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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斗 在 销 毁 一 线 多

年，申修强不仅熟知200余

种弹药的构造、技术参数、

销毁工序及安全要求，精

通11种销毁机具设备工作

原理、检测修理和操作规

范，更是从未停下对安全

作业的探索。

军营内外

火箭军某旅紧跟火箭军战场体系重塑和转型

跨越发展步伐，以建设“智慧工地”为引领，聚力数

字技术创新应用，试点建设“强后端、精前端”的“数

字化工程营”，推进阵地施工数字化发展，蹚出了一

条战斗力转型重塑之路。

敢与死神掰手腕的敢与死神掰手腕的““拆弹专家拆弹专家””

勇士逆行卫燕赵，山河无恙携春归。2月 19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
25名抗疫官兵顺利返营，圆满完成了为期40天的支援石家庄市疫情防控
任务。自此，武警部队支援石家庄市疫情防控官兵已全部安全归建。

据悉，担负任务40天来，官兵作业时长308小时，实现了“打胜仗、零
感染”。图为当地医护人员为抗疫官兵献花。 李传龙 丁兆坤摄

支援抗疫 携春归来

春节刚过，记者走进火箭军某旅一营某阵地

施工现场，被官兵进行爆破后的出渣作业现场深

深震撼。这里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数字

化智能施工初现规模：出渣区循环播报智能语音

提醒，新型双桁吊上下精准联动，多辆自卸车穿

梭于山林间，机械保障分队密切协同，调度员在

指挥屏前因时因势调整车辆次序。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十四五”阵地建设开局

年任务倒排、阵地工程异型结构突出、施工工艺

工法转型升级的条件下，该旅党委紧跟火箭军

战场体系重塑和转型跨越发展步伐，以建设

“智慧工地”为引领，聚力数字技术创新应用，

试 点 建 设“ 强 后 端 、精 前 端 ”的“ 数 字 化 工程

营”，推进阵地施工数字化发展，蹚出了一条战斗

力转型重塑之路。

港产大片《拆弹专家 2》于近期上映，片中

“用生命守护生命”的拆弹精神让人动容，也戳中

了观众的泪点。

在联勤保障部队，也有这么一位“拆弹专

家”。他就是申修强，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储供

基地一级军士长。

全军部队装备工作先进个人、全军士官优秀

人才奖一等奖、3 次荣立三等功、所带班级荣立

集体一等功……他获得的诸多荣誉背后，有着讲

不完的故事。

与死神打交道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一个专注的身影正在弹药拆卸间拔弹机前

调试设备，在这间封闭房里，陪伴申修强的只有

防爆灯、冷器械、灰手套和一本书。

弹药销毁是一项“与死神打交道的工作”，销

毁场的惊心动魄从来不亚于电影中的场景，稍有

不慎，便可能引发灾难性事故。20 多年来，面对

最危险的环节、最棘手的难题，申修强总是第一

个冲上去。

2010年，仓库组织对 1万多枚危险性极高的

火箭弹进行销毁处理。经过专家技术检查，有

16 枚解除了保险的火箭弹需要从库房转移到室

外，构筑防爆墙进行销毁。但这些解除保险的弹

药极具危险性，搬运中一旦弹药倾斜角度过大，

任何轻微的撞击都有可能直接引发爆炸。

紧要关头，申修强挺身而出：“这批弹药我当

新兵的时候搬运过，还是让我来吧。”轻轻捧起、

缓慢移动，他 3分钟只能将弹药搬运 40米。豆大

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直到最后一枚弹药被

搬上工作台，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面对别人“你不知道弹药销毁的危险性吗？”

的疑问，申修强总是回答道：“作为老党员和技术

骨干，我必须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

前，这就是我的使命所在。”

优化拆弹流程
他用科技筑牢安全防线

越是危险，越要探索筑牢安全底线的方法，

敢与死神掰手腕的底气，离不开扎根岗位的刻苦

钻研。

奋 斗 在 销 毁 一 线 多 年 ，申 修 强 不 仅 熟 知

200 余种弹药的构造、技术参数和销毁工序及

安全要求，精通 11 种销毁机具设备工作原理、

检测修理和操作规范，更是从未停下对于安全

作业的探索。

2013 年，申修强所在单位承担了 10 多万枚

废旧手榴弹销毁任务，原来的拔弹机作业经常会

造成手榴弹断柄，容易拉发引信（引爆装置）导致

爆炸。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给战友的安全

带来威胁，销毁任务也完不成。那段时间，申修

强废寝忘食，在操作间里一呆就是一天，研究机

具原理构造，和工程师沟通探讨。经过无数次论

证、画了无数张图纸，手榴弹拔弹机改良版终于

被研制出来，这项革新不仅顺利帮助单位完成销

毁任务，还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安全离不开科技保障，更离不开制度落实。

申修强不仅先后参与设计和实施了 10余项技术

革新项目，还带领销毁班破解了多个弹种拆卸销

毁作业难题，梳理制定了弹药销毁工作流程 70

余种，人员设备操作规章制度 10类 28项，涉及岗

位 27个，全面优化了销毁作业流程。

25年坚守销毁场
他离家千里初心不改

申修强出生在贵州偏远山村，19 岁那年来

到千里之外的海岛深山服役，一呆就是 25 年。

不语的青山见证了这名老兵的忠诚与热爱。

身为单位兵龄最长的战士，申修强始终坚守

初心，像新兵一样严格要求自己：队列里作风最

硬、训练时标准最高、销毁时冲在最前……

2016 年，单位组织业务技能比武竞赛，有一

个科目需要将 80多公斤重的弹药箱抬到作业台

上。患有严重腰椎间盘突出的申修强，每次搬起

弹药箱都疼得脸色发白、浑身出汗，久久站不起

来。大家都劝他不要硬扛，他却说自己作为班

长，不能给班里拖后腿，硬是咬着牙跟大家一起

拼。在他的带动下，战友们都铆足了劲，最终在

比武竞赛中获得了该项第一名。

对工作爱得多深，对家庭亏欠便有多深。

谈及家人，这名官兵眼中山一样伟岸的“兵王”

不禁红了眼眶。父亲病重，身为骨干的他因为

任务重难度大，未能侍奉身旁；妻子怀孕，正值

单位技术革新项目攻关，他短暂陪伴后又奔赴

一线……

妻子冉秀兰从不在申修强面前流露出担心

的情绪。这么多年，申修强有很多可以离开这个

危险岗位的机会，但他选择了坚守。对于丈夫的

选择，冉秀兰全力支持。伉俪情深，2019 年，申

修强家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韶华易逝，初心不改。每一次执行任务前，

申修强还是会紧张，依旧会习惯性地在本子上写

下对家人的心里话，但一踏上销毁场，他便把害

怕丢在脑后。他告诉记者：“我知道自己的责任，

这是我的选择。”申修强人工排除手榴弹险情申修强人工排除手榴弹险情 韦屹韦屹摄摄

调度员在指挥车内调整调度员在指挥车内调整
车辆施工次序车辆施工次序 朱云亮朱云亮摄摄

打造数字化工程营打造数字化工程营
阵地施工从此告别人海战术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部队建设发展的新引

擎，那么掀起头脑风暴革新理念，紧跟时代鼓

点更新模式，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

点火器。

“数字化工程营”建设源于一个研究课题中

的创新概念。2020 年年初，火箭军“星创杯”科

技创新大赛拉开帷幕，该旅火箭军十大砺剑尖兵

候选人、一营技术室主任赵彦磊牵头的两项课题

均入选火箭军组提案，其中一项提出“数字化工

程营”建设这一创新概念。

“如果基于新概念设立新构想后，经过反复

论证可行，我们能否第一时间将其应用于施工一

线？”旅党委一班人在议工议训会上发问。会上，

旅党委对“缺少相应装备、人才、教材，也没有先

例可循怎么办”“数字建造是什么、智慧工地如何

运作”“是原地踏步等，还是主动作为干”等问题

进行了充分讨论。尽管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旅

党委最后还是拍板决定“必须干”！

在一营试点建设开展以来，该旅先后选派全

旅技术骨干成立技术小组集智攻关，组织相关业

务科室蹲点办公解决实际难题，外聘地方技术专

家实地指导，分派外学外训指标重点倾斜，为推

进“数字化工程营”建设探索积累了大量的新做

法新经验。

目前，一营工程前端全要素、全流程的自感

知、自配置、自动化、自作业，后台智能分析、远程

操作、科学维护的“少人型无人型”施工模式已初

步形成。全营官兵克服困难、迎难而上，某工程

掘进任务打破历史纪录，使试点工程超前 56 天

竣工。不仅如此，他们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强支逆

作、强制破碎免爆、松动爆破等创新工法，不但得

到上级机关认可，还推广给了友邻单位。

掀起头脑风暴 进行数字化转型

作为处在科技前沿运用最后一棒的任务分

队，该旅党委始终把抓科技转化运用同抓部队战

斗力建设捆在一起。

今年年初，在旅任务攻坚暨施工技术培训会

上，营长钱江提出的“借鉴地方无人化技术发展

智能施工以及装备无人化操作模块纳入数字化

工程营建设中”的想法，获得了旅党委一班人的

一致首肯。

军地合作培养人才 让人脑匹配上电脑

在工程建设领域，军地技术装备互通性强，

推进阵地施工数字化转型不仅要自我挖潜增效

也要善于“借船出海”。为此，该旅党委一班人树

起鲜明导向：转型建设要依托“军地合作”，借助

地方优势资源，高起点推进数字化建设。

恰逢旅队进行装备升级换代，在充分了解

营队施工实际后，旅首长和机关相关业务科室

多次与中国铁建、山河智能等地方施工龙头企

业深入交流，提出需求指标、参与装备改进，探

索适用于工程部队装备建设的路子，并率先在一

营工区试点使用隧道智能装备平台、遥控式挖掘

机、液压抓斗、悬臂式掘进机、数码电脑台车等大

型智能装备。

新型装备给施工组织、指挥方式、保障模式

带来了深刻变化，只有人脑匹配上电脑，数字化

转型建设才能稳步推进。

该旅积极探索军地合作培养人才的模式方

法，先后与 10 余个科研院所、生产厂家签订“人

才滚动培养协议”，走出了“院校学理论、进厂钻

技术、部队练运用、任务促培养”的体系化人才培

养路子。

今年年初，该旅执行某大型阵地工程战场建

设期间，技术骨干成功处置了柴油机启动故障等

多个特情，操作手驾驶新型数码电脑台车，借助

后方“数控一体化”平台指挥，打出了某掘进断面

光面爆破历史最佳精度。

“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由一个个创新种

子，深扎基层大地，不断生根发芽而形成的……

创新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利，强军兴军同样离不

开像我们这样的基层‘草根’。”这是赵彦磊不久

前在全旅做事迹汇报时吐露的心声。

记者了解到，“鼓励创新，为有梦想的官兵搭

建实现平台。”这是该旅党委树起的鲜明导向和

许下的郑重承诺。

基于这样的认识，全旅广泛开展“三小革新

发明”,召开诸葛会，征集官兵“金点子”，设立“创

新基金”，从制订方案、课题申报到组织攻关，每

一个环节都由小组指导、监督、审核，化个人风险

为组织担保，基层官兵的心里越来越踏实。针对

新装备配发、新技术应用，他们建立完善超前培

训、紧前使用的育才用才制度，引导官兵集智创

新攻克施工训练难题。

有了一系列制度托底，创新成果在该旅相继

“出炉”。今年年初，全旅推开试点建设“数字化

工程营”，赵彦磊主动向旅党委请缨，希望为“数

字化工程营”建设出一份力。

在旅党委大力支持下，赵彦磊带领全旅技术

骨干领衔攻关，深化阵地工程实体数字化、工程虚

拟建造数字化、施工现场作业数字化等新型阵地

建设问题研究，全面搞清了新质战斗力建设的底

数。他们借助 BIM 技术（一种应用于工程设计、

建造、管理的数据化工具）构建掘进施工信息模

型，采用松动爆破法掘进，使断面建设中所打炮眼

的个数从600个缩减为300个，极大提高了施工效

率。他们还打造创新团队，在一营工区率先成立

数字建造中心，搭建数字指挥方舱，编修教材、研

发器材、创新工法。借助数字科技平台，创新团队

率先在一营研制出与现实工程在“外观、流程、显

示”等方面完全一致的新型 VR 技术模拟坑道等

成果，有效提升了部队数字化水平。

今年以来，该旅“数字化工程营”建设取得突

破进展，创新工艺工法不断涌现，官兵自创的便

携式纵深加油机、炮垫运输架、水下自动浮球装

置等创新成果活跃在阵地施工一线，为提升施工

效益提供了坚强保障。

如今，该旅多个工区捷报频传，机械化配套、

信息化组织、智能化建造初具体系，依靠创新驱

动提升战斗力的重塑之路越走越宽！

智能化初具体系 创新路越走越宽

科技日报讯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近日传出一则劲爆消息：由

该学院“智能机器人工程坊”研发的“国际无人飞行器”科研革新项目，又

斩获了一项国家级奖项。这是该院党委以备战需求为牵引，持续加强高

层次人才培养、加快创新人才成长，激发科研创新活力带来的可喜成果。

该院领导介绍，近年来，院党委坚持以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为指导，成

立“智能机器人工程坊”，充分发挥广大学员自主创新意识，瞄准智能机器

人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科研攻关，推动人才队伍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实现科技创新超越。

“智能机器人工程坊”成立以后，该院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

未来，绘制创新发展“路线图”，制订人才成长“时间表”，与 10余所知名地

方高校、军内厂家院校、科研机构建立联合培养人才机制，从全院范围内

定期选送有发展潜力的学员前往学习深造，夯实人才素质基石。同时，定

期安排学员赴任务一线跟训，结合战场实际寻找科技创新灵感，确保研发

出来的产品符合作战需要。

截至目前，“智能机器人工程坊”已参加全国大赛 11 场，斩获“大旺

杯”全国机器人锦标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中国机器人大赛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一、二、三等奖各一项。此外，还有

两项创新发明获评国家级奖项。 （欧阳述文 谭屹峰）

面向战场

制订人才培养“路线图”

2月 25日，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文职人员在图书馆学习党
史知识，自觉继承和弘扬党的光荣传统。 廉鑫摄

学习党史 汲取力量

科技日报讯（孙娅婷 王秦 记者张强）记者 2月 26日获悉，火箭军研

究院近日组织下发了 2020年度先进表彰通报，10项年度科研成果光荣上

榜。这些科研成果均在其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部分技术已在一线部

队推广应用。相关成果主要负责人和所在团队从幕后走到台前，迎来高

光时刻，成为该院聚焦实战推进科研创新的生动写照。

该院领导介绍，此次设立“年度十大科研成果奖”旨在推动单位科

研工作创新发展，坚持一切科研工作向备战聚焦、向战斗力建设发

力，带领科研官兵履行研究备战、服务备战、参战备战的职责使命，带

动核心科研能力整体跃升。在此基础上，该院带头倡导树立前瞻前

沿、实战实用、急需急研、自立自强、协同协作、共享共赢 6 种理念，引

导科研人员在关键和核心技术上精准发力。同时，火箭军研究院还

突出资源整合，不断深化一体化科研路子，发挥科技创新对战斗力提

升的辐射效应。

据了解，春节刚过，该院党委就带头承担课题、牵头组织研究，院常委

和各所、中心党委领导主动深入实验室，与科研人员一道谋科研专项、补

创新短板、集众智攻关，鼓励大家潜心钻研，汇聚起矢志科研谋打赢的正

能量。

用科技创新提升战力

火箭军研究院表彰年度科研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