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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资讯

养兵千日 YANG BING QIAN RI

科技日报讯 （刘畅 李飞）作为“十二

五”期间国家公务员局在全国首家以国防

教育为特色的实践教育基地，近日，装甲兵

工程学院完成中直机关 239 名公务员的初

任培训任务。

该院自 2013 年签约挂牌以来，与国家

公务员局的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了建院 60

多年来积累的教学经验和丰富的国防教育

资源优势，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公务员国防

教育的特点规律，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加强基地建设，为公务员培训提供了良好

的训练场地、师资力量和相关保障，为提高

国防教育培训的质量水平、打造特色品牌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此前，该院先后为国家教委、商务部等

20 余部委 1000 多名新录用公务员完成初

任培训，受到用人单位和参训学员的一致

好评。

装甲兵工程学院完成

中直机关新录用人员初任培训

科技日报讯（陈嵩 宋光辉）与基层连

队“攀亲联姻”，建立思想政治教学实践基

地，实现资源共享合力育人。这是武警工

程大学理学院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该院利用

教学资源优势，先后安排军事心理学教研

室、政治理论教研室和法学教研室等 7 个

教学研究单位 54 名教员深入基层连队班

排开展帮扶结对活动，把教学课堂延伸到

连队，把理论成果推广到一线。

学院党委一班人集思广益，在整个学

院广泛开展政治教员“驻”连队活动，从专

业的角度和基层连队干部一起研究方案，

一起组织活动，既提高了基层干部开展工

作能力水平，有力促进基层政治工作有效

落实，又使专业教员及时准确掌握学员的

思想、心理状况，为课堂教学提供参考依

据，增强教育效果。

武警工程大学理学院

与基层连队资源共享合力育人

科技日报讯（李晓龙）9月 10日，由空

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联合一家汽车公司研制

的国内首辆机场专用救护车，通过中国航

空学会成果鉴定。该型救护车的研制成

功，提升了机场飞行航空卫生勤务保障水

平，解决了遇险飞行员快速抢救的难题。

该所所长罗永昌说，高性能战斗机、轰

炸机、军用运输机座舱位置较高，而目前的

救护车车顶只能到达飞机腹部，一旦发生

险情，往往施救乏术。

该所高工由俊生带领课题组 10 年攻

关，研制出该型救护车。他说，专用救护车

独具的升降旋臂与轻体高强度软式吊篮结

构具有动态接触稳定和位姿调整能力，适

应各类飞机的事故状态；急救专用脊柱板

和出舱助力吊钩，提升了对不能自主出舱

的人员抢救时效和救护质量；车内配备了

应急抢救模块化设备等，适应多种任务保

障需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评价说，该型

救护车集大跨度吊救、高效救护医疗、远程

医学诊断、快速抵近和后送功能为一体，实

现了机场平战时飞行员遇险现场救护，可

作为战时伴随机动医疗保障单元。

空军航空医学所军地联合

首次研制机场专用救护车

科技日报讯（李香）武警广西总队防

城港支队防城区中队高度重视官兵思想政

治工作，为全面掌握官兵所思、所想、所盼、

所求，中队干部骨干充分利用训练间隙、饭

前饭后等时机，广泛开展“大谈心”活动，利

用“三五百米散散步”“三五个人聊聊天”“三

五分钟宽宽心”“三五句话提提醒”，使战士

们时时感受到兄长情、战友爱。同时，他们

积极依托“三互”“双四一”等有效载体，广泛

开展思想上常交心、训练中常鼓劲、管理上

常提醒、生活中常帮助活动，努力营造互

帮、互学、互管共同提高的良好氛围。

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防城区中队

以兵为本构建和谐环境

科技日报讯 （解西朋 高满航）近日，

在一场操作技能比武中，上士郭昕鹏技压

群雄以 5 分 20 秒率先完成轮胎拆换，比原

有纪录提前 10秒，获得小组第一。该厂领

导介绍，他们提升专业技能比武门槛，把以

前的优秀线作为现在的及格线，加大训练

严格考核，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今年以来，该厂聚焦强军目标，着眼未

来战场需求不断提升训练难度，积极适应

装备更新换代迅速、技术要求高、战场形势

复杂不定等特点，把以前的优秀线作为现

在的及格线，真刀实枪地进行考核。高标

准带来强素质，随着及格线的提升，官兵们

自我加压不断突破，截至目前，有 38 名表

现突出的操作手在考核和实战中以优异成

绩脱颖而出，被评为“岗位先锋”。

第二炮兵某修配厂

抬高技术标准锻精兵

科技日报讯（王友松）近日，密林深山

某演兵场，第二炮兵某旅一场“营营竞赛”

激战正酣……抽调官兵编组、采取自导自

演，扮演“敌”我双方，在逼真对决中，思谋

略、练指挥、强对抗，上演了一幕幕精彩实

战“对决”。

跟随考核组，笔者看到：科目互考中

更显亮点，在临机转移中，发射二营官兵

发现，转进中伪装是发射三营“弱项”，可

是，二营偏挑这个“软柿子”捏，直击三营

官兵的“痛处”，顷刻，令三营官兵措手不

及 ，积 极 寻 求 对 策 ，极 尽 全 力 弥 补 自 身

“瑕疵”。

今天的演练，就是明天的实战。在中

军帐，演练总导演、该旅旅长陈在望深有感

触地说，创新地采取自导自演的方式，让官

兵们在彼此对抗中互找“软肋”，逼着自己

补“短板”、练本领、强对抗。

第二炮兵某旅

战场对抗偏捏“软柿子”

科技日报讯 （杜杰 秦翮）日前，一阵

急促的哨声将武警湖北总队襄阳支队一中

队官兵从睡梦中叫醒。面对突然袭击，全

中队官兵迅速整理装具，在规定时间内赶

到集合地点。

该支队支队长李天顺说：“破除惯性思

维，强化战备意识，才能备而不怠。”在战备

拉动讲评会上，他掷地有声：“战备演练不

是走过场，执勤处突，没有固定时间，各级

都要时刻绷紧战备这根弦。”随后支队领导

坐在一起，研究修改战备方案，取缔了战备

演练时间固定、设置情况简单等8个与实战

要求不符的做法。他们从思想上入手，开

展“当兵为打仗，打仗为打赢”专题教育。

各基层单位积极开展自查自纠活动，纠正

战备教育抄提纲、警用器材损坏维修不及

时、战备物资不齐全等10多个战备不实、训

风不正的问题，营造真打实备的氛围。

武警湖北总队襄阳支队

当兵打仗，天天都是战备日

科技日报讯 （宋景春 赵杰）“近日，

笔者在二炮政工网上轻点鼠标进入《二

炮地方大学生集训网》网站界面，发生在

某基地国防生集训基地的大事小事尽收

眼底。据该基地政委周文华介绍，二炮

地方大学生入伍集训是二炮历年来的重

要工作之一，开设《二炮地方大学生集训

网》是展示国防生集训风采的重要途径，

同时也是激发国防生训练热情的有力举

措，对国防生走好军旅第一步起到了正

向激励的作用。

为持续做好二炮国防生集训政治工

作，该基地充分利用国防生在网页制作方

面的专业特长，在网上设计制作《二炮地方

大学生集训网》网站，将该基地历年来在国

防生集训方面好的经验做法全部收录其

中，这些图片和文字的背后无不记录着国

防生在集训期间的成长进步。

第二炮兵国防生集训基地

轻点鼠标，一网打尽集训事

初秋，西北某地，千里大漠，硝烟四

起。一场信息化条件下战法创新观摩演练

如火如荼。

一辆辆铁甲战车如奔涌的铁流，风驰

电掣般扑向目标区域。令人惊奇的是，一

发发炮弹尤如长了眼睛，数个目标在爆炸

声中灰飞烟灭。

硝烟散尽，人们发现，导演这场好戏的

是南京炮兵学院炮兵装备器材研究所的专

家们。他们运用“某新型间瞄射击指挥系

统”，演绎了精确打击的大漠传奇。

“仿真也是战斗力”，采访中，该院科研

部部长张爱东教授介绍说，该所把部队需

求作为攻关追求，先后研发出 20 多种 3000

余套仿真器材，每年为部队节约训练经费

近千万元。

分文不花成为驾驶能手

在炮兵模拟器材演示大厅，笔者看到，

一名学员正端坐在“火炮”驾驶舱内，全神

贯注地注视着舱内和计算机同步显示的视

景系统。车身一会儿左倾右斜，一会儿前

俯后仰，计算机不时生成各种道路和障碍

物。其间，天候不断变化。计算机屏幕上

各种仪表数据不停地跳动着。

这是该所刚刚研制完成的《某型自行

加榴炮驾驶训练模拟系统》，荣获军队科技

进步二等奖。据介绍，自行火炮不但造价

不菲，驾驶训练也是十分昂贵，每摩托小时

耗费约 5000 元，而且受地形环境和天候条

件影响较大。部队为此头疼不已。

该所把部队难题当作攻关课题，运用先

进的计算机技术和仿真技术，成功研制出该

型驾驶模拟系统。该系统逼真度高达 90%，

不仅拥有与实装完全相同的驾驶环境，设置

的6大类16个训练科目，也基本涵盖了各种

地形和天候条件，且能实时显现和全景再现

驾驶全过程，便于教员讲解示范和纠正动

作，驾驶寿命高达上万摩托小时，训练耗费

不足20元，极大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一弹不发练就射击真功

有人粗略计算过，培养一名“神炮手”

按打 100发炮弹计算，即使使用最便宜的炮

弹，也得上百万元。

如何解决打得准和耗费高的难题？该

所多次组织人员深入部队演兵场，收集梳

理部队在实弹射击中的重难点问题，并根

据大纲要求，科学设置了短停射击、夜间射

击、对抗射击等 15个训练科目。

为了更加符合实战要求，他们还系统研

究近几场局部战争中的战场环境，采用弹道

仿真技术和计算机图形技术，建立了多种战

场环境下的地形地貌模型，成功研制出“某

型自行反坦克炮射击训练模拟系统”。

“效果咋样？”面对笔者的发问，该所孙

心珲所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进行了现场

演示。

只见 4 名学员手持操纵台，聚精会神

地盯着眼前屏幕。忽然，一辆坦克快速

“驶”进屏幕，学员迅速转动操纵台紧追目

标。一秒、两秒……正当坦克肆无忌惮地

前行时，学员们轻按发射按钮，4 发“炮弹”

脱膛而出。转眼间，目标灰飞烟灭。这时，

火炮检测系统跳出一个对话框：成绩良好。

足不出户精湛指挥本领

今年 6 月，全军炮兵部队首次指挥对

抗演练在该院拉开战幕，由北京军区某炮

兵旅扮演的“红军”，由该院部分教员和学

员组成的“蓝军”，依托该院研发的“炮兵指

挥对抗训练系统”，展开了一场体系背景下

指挥对抗演练。

据介绍，该系统采用“资源+平台+应

用”模式，设置了导调控制、裁决评估、指挥

作业等 7 个软件系统。双方围绕侦察与反

侦察、干扰与反干扰、开进与反开进、火力

破袭与反破袭等内容，进行了全要素、全系

统、全过程指挥对抗，直观生动，栩栩如生。

采访中，该所孙心珲所长介绍说，由于

缺乏系统支撑和场地支持，部队很难经常

组织综合演练，许多时候只能“下盲棋”。

他们充分发挥技术优势，研发出“某型炮兵

分队射击指挥训练模拟系统”“某型炮兵直

瞄射击指挥训练模拟系统”等多个仿真系

统。官兵们可以进行不同层级、不同科目、

不同环境下的炮兵作战指挥行动。

在该院炮兵野外模拟射击场，笔者看

到，“某型枪代炮射击指挥控制系统”已被

广泛用于教学之中，即用步枪代替火炮、子

弹代替炮弹，在狭小场地上进行射击指挥

练习，训练效果与实装实弹完全相同。

这里有一片仿真“试验田”
探访南京炮兵学院炮兵装备器材研究所

□ 周燕虎 孔云峰 肖日东

夜色如黛，南国深山，第二炮兵某旅一

支铁甲分队在丛林中衔枚疾走。

一夜间，他们已接到两份紧急转进命令。

这不过是日常训练。笔者却被官兵们

“视日常为非常”的战备定力所吸引：每当

警报紧急拉响，官兵们总能紧张有序地归

整物资，迅速撤离野营区，转进至预定地域

后，大家又立即投入到安营部署工作，不一

会儿，一顶顶帐篷拔地而起，面貌如初。

该旅参谋长刘西洋告诉笔者：“部队的

紧迫感和战斗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情

况刺激’，实战中，发现即摧毁，如此高频率

地组织快速转进演练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些

必要的‘刺激’。”

据了解，该旅已连续数月保持高等级

战备，如何让部队始终保持“盘马弯弓箭

待发”的临战状态，一直是旅党委关注的

焦点。

而现实隐忧更灼人。不久前的一次野

外驻训让大家记忆深刻：旅里组织两个发

射分队进行为期一周的实战化演练。抵达

宿营地域后，一个分队在搭好帐篷进行紧

固后，便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后续训练工

作；另一个分队则“按部就班”地让官兵规

范秩序，提高标准，排水沟加宽加深、帐篷

修棱修角、布置地表文化……

突然，导调组下达科目，要求部队快速

转移，正在组织作战会议的分队接到命令

后，迅速收拢物资装车出征。而另一个分

队，由于安营时的“额外工作”耗去大半撤

收时间，无法及时转进。随后的总结讲评，

该分队受到点名批评。

对“按规矩还挨批”的结果一些人满腹

疑惑：部队长时间外出驻训，有的官兵却不

知整天摆弄的那套宿营流程是为了啥；还

有个别营连主官头脑中装的是特情处置方

案，却对它的用途一知半解。

战报如雨，哪容你“循规蹈矩”？一条

排水沟可能暴露部队行踪，一缕炊烟可能

引来“敌”机空袭，一分钟耽搁导弹就可能

无法发射……这些“因循规蹈矩贻误战机”

的事例，揭示着同一个道理：实战意识的强

弱决定着战争的胜负。旅长徐东峰的一席

话让官兵们茅塞顿开。

要让训练与作战划等号，就必须改变

墨守陈规的训练观念，去掉老套的做法。

该旅举一反三，随即组织作训部门评估部

队作战能力，梳理总结影响训练的陈规旧

法，并根据演练具体情况及时叫停或调整

相关方案计划。

他们组织保障分队，组成联合保障组，

对演练地域气象、路况等情况进行预测，根

据战场环境及时对作战分队进行针对性训

练。同时他们主动研究作战新训法，按照实

案、实兵、实装，实际作战地域、实际指挥岗

位、作战编组和作战流程，反复演练实战课

题，不断锤炼官兵们枕戈待旦的战备意识。

晨光初照，笔者钻出帐篷放眼望去，又

是一场突击演练，只见一辆辆战车跨沟壑、

穿丛林，卷起满天风尘……

战报如雨，哪容你“循规蹈矩”
□ 王光辉 王怀东 宋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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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军旅生涯，21载《科技日报》深情。

初识《科技日报》是当新兵的时候。那

时我刚分到总参装甲兵某研究所政治部，

成为一名战士报道员，部里专门订阅了许

多报纸供我们学习，唯独《科技日报》深深

吸引了我。

尽管它是一份科学性专业报，但通俗

的办报风格、质朴的科普理念，就像一位无

言的老师，把我这个“门外汉”带进了新闻

写作的殿堂。由于研究所是个科研单位，

面对的都是科研人员，采访不能说外行话，

写稿也要有科学层次。为了达到这个要

求，我每天都要把新来的报纸仔细研读几

遍，从一版到八版，从消息到通讯，几乎每

个栏目、每篇文章，都要看上一遍。既学习

别人的写作技巧，也恶补欠缺的科普知

识。后来，随着阅报量的不断增加，我不再

满足学习别人的文章，也开始动起笔来。

至今我还记得，当报道员时发的第一

篇稿子就是在《科技日报》上。说是篇稿

子，其实就是 1 条没有超过 100 字的简讯。

责任编辑李凝大姐还帮我做了精心修改，

刊发后还专门寄来一封信和样报，寥寥数

语的鼓励给了我努力写稿的极大动力，科

技日报人对通信员的责任和感情也让我感

动不已。

正 是 有 了 这 份 感 情 ，才 使 我 更 加 珍

惜、更加关注《科技日报》，并把它融入到

自己的事业和生命。曾经有一段时间，

《军旗飘飘》专版（《科技强军》周刊前身）

没有了，我很着急，就给报社写了一封读

者来信。没想到，信不仅全文刊发，当年

还被邀请参加了读者座谈会，成为唯一的

义务兵参会代表，我的来信和建议还受到

报社领导的高度肯定，很快军事专版再次

恢复，到目前还扩充为四个版，成为所有

行业报纸中军事报道版面最多、报道力度

最大的报纸。

一份好报纸，一群好编辑，也更加激

发了我追求新闻事业的激情。从最初的

“萝卜条”“豆腐块”，到后来的“大块头”

“长通讯”，《科技日报》不仅成了我最好的

辅导老师，也成了我收获成功的肥田沃

地。最多的一年，我在《科技日报》上发稿

几十篇，还在“科技强军”好新闻比赛中获

得一等奖。

而我深深知道，这些数字的里面凝聚

着编辑老师们太多的汗水和心血。正是

他们无私的帮助和奉献，才培养了我成就

了我。有时为了稿子里的一组数据一个

术语，唐先武主任几次给我打电话核实；

有时为了一个好主题好标题，编辑尹传红

三番五次给我点拨启示。上世纪 90 年代

手机还不普及，他就一次次用寻呼机给我

传递信息，就连寻呼台的小姐都被他们高

度的责任心所感动。特别是至今未曾谋

面的彭宏编辑，用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深深感染着每一位军队的报道员。也正

是有了这么多科技日报人的无私和奉献，

才成就了今天《科技日报》的万期芬芳和

峥嵘。

一路相伴，心手相连。参军 21年，从北

京、南京、上海到洛阳、广州，再到北京；从

装甲兵、工程兵、炮兵，再到第二炮兵，单位

几经变换，岗位多次调整，唯有不变的是与

《科技日报》的真挚感情。每调一个单位，

我就把《科技日报》带到一个单位。记得调

到某训练基地时，由于是个训练单位，没有

订阅《科技日报》，我就极力向首长推荐，当

年就增订了 62份。

有人说我偏爱《科技日报》，我不否

认。在和她的感情上，我从没把自己当成

一个局外人。因为我受益于《科技日报》，

成长于《科技日报》，从战士报道员，到正团

职干部，我成长的每一个脚印里都浸透着

《科技日报》的深情关爱与呵护。我也把这

份真情深藏心底，并转化为勤奋写稿的动

力，因为新闻报道赢得的 3 枚二等功、4 枚

三等功军功章也成为我向《科技日报》万期

之贺的最好献礼！

整装待发，风雨兼程。10000期又是一

个新的起点。在新的征程即将起帆之际，

我愿与《科技日报》真情相约，一路前行，在

20000 期、30000 期的时候，我们再回首，再

相逢，一起品味充满激情的岁月峥嵘，那将

是我最幸福的人生。

（作者系第二炮兵后勤部政工网办公
室主任）

深深情结“科技强军”
□ 孙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