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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典型

◎本报记者 张 强

国防科技大学空

天科学学院在推进重

大科技工程的过程中，

让领军人才引领团队

发展，同时培养和推举

一批中青年骨干在重

点团队、重大工程中担

任负责人，一员员“虎

将”在重大任务中拔节

般成长起来。

最美退役军人

◎本报记者 张 强

晨曦的薄雾中，一枚火箭腾空而起，尾部拖

着熊熊的火焰，按预定轨迹朝目标飞去，击中空

中目标、成功开伞、平稳落地……动作一气呵成。

最近，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彭科就会来到学

校操场，跟学员一起试验他们开发的又一款新型

实践教学火箭。

彭科是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的一名

青年教员。毕业留校后，他投入到实践教学中，

带领学员开展火箭领域创新实践研究。本学期

初，彭科获得该院青年人才重大自主项目资助，

鼓励他在实践教学中进行有益探索。

“在我们学院，只要你想做事就一定能做

成！”彭科说。

记者了解到，2017 年调整组建之后，面对新

形势、新局面、新任务，这个学院党委加大人才队

伍建设力度，推动人才结构持续优化，让每个人都

精准找到发力点，为战育人，为战而研，硕果频出。

2015 年，湘江之畔。嫦娥五号技术负责人

找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起峰，交给他一项技术难

度极大的任务。

会面结束后，于起峰快速召集团队成员开了

一个碰头会。“这是之前从未经历过的测量环境”

“采样器上配置的相机已固定，无法完全满足精

密视觉测量要求”“在其他国家已进行的月球采

样返回任务中，还没有使用摄像测量技术的先

例”……他们讨论了 3 个多小时，共同分析即将

面对的难题。

“有必要测量一切可测的，并努力使不可测

成为可测。”这是测量学先驱伽利略的名言，也是

于起峰多年来的追求。接下任务那天起，年近六

旬的他带着团队成员白天黑夜连轴转，打通一道

又一道难关，把不可能变为可能。5年后，他们为

嫦娥五号装上了一双“慧眼”，辅助采样器高效完

成放样、抓罐、放罐等关键操作，圆满完成任务。

作为团队主心骨，于起峰的一言一行深深影

响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在推进重大科技工程

的过程中，让领军人才引领团队发展，这是该院

党委前瞻性的人才建设布局。他们造就了以于

起峰、王振国、李东旭等两院院士为代表的科技

领军人才群体，在他们身后，有一批敢打硬仗的

团队，形成了老一辈航天专家言传身教、新一代

青年人才接续奋斗的人才培养链条。

该院在发挥领军人才领航作用的同时，培养

和推举一批中青年骨干在重点团队、重大工程中

担任负责人。一员员“虎将”在重大任务中拔节

般成长起来：易仕和，带领团队在高速导弹领域

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在对创新的不懈追求中，擦

亮了高速导弹的“眼睛”，为实现精确打击提供独

创性技术支撑；罗振兵，带领团队紧贴国家重大

需求和国际前沿，致力于新型高性能射流流动控

制技术及相关基础研究，研究成果突破了国家重

大工程关键技术……

形成以老带新的人才培养链条

前不久，青年教员王珊珊结束了在北京大学

为期2年的博士后工作，回到学院继续任教。

2017年博士毕业的王珊珊，获得国防科技大

学青年创新一等奖，入选学校首批高层次创新人

系列“组合拳”提振青年教员干劲

教员丁浩林读博期间，一件国际性大事使我

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正在准备博士论文

开题的他一连几个晚上辗转难眠，思考自己未来

到底“沿着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深入挖掘博士课

题，还是挑战军事高科技，破解我国面临的国家

安全威胁。”

“要时刻牢记创新为战的使命！”想起导师常

挂在嘴边的话，丁浩林果断地调整研究方向，去

挑战顶级难度。

在导师和学院的帮助下，丁浩林突破重重难

关，顺利完成博士论文，为团队突破相关技术贡

献了智慧。同时，这篇论文也被评选为全军优秀

博士论文。去年 6 月，丁浩林毕业留校，截至今

年 9月他相继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湖南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学院青年人才重大自主

项目的资助。

“攻关路上虽多险阻，但学院给予的支持和

帮助，让我可以全身心投入科研攻关。”他说。

“国家和部队的需求在哪里，我们人才建设

的方向就在哪里。”该院领导说，该院有着 60 多

年的发展历程，因战而生、应战而建、随战而强。

院党委在推进人才队伍建设的同时，始终注重科

研，同国家和部队的发展需求接轨对焦。

在这种氛围下，“为战而研”如同基因，流淌在

每一个空天人的血液里。近年来，该院取得了一系

列重大标志性成果，为服务强国、支撑强军作出了

重大贡献。同时，也打造了一支晓于实战的高层次

人才队伍和一批服务备战打赢的高水平创新团队。

一份数据显示，2017 年该院调整组建以来，

新增院士 2 人、杰青 2 人、卓青 4 人，20 人获学校

青年创新奖；涌现出首批军队高水平科技创新团

队 1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集体 1个；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军队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 7项……

树立为战育才的培养理念

才培养计划卓越青年人才培养对象、中国科协第

六届“青年托举人才工程”，她的起步节奏描画出

该院青年人才奋斗的图景。

王珊珊在北京大学师从张锦院士，在功能纳

米材料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其间，她以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身份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了 4 篇论

文，还获得了 2021 年度北京分子科学国家研究

中心 BMS（特任研究员）头衔博士后。回校任教

后，学院给她压下担子：沿着博士后期间的研究

方向继续深入探索，开辟学院功能纳米材料这一

新的研究方向。同时学院也为她设立了专项研

究经费。

让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打破论资排辈，对

优秀苗子做到大胆使用、信任支持，让他们在关键岗

位和重大项目攻关中经风雨、见世面、强筋骨……在

这样的干事创业环境下，每一个青年教员都充满

了干劲。

“我们要选育一批苗子，建立科技创新人才

后备库，形成梯次合理、厚实充足、接续发展的人

才格局……”该院领导介绍道。为了加强针对性

培养，今年，该院召开青年人才专题座谈分析会

10余次，组织各领域专家教授对全院 119名 35岁

以下青年教员逐人“问诊把脉”，了解入职工作情

况、分析未来职业规划、解决面临问题困难。该院

还每年拿出一定经费支持青年人才发展事业，明

确规定以“项目+人才”的方式资助青年人才开展

基础研究、前沿探索。

去年，该院对近 3年新入职的 60多名青年教

员每人资助20万元培养经费，在创新黄金期及时

帮扶。

今年，该院又确定 6人为青年人才重大自主

研究项目资助对象，总计下拨 700万元用于其开

展项目研究。

彭科坦言，学院出台的这一套青年人才培养“组

合拳”提振了青年教员的士气，“每个人都有条不紊

地推进事业，脚下的道路清晰、宽阔、光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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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阿依邓·吐尔逊别克，他刚刚从高原驻

训一线归来，原本白皙的皮肤，被强烈的紫外线

“抹”成了高原红。1米 88的个儿，身着迷彩服的

他更显高大帅气。然而，当他脱下军帽，稀疏的

头发却完全不是这个年龄该有的状态，他说这是

高原馈赠的“最帅印记”。

前不久的一次演练中，他带头冲锋，轻伤不下

火线，直到任务结束，才被军医发现右手腕骨折、多

处肌腱损伤、肩背部早已淤黑一片……身处实战化

训练前沿，他将23处伤疤视为“荣誉勋章”。

阿依邓是新疆军区某特战旅特种技术队队

长。入伍 13 年来，他从一名国防生成长为特战

精兵，多次立功受奖。他说：“作为一名少数民族

特战队员，就是要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义

无反顾、冲锋在前。”

用行动践行哈萨克族勇士精神

阿依邓出生在新疆一个哈萨克族家庭。在

党的关心感召下，家里先后走出 26 名党员、9 名

军人，舅舅阿吾拜克里更是祖国第一批少数民族

飞行员。

在亲人熏陶下，爱党爱军的种子在阿依邓心

里扎下了根。梦想的种子一经播下，终将发芽。

他悄悄在书桌上刻下“精忠报国、金戈铁马”的座

右铭。高考结束，阿依邓顺利考上新疆大学英语

专业国防生，圆了从军梦。

来到部队后，阿依邓偶然了解到某特战旅

正在广发“英雄帖”。该特战旅不仅任务很多，

而且经常真刀真枪地进行实战化训练。这让阿

依邓顿时热血沸腾，第二天他递交了转岗申

请。不久后，阿依邓平职转岗该特战旅，踏上

特种兵征程。

次年 7 月，阿依邓报名参加军区组织的 7 昼

夜地狱魔鬼周极限训练。在第一次淘汰考核

中，意外昏迷在泥潭中的他，醒来后稍做护理

又坚持回到赛场完成剩余考核课目。极限训练

结束后，一身伤痕的阿依邓再次被送进了医

院。阿依邓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哈萨克族人常

说的一句话：“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是勇

士最亲密的战友。”

2017 年，因工作成绩突出，阿依邓从正连职

越级晋升，任该旅特种技术队队长。从战斗员成

为指挥员，阿依邓梦想着，要把自己的兵打造成

精锐的特战力量。他下定决心：瞄准未来，带全

队来一次本领升级。

让全队作战能力实现跃升

“未来作战对精确性要求更加突出，在作

战筹划中不能大而化之，要对在什么时机、什

么地域、什么情况、使用什么力量、采取什么

方式、需要什么保障、谁来组织指挥等问题进

行明确，大家要深入思考，撰写出符合现代战

争要求的教学教案。”三级军士长黎定波对阿

依邓在一次议训会上的这段发言记忆犹新。

黎定波印象最深的是，阿依邓不仅逐字逐句

对教案把关，还会组织大家实地对抗验证可

行性。

在阿依邓的引导下，“一本教案用三年、一招

绝技吃遍天”的现象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各专业骨干结合现代战争的发展规律深钻细研

制胜机理，全队整体作战能力实现了质的跃升。

经 过 几 年 的 实 践 沉 淀 ，阿 依 邓 与 陆 军 特

种作战学院老师联合编写了《联合特种作战

基本技能》一书，已被列为全军特种部队训练

大纲指导教材；荒漠地形条件下野战生存组

织难度大，阿依邓结合参加各级比武竞赛经

验和日常训练心得，钻研部队野外生存训练

技巧，梳理总结出一套现实可行的训练方法，

在全旅推广。

战友们认为，哈萨克族人崇尚雄鹰，阿依邓

就是那迎风斗雪、搏击长空的“天山雄鹰”。

“天山雄鹰”：野外训练中铸就“钢羽铁翅”

圆圆的脸蛋，甚至还有点婴儿肥，笑起来嘴角上扬，眉眼弯弯，牙齿洁

白而整齐，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温柔恬静的白衣天使，却是两度奔赴抗疫

前线，与病毒斗争的“钢铁战士”。

刘维，西安大兴医院质控科主任。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她两次白衣执

甲，在抗疫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凯旋。

前不久，刘维被联合表彰为 2021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她说：“无论

是服役在部队，还是退役回地方，自己永远都是一个兵。”

抗击“非典”的白衣战士

“从入校那天起，我就明白，自己不仅是一名医护工作者，更是一名军

人。”刘维表示，1995年，16岁的她考入原第四军医大学护理系，毕业后被

分配到西京医院消化内科做了一名护士。

2003 年，“非典”袭来，刘维写下请战书，奔赴北京小汤山医院，抗击

“非典”。

“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咱们军人就得往前冲。”刘维说，她清楚地记

得，小汤山医院病房分作东西两区，每区建有 6 排病房。她工作的地方，

是最危险也最容易被感染的重症监护室。她每天戴着 12 层厚的纱布口

罩、鞋套、橡胶手套，还有四周与脸密合的塑料眼罩，穿着不透气的连体防

护服……不到 10分钟，整个身子就泡在了汗水里。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

数，她尽量少喝水、少吃饭。

救治重症监护室的呼吸道病人时，需要做气管插管操作。每次操作

时气管分泌物喷涌而出，带血的泡沫状痰液在空中散开，危机四伏。在场

的医护人员只要溅上一滴，都可能感染，危及生命。

“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每个人都是屹立不倒的钢铁战士。”

谈起那场“战斗”，刘维眼中满是骄傲。

这场“战斗”，她们胜利了。高速运转 51 天的小汤山医院，病人全部

清零，医护人员“零感染”，创造了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

从小汤山医院凯旋，刘维被评为“首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先进个

人”，荣立三等功。

“最危险的地方让我去！”

2020 年 1 月，武汉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此时，已临近春节，有过抗击

“非典”经历的刘维，预感到疫情的不同寻常。她让放寒假的女儿先回汉

中老家，自己退了早早买好的大年三十回老家过年的车票。

1 月 26 日晚 8 时多，刘维接到护理部主任电话：“医院要抽调人员去

武汉一线，你这边有没有困难？”

“没有任何困难。”她脱口而出，“我有抗击‘非典’的经历，最危险的地

方让我去。”此时，刘维已脱下军装 4年。

当年 2月 2日，她被任命为陕西省第二批援助武汉医疗队护理组副组

长。陕西第二批驰援武汉的医疗队来自全省 41 家医院，共 121 名队员，

其中护士 100 名……出征前一晚，这些数字划过脑海的一瞬，刘维“腾”

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来，感觉肩上的担子比想象中重多了。其实，现实比想

象更加困难——当时的武汉，每天新增确诊病例上千人！

为确保每一名护士的安全，刘维迅速梳理出 13个穿防护服流程和 26

个脱防护服流程，并将每个流程打印张贴。紧接着，12 项护理人员工作

职责、10余项护理相关工作流程、危重症患者抢救制度、实施三级查房以

及各项应急预案接连制定。护士在病区的每一项工作，都被她安排得井

井有条。

在她的带领下，100 名护士在武汉坚守 65 天，累计护理患者 280 名，

全部平安归来。而他们也是最晚撤离的省级医疗队，被授予外省援武汉

医疗队湖北“工人先锋号”称号。

“我 16岁入伍，曾面对军旗庄严宣誓。能够两次为国效力，我感到很

光荣，很自豪。”回忆起两段战“疫”经历，刘维说，“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

我愿随时奔赴一线。”

与病毒打了两仗的“钢铁战士”

在武警江西总队鹰潭支队机动中队，当其他官兵还沉浸在睡梦中时，

翁宇航已背负沙背心围着训练场跑道开跑。虽然右脚里的钢钉还有些隐

隐作痛，但他依然咬牙坚持，逼自己把体能和军事素质恢复到受伤前。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我要用奋斗来实现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特战

队员’的梦想。”翁宇航说。

其实，翁宇航已经是一名优秀的特战队员了。

2020 年 9 月，翁宇航和 8 位战友代表支队参加了武警江西总队特战

巅峰比武。前几天的比武中，翁宇航发挥正常，眼看比武就要取得名次，

可在最后关头却因紧张造成射击脱靶，无缘登上领奖台。

带着遗憾回到中队后，刻苦训练的翁宇航，因训练失误造成脚踝重重

崴伤，不得不接受植入一块 20 厘米钢板、10 颗钢钉固定的手术。因为不

想放松学习，上手术台的前一天，他还打电话请求排长蒋鹏辉把侦察专业

的书带来给他看。

出院后不久，他带伤参加了支队组织的特战队员年终等级评定考

核。射击考核时，他来到靶场，将受伤的脚跪在凳子上，完成了手步枪限

时射击。最终，翁宇航顺利通过了特战队员等级评定考核。

由于体能无法在短期内恢复到受伤前的水平，上级决定调他到机动

排任班长，一边带领战士训练一边恢复体能。8个月后，翁宇航终于又回

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特战排。

翁宇航说：“钢板加重了我逐梦的脚步，却阻止不了我追逐的步伐；钢

钉固定了我的骨肉，却‘钉不住’我冲锋的姿态！这一块钢板、10 个钢钉

恰恰是我实现特战梦的见证。”

一块钢板、十颗钢钉

为他实现特战梦作见证

军营内外

◎曹先训 程志国

阿依邓在高原训练一线阿依邓在高原训练一线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