘人。其中，有一位是山东省国土
测绘院第一测绘院应急保障部的肖鹏。他曾对
航摄生活有感而发，写过一首诗：迎着朝阳起
飞，描绘齐鲁山水；伴着晚露回归，保障国情
测绘。

同事们说，肖鹏干活有股钉钉子的韧劲
儿，“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
牢”。就这样，他用脚步丈量大地，将“心系
人民、情系人民，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的信念钉牢在齐鲁山海之间……

2019年8月11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下
发《中共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党组关于开展向肖
鹏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决定在全省自然资
源系统内开展向肖鹏同志学习活动；两个多月
以来，向肖鹏同志学习的热潮正在山东自然资
源系统蓬勃兴起……

一切“归零”，不断“充电”，“半

年跑了3万多公里”

2004年11月，刚到而立之年的肖鹏告别12年
的空降兵生涯，带着“一股子当兵的劲儿”来
到山东省国土测绘院。1996年便光荣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他，将在部队期间多次荣立的三等功
奖章封存起来，一切“归零”，不断“充
电”，钻研业务。

开辟新领域，走向新赛场。测绘，是为山
东各类基础建设打地基、搭框架的工作。使命
感在肖鹏心里油然而生。在单位你争我赶的氛
围中，他先后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山东省测量标志普查”“山东省基础地理信
息数据库更新”等多项重大任务，主笔编制完
成烟台、威海、菏泽、济宁、德州等市、县
（市、区）的“十二五”基础测绘规划，为全
省近1/4地区的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绘制了美
好蓝图。

“当时单位用车紧张，而我们的工作经常
要和政府部门反馈意见、座谈交流，时间比较
紧急。肖鹏就一大早开着私家车从济南出发，
直奔市县，中午或下午赶到后赶紧讨论。第二
天一早，赶紧去对接下一个市县。一年得有六
七个月时间不在家。有一次，他跟我说半年跑
了3万多公里，他却从来不找院里报销费用。”
老同事张衡说。

肖鹏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发展。“新闻里每
每看到我国某项科技突破国外封锁，他就十分
激动。歼-15舰载机在‘辽宁舰’航母起降成功
后，‘走你’手势的‘航母style’一时热遍网
络。肖鹏同志紧握拳头为中国科技加油。”作
为肖鹏的老同事，朱磊介绍道。

2012年是山东省国土测绘院转型升级的关
键一年，也是自主航摄的元年。这一年，院里
引进了一项重大技术装备——— 机载LIDAR航摄
仪。为尽快掌握航摄技术，空降兵出身的肖鹏
主动请缨加入新组建的机载LIDAR航摄组。

万事开头难。同事们对2012年11月初开始
的东营LIDAR数据首飞任务记忆犹新。当时，
受天气和空域限制，航摄组在东营等了一个多
月。“大概在12月上旬，突然接到空管通知，
我们之前准备的摄区飞不了，但昌邑北部摄区
在第二天上午可以飞行，时间窗口大约在早上5
点到中午12点。大家听到后非常兴奋，等待这
么长时间，机会终于来了。”与肖鹏同在一组
的张衡回忆道。

兴奋随即被现实泼了盆冷水。接到通知
时，已是晚上9点，地面基站设备尚未架设。要
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好飞行时间窗口，必须保证
凌晨4点之前把地面基站设备架起来。

“当时开车视线不好，气温零下十几度，
我们距测区100多公里，赶到那儿还需两个多小
时，大家都犯了难。可如果放弃，大家又心有
不甘。这时肖鹏挺身而出，他说领导把任务交
给我们，我们不能面对困难就退缩、放弃。随
后，他主动提出去架设基站，保证在4点之前把
设备架起来，说完他便收拾设备、装车，驾车
带领两位同事前往摄区。”张衡清晰地记得那
段经历。

在渤海南岸，肖鹏克服长途跋涉、严寒、
光线暗、视线差等困难，用手电筒照明，硬是
将地面基站架了起来。“当时一起去的同事还
拍了张照片。我现在看了，还是特别感动。”
张衡依然难掩激动。

胜利首飞的背后，是一次次的摸索。“第

一次装设备，我们用了一个多星期。飞机腹部
有个开孔，用来装置航摄仪镜头，我们要围绕
这个开孔做一块过渡板。过渡板得采用航空铝
板，如何开孔和安装都需要自己设计和制作。
那时候我从肖哥这里才学到，原来螺丝是有公
制和英制之分，拥有不同标准，而关键的几个
螺丝在市面上买不到，需要自己量算、设计，
然后找工厂去加工。”2013年从武汉大学毕业
来院工作的张奇伟介绍道。

部队培养了肖鹏对细节的苛求，他将这份
一丝不苟的精神带到工作中。“肖哥常说，他
当空降兵时，降落伞要自己叠，得特别用心，
因为叠不好就打不开。我们航摄仪部件多，连
线也多，安装在狭小的机舱里就会略显拥挤。
在肖哥的影响下，我们安装起来耐心细致，力
争井井有条。曾有设备方技术支持人员夸赞，
这是他从业多年来见过的航摄仪使用最规范和
规整的，没有之一。”张奇伟说。

航摄组中，大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院校研
究生。毛头小伙子们一直喊肖鹏为“肖哥”或
“肖总”。“肖哥身材高大，面容和善，对我
们的工作和生活很用心。他给我们配备的工具
箱设备齐全、规整，特别好用。我们现在装机
是按小时算，超过两个小时算失败。很多工作
真的需要有个人去给你带头。”张奇伟说。

“点亮自己，照亮别人”，

“像蜜蜂采蜜，过程辛苦，

结果甘甜”
航摄是个磨人的工作。因为要让位于军航

和民航，只能见缝插针，等待时机。
“他是点亮自己，照亮别人。他跟每个人

都处成朋友。航摄需要跟多方面打交道，不仅
是我们院里的人，还要和机场场地、飞行员、
机务等处好关系。他和所有人相处得都特别融
洽，生活、工作各方面都安排得有条不紊。他
也常变着法子开导我们，他不会直接告诉你方
法，而是教你一些道理，一些做人、做事的方
式。”同样从部队转业，田茂荣对肖鹏有着天
然的认同。

航摄工作相当辛苦，超出常人忍耐限度。
因为要搭载设备，飞机密封性差，冬天冷，夏
天热，高空时需要吸氧；飞行过程中，飞机颠
簸得很厉害，机舱里不仅噪音大，航空煤油的
味道也相当刺鼻，所以航摄队员给飞机起了个
别致的绰号——— “空中拖拉机”。“肖鹏经常
说，我就喜欢坐‘拖拉机’飞，真是又敞亮，
又透气。他这么一说，我们的心情也能跟着好
起来。”同为航摄组成员的朱磊介绍道。

“飞机在空中，随着气流来回晃，没有规
律，我们还必须时刻盯着仪器上的显示屏操
作。经常连续飞五六个小时，对身体要求很
高。有时飞低空，有经验的飞行员都会提前准
备几个塑料袋，在呕吐时备用。有时遇到一个
气流拍下，飞机能瞬间下降一百多米，跟坐过

山车似的。有的时候难受还可以忍，可一旦遇
到这种瞬间下降，就忍不住吐了。我们都是两
个人在飞机上，相互接力，你吐完我吐。”张
奇伟介绍道。

在执行低空任务时，肖鹏更是作出表率。
他在执行德州市9县（市、区）数字城市建设工
程航空摄影项目时，因为颠簸呕吐导致胃出
血。从开始到结束接近6个小时，他为不扰乱工
作进度，没有告诉同事自己身体不适，直至任
务结束才去医院检查。“现在想想，真像打光
最后一颗子弹，还在坚持。”张奇伟说。

饶是如此，以苦为乐仍贯穿肖鹏的工作全
过程。朱磊记得，在与肖鹏执飞南昌至宁都高
速公路乐安段航摄时，正值盛夏。“南方适航
天气较少，为把握住机会，我们每天晚上研究
云图，判断天气走势，早起看天气，进场等空
域。南昌天气湿热，肖哥体型较胖，每次下来
都是汗流浃背。一次次劳而无获，我不免有些
牢骚，肖哥总是鼓励安慰我。”

机会总会给有准备的人，适航的好天气终
于来了。“那天云层较高，下边没有淡积云生
成，我们抓住机遇，顺利完成LIDAR数据获取
工作。经检核，数据覆盖完整，精度满足甲方
要求，机载LIDAR组承担的第一个市场项目顺
利完工。”任务结束，朱磊和肖鹏像满载而归
的猎人，相视会心一笑。

在外行人看来，坐着飞机工作很刺激。在
张奇伟看来，这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在上面
飘啊飘，时间长了，心里没有安全感。当脚踩
在地上，感触特别深，有对这个大地爱得深沉
的感觉。我们有时候下来之后，经常是先躺
下，在机场的水泥地上先躺一下。”

“有一次，我们从青岛到烟台转场，在33
个小时里驱车330公里，两次拆装设备，两个架
次近11个小时的飞行，获取三千五百多平方公
里的影像数据。其中的辛苦自不必说，但大家
都觉得有意义、有价值。”与张奇伟同一批参
加工作的于宁说。

在肖鹏心里，守土有责，辛苦在其次。
“肖哥常说，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是自己。我们
是数据的源头，要是延期了，后面很多工序都
得顺延，我们必须自己赶着自己。”于宁说，
航摄极像蜜蜂采蜜，过程辛苦，结果甘甜。

起伏高山、壮阔大海、星点村落，在测绘
工作者眼中是无数个点，每一个点，都对应一
组数据、坐标和地理信息。肖鹏所在省国土测
绘院采集的海陆空全方位属性信息，为生态文
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经略海洋战略、精准
扶贫、社会综合治理等诸多领域提供地理信息
服务。

在张奇伟的记忆中，身体的辛劳抵不过心
底那一股暖流的激荡。“平常我们都买些小面
包在飞机上吃。有时候一天要飞多架次，肖哥
跟我们一块下来之后，我们就不让他上飞机
了。他就卡着点出去，买个热汉堡。我们下来
后，突然来一口热饭，那幸福感真是无以言
表。现在想起来，他虽然也累，但他心里总想

为我们做点啥。我觉得，兄弟们能这么在一块
儿，感觉特别好。”谈到动情处，张奇伟的眼
角泛着泪花。

“做了才知道能不能成功，

不做一定是失败”

在团队中，肖鹏还经常说一句话——— 做了
才知道能不能成功，不做一定是失败。

朱磊记得，在2017年初，院里航摄任务时
间紧迫，肖鹏所在的DMCIII航摄小组作为
“先遣部队”率先出测。大年初九一早，肖鹏
就带领大伙清点设备，整理装车，随即开赴日
照机场。

冬风似刀，加之阴天，测绘飞机下午四点
半才落地。简单寒暄后，肖鹏便带领大家安装
调试设备。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设备终于安
装成功，但傍晚的低温让设备无法启动。

就在大家垂头丧气时，肖鹏鼓励大家多思
考，并想到用暖风机的办法解决问题。最终，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加热，设备顺利启动了。大
家心中暗暗地舒了口气，一天的辛劳没有白
费。

“那天我们忙活到晚上八点多，肖哥带着
大家返回市里，安顿下来已到深夜。虽然过程
曲折困难重重，但他奋勇向前的精神总感染着
大家。”朱磊回忆道。

肖鹏在工作中勇于试错。因为他坚信，办
法总比困难多。“我们飞完以后需要下载数
据，大概要十几分钟。如果用飞机供电，飞机
本身的租赁费用特别高，一小时一两万块钱，
十几分钟下来2000块钱就没了。我们觉得这块
成本挺高，肖哥就多方打听，提议买了一块航
空电瓶，这样一个架次就能节省2000块钱。那
电瓶特别沉，得有一百五六十斤。每次进场，
把电瓶抬上抬下，总少不了肖哥的身影。”朱
磊介绍道。

“肖哥常说，给单位省钱，相当于创造了
价值。他告诉我们要规范化。他自己设计了硬
盘保护壳、专用保护箱，保护我们航摄的数
据。我们之前出去带电脑，都用纸箱子，抬来
抬去，最后纸箱全破了。他给我们配了电脑保
护箱，既美观、安全，又结实、耐用。”张奇
伟展示着肖鹏设计的白色硬盘保护壳，在壳内
两端有硅胶保护装置。

爱钻研是肖鹏的工作法宝之一。他熟练掌
握基础测绘知识，多次在测绘专业期刊上发表
论文，对引进的新型不同型号航摄设备进行创
新改进，在多项重点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高了工作质量与效率。

谈及钱，很多同事不约而同地提到肖鹏贴
的报销发票。“肖哥那个组的发票永远是有条
有理的，从来没有算错过。有些车票的价钱印
得不是很清楚，他都用笔给你注明这张车票多
少钱。”同事赵云昌说。

而很多工作，是金钱无法衡量的。“航摄
需要经验积累，没有经验就可能造成浪费。有
时候天气可能不差，但马马虎虎，这时候需要
我们来判断会不会影响航摄质量。如果飞一个
驾次下来，数据不行，那损失的可能是10多万
块钱。肖哥影响并培养出一批业务技术骨干。
咱现在的浪费就非常少了。”田茂荣介绍道。

与肖鹏共事三年多，张奇伟说那是值得一
生珍藏的财富，“把工作当成事业去干，这就
是肖哥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有些事情说出
来，别人可能理解，但感受就没那么深。我们
亲身处在那个环境下，慢慢被他感染。事后慢
慢总结出来，才发现他的作用非常大。我有时
候跟同事们说，基本上肖哥就是咱们航摄的精
神丰碑，把咱们航摄给带起来了。”

病榻上，他总是询问工作进展，

给年轻人鼓劲……

这位“内心藏着巨龙”的人走了
对工作，肖鹏忘我而无私。到去世，他的

职称一直是助理工程师十一级；对于各种评
奖、评优，他都让给年轻人。

在生活中，肖鹏是一位好儿子、好丈夫、
好父亲。“有时候我们也聊一些家长里短。大
家常说的就是测绘工作辛苦，风里来，雨里
去，朝出暮归，风餐露宿，回到家里要好好休
息放松一下。但肖哥和我们不一样。回到家
里，他每天早早起床，给家人包水饺、做手擀

面、送孩子上学，周末陪媳妇看电影逛街。他
也不止一次说，非常感谢岳父、岳母，把孩子
带大。他一年出差时间300天左右，平时很少顾
及家庭，他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家
人、对待同事、对待事业。他考虑的从来不是
单位能够为我提供什么，同事怎么对待我、怎
么看我，而是我能够为单位付出什么，哪些方
面我还能做得更好。”张衡介绍道。

“2014年，我们在一块儿同吃同住同劳动
三百多天。我跟他住了大半年，才发现他偶尔
会抽烟。有时我们会回家休息两天，肖哥总是
卡着点赶回摄区，从不拖延。要是任务不紧
急，他还嘱咐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家多呆一天
陪陪家人。”张奇伟说。

2017年9月，在接到开展济南市新旧动能转
换先行区740平方千米、0 . 1米分辨率影像获取及
处理任务时，为抓住天气状况良好等有利时
机，肖鹏带领航摄组迅速制订航摄方案，第一
时间赶到机场，安装调试仪器。

或许是早已感到身体不适，在出发执行航
摄任务之前，肖鹏破天荒地请了几天公休假。
再次见面时，机组成员有人发现他的神色好像
不对。看到他状态不好，同事们纷纷劝他不要
上飞机。但肖鹏说：“新设备换装到新飞机
上，可能会出现许多新问题，我上飞机的次数
多，仪器出问题的话，解决的经验比你们丰富
一些。”就这样，他又一次上了飞机。

在空中作业时，机组成员看出肖鹏非常难
受，脸色发青、恶心呕吐，头上还冒出了汗
珠，像是忍着巨大的疼痛。等到五六个小时作
业结束，一走下飞机，肖鹏就瘫坐在地上，久
久不能挪动。在候机坪等候的同事见状，立马
过来搀扶他。

可谁曾想到，此时肖鹏已知自己身患绝
症。为不耽误工作，他利用公休假去医院作了
检查。在得知是肝癌晚期后，他选择了隐瞒病
情，依然忍受巨大的病痛坚持登机作业，在坚
持工作三个月后，他倒下了。

肖鹏住院期间，院领导和同事们纷纷到医
院看望他。他总是询问工作进展，给年轻人鼓
劲，向领导表示感谢和歉意。“下班后，我去
看他。敲门进去后，他一个人在病房里看网络
小说。见到我，他非常开心。聊了一会儿天，
他嘱咐我别来了。他说医院里有病毒，回家带
孩子的话，怕传染。我当时想，能多来看他一
次就多来一次。没想到这么快他就走了。”张
奇伟再次落泪。

2018年2月24日，正月初九，肖鹏走了，年
仅44岁。“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
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肖鹏的亲属
告诉记者，他生前最爱听的歌是《鸿雁》。
“一曲高歌，余音绕梁，一个内心藏着巨龙的
男子。”肖鹏的爱人在他走后，在他的朋友圈
发了最后一条消息。

作为第一批俯瞰山东的测绘人，肖鹏总航
飞时间近1076个小时。从山左名都到海右河
山，从平原沃野到鲁中山峦，他带领的团队飞
遍了齐鲁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一张张航空影像
记录了他航飞的足迹，也见证了山东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和美好河山的沧桑巨变。

“肖鹏同志爱岗敬业，忘我工作，事迹感
人，是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和学习榜样。要进
一步总结提炼先进事迹，在全系统开展学习活
动。”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李琥
对肖鹏同志先进事迹专门做出批示。

“肖鹏同志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是‘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继承者和践行者，是
‘热爱祖国、忠诚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的测绘精神的弘扬者，在他身上充分体现
了‘忠诚与责任、奉献与担当’的共产党员的
优秀品质。下一步，我院党委将认真学习贯彻
《决定》要求，进一步深化开展向肖鹏同志学
习的活动，把肖鹏事迹作为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职工在感悟先进、对照先进、学习先进
中找差距明方向，提振奋斗精神，鼓荡创业激
情，加紧苦干实干，汇集形成建设测绘地理信
息事业、展现自然资源新作为的磅礴力量。”
山东国土测绘院党委书记、院长黄兴友说。

作为第一批俯瞰山东的测绘人，他采集海陆空全方位地理信息，为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等诸多领域域提

供服务。他总航飞时间近1076个小时，一张张航空影像见证了他的艰辛足迹。2018年正月初九，“一曲高歌，余音绕梁”，“一

个内心藏着巨龙的男子”走了……

肖鹏：翱翔蓝天，描绘齐鲁
□ 本报记者 卢昱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肖鹏在1998年抗
洪救灾前线。有困难
冲在前面，是他一贯
的做法。

肖鹏(左)和同事
在工作。他的认真严
谨，给同事们留下深
刻印象。

肖鹏(左)和同事在
做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每一次的空中工作都是
一次严峻的考验。

肖鹏在工作中

他将“心系人民、情系人民，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的信念钉牢在齐鲁山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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