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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时期，毛主

席、党中央的思想和号召，

是“红一连”党支部带头学、

官兵们照着办的准绳。走

进新时代，“红一连”官兵坚

持用强军思想强固信仰、铸

牢忠诚。

夏夜，弯月如钩，一场战位上的工程博士论文答辩，正在西北某部

一间作战指挥室里进行。

由 4 名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和 3 名来自部队的高级工程师组成的强

大答辩委员会，已在一排桌子前坐定。当晚的答辩主角——国防科技

大学 2016 级工程博士生、某部干部蔡应洲站在答辩席前，轻点鼠标，对

着电子显示屏汇报他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按惯例，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应在学校进行，但这名工程博士的

学位论文答辩为何搬到千里之外？答辩委员会主席、国防科技大学智

能科学学院院长吴美平教授告诉记者：“蔡应洲今年初已完成工程博士

学业，由于所在部队任务繁重，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学校答辩，为了不影

响他按时毕业和部队备战工作，我们就决定在部队组织答辩。”当天，吴

美平、潘孟春等 4 名教授一早从长沙出发，经过 10 个小时长途奔波，当

晚 9 点到达部队。来不及休息，他们立即与部队 3 名专家会合，开展答

辩准备工作。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们学校着眼服务备战打仗，要求工程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部队信息化建设和武器装备发展紧密对接，让研

究成果直接服务部队战斗力建设。”蔡应洲的导师胡小平教授介绍，蔡

应洲的学位论文选题来自某新型装备作战运用，他结合多年部队工作

实践，对该型装备作战运用、流程设计、任务规划，以及效能评估等进行

了深入研究，构建起一套全新的指挥保障体系架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与可操作性。在职攻读博士期间，他参与多项课题研究，先后发表了 3

篇高水平论文。

答辩现场，答辩委员会专家认真听完蔡应洲的论文汇报后，针对该

型装备的作战运用与效能评估等，一连提出了 10 多个问题，蔡应洲一

一进行了回答。围绕论文成果如何应用到实战化训练中，专家们提出

了许多建议与思路，蔡应洲一边点头一边记录，表示要进一步深化研

究，促进并加快战斗力生成。

凌晨 1 点，答辩结束。7 名专家一致同意通过蔡应洲的学位论文答

辩，建议授予工程博士学位。

夜已深，专家们似乎意犹未尽。“将人才培养延伸到部队前沿阵地，

研究生论文选题向备战打仗聚焦，成果直接服务战斗力建设，这是一次

很好的实践探索。”吴美平说。

来自部队的 3 位专家十分感慨：“部队信息化建设发展，急需大批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创新工程博士培养模式，让部队指战员不离开岗位攻

读学位，结合部队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相关研究，可谓一举多得。”

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蔡应洲欣喜之余满是感激。“学校几名专

家千里迢迢赶到部队为我组织论文答辩，让我十分感动，我一定发奋工

作，努力为科技强军作贡献，用优异成绩回报母校老师的关爱。”他说。

东方既白，号声响起，蔡应洲又率领官兵出现在某重大任务的紧张

准备中，全力迎接一场新的“战位答辩”。

一场军营里的博士论文答辩

“我志愿到边疆去，传承喀喇昆仑精神，把青春献给强军事业……”

7 月 20 日，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学员杨飏雨锋在毕业选岗仪

式上的铮铮誓言，引来全队热烈鼓掌。连日来，该校区 2021 届生长军官

学员纷纷向党支部递交赴边申请书，志愿到边疆、到一线、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今年是新的军官制度施行后学院首次组织学员分配工作，政策性、

敏感性强，各方面关注度高。年初以来，该校区超前谋划，加强对分配

工作的领导，认真抓好《现役军官选拔补充暂行规定》等法规的学习贯

彻，通过调研分析、召开座谈会、集体讨论等形式，深入基层倾听学员心

声，广泛收集官兵对分配工作的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地开展毕业教育。

他们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

题教育，深入开展毕业专题教育，扎实开展卫国戍边典型宣传，着力强

化军人血性和战斗精神，营造自愿服从组织分配、主动到边疆建功立业

的良好氛围。毕业分配工作期间，校区常委、机关领导和机关干部、相

关大队领导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开展谈心交心活动，指导学员队开展毕

业教育、综合评定等各项工作，做好重点人和个别人的思想教育；学员

队干部和学员逐一谈话，摸清学员思想底数，掌握学员现实需求，了解

矛盾困难，解决实际问题，教育引导学员坚决服从组织分配、自觉献身

强军实践。

在学员 39 队公开选岗现场，所有待选单位阳光公开，机关、大队、学

员队干部和纪检监督人员全程参与，学员们争先恐后填报驻新疆西藏

等艰苦边远地区单位。学员曹克俊介绍，队里去年组织学习卫国戍边

英雄的事迹后，杨飏雨锋第二天就向队党支部递交了赴边申请书，今年

他在参加学校举办的“学习英雄标兵、争当强军先锋”主题演讲比赛时

又发出了“喀喇昆仑山 7 月见”的誓言。

“我志愿到边疆，我志愿到海岛，我志愿到军事斗争一线去……”

誓言铿锵心向党，铁骨铮铮见行动。截至发稿时，该校区近千名学员

100%服从分配，100%志愿卫国戍边，200 余名学员打起背包奔赴艰苦

边远地区，决心以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为榜样，投身强军兴军伟

大实践。

到边疆、到一线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

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近日，记者走进陆军

第 83 集团军某旅“红一连”连史馆，发现这句毛

泽东的重要论断，被刻在“支部建在连上”主题

雕塑上。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在“红一连”建立

了人民军队第一个连队党支部。从此，“红一连”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先后参加了 5 次反“围剿”、

二万五千里长征、直罗镇战斗等军事行动，英勇

善战、所向披靡、屡建奇功。

很多人问，“红一连”为什么这么强？

该旅旅长杨金龙回答：“‘红一连’强就强在

有连队党支部这个永远坚强的堡垒，这使得‘红

一连’的兵特别忠诚、特别有信仰。”

做一连支委要先“闯三关”

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党中央的思想和号

召，是“红一连”党支部带头学、官兵们照着办的

准绳。

老红军回到连队，常常这样说：“我们是追求

真理的队伍，学理论永远都不是分外事。学了、

用了，就胜利；不学、不用，就吃亏。”

走进新时代，“红一连”官兵坚持用强军思想

强固信仰、铸牢忠诚。

党支部书记、连队指导员郑纪文还记得第一

次到连队报到那天的情形，他说：“在营房大厅的

走廊上、楼梯拐角处，处处都是学习红色传统和

文化的‘据点’，班排书柜上摆满理论书籍，信息

视窗内滚动播放理论要点，理论学习本上记满官

兵的体会心得……”

官兵们说：“学习科学理论就像呼吸空气一

样自然，成为生活、生命的一部分。”

理论学得越扎实，就会对肩上担负的责任感

受越深。正因如此，作为全军第一个党支部，“红

一连”党支部向来以严著称。

“一连的支委不好当。”党支部副书记、连长

胡贯蕾介绍，来到“红一连”先要“过三关”——传

统关、理论关、军事关，闯不过这三关，就没资格

成为连队支委。他们要求支委成为当之无愧的

“领头雁”：党员先锋岗支委先站、险难训练课目

支委先训、岗位练兵比武支委先考、急难险重任

务支委先上、切身利益面前支委先让……

今年 4 月，某新型装甲输送车开进营区后，

昔日被誉为“铁脚板”“飞毛腿”的官兵面对它也

是一筹莫展。挑战面前，“红一连”拿出了当年炸

碉堡的气势，党支部提出“驾驭新装备、支委当尖

兵”，成立支委示范车，书记当车长，“党员突击

队”迅速组建运作。

党员带头敢当强军先锋

打开官兵的水壶，里面是每天更换的纯净

水；打开干部的挎包，里面放置着最新的作战地

图、标图工具；走进研战室，里面有最新的军事前

沿知识……

采访中，记者强烈地感到，这是一个随时准

备奔赴战场、执行任务的连队。

在“红一连”，只要入党就会比别人多出 3种

身份——“党员突击队”队员、“党员示范班”成

员、“党员攻关组”组员。被评选为优秀党员不仅

是莫大的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因为，他们

的战备行动方案总是“党”味儿十足：每逢急难险

重任务，当月评选的 6名优秀党员就是应急突击

队员；如果 6 名优秀党员不够，就组织党员突击

队参加。

长江抗洪抢险，是党员手拉手首先跳入洪

水；汶川抗震救灾，是党员带头舍生忘死扒开废

墟救人；中俄联合军演，是党员第一个勇敢地驾

车入海……一段段党员模范带头的故事，成为

“红一连”的制胜密码。

深入采访，记者发现“红一连”的兵并非是从

全旅刻意挑选，也都很普通，甚至在一些集训比

武中先天条件还处于劣势，但有了党支部的带

领，他们个个攒出不服输的劲头儿。

2019年初，集团军组织狙击手比武，从未接触

过狙击枪的张鲁豫第一个报了名。集训队高手云

集，第一次摸底考核，张鲁豫就被浇了一盆凉水：全

部脱靶，总成绩倒数第一。他彻夜未眠，一遍遍地

告诉自己：“‘红一连’的兵，再困难也要争第一。”从

那以后，他集中心思补断板、学原理、找规律，连续

几个小时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练瞄准……最终，张鲁

豫在考核中一举夺魁，被评为“优等射手”。

提及这些事，郑纪文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要

问，在‘红一连’身上，什么东西最宝贵、最需要坚

守，那就是我们的红色传统。能不能把红色传统

发扬好，事关军队性质、宗旨和本色。”

坚守红色传统是这支连队的制胜法宝

小小装备，为演练指挥、通信勤务、装备维修

和 300 余名官兵宿营提供持续、便捷、可靠供电，

且全程没有消耗一滴燃油。

近日，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毕业学员实

兵实装综合演练中，身材小巧的“野战机动型混

合能源互补供电系统”大显身手。毕业学员不禁

感慨：“不愧是明星装备，科技感十足！”

为加速推进部队新型军事能源建设，根据上

级工作部署，自去年 8 月起，该校区抽调电力专

业领域的精兵强将，组成由刘金宁副教授负责的

电力技术服务专家团队，对边海防部队电力能源

保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和技术服务活动。这套

系统就是此次服务部队活动结出的硕果。

海岛上实现新老设备联
储供电

海风轻拂，海鸥伴唱，渔船纷纷回港靠岸。

远远回望，诗人笔下“一段画图奇绝处，夕阳天际

认归帆”的美景展现在眼前，而此时船上的电力

专家们却无心欣赏这美丽的景色。

从港口出发不久，船只在海面上不停地颠簸

摇晃。恶心、眩晕乃至呕吐，这是他们作为内陆

军人从未有过的糟糕体验。

即将抵达的这个海岛面积不大，因无法与内陆

电网接通，全岛仅靠一套上世纪90年代的老式柴油

发电机组为驻岛官兵提供基本用电保障，发电机组

沉闷的“隆隆隆”声笼罩着整个海岛。受运输、海

况、气象等条件的制约，海岛还经常出现因燃油不

足停电的情况，给官兵工作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此次登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前两次实地考

察的基础上，“把脉问诊”新能源建设方案，为机

关决策提供有力参考，精准推进项目实施。

“辛苦了！每次来我们都很激动，请专家们

尽快帮忙解决掉这个‘老难题’！”前来迎接的连

长潘超明话语间充满期许。

决不能让驻岛官兵失望！连队会议室成了

团队的“会诊室”，而系统运行图则是“诊断”的重

点。上百个参数，几十条线路，全部浓缩在这张

不到 10平方米的图纸上。

他们一段段地研究排查，一个个参数反复测

算，小到一支保险管，大到一台变流器，线路中的

每一个元器件都不轻易放过。大家都铆足劲儿，

力求让新方案更加完美。

熄灯哨声响起，为了不影响官兵休息，专家

团队回绝了连队推迟停机的好意，打着应急灯、

手电筒继续攻关。终于，他们在看似完美的电路

中挖出了“漏洞”——缺乏并机模块，从而导致新

系统无法与原有发电机组互补使用、无缝切换。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围绕新情况，团队集思广益，结合设备参数、性能

指标进一步完善了运行方案，并研究出相应的配

套方案，实现了新老设备联储供电、互补互通。

“会诊”结束时，充满电的 3盏应急灯、7支手

电筒都已耗尽电能，图纸的空白处也已密密麻麻

地填满了团队的最新设想。此时，一望无际的海

面上，鲜红的太阳已经悄悄地探出了头……

方案最终通过上级机关验收。海岛用电难题

得以解决的消息传来，驻岛官兵个个喜上眉梢。

改善 4500 多米高山哨
所用电环境

刚下海岛，又上高山！与岛上官兵依依惜别

后，电力专家团队马不停蹄地转赴西南边陲。

他们要去的哨所位于海拔 4500 多米的山峰

上，上山路况十分复杂，全程只能攀爬，所有物资

都要靠肩挑背扛。刚到山下营房，专家们便听到

战士们反映：遇到阴雨天，山上哨所总是停电，电

路好似得了“关节炎”。

官兵反映的问题，便是他们前进的方向。团队

成员每人肩负着20余斤的专业设备，与换岗官兵一

起向山顶进发。雨后的山路十分泥泞，加之高原反

应产生的不适，登山之旅比想象的更加艰难。历时

3个多小时的艰苦行程，他们终于登上哨所。

顾不上休息，专家们随即对线路进行摸排检

测，很快就找到了“症结”：长期的阴雨天气使墙

体浸水潮湿，输电线路架设不规范，导体外露并

与墙面接触导致短路跳闸。

问题解决后，团队又对电源线路进行了全面

检修，使哨所用电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解决了电路“病患”，已近午饭时间，值勤官兵

热情地挽留团队共进午餐，专家们却婉言谢绝：

“一粒米、一滴水都是你们背上山的，你们的辛苦，

我们都看在眼里，哪还好意思在这里吃饭。”

服务部队，就是这样实实在在。

记者了解到，电力技术服务专家团队从京畿

之地出发，远赴东南沿海，驰转西南边陲，走访了

7支作战部队，往返行程 6000多公里。

基地哨所、前指营盘都留下了他们跋山涉

水、攻坚克难的身影。

使命感形成强大科研推
动力

信息化战场对野战环境下军事供电提出了

全新要求，安全可靠、持续快捷的电能供应是确

保战斗力的基本保障。

在服务部队过程中，电力专家们发现，当前

军事供电模式相对单一，野战条件下各供电模块

之间互补互通效率低，对石化能源依赖性强、消

耗高、战场隐蔽性差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

基层部队。

如何适应军事变革，加速推进军事供电模式

转型是一个全新课题。

回到校区后，团队成员夜不能寐——能不能

研究出一套多类能源互补集成的供电设备，为作

战指挥、通信勤务提供全天候、低油耗、可机动的

强劲有力电能支撑？

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形成强大的科研推动

力。他们结合基层部队军事供电新需求，将发电

机组、储能电池、光伏系统按照一定的配比关系

并联，打通了各供电模块之间互通互联的技术壁

垒，实现了便捷灵活的供电模式，打造出军事作

战行动中不可缺少的独立智能微电网系统——

野战机动型混合能源互补供电系统。

草原深处，沙场练兵忙，一场野战条件下的能

源保障演练在塞北大漠某训练基地悄然展开。电

力专家们首次展示了他们科研“新宠”的各项技能，

受到部队领导的广泛好评：“超静音、高储能，隐蔽

性好，机动性强，非常适合部队应急作战需求！”

前不久的毕业综合演练课堂上，刘金宁向即

将走向战位的学员们深情嘱托：“科技助推战斗

力生成的新要求时刻提醒：时代重任，使命在肩，

我们责无旁贷！”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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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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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战多源互补通用供电平台为毕业学员综野战多源互补通用供电平台为毕业学员综
合演练供电作业时的场景合演练供电作业时的场景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自去年 8 月起，陆

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

抽调电力专业领域的精

兵强将组成专家团队，

加速推进部队新型军事

能源建设。专家团队远

赴东南沿海，驰转西南

边陲，往返行程6000多

公里，基地哨所、前指营

盘都留下了他们跋山涉

水、攻坚克难的身影。

刘金宁与团队成员调试检修野战多源互补通用供电平台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