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期，在国防科技大学专家团队帮助下，我们

的远程火力单元打击精度得以大幅提升，目标定位

精度提高了3—4倍，应对强敌的信心更足了。”

“对我们一线作战部队来说，最缺的就是关键

技术供给，最痛的就是无力解决装备短板弱项，有

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回想起几天前某集团军领导这些肺腑之言，

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的科学家们，感

到为一线部队所做的一切都很值得。

将一线官兵的科技需求
作为攻坚方向

时针拨回到 2020 年上半年，该院为完成好

中央军委赋予的某大型任务，组织团队赴一线部

队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们意外地发现一线官

兵对“科技”有着迫切需求。官兵们向他们表示：

“一些困扰战斗力提升的技术瓶颈，亟待专家们

帮我们解决。”

团队成员深入作战值班室、信息服务中心和

班排调研后，列出了一份详细的“问题清单”：部

队配备的某系统有好几套，但都各有优缺点，尚

未有效集成使用；某通信链路带宽不够，尚未实

现动态分配功能；某型雷达成像距离设定受限，

没有发挥出最大潜能……

拿到这份“问题清单”，带队调研的该院院长

王雪松的心情十分沉重。深入分析后发现，困扰

一线部队战斗力生成的难题，往往不是前沿关键

技术尚未突破，而是现有装备使用效能不高，因

不够智能导致官兵使用体验不好，有些所谓的技

术难题，只需要做好装备挖潜和技术微创新就能

解决。

“科研为战！官兵的期盼就是使命召唤，一

线需求就是攻坚方向！”问题带回学院后，该院党

委专门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学院主动担当作

为、服务一线部队备战的问题。

深入讨论研究后，该院党委领导班子意见高

度一致，决定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以战领

建，为战而研，力避“就科研搞科研，就技术谈技

术”，立起“服务部队就是主责主业”的鲜明导向；

明确“十四五”规划核心是备战打仗，把实现能打

仗、打胜仗中面临的难题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方

向；通过主官率队、导师部队行、边海防行、留校

博士当兵锻炼等途径，常态化对接一线需求，着

力打造晓于实战的师资队伍；深化拓展“项目制、

矩阵式”的科研组织模式，把参与部队演习演训、

为一线解决技术问题作为科研干部考核评价的

重要条件。

高效解决困扰部队战斗
力提升的痛点
“科技小创新竟然解决了备战的大难题！”

该院科学家们通过添加“辅助线”“催化剂”和

“转换插座”等方式，改善武器装备实战效能和

使用体验。部队官兵不无感慨地说：“前沿科

技以最短路径赋能军事斗争准备，让现有武器

装备实现了部队好用、官兵爱用、作战管用的

蜕变。”

“最短路径”就是要最高效地解决困扰部

队战斗力提升的痛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但如

果按照传统的科研项目论证立项研究路径，很

可能会因为审批流程和时间因素，导致“远水

解不了近渴”。

强 军 事 业 ，刻 不 容 缓 。 该 院 党 委 果 断 决

策，盘活学院现有资源以及各级“沉底经费”

开展自主应急研究；自带“干粮”紧盯一线备

战需求，创新开展资源前置式研究；在承担国

家和军队重大科研任务攻关的同时，也围绕

战斗力提升，开展一线部队作战急需的自主

科研创新。

牛年春节，该院科学家团队过了一个“特

殊年”。该院领导带领学院机关工作人员、专

家教授、博士研究生等 11 人，抓住“就地过年”

的契机，深入某集团军对前期合作情况进行跟

踪问效。

“今后部队装备如有技术问题，还向国防科

技大学求教。”在某集团军战备值班大厅，该集团

军领导激动不已，对该院带去的各专业方向专家

名单和联系方式“如获至宝”，随后与该院正式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感谢你们帮助我们打通了装备技战术运用

的‘最后一公里’，我谨代表一线官兵向主动担当

作为的专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该集团军领

导说。

目前，该院已与一线部队达成 8个急需的意

向项目，并将通过学院内部直接立项的方式予以

经费支持，加紧开展后续科研攻关，缩短技术创

新服务备战打赢的距离。

打通装备技战术运用“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张 强
通 讯 员 高宏伟 张英锴

“南海某海域，发现不明‘敌’情，请迅速起飞

前往查证。”4 月初的一天，海南某机场上空碧空

如洗，群鹰列阵，桨叶旋飞。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数架反潜巡逻机相继

呼啸升空。

清理任务海区、雷达搜寻目标、建立声呐浮

标侦听航线……鏖战海空，一场实战化搜攻潜演

练拉开序幕。经与水面舰艇部队密切协同，他们

精准锁定并成功打击目标，“猎鲨”成功！

这些反潜巡逻机隶属于南部战区海军航空

兵某团——全军首支装备固定翼反潜机的部队。

成立 3 年多来，这个团 2 次接受习近平主席

检阅，圆满完成上百项重大演训任务，探索出数

十项技战法成果，在反潜探测领域取得多项突

破。五一前夕，记者走进这个团队，探寻他们得

以快速成长的成功密码。

这支部队有多新？新到至今仍然住在艰苦

的临时营区，飞行员住着 6 人一间的板房；新到

他们最大的目标一度仅仅是“让飞机先飞起来”。

但短短 3 年时间，他们已具备“多向广域用

兵”的实战能力——在南海渔民遇难时出动战机

救援引导，在无经验可循情况下以高标准完成首

次受阅，在外军舰机来我南海寻衅滋事时拔刀亮

剑……这个团的快速成长让人惊讶。

提及这一点，该团政委邹济南说，这要归功

于团党委制订的“以战载训、拿敌练兵”的超常规

建设思路，倒逼部队快速成长。

一 次 ，该 团 受 命 执 行 监 视 目 标 的 演 练 任

务，可供他们分析和借鉴的信息并不充分。目

标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去什么地方，完全

不知道。

该团领导告诉记者，执行任务的海域面积

数百万平方公里，在如此广阔的海域上空执行

搜索任务如同大海捞针。他们的装备才到位几

个月，就要执行实战化程度如此高的演练任

务，何其难也！

该团参谋长刘志民是执行此次任务的机

长。“机组连夜研究所有作战细节，查阅目标相关

性能资料，制定缜密作战方案。”他回忆说，大家

几乎穷尽了所有智慧，最终定下的搜索预案就有

7套。

次日一大早，战机迎着第一抹朝霞腾空而

起。进入任务海区后，战机低空盘旋，在水面上

空与对手斗智斗勇，并利用事先确定的战术战法

成功捕获对手。为积累更多数据，他们对演练目

标实施了长时间跟踪监视。当返航着陆时，战机

剩余油量已到最低限度。

因为这次任务，上级给这个机组记了二等

功。该团对此次任务中创新的战术战法进行梳

理总结，形成的成果在全军某项等级评定中获得

二等奖。

“在我们团，形成作战能力不再是结果，而是

动态变化的过程，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能不能在

与对手较量中战胜对方。而几乎每一天都有对

手找上门来，这是我们提升作战能力的最好‘磨

刀石’。”刘志民感慨地说。

短短几年具备“多向广域用兵”能力

100米、80米、50米……飞机高度持续下降；

10 分钟、30 分钟、60 分钟……飞行时间还在继

续，从上午持续到晚上。

对于驾驶舱的飞行员来说，只有尽可能降低

高度、不断拉长滞空时间，任务舱战勤人员才可

以仔细分析谱线，挨个切换浮标侦听，噪声也会

更小，从而抢得先机、赢得战机，但这也意味着需

要把技能练到极致，发挥出装备最大效能。

海面上，一望无际的黑。贴海飞行训练，受

地球曲率影响很容易产生错觉。大型飞机展翼

在飞行任务中淬炼成“种子”部队

令刘志华最难忘的是两次受阅的宝贵经

历。一次是 2018年在海上阅兵中接受习近平主

席检阅，一次是 2019 年国庆 70 周年阅兵时接受

习近平主席检阅。

“一次受阅，一生荣光！”受阅时的许多细节

仍历历在目，刘志华说，“我一定要履行好自己的

职责使命，绝不能辜负党的重托。”

绝不能辜负党的重托，道出了这支海天劲旅

每一名官兵的心声。

改装期间，机务大队长陈鹏侠带领骨干白天

跟着工厂技术组学经验、学排故，周末带着新学

员看教材、分析原理图，平均每天工作超过 15个

小时；执行重大演训任务期间，他们吃住全在飞

机旁；官兵们创造了 12 项革新成果全部投入应

用，同时向厂方提供了 60余项技术通报，其中有

50余项被采纳并改进。

某演习任务前一天凌晨 2点多，飞行大队长

于洋临危受命，紧急执行重大演习查证天气任

务。在穿越冰雹雷雨区域时，他凭借过硬的技术

数十次规避危险。正是靠着其提供的一手精准

情报，次日演习任务才得以圆满完成。

在实投战雷训练中，数枚深弹全部精确命中

靶标；在连续多日的 24小时空中巡逻中，数架战

机接力起飞，官兵们经受住了黄昏、下半夜、拂晓

等疲劳关口考验……

“猎鲨”是这个团对反潜一贯的称呼。他们

的任务就是要猎到藏在海面下的“黑鲨”。为了

这个目标，他们翱翔在海天之间！

绝不辜负党的重托是官兵的心声

两次接受检阅两次接受检阅、、完成上百项重大演训任务完成上百项重大演训任务

这支这支““猎鲨猎鲨””劲旅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劲旅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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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内外

短短3年时间，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已具备“多向广

域用兵”的实战能力——在南海渔民遇难时出动战机救援引

导，在无经验可循情况下以高标准完成首次受阅，在外军舰

机来我南海寻衅滋事时拔刀亮剑……这个团的快速成长让

人惊讶。

◎虞武华 肖云舰 本报记者 张 强

“请各位代表随我迅速撤离，转移会议地点前往浙江嘉兴……”近日，

火箭军某导弹旅党史教育课《从百年历史看党的初心使命》集中授课现

场，通信营官兵生动演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场景，将

官兵思绪一下带到我党成立石破天惊的那一刻。

“授课者是官兵自己，讲台变舞台，这样的上课方式大家很喜欢！”一

级军士长罗岭课后感慨，整堂课将古田会议、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南巡讲

话、三大攻坚战等百年党史中的标志性事件，以串联方式生动呈现在舞台

上，启迪官兵铭记党史守初心、学思悟践担使命。

“如何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官兵最有发言权。”该旅政委魏忠涛

介绍，教育活动展开前，他们深入基层摸底座谈发现，相对于传统的“一人

讲众人听”授课模式，青年官兵更期待沉浸式的教学体验，希望历史能

“动”起来。

按照百年党史发展脉络，该旅划分“觉醒”“站起来”“富起来”“强起

来”4 个篇章，以 10 个课题贯穿全年，每月由一个基层单位为全旅进行一

次“情景式党课”教育，通过情景表演、情景朗诵、情景歌舞等形式立体呈

现党史，使大家在筹划备课、认真观课中不断提高教育质效。

“舞台上的每个神态动作，需要大量史实背景作支撑，只有学透党史

才能演得形象逼真。”通信三连战士唐凯杰说。为演好“召开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研究出兵朝鲜”这一情景中所扮角色，备课期间他经常泡在红色

书屋熟悉相关史料，从会议座次、到动作眼神，每个细节认真研究用心演

绎，如今他讲起抗美援朝历史头头是道。

演员台上“授课”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官兵台下“听讲”热血沸腾。

“真是意犹未尽，没想到党课还可以这么上。”汽车连新兵曾志阳激动

地说，他课后不但要写好听课笔记，还要提前学习做好听下一堂课的准

备，把从党史学习中汲取的精神营养，转化为练兵备战的无穷力量。

把讲台变舞台

让党史“动”起来

◎温志晖 周廷扬

“站住，别跑！”应急小组组员谢腾飞挥起应急棍当头重击，扑上去把

犯罪分子摁倒在地，随即向中队值班室报告情况。

近日，在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目标单位监门，某中队执勤哨兵核对

出监人员身份信息时发现情况有异并果断出击，成功处置了一起“罪犯”

企图脱逃事件。

“难道真的不是演习？”此次中队并未接到任何情况通报，“罪犯”虽已

被成功制服，但大伙心里还是充满疑问。就在此时，中队长卫治东带领应

急班封控监区快速到位后，立即联系目标单位指挥中心了解核对实情。

“情况解除……”只听目标单位指挥中心传来消息。原来，这是目标单

位组织的一次不打招呼的演练，监狱故意安排一名干警冒充员工企图用混

逃的手段混出监门，检验执勤哨兵履职尽责情况和部队处置反应能力。

“只有把每一次演练当成实战，才能保证真正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有

效应对。”该中队主官介绍，以往每当目标单位与中队开展联合方案演练

时，通常会事先向中队通报情况。但为了最大化确保训练效果，锤炼官兵

实战环境下处置本领，此次并没有事先通报部队。

针对此次演练，该支队支队长鲍春荣介绍，他们在新兵下连后集中组

织新兵岗前大培训，抽调基层执勤能手任教，采取以老带新、专哨专训、模

拟演练等方法，把复杂情况融入真实环境，着力提高新兵执勤能力，确保新

兵上勤后沉着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胜任新岗位。

“训练场就是战场，只有真正以战斗的姿态投入训练才能克敌制胜。”

四级警士长杨明高这样说。

突然袭击式演练

锤炼官兵实战处置本领

◎杨 政 李程辉 本报记者 张 强

近日，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组织2021届生长军官学员进行
间瞄实弹教练射击，检验课程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锻炼提高学员射击指
挥能力和组织训练能力。 廉鑫摄

实弹教练

提高学员射击指挥能力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

学院盘活现有资源以及各级

“沉底经费”，开展自主应急研

究；自带“干粮”紧盯一线备战

需求，创新开展资源前置式研

究；在承担国家和军队重大科

研任务攻关的同时，也围绕战

斗力提升，开展一线部队作战

急需的自主科研创新。

战机在暮色中进行平飞战机在暮色中进行平飞 张英锴张英锴摄摄

几十米长，连拐弯都险象环生。

“看上去就如同在一个黑黢黢的锅里贴着锅

底飞，对飞行姿态要求极高。”谈起超低空训练，

团长刘志华说。

这个团队装备新、任务新、人员也新，有将近

一半的飞行员都是 90 后。这个团，飞行员平均

飞行时长是年度飞行训练计划的两倍，大部分教

官刚刚取得参战训练资格，武器的边界性能也在

逐步尝试突破。但他们敢于改革创新，敢于放

手，让年轻骨干在任务中淬炼。

90 后祝尚明两年之内 3 次接受习近平主席

检阅，执行巡逻监视、查证驱离等战备任务近 30

次，很快成长为骨干，并被任命飞行副大队长。

他始终忘不了那次反潜任务，刚飞抵预定空

域，战机就发出“滴滴滴”的警告声，自动驾驶仪

突然损坏。在随后的几小时，祝尚明手动操纵战

机，配合任务舱人员将浮标全部高质量投放到指

定海域，飞机始终保持平稳状态，精湛的驾驶技

术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他们还经常性地

与舰艇、潜艇、雷达等部队开展联训联演，通过全

员、全装、全要素、全过程对抗演练，提高了航空

反潜人才实战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和心理素质。

刚成为机长不久的赵广晨感慨道：“就像

猫和老鼠，了解了老鼠的习惯性动作，猫就知

道要在什么时间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逮住老鼠，

实战化训练和人才培养都需要摸清对手的套

路和底细。”

记者了解到，如今他们能战机组数量翻了

3 倍，不但足够自身使用，还能源源不断地向兄

弟单位输送骨干力量，成为名副其实的“种子”

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