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庆曦 邱宏宇
本报记者 张 强

6 责任编辑 聂翠蓉 军 事
2022 年 2 月 25 日 星期五

M I L I T A R Y

军中典型

◎通 讯 员 周 强 相甲奇
本报记者 张 强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雪域高原常年低温缺氧，对设备运转的条件要求更高。保

暖保温设施设备的研发事关边防官兵的身心健康，是高海拔地

区战斗力生成的影响因素之一。近日，陆军研究院某研究所科

研小组奔赴海拔5300米的雪域高原，对3种高原应急防寒设

备进行实地调试。

军营内外

◎黄武星

◎赵双林 王丽慧

“3、2、1，点火！”近日，火箭军某旅某发射营模拟操作室内，随着“倒计时

和点火”的一声令下，操作面板上立即弹出“完成发射”的字幕，一旁把关的

士官纷纷鼓掌，刚刚完成操作的几名列兵更是激动不已。现场组训的指导

员姜世文介绍，该旅给每个营配发了模拟训练器材，来到连队的新兵能通过

模拟训练，提前熟悉导弹发射操作流程，这大大缩短了号手培养周期。

该旅政委司建平介绍，该旅深入贯彻落实火箭军军事训练会议精神，

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全力发动科技强训新引擎。该旅

引进最新模拟训练装备和教学理念，新建集指挥训练、专业训练、基础训

练于一体的综合训练楼，加大各类人才培训力度。指挥训练区内，基本指

挥所训练大厅、导演评估大厅、预备指挥所训练大厅一应俱全，网上红蓝

对抗系统、兵棋推演系统设施完备，为锤炼指挥员能力素质提供优质平

台；安全训练区内，火场逃生、火灾扑救等逼真模拟场景，既能让官兵身临

其境强化安全意识，又能提升官兵安全防护技能；发射车模拟驾驶舱内，

通过模拟赛道驾驶训练，让新驾驶员短时间内就成了“老司机”……

该旅还积极开展“三小”革新活动，助力训练提质增效。实装操作训

练场上，现场把关的技术室工程师王超手中拿着便携式技术保障辅助系

统介绍，该系统由技术室自主研发，不仅能实时提示官兵操作是否正确，

还具备拍照存档功能，为故障溯源提供依据。下一步，他们将针对实装操

作教学空间狭小、装备使用不便等问题，搭建装备外部系统和内部线路

3D 模型，让官兵通过 VR 设备了解掌握装备结构，有效提高教学质效，加

速号手成长。

引进模拟训练器材

发动科技强训引擎

前不久，某部战士小毛从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康复医学科痊

愈出院，回到部队后就能参加连队的日常训练。去年以来，该中心康复医

学科帮助数百名手术后和出现训练伤的官兵恢复身体功能，让他们在短

时间内重新回到战斗岗位。这是该中心着眼军事伤病康复需求，围绕快

速恢复战斗力和提升康复医学建设水平取得的喜人成效。

进一步完善救治链、健全救治体系是快速补充、恢复部队战斗力的有

效途径。为此，康复医学科紧跟中心建设全面过硬战创伤中心的步伐，牢

固树立“康复危重病、恢复训练伤、提高战斗力”的鲜明导向，围绕平战时

术后、伤后康复的一系列重难点问题进行科研攻关，创新整合物理辅助、

中医手法、专项动作，优化康复模式，推动官兵伤病恢复质效稳步提升。

据了解，他们紧盯康复医学的军事特色，按照“完善救治链、缩短康复

期”的思路，着力服务好骨科和烧伤整形医学部，以骨科康复、烧伤康复为重

点，同时探索重症、神经、心肺、中医和心理康复等新领域。与此同时，他们

探索学科管理特色，提升护理质量，依托康复团队采用教育、鼓励、运动、工

作、评估“5E”康复模式进行护理干预，充分发挥教育者、管理者、照顾者、协

调者的作用，构建了康复特色护理路径，使护理工作贴紧伤病员的需求。

优化康复模式

提升军事伤病疗愈质效

铁翼飞旋，马达轰鸣。

春节刚过，华北某机场，这里的气温依然零

下。刚刚完成飞行训练任务的直升机机群缓缓

降落后，飞行员们纷纷透过驾驶舱玻璃，习惯性

地朝机场旁的接机队伍望去，一眼就看到离跑道

最近的政委汪晓红，心里顿时踏实了下来，这意

味着汪政委来接他们回家了。

汪晓红是第 82集团军某陆航旅政委。在基

层官兵眼里，他是信得过的政委；在机关干部眼

里，他是拼命的政委。

在全旅营造政治学习的
良好氛围
“指导员，我又报名入伍了，还想回去和大家

一起并肩战斗。”2021 年 10 月上旬，修理营修理

三连指导员高垒接到了连队刚刚退伍的战士常

琪琛的电话，刚到家不到一个月的他又报名应征

并二次入伍。

2021 年 9 月，由于连队士官选晋名额有限，

上等兵常琪琛带着遗憾离开了部队。高垒依然

记得当时离别的场景：火车站站台上，常琪琛抱

着他和连队战友泣不成声，舍不得离开。高垒表

示，在汪晓红的带动下，这两年旅里政治学习氛

围好，大家心劲儿齐，士官们都不愿退伍离队。

其实，汪晓红刚从某合成旅调任这里时，部

队官兵情绪低落。强军先强心，强心先铸魂。时

刻牢记“传播党的声音、带出忠诚部队”这一政治

责任的汪晓红，决定作出改变。

汪晓红带头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走上讲台

作辅导、沉到一线搞宣讲，推行“原文读、巡回讲、

广泛议、跟进评、扎实做”的强军思想学贯模式，

让“梦逐蓝天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的信念在

官兵心中扎根。

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教育优势的同时，汪晓红

还积极探索分层施教和动散抓教的办法，在全旅

创建“旅有智慧教育中心、营连有智慧宣教室、任

务分队有平板终端、官兵有专属‘掌上平台’”的

网络教育格局。

从陆航领域的“门外汉”
到“懂行人”

汪晓红对记者表示，政治干部如果不能跟飞行

人员坐到一条板凳上、坐进一个机舱里，就无法感

受到他们的“心跳”，何谈做好政治工作？“飞行我不

是内行，但要把政治工作做到直升机上。”他说。

来到旅里后，为了做好政治工作，汪晓红亲

自上飞机体验飞行员“离地三尺、命悬一线”的感

受。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熟悉了所有主

战装备，上遍了所有能乘坐的机型。

一次，汪晓红在乘坐某型直升机时，机长栾

公祥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了，就一直进行平飞，

但他却要求飞难度大的战术动作。一套爬升、俯

冲、盘旋下来，塔台急忙呼叫：“政委有没有事？”

副驾驶胡海亮回头看了一下，回答：“政委很好！”

事后，汪晓红坦言，其实当时胃里也很难受，

脑袋发晕，但作为政治干部，只有把枪杆子练硬，

腰杆子才能挺直，做政治工作才更有底气。

这几年来，汪晓红带头到演训场、上指挥塔

台、参加大项任务，从陆航领域的“门外汉”到“懂

行人”。2021 年考核，他被评为“一级指挥员”，

军事体能达到特三级水平。旅党委常委班子其

他成员也都被评为“一级指挥员”。

“体会不到我们难处的政治干部很难树立威

信，但汪政委不一样。”特级飞行员盛同杰说，这

几年，每次执行大项任务归来，汪晓红都会第一

时间带领在位的旅党委常委到机场迎接。每次

放飞前，他也会像送亲人一样来到飞行员身边，

三五分钟谈谈心、三两句话鼓鼓劲，拉近与飞行

官兵们的距离。

解决好官兵的急难愁盼
问题

2019 年，机务营机务一连一级军士长刘同

良家属因病去世，家庭陷入困难。连队提出给刘

同良申请困难补助，可刘同良不愿给组织添麻

烦，多次婉拒，但他的名字仍出现在公示名单

上。后来他才得知，旅党委常委会上，汪晓红考

虑到他的家庭情况，主动提议为他申请补助。

刘同良告诉记者：“汪政委是个实干家，找他

能解决问题。他不仅能叫出所有营连主官的名

字，对高级士官们的情况也是一清二楚。”

汪晓红对解决官兵的实际问题有着自己的

看法，他认为，对一支部队来说，只有把官兵关注

的急难愁盼解决好，实打实把工作做到官兵心坎

上，大家才能发自内心感到政治工作有血有肉、

政治干部可亲可信。

“关系官兵生活的小事，也是我们需要关注

的大事。”汪晓红说。他还准备了谈心本，将全旅

官兵的各种矛盾困难记录下来。从子女入学到

家属安排工作，从老干部移交到困难家庭救助，

从大龄官兵婚恋到烈士家属慰问，他都亲自过

问，带着机关人员一一解决。

只有把政治工作做得有温度有实感，官兵才

有获得感、归属感。基层风气好，官兵心气儿顺，

练兵备战的劲头足。记者看到，政治工作在这个

旅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他把“梦逐蓝天心向党”的信念“种”在战士心中

风 速 8 米 每 秒 ，环 境 温 度 -19℃ ，水 温

9℃……近日，雪域高原，天寒地冻。新疆军区

某火力团（以下简称火力团）高原驻训点营区

里，陆军研究院某研究所工程师宋瑶每隔半个

小时，就要详细记录一次数据。

连日来，宋瑶所在的科研小组跋山涉水，奔

赴海拔 5300 米的雪域高原组织调研，对 3 种高

原应急防寒设备进行实地调试。火力团就是他

们进行调试的试点单位。

雪域高原常年低温缺氧，对设备运转的条

件要求更高。保暖保温设施设备的研发事关边

防官兵的身心健康，是高海拔地区战斗力生成

的影响因素之一。此次奔赴高原，科研小组主

要是对充气式淋浴辅助系统、新材料保温水罐

和极寒条件下野营帐篷改进这 3 个科研项目进

行装备实地调试。

淋浴辅助系统解决高原
洗澡难题

室外白雪皑皑，室内热气腾腾。走出更衣

室，刚洗完澡的下士付建国红光满面，长舒一口

气。在雪域高原野外驻训，还能洗上舒服的热

水澡，他训练一天后的疲劳好像一下子消失了。

边防官兵洗澡不便的主要原因是高原气候

环境严寒。这套淋浴辅助系统，展开后有 36 平

方米的空间，足以容纳 25 人同时在室内进行更

衣等活动。它采用的是 10千瓦柴油发电机进行

供暖，仅需柴油发电机启动 20分钟，就能使室内

温度恒定保持在 26℃。“这套淋浴辅助系统有望

解决高原洗澡难的问题。1个排的兵力，仅用 18

分钟就能完成架设，撤收只需要 16 分钟。”该研

究所助理工程师王源介绍道。

“操作简单，性能稳定，防寒防雪，便于维

护……”参与安装维护的战士赵畅通对这套系

统大为赞叹。

宋瑶介绍，淋浴辅助系统的调控装置安装

在室内，操作简单，仅需动动手指就能完成启动

关闭和温度调节，而且功耗相对较低。他们的

试验数据表明，在海拔 5300米的高原环境运行，

该系统每小时消耗柴油仅为 0.9升。

此次调研，他们邀请火力团部分官兵对淋

浴辅助系统进行试用，收集记录试用官兵的意

见建议。经过多天试用，官兵们对淋浴辅助系

统很满意，认为其适合高原部队。

新型保温材料让生活用
水不结冰

高原澡堂门口，放着一个灰白色的，与部队

配发的野战水罐外形相似的水罐。这款水罐不

时吸引着前来体验淋浴辅助系统官兵的目光。

别看外形普通，这款水罐技术含量可不普通。

该研究所助理工程师王乐介绍，这款高原

新型保温水罐采用了新型保温材料，尽管外形、

容量和部队配发的水罐一样，但它可以在-41℃

的环境条件下，确保水罐内的水在 12 小时内不

结冰。当部队在高寒环境下执行任务时，带上

这款新型保温水罐，可以避免因为水源结冰，融

冰化冰而耽误过多的时间。

采访当日清晨，室外温度达-25℃，滴水成

冰。用作对比的普通水罐上方已结了一层厚达

37 厘米的坚硬冰层，侧面结了近 5 厘米的冰壁，

水罐壁也被冻得硬梆梆。但打开新型水罐的水

龙头，已经存放了一夜的水还能汩汩流出。

试验数据显示，前一天的 11 时 00 分，他们

将温度为 9℃的生活用水灌满水罐，在室外经过

12 小时的静置存放后，到夜间 23 时 00 分，水罐

内的水温仅降到了 3℃。尽管室外温度没有达

到理论数值的零下 41℃，但这组数据直观地展

示了水罐的保温效能。

科研工作讲究严谨细致，每一项数据都是

他们关注的重点，也是每一个科研产品升级改

进的重要参考依据。

“高原条件艰苦，边防官兵很累，我们研制

产品的初衷是充分发挥现代科技优势，帮助高

原部队官兵更好地在高寒环境条件下训练生

活。”宋瑶说。

石墨烯内胆让库房帐篷
也能住人

极寒条件下野营帐篷改进，顾名思义是对

旧式野营帐篷进行升级改进，以适应野外极寒

条件。这项研究是在 84 式和 98 式班用帐篷的

原有基础上进行的改造。

这两款帐篷携带方便，结实耐用，研发定型

配发到部队多年来，在我军野外驻训工作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然而这两款帐篷在高原并不适

用。以往到高原执行任务的部队，都选择将这

两款帐篷用作库房帐篷，另选配有棉内胆的 13

式帐篷用作住人帐篷。

研究人员想要这两款帐篷也能在高原发挥

原有的住人功能。因此，他们将多种防寒材料

改造成配套的加热散热保温内胆，逐一进行实

验研究，最终挑选出性能最好、最适合在高原环

境使用的石墨烯内胆。石墨烯内胆充电后可发

热散热，从而提升帐篷内温度。一位科研人员

介绍，石墨烯内胆既可用光伏供电，也可用发电

机供电。高原光照条件良好，具备光伏供电的

条件，在阴天光照不足的环境下，还能转换成发

电机供电。

为了检验新材料的实用性，他们以班组为

单位对配载了石墨烯内胆的 98式班用帐篷进行

试搭。结果显示，试用的几顶帐篷搭建平均用

时 30 分钟，而撤收用时最快的一次仅需 28 分

钟，与原有配置搭设用时相差不大。

“这些天，科研人员为我们高原战士所作

的努力，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经过试用，

战士们普遍反映这些装备适合在高原使用。

相信正式定型配发后，会给官兵带来更多便

利，助推部队战斗力生成。”火力团后勤保障股

股长王雷说。

研
发
新
型
应
急
防
寒
装
备

温
暖
雪
域
高
原
驻
守
官
兵

官兵在高原测试新式帐篷官兵在高原测试新式帐篷 李仁锡李仁锡摄摄

汪晓红为
刚刚飞行归来
的旅长崔佳彬
点赞
张永进摄

近日，武警湖北总队驻地普降大雪。该总队执勤支队克服恶劣天
候带来的不良影响，组织新战士在雪地练习战术动作，在爬冰卧雪中
锻造忠诚卫士的铮铮铁骨，在从难从严、聚焦实战中全面提升部队军
事训练质量。 谢定安 王发维摄

爬冰卧雪练战术

近日，武警安徽总队特战侦察专业集训在蚌埠西郊黑虎山下如火如
荼展开，百余名特战队员围绕六大类27个训练课目进行教学组训，全面
锤炼特战官兵过硬打赢本领和实战能力。 蒋雪妮 李程辉摄

特战队员展开侦察集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