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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结合编制人才建设规划，把新型作战力

量人才、科技创新骨干和特殊岗位能手作为发展重点，打造“良

匠”等群众性比武品牌，“草根创客”群体在淬炼中发展壮大。

军营内外

◎高 鹏 张 挺

春节刚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作战室内键盘

声声，大屏闪烁，一场演习正在紧张进行。在机

动指挥信息系统调度下，各作战席位人员紧张作

业、忙而不乱……

“这套系统着眼打通信息孤岛，可实现定位

导航、态势展现、数据加注等功能。”该总队信息

通信处副处长刘晓亮介绍，这是一项在全军应用

软件创客大赛中荣获二等奖的成果，如今已在全

总队推广使用。

“作为战役级机动部队，必须坚持以战领

训，加快创新发展，抓紧形成信息化条件下的

新质战斗力。”该总队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

大力开展“军事理论创新、管理教育创新、科研

技术创新”活动，仅去年就有 50 余项创新成果

通过评审认证。

川中腹地，沙尘飞扬, 某新型直升机紧急

升空，加入不同机型组成的编队，展开多课目

连贯演练，跃升俯冲，掠地急转……不同机型

组成的“鹰群”灵活穿梭于山谷中。

“近年来，新装备密集列装，为缩短战斗力

生成周期，必须改变组训模式。”该支队参谋长

袁兴介绍，他与作训科长李季屿、飞行教员高

磊等骨干组成攻关小组，大胆探索“一日多场、

一域多层、一层多机”条件下典型任务场景训

练，让训练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调整组建以来，该总队制定《加强新型力

量建设措施办法》《实战化军事十二条措施》等

法规文件，鼓励主要领导、技术能手和任务一

线官兵参与研究，为创新指明了方向；同时，在

科研经费、立功受奖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有

效形成了攻关合力。

机 务 老 兵 廖 强 历 经 上 百 次 重 大 飞 行 任

务，去年他参与接装任务后深有感触，发现新

装备的电传飞控、导航预警等核心系统已有

质的飞跃，这对机务人员的技能水平提出了

更高要求。

为此，他与接装机组通力合作，白天参加

专家培训，爬机舱了解构造；晚上学习航理知

识、钻研电路图。经过摸索，他们总结出伴随

保障流程方法，破解了直升机质量控制难题，

撰写的《空勤机械师手册》《飞行手册》被武警

部队推广使用。

强军催征，踔厉奋发。“今年我们将结合高

原驻训，研究破解旋翼除冰等技术难题。”面对

接下来的挑战，廖强信心满满地表示。

制定创新制度，形成攻关合力

江南某地，一场排爆综合演练紧张展开。

下士田艳辉携带电动排爆机械臂迅速向前出

动，在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内，调整伸缩杆、开启

红外相机、操作机械爪，将物体平稳地提取到

排爆罐内。

“电动排爆机械臂携带方便、维护简单。”田

艳辉介绍，去年以来，他们支队建起排爆专修室，

购置 3D打印机、温控焊台等专业设备，利用这些

设备陆续研发出激光感应靶、步枪电动击发装置

等，让支队训练成果不断革新。

众人拾柴火焰高。他们结合编制人才建设

规划，把新型作战力量人才、科技创新骨干和特

殊岗位能手作为发展重点，展开大（中）队专修

室、VR 训练室、特种射击方舱等专业场馆建设，

打造“良匠”等群众性比武品牌，“草根创客”群体

在淬炼中发展壮大。

南粤大地，“保障尖兵”比武鏖战正酣。收到

“变速箱齿轮响声异常”的指令后，四级警士长廖

文仔细检查后，钻进车底，立起变速箱吊架，挂稳

拉盘和铁链，固定锁扣，机器被快速吊出检修。

这番操作展示了廖文和团队其他成员研制的变

速箱吊架的“功力”。

在研发变速箱吊架过程中，四级警士长王会

峰负责焊接喷漆，常被熏得泪流满面；上士胡钦

勇撰写操作说明书，经常和廖文探讨到深夜。“发

明的背后离不开团队协作。”廖文感慨道。

该总队领导介绍，他们常年担负驻训任务，

为支持团队创新，机关协调场地、购置设备，采取

以工代培、集训考核等形式培养选送骨干助手。

如今，“草根创客”活跃在演训一线，围绕新装备

运用、新作战样式、新作战对手等开展联合攻关，

已成为部队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

发挥头雁效应，打造人才矩阵

今年开训表演时，一款按 1∶24 比例缩放的

机械化桥模拟机（以下简称桥模拟机）格外显眼，

在手柄操作下，底盘车启动绞盘，翻转支架，伸出

桥跨。

作为发明牵头人，奉鑫颇有感触。该桥模拟

机的原型机面世之初，他一度担心是否能得到推

广使用。奉鑫所在支队及时予以指导支持，工程

技术科科长曹程对接上级进行申报，参谋刘月正

负责机器量产，参谋孙希发提供技术指导，奉鑫

则带着助手组织操作手培训。很快，第一批操作

手和桥模拟机就出现在训练场上。

不久之后，桥模拟机在实战中经受住了考

验。在当年军地组织的防汛联合演练中，奉鑫带

领徒弟首次出山，仅用了不到 15分钟的时间，就

将桥面平稳地架设在汹涌的江面上。

一花独放不是春。在“军事理论创新、管理

教育创新、科研技术创新”活动中，该总队固化集

中评审表彰、试点总结推广、巡回服务支持的成

果孵化机制，依托军事职业教育平台推选优质微

课慕课，将创新成果贯穿于管理方法交流、战训

法集训、航空理论教员培训等活动中，有效调动

了各分队官兵的创新积极性。

“草根创客”的活跃，也大大提高了创新质

效。射击场上，机关干部马政带领团队发明榴弹

发射器遥控靶机，丰富了训练样式；城镇攻防战

斗，上士袁天涛带领特战队员改造无人机，提升

了超视距攻击效能；连续长途机动，装甲分队官

兵研发了发电机检测盒，节省了维修时间……在

该总队演兵场上，团队创新成果产生了立竿见影

的效果。

对接实战实训，注重成果转化

““草根创客草根创客””成部队战斗力生成成部队战斗力生成““倍增器倍增器””

引进新的模拟器后，官兵

训练的积极性更高了，连队的

组训压力也得到了有效缓

解。通过模拟器与实装的配

合训练，官兵的驾驶技能有了

显著提升。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志田村鞭炮齐鸣，显得格外热闹。

前不久，家住此地的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政治指导员邵伟“勇救 3

名落水群众”的事迹传开后，被东部战区陆军授予“二等功”，该旅立即会

同地方政府成立“送喜小组”，敲锣打鼓将喜报送到邵伟家中，并将一块引

人注目的“二等功臣之家”牌匾，高高悬挂在邵伟家主屋门楣上。

“手还疼不疼？”“伤口还肿不肿？”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周凤春与邵伟

亲切握手并询问其病情。

邵伟缠满绷带的手，将大家的思绪带回到那个惊心动魄的雨夜。

2021 年 10 月 10 日晚，邵伟家附近某处丁字路口，因司机刹车不及

时，一辆小轿车转弯时扎进路边池塘。休假在家的邵伟察觉异常，立即向

池塘跑去。等他跑到时，小轿车已漂在池塘中间，车窗车门紧闭，水已淹

至司机脖子，有两只手正急促地敲着车窗。

情急关头，邵伟果断跳进池塘。这时，他看到副驾驶还坐着一名妇

女，正双手托举着一个小孩。随着车子慢慢下沉，情况变得万分危急。

邵伟右手握拳，对准侧面车窗狠砸了十几下，一道道裂纹布满车窗，

但始终无法将车窗砸碎。来不及多想，邵伟猛地掰断雨刮器，用力敲击露

出水面的前挡风玻璃，又硬生生把前挡风玻璃撕开。一番努力下，困在车

中的 3名群众被顺利救出。而他的右手却鲜血直流、无法用力。

3 个月后，伤势有所好转的邵伟才接受右手小指与无名指的肌腱

修复和功能重建手术，医生说术后理想恢复程度只能达到手指原有功

能的 50%。

“牺牲奉献的基因已经深深刻入人民子弟兵的骨髓。”该旅政治委员

姜略说，“我们这个部队虽长期驻守在苏沪沿海，但一直以来却教导官兵

‘身居都市守清贫、霓虹灯下卫海疆’。”

他介绍，在这个旅，像邵伟这样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官兵还有很多：

六旬妇女不慎深陷河沟淤泥，正执行线路维护任务的下士王进宁立即伸

出援手；孤寡老人家中起火，某连指导员田武昌带领官兵扑灭火情；侦察

连一班集体营救被海水困在礁石上的群众……

“指导员有这样的举动，我一点也不惊讶。”邵伟所在连队上等兵周源

说，“平时指导员干什么事情都是冲在前面，有危险的任务总是抢着上。”

拔尖的军事素养是邵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的最大底气。邵伟的军

事训练成绩年年取得优秀，连续 2 年在比武竞赛中夺得手枪射击和短步

枪射击比武课目第一名。

邵伟说，比武夺魁是为了战场打赢、保家卫国，“我牺牲都不怕，现在

只是手受了伤，没什么大不了的”。

霓虹灯下新哨兵

舍身救人基因深刻骨髓

科技日报讯 近日，空降兵某部新年首飞训练在零度低温的复杂气象

条件中拉开序幕。当日上午 9 时许，机场上空雾气缭绕、细雨绵绵，气象

条件异常复杂，飞行条件刚达到最低要求。

刚入场不久，指挥塔台就接到报告：“训练空域浓雾逐渐加厚，能见度

越来越差。”而该部党委班子却一致认为：“新年首飞，重在打牢基础、立好

标杆，必须要从严从难把首飞打造成示范飞行！”

随着一发信号弹升空，运输、武装、侦察等 20 余架直升机掠地而起，

迅速组成空中编队，以携雷裹电之势奔向训练空域。悬停、攀升、急转，在

飞行员精准的操纵下，“战鹰”灵活穿梭在云雾之中，完成各种战术动作训

练。杂乱的气流使得直升机剧烈震动，年轻飞行员赵嘉琪的额头上渗出

了细密的汗珠，他一边通过仪表判断飞机姿态，一边调节操纵杆。终于，

直升机穿破云雾，机身渐渐恢复了平稳。

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直升机在机场稳稳着陆，该旅新年首飞训练

顺利完成。

“必须按照实战标准抓训练，在险难条件下练就制胜招法，战时才有

空中亮剑的底气。”该旅旅长耿潇介绍，今年开训以来，他们持续深入探索

复杂天气条件下直升机的战法训法，锤炼过硬空中作战本领。

（戚勇强 吴昊天）

新年飞行训练序幕

在复杂气象条件中拉开

春寒料峭，在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一场军

警联合应急处置演练悄然打响。

“监区雷达预警系统报警，一名可疑人员向监

区内投掷包裹后驾车向南岳山方向逃窜，‘鹰眼’捕

捉到该男子身高约1.75米，着深蓝色羽绒服……”

接收到命令后，交警迅速对“嫌疑人”可能经过的道

路进行设卡封控，特警出动排爆机器人对可疑包裹

进行清除，而武警安徽总队六安支队官兵，则借助

“天眼”监测平台和无人机展开全面搜索。

“经无人机侦察，‘嫌疑人’已弃车沿山道向

佛子岭水库方向逃窜。我方特战 1 小队继续沿

山路进行追捕，2 小队拟乘车先行绕至东石门附

近设伏，预计 15 分钟后抵达。”作战勤务值班室

内，该支队支队长张冀正在通过信息通信系统与

公安部门互换信息，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谈到科技装备带来的变革，张冀欣喜之情溢

于言表。他说：“新的科技武器装备的配发使用，

让信息交流更加便捷，战斗方式变得更加灵活多

变，我们更能抓住战场的主动权。”

该支队驻扎在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的大别山

地区。“犯罪嫌疑人作案后，逃窜进深山，抓捕难

度非常大，消耗的人力、物力更是倍增。”张冀表

示，利用新型信息化科技装备，他们能够第一时

间感知现场动态，制定作战方案，为有效处置争

取更多时间。

经过近 2个小时的紧张搜捕，“嫌疑人”终于

被成功抓获。充当“嫌疑人”的特战分队排长段

昌军感慨道：“天上地下都是‘眼睛’，我已经尽量

往山林深处跑了，试图用密林进行遮掩，没想到

躲过了无人机，却没躲过热成像设备。”

演练结束后，该支队立足问题导向，深入分

析研判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短板弱项，围绕作战指

挥、战法运用、装备操作、综合保障等 8个方面梳

理出了需要整改的 29个问题。

强军之要，要在得人。新型信息化武器装备

越来越多地被配发到部队，但配发到位不等于有

了战斗力，如何把科技优势高效转化为胜战优势

是当务之急。

该支队瞄准人才体系构建，组织官兵集智攻

坚，共同探索实践并改进战斗力生成模式，创新

战法训法。

在机动中队学习室内，官兵们正在用体感设

备进行无人机驾驶训练，研究战术战法。张冀表

示，支队积极推进“科技+”“网络+”等训练方法，

最大限度地把广大官兵组织动员起来，投身到新

型信息化武器装备的研究运用中来，致力于挖掘

培养人才，锻造“兵专家”“兵工匠”。

科技强勤既推动了战斗力生成模块升级换

代，更倒逼新技术型人才的教育培养。

近年来，该支队培养出各种新型信息化武器

操作人员百余名，成功处置各类执勤险情 20 余

次，多人因表现突出立功受奖，有力促进了执勤

目标的安全稳定。

培养“兵专家”“兵工匠”
将科技装备优势化为胜战优势
◎黄金辉 王祎鑫 本报记者 张 强

考核场上，运输车精准倒车入库，看似就要

迎面撞上令人眼花缭乱的限制杆，驾驶员却快速

转动方向盘，让车在跑道上绕出了完美的“S”弧

线。

为 什 么 驾 驶 员 队 伍 的 素 质 提 升 这 么 明

显？空降兵某旅运输连连长郭瑞卿道出了其

中的奥秘——新营区建好后，他们配套完善了

训练机制、摸索了一些新路子，而军用特种车

辆驾驶模拟器（以下简称模拟器）就是他们创

新训练方法的最新成果。

“驾驶员日常出车任务多，训练时间和条件

相对受限，给人员及车辆安全管理造成了一定的

风险。模拟器的引入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郭

瑞卿介绍。

“引进新的模拟器后，官兵训练的积极性更

高了，连队的组训压力也得

到了有效缓解。”该连指导员

洪宇翔补充道，他们本着“成

熟一批、单放一批”的原则，

通过模拟器与实装的配合训

练，官兵的驾驶技能得到了

显著提升。

成绩的提升源自技术的

改进。记得刚投入试用时，

模拟器只能设置几个单一场

地课目和简单的道路场景，

无法激发官兵们的兴趣。官

兵试用后普遍认为“实用性

不强”“没有衡量标准，好坏

一个样”“好像电玩城里的投币游戏机”。

收到官兵反馈后，郭瑞卿本着“实战实用”

的思路，发动官兵集思广益，召集骨干制定改

进措施，同时上报机关与厂家进行协调，请专

业人员对程序进行优化。在反复推倒重来之

后，全新版本的模拟器终于问世。新改装的模

拟器，将模块化组装、虚拟现实技术（VR）、增

强现实技术（AR）和人工智能系统有机融合，

不仅科技感十足，而且实用性很强。新模拟器

不仅优化了原有的场地驾驶科目、增加了多种

复杂道路场景模拟，还将几个有特色的驾驶科

目串联起来，组合成一套完整的驾驶员比武竞

赛操作流程。

参与改装的四级军士长詹未垚介绍，模拟器

操作起来就像开真车一样，其屏幕显示的路面均

取自真实道路场景，还能设置多种驾驶模式，能

够满足官兵在雪天、雨雾、山地、荒漠等多种恶劣

天气和多种地形下的驾驶技术训练。

“现代战场，科技就是战斗力。部队大力推

进科技练兵，就是不断为战斗力加入‘助推剂’。”

该旅领导表示，运输连转型重塑后，深入研究分

析作战中车辆运输保障的方式方法，在战法训法

上推陈出新，能够快速完成新手到“老司机”的转

变，不断向科技要战斗力。

目前，该模拟器已成批次配发到连队，形成

了数套规范的驾驶训练流程，能够满足日常训练

所需，极大地调动了官兵们的训练积极性。

记 者 了 解 到 ，模 拟 器 改 进 取 得 初 步 成 效

后，旅党委对此进行了细致研究，决定给其他

专业分队配备挖掘机操作模拟器、VR 跳伞训

练模拟器、水上跳伞模拟器等，坚持把科技元

素融入到军事训练中，用“科技+”为练兵备战

赋能。

引入驾驶模拟器，新手快速变身“老司机”
◎闵宇祥 张嘉宇 本报记者 张 强

官兵们正在利用模拟器进行专业训练官兵们正在利用模拟器进行专业训练 闵宇祥闵宇祥摄摄

连日来，在海拔 5000米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
战，持续掀起练兵热潮。图为官兵正在进行擒敌对抗训练。 陈尚庚摄

海拔5000米处掀起练兵热潮

操作手操控排爆机器人夹鸡蛋操作手操控排爆机器人夹鸡蛋 陈思宇陈思宇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