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10日下午，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某中

队，浓烈的硝烟味扑面而来，一场对抗演练正在

进行。

扮演歹徒的蓝军不按套路出牌，将飞机舱门

用铁丝锁死，突击队员从舱外拉拽舱门几次都无

法突入。此时，身为现场指挥员的彭星，果断下

令改用突击车挂锁拖拽，强行破门，兵分三路突

入舱内。当枪声突然从身后响起时，蓝军被打了

个措手不及，6名“歹徒”全部被“击毙”。

“完败”的结果让蓝军非常意外。走下训练

场，好几名蓝军队员朝彭星竖起了大拇指。

作为中队长，彭星所在的武警广东总队机动

支队某中队被誉为“岭南猛虎”。从军16载，他荣

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4次，荣膺第二十一届“中国

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荣获第二十三届“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40余次圆满完成急难险重任务。

能吃苦爱琢磨
哪里危险哪里冲

彭星喜欢追剧，尤其喜欢看由真人真事改编

的电视连续剧《破冰行动》。他说，从中可以看到

自己的影子。

但抓捕瞬间的凶险，是剧本写不出来的。

那年，某大型扫毒行动现场，彭星带队临时

受命，抓捕贩毒集团 2号人物蔡某。

蔡某为人狡猾、心狠手辣，睡觉时枕边都会

放着砍刀。倘若第一时间制服不了，势必会造成

伤亡。

凌晨 3点，目标出现；30分钟后，屋内灯灭；1

小时后，行动开始。

当指挥部下达抓捕命令后，彭星犹如下山猛

虎，急冲、翻墙、破门，快速突入卧室后，将蔡某死

死地摁在床上，整个过程干净利索。事后，从蔡某

屋里搜出1把霰弹枪、20余发子弹和1枚手雷。

那一仗，彭星率队以雷霆之势捣毁“毒巢”5

个，抓获贩毒分子 12 人，缴获毒品 400 多公斤。

指挥部领导评价：“这个小伙子就像把钢刀，哪里

有危险就插在哪里。”

彭星为什么这么勇敢？武警广东总队机动

支队支队长苏皓南说，因为他不怕死、不惜命，把

使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2009 年夏，广东省某管教所发生犯人劫持

狱警事件，一名犯人敲碎玻璃后劫持狱警负隅顽

抗。为了配合谈判、保护人质安全，彭星主动请

缨，一个人悄悄攀登至楼顶，伺机展开行动。

犯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正当他准备往楼下

走时，在楼梯口埋伏多时的彭星抓住时机，一跃

而上，用左手锁住嫌疑人喉咙，右手紧紧抓住玻

璃，将犯人牢牢摁住，救出狱警。

“彭星能吃苦，而且爱琢磨。”武警广东总队

机动支队政委陈宏懋说，他平时不玩游戏、不睡

懒觉，常常一个人躲在学习室看特战训练视频。

一个动作反复观摩，直到熟练掌握。他创新总结

的“模拟推拉套筒法”，有效降低了后坐力造成的

枪口上抬，缩短了击发后手枪归位的时间，被全

总队推广学习。

平时练到位
战时方能打得赢

经历过生死淬炼，彭星更加深刻认识到：只

有平时练到位，战时方能冲在前。

可当兵之初，彭星一点也不“亮”：瘦得像豆

芽菜，个子不高，块头也不大。新兵连一集合，站

在排尾的他，比其他战士矮了一大截。

别人先天条件好，跑步时总是把他甩下 100

来米，可彭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为练架枪速度，他的肩膀被枪磨出老茧；为

练臂力，他早、中、晚各抓举 20公斤重哑铃 300多

次；为练抗眩晕，别人转 10圈他就转 20圈，晕了，

休息一下再转。

2014 年，时任排长的彭星被推荐参加全军

特种作战青年军官联合培训。面对全军的高手、

全新的课目，彭星在官兵面前立下军令状：“不拿

名次，誓不罢休”。

但彭星害怕潜水和跳伞。第一次潜水，他耳

朵嗡嗡直响；高空跳伞，他脸色苍白，手心直冒冷

汗。从飞机上跳下去，他眼睛都没敢睁。

为了克服恐惧心理，他尝试着比别人潜得更

快、更深，直到快要晕厥时才浮出水面换气。一

次，由于出水过快，刚一上岸，彭星便觉得喉咙里

一热，“哇”地吐出一口鲜血，但他仍继续坚持训

练。事后教员告诉他，深海潜行，随时都有肺部

压伤、呛水溺亡的危险。

在跳伞训练中，面对云海翻滚的蓝天，他给

自己下了一道死命令：“就算是摔死，也不能被吓

死。”“跳！”彭星瞪大双眼，一步、两步、收腿，一头

扎向云海。在教员鼓励下，他完成了比世界第一

高楼迪拜塔还高出 2米的飞行高度——830米。

彭星本来就瘦，这次集训后他的体重又下降

了 13 斤，但他却囊括了 3000 米徒手蛙泳、1000

米武装泅渡在内的 5个单项第一，并一举取得综

合排名第二的好成绩。

他像磁石
志在基层聚兵心

这个中队特战训练很累、比武标准很严、临

时任务较多。但即便这样，许多战士满服役期后

仍不愿离开，希望在中队多留几年；一到八一建

军节，很多退伍老兵即便路途再远、工作再忙，也

会从天南海北赶回来。

大家说，彭星对战士的感情真、用情深，时间

长了，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磁场”。

这份情，来源于平日里的严格要求。在中

队，一到训练时间，大家都把警衔全部卸掉，从中

队长、指导员到普通士兵，不分职务高低，人人都

是参训者。攀登训练的标准高度是 18 米，但中

队却要求在相同时间内攀登 26 米，每次训练彭

星都是带头第一个上，战士们口服心服。

从军 16年，彭星带出了很多“精兵”：二等功

臣齐红光、三等功臣黄凯、“巅峰勇士”林雨……每

逢退伍季，驻地公安特警一早就过来“挖人”，“彭

队长带出来的兵，能吃苦、素质好，咱信得过。”

这份情，来源于平日里的悉心关怀。中队退

伍战士、现为广州白云机场公安干警的李帅讲了

一件令他至今难忘的事：有一年，他生病卧床休息

了一周。等身体痊愈后，发现自己体能素质落下

了一大截。彭星主动为他制定补差计划，单独“开

小灶”。第一天，因为要开会，彭星没有参加。李

帅偷偷将训练内容“缩水”了一半。这件事被彭星

知道后，当天并没有批评他。第二天训练时，彭星

陪着他跑步，李帅不好意思地说：“队长，我自己训

练就可以了，您没有必要陪着我跑。”彭星笑着说：

“没关系，你在进步，我也不能落后。”

爱兵情，金不换。战士们说：“中队长像磁

石，牢牢地把我们吸引住。遇到这样的中队长，

是咱们的福气。”

磨砺锋刃，做插在罪恶心脏上的“尖刀”

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

令，发布《军队军事职业教育条例（试行）》。就在该条例发布一个月

前，一份题为《火箭军军事职业教育学习标准设置》研究项目申报书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出炉”。令大家意外的是，这份项目申报与条例

要求十分契合，为火箭军军事职业教育进一步分类细化学习对象层

类、学习内容范围和学习目标要求提供了重要参考。

记者了解到，此研究项目申报书负责人是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高

桂清。前不久，他被评为全军军事职业教育先进个人。

先人一步开展军事职业教育改革研究

“思维开阔，知识渊博，具有战略眼光和全局视野。”对于高桂清，

熟悉他的人这样评价。

2015 年军委机关调整改革，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下设的职业教育

局刚成立，高桂清就敏锐地感觉到，一场关于军事职业教育的改革即

将到来。

“军事职业教育不同于地方职业教育。它是人才培养的大平台，

是军队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实践的补充、延伸、拓展、支撑。”高桂清

说，他立即组织学员广泛收集相关材料，从国内外军事职业教育资

料，到各军种职业教育发展建设成果，为深入研究军事职业教育改革

提供了广泛素材。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2017 年，全军军事职业教育改革正式

启动，高桂清承担了国防教育学科“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军事职业

教育特色课程体系建设研究》，参与完成了火箭军军事理论课题《火

箭军军事职业教育研究》。他也因此入选全军军事职业教育专家库、

火箭军军事职业教育专家库，担任学校军事职业教育专家组组长，并

多次参与全军军事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试点建设方案的论证与评审

工作，为推动军事职业教育建设发展、构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作

出了重要贡献。

打造受官兵欢迎的精品课程

事业之途，从不是一马平川、一帆风顺。随着军事职业教育进入

“营门”，高桂清发现部分官兵对军事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并不高，有的

单纯为了完成任务，有的网络课程甚至无人问津。

“军事职业教育是军事人才培养的大平台，重在拓展提高，但当前

的课程尚存种类不全、偏重理论、实用性不强等问题，难以满足多元

化个性化需求，亟须打造一批真正受官兵欢迎的精品课程。”高桂清

说，他结合前期研究报告，瞄准部队战斗力生成，紧贴部队实际和岗

位需求，率先探索出火箭军首批在线虚拟训练课程《导弹武器系统工

程》。

把训练搬到课堂上模拟展示本就不易，而要把一门课讲得能让不

同年龄段、不同认知层次，甚至不同军兵种官兵均能听懂更是难上加

难。为满足官兵个性化学习需求，高桂清针对不同军兵种官兵对导

弹武器知识的认知水平不一、运用虚拟课程经验不同等情况，广泛查

阅资料，他常常为了讲清一个知识点夜以继日反复推演，力求官兵一

看就会，一听就懂。为将最完美的课程内容呈现在官兵眼前，他在课

程手段上借鉴其他单位的方法经验，探索创建动态智能学习资源库，

将导弹武器知识与部队实战需求紧密结合。

随着我国“互联网+”建设驶入快车道，军营“网生一代”越来越

多，高桂清认识到“互联网+”将是新时期人员综合发展的必然模式。

他坚持采用“网络+教育”模式，融合线下课程教学实践和运用经验，

指导建设军事职业教育课程 10 余门。其中，《弹道导弹》微课获评“全

军优秀微课”，多门课程获得省级奖项。

谈及自己在军事职业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高桂清坦言：“发挥资

源主建作用，研透在线课程特点规律，打造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

质的线上‘金课’，是我们军校教员的使命所系、职责所在。唯如此，

方可让军事职业教育的‘炉火’越燃越旺。”

创新课程模式

点旺军事职业教育“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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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自2016年设立青

年创新奖以来，配套科研项目经费累

计资助60位青年科研人员，经费总

额共计2200万元。通过这个平台，

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方阵崛起，重大技

术项目研究不断加强，高新技术武器

装备加快研发，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注入了新的动能。

军营内外

“在国内外同领域研究中，你的成果属于什

么样的水平？”“科研成果在部队实际应用中取得

了哪些效果，是否满足武器装备的需求”……这

一个个充满“火药味”的问题，是在国防科技大学

近日举行的 2020 年度青年创新奖评审会议上，

10余名专家向 40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提出的。

记者了解到，为充分激发青年科研人员为战

而研的激情、动力，国防科技大学于 2016年开始

倾力打造青年创新奖，将其作为青年人才培养的

“孵化器”，助推了一批又一批青年骨干拔节成

长，一大批科研成果正从试验场走向练兵场，新

质战斗力不断生成。

“面对提问，我们都感到压力不小。”作为主

要完成人之一，获得过 2019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的助理研究员宋锐经历过不少答辩，经验颇

为丰富。可这次参加学校的青年创新奖评审，他

却显得有些紧张。

同宋锐一样内心忐忑的还有李裴森副研究

员。从事石墨烯磁隧道结及磁传感器研究的他，

曾首次将多铁材料与隧道结集成，实现了隧道结

磁电阻的电场操控，被国内外专家认为是应变电

子学的开创工作之一。尽管头顶“光环”，但迎上

现场评委的目光，他的手心仍不免有些出汗。

“从历年评选情况来看，只有具备相当扎实

的科研工作基础，且在所从事领域取得同行公

认、评审专家认可的博士毕业生，才有可能获得

青年创新奖。”该校科研学术处处长孟兵表示。

2017年度青年创新奖一等奖获得者、智能科

学学院教授肖定邦表示，正是在青年创新奖配套

科研项目经费的资助下，他带领团队将目光锁定

在速率积分型微陀螺的研究上，其研制的速率积

分微半球陀螺在国内比测中排名第一，有望解决

自高旋弹药姿态测量精度、卫星拒止下无人装备

高精度自主导航等技术难题。换句话说，智能弹

药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极易失去打击精度这一问

题将得到有效解决，使我军在未来战场上不依赖

于卫星导航，也能让智能弹药瞄得更准、打得更

狠。目前，相关科研成果已进入装备应用验证阶

段，将前沿基础研究转化为部队战斗力指日可待。

在青年创新奖的资助下，已有越来越多的获

奖者像肖定邦一样，成长为各专业的“明白人”和

“顶梁柱”。

将前沿基础研究变成战斗力

5年前，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时年 34岁的

副教授余同普获得学校 2016年度青年创新奖一

等奖。获奖当年，他被破格提拔为教授，次年又

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去年，因在强激光驱动高

从创新奖走出来的青年科学人才

如何让那些有才华、有潜力的青年科研人员

充分释放创新能量，使他们成长为科技创新主力

军？科技奖励或许有着它独有的激励作用。

“我拿到青年创新奖配套科研项目经费时，

最自然的想法是，可以静下心来做一些更有挑战

性的科研工作。”第四届青年创新奖二等奖获得

者、信息通信学院讲师程云说，当时他拿到的配

套科研经费是 30 万元，将其用在了未来战场亟

待解决的下一代星地融合网络的研究和建设中。

一大笔经费带给获奖者的是底气，也是责

任，它能激励更多青年科技人员勇闯科研“无人

区”，释放创新能量“为战而研”，促进战斗力进一

步生成。

“这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具意义的经费之一。”

2020 年青年创新奖获得者、计算机学院研究员

王耀华告诉记者，加速器芯片是超级计算机惊人

算力的源泉，为让其更好服务于新一代百亿亿次

超级计算机“天河三号”，他将 50 万元奖励经费

投入到存内计算架构研究中，研究成果填补了国

内在主流内存领域的高水平研究空白，为推动超

算核心加速器整体效能的提升，保持我国在超算

领域的领先优势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不少受访获奖者指出，获得配套科研项目经

费让他们有条件钻进某个领域“探险”迅速破解

科研难题，或将其转化为科研成果，应用于提升

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

截至目前，青年创新奖配套科研项目经费累

计资助 60 位青年科研人员，经费总额共计 2200

万元。通过这个平台，该校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方

阵崛起，重大技术项目研究不断加强，高新技术

武器装备加快研发，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注

入了新的动能。

释放创新能量“为战而研”

能粒子束、超短 X/γ射线源和正电子束等基础

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他获得了第十六届王

大珩光学奖中青年科技人员光学奖。最近，他还

获得了湖南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称号。如今，

他正以“领头羊”的身份，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继

续攀登科学高峰。

3年前，电子对抗学院时年 33岁的助理研究

员张珂获得学校 2018 年度青年创新奖二等奖。

获奖后，他被优先推荐，成为学校首批高层次创

新人才培养计划卓越青年人才培养对象，成功申

报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青年项目，获得青年军事

学者“最高”课题。“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借

助平台优势，他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大展拳脚”，

现已晋升为副研究员。

平台有多大，发展就有多广阔。

“给我们青年人压任务，就是给我们锻炼成

才的机会。”2019 年度青年创新奖获得者、气象

海洋学院副教授马占宏表示，奖项所带来的浓厚

的科研氛围、严谨的科研态度、丰富的平台资源，

为他创造了成长成才的良好“生态环境”。去年，

凭借扎实的科研成绩和未来创新发展潜力，他成

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

得者。

数 据 显 示 ，自 2016 年 设 立 青 年 创 新 奖 以

来，该校已有 120 人获奖，有近 40%获得国家级

和军队、省部级各类奖项。其中，4 人获得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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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结合部队担负任务，组织侦察分队和
警犬班挺近嵩山腹地开展丛林搜索、搜救排爆、解救人质等课目训练，进
一步提高了在实战条件下的人犬协同作战能力。 蔡霖伟摄

实战训练提升人犬协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