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世卓 本报记者 张 强

“有‘海上名捕’之称的反潜机靠什么来搜索潜艇？”“‘飞鸽’仿生无人

机的空中侦察最远距离是多少？”“作为舰艇‘隐身衣’的雷达、光电、声呐

和磁特性隐身技术各有哪些特点？”近日，海警学院举办群众性主题科普

讲解大赛，20名选手炫科技、普知识，同台竞技，阐释推介具有海洋特色、

体现创新精神的专业知识，生动诠释科学的无穷魅力。

“无人机执行机群协同作战、自动识别和分配打击目标等任务时，可

作为僚机伴飞长机，相当于延伸的手臂和眼睛，必要时可作为诱饵掩护长

机进攻或者撤离。”某系教员施维毕业于陆军工程大学装备保障专业，长

期从事装备调配与保障工作。比赛中，他将无人机的应用原理和发展趋

势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如何把晦涩难懂的化学知识转化为通俗形象的生活常识，毕业于复

旦大学的山东海警局参训学员田淇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以《“材料之

王”石墨烯》为题的演讲中，他借助科普微视频播放，为听众呈现了一道科

技与美学融合的视听大餐。

学员阎雨辰连续两届参赛。上届比赛中，他因讲述火神山医院中的

负压病房获得二等奖。此次比赛，阎雨辰在讲解“机器蛙人”中对自己提

出了更高要求，“信息爆炸时代对科普讲解是一个挑战，因为观众获取信

息的渠道、所掌握的知识并不比讲解员少。我们只有了解的知识越全面、

提供的视角越多元，对科学的诠释才能越接近于真实。”阎雨辰说。

阎雨辰坦言，当讲解员自身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越来越深入时，他们

的阐释才可能更丰富精彩。

“解说的本质是以观众为中心的沟通交流过程，因此，除了应用新媒

体作为辅助支撑手段传达科技魅力外，演讲者丰富的知识储备、熟练的语

言技巧、自然呈现的幽默感、现场互动和讲故事的能力，都将直接影响科

普知识的传播质量。”某系教授战兵现场点评时说，举办讲解大赛的目的，

就是要为科普爱好者搭建展现风采的舞台，引领全院师生领略科技之美。

记者了解到，科普讲解大赛于 2019 年首次举办，历次讲解内容涉及

物理、化学、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兼具科学性、知识性、通俗性

和艺术性。群众性科普活动在拉近该院师生与科学距离的同时，也成为

培育科研教学和创新发展的沃土。

海警学院举办群众性科普讲解大赛

用各种方法把科学讲给你听

◎方 超 夏 澎 本报记者 张 强

近日，鄂北某地上空机群轰鸣、伞花朵朵，地

面上数台空降战车成战斗队形向预定目标发起

冲击，演练场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无人侦察机、某型降落伞、无人机蜂群……

新装备高频使用；高空翼伞渗透和超低空伞降突

击、“战斗员+技术专家”双人伞降……新战法确

保战斗力快速形成。

这是空降兵某旅组织的一场空降夺控要点

演练。该旅严格按照空降作战流程组织实施了

这场演练，以全面锤炼部队精兵夺控、立体突击

的实战能力。

凌晨 4 时许，接到出动命令后，排长徐恒吹

响紧急集合哨，所有参加演练的人员集结完毕

后，迅速请领伞具和武器装备，向预定机场全速

开进。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机动开进，车队顺利到达

鄂北某军用机场，伞兵们迅速下车整理伞具，披

挂武器装备，空降空投技术员则负责对伞具和武

器装备捆绑情况进行检查。

空降空投科参谋吴猛介绍说，武器弹药通常

装载至空投小件上，然后由飞机进行空投，但此

次演习贴近实战，为避免暴露战斗意图，最大程

度减少飞机架次，他们采取了携装伞降的方式，

这对伞兵们来说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上午 9时 30分，完成登机准备的伞兵们按照

作战编成有序登机。在塔台的精准指挥下，多型

运输机缓缓滑入跑道，而后成战斗编队腾空而

起，向着预定空降地域突进。飞机上，空降空投

技术员对伞兵们的伞具进行再次检查，徐恒不断

地看着手腕上的高度表，并提醒大家离机和空中

操纵要注意的事项。

经过半个小时的飞行，运输机群准时抵达预

定地域上空，伴随着机门缓缓打开，所有跳伞员

做好离机前的各项准备。“绿灯亮，跳，跳……”跳

伞信号灯亮起，第一批次实施高空翼伞渗透的先

遣侦察引导队在无气象资料、无对空标识、无地

面引导的条件下大胆离机，从 1200 米高空扑向

大地，瞬间，天空中绽放出朵朵伞花。

高空中，徐恒通过电台确认伞开正常后，紧

拉操纵带，带领整个队伍开始消高，各降落伞

急速下降。“200 米，100 米……”随着手腕上高

度表显示数值的变化，地面已经清晰可见。只

用短短几分钟，他们就全部安全进入预定空降

场。解脱伞衣伞具后，徐恒迅速指挥人员放飞

无人侦察机，进行“敌情”侦察，并展开气象数

据收集和地面标识铺设，为引导后续部队空降

做好准备。

记者了解到，该旅在演练中通过高空翼伞渗

透和超低空伞降突击的方式进入战场区域，并根

据不同伞型区分了不同机型。

该旅空降空投科科长魏晓东介绍，这两种伞

降方式的灵活性和精准性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开

空降区域内的水塘、高压线、凹凸丘陵等复杂地

形地物，最大程度发挥伞降效能，确保伞兵们落

地后快速形成战斗力。

携带武器装备进行伞降演练

“风速 XXX，目标位置 XXX……”着陆场的

信息很快通过北斗手持机发往各后续作战组。

几分钟后，在先遣侦察引导队的引导下，伴随着

飞机临空，后续突击力量很快到达预定地域上

空降着陆初期快速完成兵力部署

正当攻击分队准备越过前沿时，发现隐蔽工

事内仍有“残敌”负隅顽抗。指挥员立即原地隐

蔽，顺势匍匐在草地上，命令爆破手对“敌”工事

实施爆破，伴随一声巨响，工事被摧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单兵火力攻坚未精准

命中，某型发射器火力打击失效，碉堡火力点仍

有零星火力阻滞我方前进。”面对接踵而来的突

发情况，指挥员迅速制定策略，第一时间请求无

人机支援。

不一会儿，4 架无人机呈攻击队形迅速抵达

碉堡火力点上空，而后投掷爆破装置。碉堡被摧

毁后，徐恒带领攻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

占领阵地，逐步瓦解“敌方”前沿防御体系。

记者了解到，此次演练中他们采取无人机蜂

群战术，对纵深目标实施协同攻击，对于突破地

域地形限制、实施立体拔点、加快空降作战进程

有着重要的意义。

演练不断深入。伴随着运输机再次临空，作

战支援力量采取“战斗员+技术专家”双人伞降

的模式进入前沿阵地。这种模式打破以往技术

专家只能机降的弊端，通过双人伞降直接将技术

专家投送到作战一线，迅速发挥作用。

该旅作训科科长毛磊介绍说，空降夺控要点

战斗中，敌方雷达站、机场、通信枢纽等重要目标

对我方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未来实战中，依托

双人翼伞，将不具备伞降能力的技术专家，直接

投入一线战场，及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双人伞降着陆的数名“通信技术专家”在着

陆后，快速接近纵深目标，配合空降机步力量抢

修通信设施，提供技术支持，控制通信枢纽，第一

时间恢复通信功能，完成抢夺要点任务。

该旅领导介绍说，此次演练，他们紧盯使命

任务，着眼制衡强敌，组织官兵以多伞型、多机型

的方式进入“战场”，有效地锤炼了部队指挥控

制、情报侦察、携装伞降、兵力协同、火力打击等

多种实战能力。

双人伞降将技术专家投送到作战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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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演练，空降兵某

旅紧盯使命任务，着眼制

衡强敌，组织官兵以多伞

型、多机型的方式进入“战

场”，有效地锤炼了部队指

挥控制、情报侦察、携装伞

降、兵力协同、火力打击等

多种实战能力。

◎本报记者 张 强 通讯员 张 歆

◎古东贤 杨凯博

空。300 米低空，伞兵们一跃而出，在投放员和

飞机的密切配合下精准降落至作战地域。

此次演练使用的某型降落伞具有开伞性能

好、留空时间短、散布面积小等特点，可有效缩

短着陆后的集结时间，快速形成战斗力。

一 组 迅 速 寻 找 战 车 ，二 组 掩 护 向 敌 前 沿

阵地实施火力压制，三组从侧翼迂回防“敌”

偷袭……落地后的伞兵快速解脱伞具与散布在

空降场的空降战车完成人装结合。

该旅领导介绍说，空降着陆初期，由于受敌情、

地形、气象条件和空降自然散布影响，人员装备分

散、指挥控制困难，是空降作战能力最为薄弱的时

节，极易遭到反空降力量的袭扰，指挥员必须第一

时间判明方位，收拢集结人员，完成前期兵力部署。

“前沿阵地内有敌反装甲火器小组向我方

逼近，完毕！”侦察小组使用无人机对作战地域

实施空中侦察后，随即向指挥员通报“敌情”。

“狙击手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对敌实施精准

狙杀！”伴随着数声枪响，“敌”反坦克火器小组

随即“阵亡”。

“各车组注意，向预定目标发起冲击！”完

成人装结合后，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数辆战

车在烟幕的掩护下采取正面攻击、翼侧卷击相

结合的战术手段，向“敌”目标发起进攻。他们

根据不同目标的战场属性，灵活使用车载火

炮、攻坚弹等多型手段实施火力打击，成功摧

毁多个目标。

随着战斗进程持续，攻击分队到达“敌”前

沿工事群，面对顽抗之“敌”，战斗员使用手雷

近距离歼灭工事内守“敌”。同时采取空中无

人机和地面观测相结合的方式，查明敌纵深火

力点位置和类别，使用伴随压制火器，实施精

准火力打击。

现场可见，短短几分钟，“敌军”大部分工

事被摧毁。攻击分队抓住有利时机向“敌”阵

地发起冲击，迅速扩大战果。

回忆起年初的那次参观见学，列兵张凯旋依

然心潮澎湃。

新兵下队不久，武警陕西省总队延安支队执

勤一中队就把 10多名刚刚下队的新兵带到了南

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来这里淬炼初心、熔铸灵魂。

这个中队驻守在南泥湾，始终保持着一个优

良传统：新兵下队后第一课到驻地红色遗址参观

见学，接受革命历史教育。今年恰逢建党 100周

年，中队党支部把课堂搬到了南泥湾大生产展览

馆。中队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李亚凯说，建

队 73年来，无论编制体制如何调整、使命任务如

何更迭，一代代官兵铁心向党的底色从未改变。

“五一”前夕，科技日报记者跟随武警部队

“红色印记”采访团来到这里，寻访奋斗在新时代

的红军传人。

铁心向党，他们擦亮奋
斗的底色

1940 年 12 月至 1941 年 3 月，驻陕甘宁边区

绥德地区担负河防任务的八路军第 359 旅开赴

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在这片沃土上，先辈们

留下了一串串红色脚印，用汗水浇灌了一块块红

色农田，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班长，你在中队 16 年了，能给我们讲讲这

里的故事吗？”参观见学回程的路上，张凯旋坐到

四级警士长白亚龙旁边，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关于

中队的历史。

2015 年 10 月，白亚龙担任中队军械员。刚

接触工作时，他发现各种武器参数多达上百项，

维护保养起来各不相同。面对厚厚的资料和密

密麻麻的参数，他一度想过退却。时任中队政治

指导员王正元给他讲了 359 旅独臂英雄晏福生

的故事，顿时让他羞愧难当。

“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奋斗，就是对党的无限

忠诚！”白亚龙给自己定下学习计划表，抓紧一切

时间学习，从枪械发展史到配发武器装备的基本

构造原理，他一点点学、一页页啃，写下了 10 万

多字的学习笔记。通过不断地学习训练，他从一

个“门外汉”变成了中队的“军械专家”。

听了白亚龙的故事，张凯旋深有感触：“我也

要向先辈们学习，当一名好兵！”

不久，他向中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功勋卓著，他们追寻先
辈的足迹

这个中队功勋卓著——建队 73 年来圆满完

成了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执勤处突、抢险救援

等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

“荣誉和责任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不能沾

沾自喜、满足于现状。”中队长杨路说。

中队执勤目标周围群山环绕、地形复杂，如

何针对复杂情况开展实战化训练始终是中队党

支部关切的大事。

官兵们都知道，中队长杨路每周都要“跑

山”。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跑山”不仅仅是为了

提高长跑成绩，更是为了勘察目标周围地形。4

年来，杨路的足迹踏遍了执勤目标周围的角落，

山路、沟壑、水系、制高点他都了然于胸。

中队训练场地受限，杨路带领官兵们拆除假

山造景和喷泉，把池塘改造成训练场。同时，针

对训练标准不统一的现象，中队打造的“军事训

练示范班”让人眼前一亮，立起了军事训练的标

杆，成为兄弟单位学习的榜样。

在南泥湾，奋斗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郭荣

升练投弹、拖不垮、甩不烂，几天不见面，变成个

‘铁罗汉’……”刚入伍时，罗朝铸大多数军事课

目不合格。在一次延安精神专题授课中，他被南

泥湾“铁罗汉”的故事深深吸引：当时，359 旅战

士郭荣升身材瘦小，但他偏偏不服输，用树枝当

单双杠、拿石锁石墩当哑铃。经过一番苦练，郭

荣升在投弹中右臂投了 50 米，左臂也投了 40 多

米，被誉为“铁罗汉”。

一个红色小故事点燃了罗朝铸的奋斗热

情。渐渐地，战友们发现罗朝铸训练成绩直线上

升。后来，他不仅担任了中队擒敌、体能和刺杀

3 个课目的教员，还被支队评为“四会”教练员，

赢得了“奋斗哥”的昵称。

罗朝铸的奋斗激励了身边的战友。这两年，

10 余名军事训练成绩优异的官兵，被选拔为特

战队员或参加预备特战队员集训。

创业维艰，奋斗以成。近年来，这个中队先

后被中宣部评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荣膺

武警部队“基层建设标兵中队”荣誉称号，4 次荣

立集体二等功，7次荣立集体三等功，1人被表彰

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驻守南泥湾的红军传人

“嘟嘟嘟”，一阵急促的哨音打破了高原清晨的宁静。“接上级通报，敌

军阵地正有大批人员集结，上级命令我火力打击分队做好一切战斗准

备。”近日，海拔 5000米的高原上，新疆军区某旅驻训场内，一场紧急拉动

随机展开。

据了解，此次战备拉动是在该旅前期新修订的应急处突方案基础上

组织的全流程、全要素演练，旨在检验该旅官兵应急应战能力，以及面对

突发情况时对车辆、火炮等装备器材的实际使用能力。

“挂炮，发动车辆，向发射阵地开进！”随着一道道命令从作战室下达

至火力打击分队，每名官兵各司其职，迅速进入战位。几分钟后，该火力

打击分队所有车辆编组完毕，各连队官兵按具体编组登车，随机快速前往

发射阵地。

该旅为提高训练难度，使此次应急拉动更加符合实战化条件，在沿途

不断设置障碍，考验官兵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到达阵地后，各炮班、发

令所、观察所协同一致，用最短时间完成了火炮的射击准备，为此次应急

拉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此次实战化拉动，不仅提升了官兵高原应急处突的能力素质，更砥砺

了官兵血性胆气，为该旅下一步高原临战训练打下了坚实基础。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训练水平决不能出现‘热胀冷缩’的现象。”

该旅某营营长说，“不能让严寒缺氧条件成为训练质效的‘绊脚石’，而要

当成磨砺官兵意志的‘磨刀石’。”

把高原严寒缺氧条件

当成磨砺官兵意志的“磨刀石”

近日，西藏军区某旅侦察营严密落实装备换季保养制度，组织官
兵对装备进行精细化保养，确保装备时刻保持良好状态。图为一级
军士长王宇现场讲解示范常用车辆故障排除方式方法。 李松摄

落实换季保养制度

让装备保持良好状态

空降兵某旅组织的空降夺空降兵某旅组织的空降夺
控要点演练控要点演练 方超方超摄摄

新装备高频使用新装备高频使用、、新战法确保战力快速形成新战法确保战力快速形成

这场夺控要点的实战演练真够劲儿这场夺控要点的实战演练真够劲儿

武警陕西省总队延安支队执勤一中队带新兵来到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参观见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