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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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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万亩

39 年 来 ，空 军 某 运 输

搜救团一大队飞播航迹遍

布 7 省（区）130 多 个 县

（市），作业面积约 2600 万

亩，播撒草籽树种万余吨，

用 一 道 道 壮 丽 航 迹 ，创 造

了生态奇迹。

◎温志晖 桑 朋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营内外

新年伊始，火箭军研究院某研究室传来好消

息——多项装备技术难题被攻克，装备作战样式

不断丰富、机动能力跨代跃升，为火箭军部队战

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有效提升作出新贡献。

带领研究室团队冲锋一线传捷报的正是该

院某研究室主任杨必武。自从成为室主任后，杨

必武先后带领团队完成重大军事行动保障任务

30 余次，获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20 余项，申

报专利 40 余项。

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集体的写实。科技日

报记者注意到，作为火箭军主体科研机构，火箭

军研究院一批高层次人才正蓬勃成长，核心科研

能力不断跃升，肥沃的科研土壤不断萌发新芽。

科学规划人才培养路径

杨维忠是该院的研究员，他从工程师做起，

经历助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型号总师、研究员

的岗位轮换。作为科研骨干，他刚开始没找到合

适的发展平台。

但是金子总要让他发光。该院党委在充分

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根据科研发展需求和杨维忠

专业能力素质，积极为他配备团队、搭建平台、赋

予任务。在上级的支持下，他带领团队先后承担

完成重大科研任务 20 余项，首次实现了某装备

时控自动点火发射，先后完成了 3 个型号武器的

研制、改进和装备，入选研究院院士后备人选三

级梯队“第一梯队”。去年底，他晋升为技术三级

专家。

要组队伍，更要带队伍。某研究室主任周宏

潮，每次受领任务后都像打仗一般，第一时间进

入“紧急状态”，带领团队成员全身心地投入科研

攻关，近几年先后获得 7 项军队科技进步奖，所

带团队被火箭军评为科研工作先进集体。

对此，该院相关领导表示：“人才建设是强院

兴院的战略工程，我们始终强化党管人才责任，

注重统筹谋划抓建，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合力。”

他们专门研究制定了《人才建设中长期规

划》《院士后备人选三级梯队培养规划》《博士后

工作发展规划》，大力实施高端创新人才集聚战

略工程，精准制定多项培养举措。在此基础上，

他们加强院士带教工程，先后与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 16 所知名高校建立联合

培养机制，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等 53 家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建立协作关

系，聘请 70 余名两院院士担任带教导师，开拓院

内科研人员的创新视野，提升人才层次。

近年来，该院先后涌现出中国工程院院士 5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9 人、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 4 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2 人、全

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和培养对象 40 余人。

多措并举促进素质升级

李贤玉院士办公桌上的科研计划表总是密

密麻麻——“某指挥系统多级调试”“某新型导弹

信息化系统联调”等多项任务一一在列。她半开

玩笑地说：“这就是我的‘作战地图’。”

作为我国导弹作战信息装备工程管理领域

学科带头人，她多次带领团队走进发射阵地，与

官兵一同查需求、找方向，组织力量攻克多项技

术难题，完成关键技术试验验证，有效支撑部队

快速平战转换。李贤玉团队是火箭军研究院科

技创新团队的典型代表。在该院，像这样的科研

团队还有很多。

为此，该院前不久专门举行仪式，为 15 个火

箭军首批科技创新团队揭牌。仪式上，以中国工

程院院士侯立安、冯煜芳、肖龙旭、李贤玉为代表

的创新团队带头人，宣誓领衔担纲带队“出征”，围

绕实战需求带领创新团队对重点项目展开攻关。

记者注意到，加大高水平创新团队扶持只是

该院带动催生高层次创新成果和高素质创新人

才的举措之一。

该院党委持续推进“科研联通战场”和“科研

服务打仗”活动深入，健全完善深度融合机制，开

启“院士部队行”活动。疫情期间，他们灵活运用

视频连线技术，发挥专家指导和科研支撑最大效

力，开辟了加强与部队一线战略合作的新路子。

去年 9 月，该院机关调研组还奔赴浙江大

学、国防科技大学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加

强与军地知名高校在人才建设上的交流合作，进

一步发挥博士后工作站、科研创新团队的高层次

人才“孵化器”作用。

在此基础上，该院党委推行研究室主任竞争

上岗和能上能下机制，鼓励一批批成果突出、素

质过硬的科技干部走上科研带头人岗位，选拔

50 余名不定等级研究室主任带头谋战研战，在

全院树立起“研为战”的鲜明导向。

名师高徒接力科研创新

作为火箭军首位院士，年过八旬的唐西生不

仅带给冯煜芳学识上的长进，更为他树立起“甘

为人梯、潜心育人”的好榜样。2017 年 11 月，冯

煜芳也成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该院研究员魏诗卉是肖龙旭院士科研团队

的一员。她紧贴实战需求，先后获得国家和军队

科技进步奖 7 项、国防发明专利 26 项，2019 年获

“第十五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该院某研究室主任王学宁是李贤玉院士团

队的一员。受领研制数字信息化系统任务后，他

带领课题组人员用不到 1 年时间建成了相关模

块，受到上级机关的好评。

科研创新，贵在接力。名师与高徒的故事，

在该院一直广为流传。

近年来，该院突出高端引领、团队扶持和年

轻后备人才培养，扎实推进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

工程，牢固树立选人用人鲜明导向，助力人才建

设提挡加速，形成了以院士为龙头，国家、军队、

火箭军和研究院四级专家梯次衔接，优秀青年后

备人才充足的高层次创新人才群体。

不仅仅是人才接力这一项动作，该院还坚持

科研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构建形成了

1 个首批重点扶持的军队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

15 个火箭军科技创新团队和 8 个院本级科技创

新团队、2 个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30 个专业技

术和专业基础实验室。

一系列措施办法，激发了火箭军研究院高层

次人才队伍的创新热情。仅近两年，该院就承担

千余项科研项目课题，数十项重要成果获国家和

军队科技进步奖，先后有数百名科技干部受到国

家、军委和火箭军的表彰奖励。

为啥这里的科研能力像坐了火箭？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构设实战环境，组织特战队员在野外开
展山地反恐、潜伏狙击、水上射击等课目的训练。此次训练全面锤炼了特
战分队在陌生环境下的综合实战能力，为今后遂行多样化反恐处突任务
奠定坚实的能力基础。 余海洋摄

野外锤炼实战能力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年终岁尾，记者在火箭军某导弹旅某

发射营探访发现，每到饭前课后，静谧的营院总会响起一阵大家耳熟能详

的歌声，听完后令人倍感振奋。

问及该旅政委魏忠涛，他说：“一年来，旅队大项任务交织并行，官兵

通过不同的场景，一样的歌声，表达同样的家国情怀。”

鼠年即将过去，牛年即将翩然而至，让我们一起回首该导弹旅官兵在

这一年中的平凡与伟大。

当祖国召唤时，军人的家国情怀是舍却小家、义无反顾。

张贻进是某技术营二级军士长。执行实弹发射任务的前一天晚上，

他得知妻子被推进了产房。他的妻子是一名高龄产妇，生育风险很高，但

为了发射任务，张贻进依然奋斗在一线，妻子只能托给家中 70 多岁的老

岳母照料。

对此，该旅旅长葛杰说：“张贻进是一名优秀的导弹测试号手，虽然家

中有困难，但他仍坚守在阵地上。党委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在部队转进

间隙，特批了 3 天假让他回去看望妻子。”

面对党委的关怀，张贻进感动地说：“部队任务这么重，还能让我回家

看望妻子，对我和妻子来讲，这是意外的惊喜和莫大的幸福。”

某发射营四级军士长张明的女儿在医院检查时发现患有眼病，由于

妻子在家照顾老人无暇分身，所以一直没有带女儿去接受系统治疗。去

年 7 月，医院复查时，女儿的病情加重，需立即进行手术。张明得知后，向

单位请了 10 天假回家带女儿去治疗。然而，就在女儿做手术的当天，张

明接到了立即返回岗位的通知。

坐上南下的列车，张明思绪万千。突然，微信弹出一条妻子的信息，

让张明欣慰不已：“老公，家里一切有我，你保卫国，我守护家。”

无独有偶，某发射连指挥长卢建材家属刚来队不久，任务突然降临，

他只好将家属送走，积极投身到任务当中。直至今日，他还奋斗在任务一

线。某发射营侯宇轩，在执行任务期间，得知家人不幸病逝的消息后，依

然以大局为重，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化悲痛为力量，各项训练课目从

来没落下，高标准完成了任务。

当困难来临时，军人的家国情怀是不畏艰险、所向披靡。

西北戈壁滩，寒风刺骨。不久前的某实弹发射任务中，某保障队队长

蔡伟华带领所属班组早出晚归、风餐露宿，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着线路排查

工作和保障工作。熏黑的手脸已是他的标配，嘴唇裂了多个口子，忙起来

时一天甚至顾不上喝一口水。然而他们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和艰巨的任

务，依旧标准不降、状态不减。

去年夏季，受汛情影响，淮河水位迅猛上涨，沿线各村全线告急。某

发射营四级军士长王波在家休假期间，得知自己家乡的汛情后，果断放弃

陪伴家人，主动请缨，毅然决然地投入到防汛工作中。在灾难面前，王波

舍小家为大家，昼夜坚守在汛情最前沿阵地，站成了一面旗帜。在最美

“逆行”中诠释守卫家园的忠诚奉献。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国家安宁，我们紧握手中枪⋯⋯”记

者看到，这群导弹兵是有血有肉的一群好男儿，他们不为私情所动容，把

所有的优先权都给了“大家”。值得我们向他们致敬！

年终岁尾

看导弹兵的家国情怀

近日，武警北京总队执勤四支队协调驻地邮局上门为358名立功受
奖的官兵集中办理寄送立功喜报业务。这批喜报将寄至立功受奖官兵所
在地区的地方武装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预计在春节前送至立功受奖官
兵家属手中，为“光荣之家”更添一份荣光。 姜润邈摄

立功喜报寄回家

新年伊始，一场寒流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西

北高原的上空，一架架“绿鹰”快速掠过，空军某

运输搜救团（以下简称运输搜救团）一大队大队

长辛嘉乘带领飞行员超低空飞行，俯瞰翼下的大

地，心中勾勒出接下来的春种飞播任务蓝图。这

已经是这个大队执行飞机播种造林和防风治沙

任务的第三十九个年头。

39 年来，运输搜救团一大队在加紧战备训

练的同时，为祖国播种绿色、为人民播撒希望，飞

播航迹遍布内蒙古、川、黔、陕、甘、青、宁等 7 省

（区）130 多个县（市），作业面积约 2600 万亩，播

撒草籽树种万余吨，在荒漠地区、沙漠地带筑起

重要绿色屏障，用一道道壮丽航迹，创造了生态

奇迹，助力了脱贫攻坚。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这个被誉为“飞播

绿鹰”的大队，聆听他们听从党的号令、忠诚担当

使命的生动故事。

听党指挥，变沙漠为林地

“这是飞播创造的奇迹！”陕西省治沙研究所

所长石长春，这样形容陕北榆林市的变化。

这里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历史上曾 3 次被

迫南迁。上世纪 70 年代，曾有人说：“用不了多

久，榆林将从地图上消失。”

生 态 治 理 引 起 国 家 高 度 重 视 。 在 这 个 背

景 下 ，党 和 国 家 号 召“ 空 军 要 参 加 支 援 农 业 、

林 业 建 设 的 专 业 飞 行 任 务 ”。 人 民 空 军 很 快

改 装 了 一 批 飞 机 ，训 练 了 一 批 能 够 执 行 飞 播

任 务 的 机 组 人 员 ，开 启 了 在 祖 国 西 部 飞 播 造

林的序章。

1982 年 5 月，甘肃省临夏州太子山林场，该

大队官兵在无资料、无设备、无经验的条件下，首

次执行了飞播造林任务。39 年间，他们的飞播

航迹从未间断，在 130 多个县（市），300 多个播区

里，“飞绿”荒山戈壁，换得草场良田。榆林就是

飞播治沙成功的范例！

“全市沙区 75%的林地，都是以飞播林为基

础建起来的。”石长春说，2014 年，经过军民 30 多

年携手奋斗，榆林的飞播治沙取得阶段性胜利，

860 万亩流沙得到控制，榆林植被覆盖率从 1.5%

上升到 45.2%。

“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飞哪儿就飞哪儿！”

该大队官兵说。

如今，作业区的飞播林从最初的星星点点，

到聚成块、连成片，成为绿色长龙——国家“三

北”防护林飞播成林超过 1000 万亩；在陕北播撒

出 165 个万亩以上的连片绿化基地，形成 400 余

公里的“绿色长廊”；在汉江、嘉陵江和丹江上游

造林 570 余万亩，建成我国北方最大的飞播造林

基地⋯⋯

飞播给地方带来了绿水青山，带来更多的

发展机会和巨大变化，帮越来越多的百姓脱贫

致富。

依靠科学，创造治沙奇迹

8 月的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绿意盎然、花团

锦簇。看着曾经寸草不生的 4 万亩沙丘草木葱

茏，阿拉善左旗林工站站长刘宏义感慨万千。

国 际 学 术 界 曾 有 这 样 一 个 论 断 ：“ 年 降 水

200 毫 米 以 下 的 地 区 不 适 宜 飞 播 。”而 阿 拉 善

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不足 150 毫米，蒸发量却高

达 3000 毫 米 ，是 典 型 的“ 播 了 也 长 不 出 来 ”的

地方。

该 大 队 官 兵 偏 偏 不 信 这 个 邪 。 从 1984 年

开始，军地双方从零开始，启动了漫长而艰难

的飞播造林治沙试验。在腾格里沙漠边缘，飞

播人与林业人并肩作战，顶着风沙和酷暑，从

立 地 条 件 到 气 候 变 化 、从 种 子 筛 选 到 试 播 试

种，从飞播乡土树种到落种封育管护⋯⋯一项

项反复试验，一步步艰难探索，一次次抢在雨

季前飞播。经过 8 年连续探索，取得了一整套

飞 播 造 林 治 沙 实 用 技 术 ，走 出 了 以“ 适 地 、适

时、适种、适量、封禁”为主要特征的飞播造林

治沙之路。

精诚至，金石开。飞播造林治沙终于在乌兰

布和沙漠与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取得了成功。军

地携手探索的飞播造林治沙实用技术，多次获得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飞播造林的实际成效，也创

造了人类治沙史上的奇迹！

记者了解到，39 年来他们战胜了地形复杂、

天气多变、技术苛刻等困难，自主研制出“空中可

调式定量播种器”，探索出适合西北地区飞播的

方法，使得落种率、存活率等多项指标达到先进

水平。

战风斗沙，愚公之志代代传

飞播是改善大自然的艰苦战斗，更是考验

意志力的拼搏坚守。在飞播官兵心目中：“飞

播是一场守护生态的战斗，风沙是敌人，种子

是弹药。”

用于飞播的某型飞机不是密封舱，飞行中急

速上升或下降，耳膜要经受气压的压迫。很多

“老飞播”的耳膜凹陷了，这是飞播给身体留下的

印记，但他们从没有叫苦、更不会退缩。

大多时候，飞播是在土坡上推出临时跑道

用于起降：有的跑道从空中看像一根火柴棍，

实际宽度还不及机翼长；有的跑道在山顶上，

尽头是悬崖峭壁，起落就像在航母甲板一样；

有 的 跑 道 就 是 树 林 中 的 一 块 平 地 ，俯 瞰 就 像

“天坑”。飞行员们说：“我们与风沙战斗，从不

挑机场！”

那年 4 月，葛克宏机组执行飞播任务返航

时，黄色沙浪呼啸而来，眼看就要将飞机吞没。

当时载油量不够飞向其他机场备降，而即将着陆

的野外机场，跑道很短，三面环山，情势十分紧

急。狂风使飞机强烈颠簸，葛克宏努力控制飞

机，蹬舵修正，对准中心线。飞机停下时，机头离

跑道尽头只有 20 多米。

越是艰难，他们就越是对飞播事业有着强烈

感情。

2020 年 7 月，空中航行指令师张建刚即将到

达停飞年龄，他整理出自己 36 年的飞播心得，把

“绝活”和经验都留在大队。他对年轻飞行员讲：

“种子里有梦想、有希望、有力量，根扎进泥土里，

一定能播出更多绿色。”

“一茬接着一茬播，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定能

飞出更多绿洲来，让老乡们的日子越过越好。”58

岁的飞行员黄学伦说。

风沙是敌人风沙是敌人 种子是弹药种子是弹药

39 年，他们“飞绿”荒山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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