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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典型

◎夏 澎 本报记者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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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军某部博士创新团队，有个由三四十岁的军中

博士组成的创新团队。该团队在距离总部数百公里的高

原上从事科研工作，为国防事业默默奉献着智慧和汗水，

书写了当代中国军人的热血和浪漫。

军营内外

◎郭闻宇 张 理

作为空降兵某旅上甘

岭特功八连的连长，向东始

终将提升打仗能力作为八

连建设的根本，带领连队攻

克多项训练难题、完成多项

重大任务，是名副其实的

“尖刀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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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及被评为武警北京总队第六届十大精锐标兵的感想时，执勤第

十支队四级警士长雷键总是这样回答——“再遥远的目标，也经不起执着

的坚持”。在 13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始终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警士素有“军中之母”之称，处于“兵头将尾”的重要位置。雷键说：

“作为班长，爱兵是前提，育兵是目标。”

从新兵下连那天给新战士打来第一壶热水，再到带领战士先后参加

“9·3”阅兵、中非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重大安保任务，雷键将一批又

一批青年培养成优秀的武警战士。

2016 年 7月 20日，暴雨导致京港澳高速公路某路段基石出现大面积

塌方，大量淤泥垃圾堵塞了交通要道。雷键主动请缨，带领战士们赶赴现

场疏通道路。

漆黑夜里，电闪雷鸣、大雨如注，雷键带领战友奋力挥动铁铲。隧道

内积水齐腰深，危险随时会出现。雷键把战士们挡在身后，自己冲在前

面，一点点摸索水下的情况。积水上面漂浮着落叶、垃圾，水下的情况十

分复杂，到处都是淤泥、石块、树枝，雷键的双腿被刮伤多处，伤口被污水

泡得严重肿胀，但他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带领大家埋头苦干。在撤

回的路上，战士们才看到雷班长“惨不忍睹”的双腿。

雷键深知，仅仅带领大家完成任务是不够的，更要育兵成才，帮助他

们成长、进步。

新战士李凯凯入伍后心事重重，他一直为今后是留在部队发展还是

回去继续学业的事情纠结烦恼。

一个午后，雷键拉着李凯凯坐在草坪上谈心。他告诉李凯凯：“我当

新兵入伍的时候，身边很多战友感觉部队又苦又累，就打起了退堂鼓。当

然了，那些退出的战友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比我们更快地融入

社会。可是有句话说得对，人这一生，总得为自己的梦想拼一把。不言放

弃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幸福，为了理想而埋头苦干才能让自己不留遗

憾。”接下来的日子里，雷键几次找他谈心，与他分享自己入伍以来的感想

和体会，鼓励他勇于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在军校中完成学业。

雷键还结合自己的训练经验，为李凯凯量身定制了“训练套餐”，白天

陪他一起训练提升军事素质，晚上陪他挑灯夜读攻克知识难关，并调整了

他的执勤编组，让他有更充足的时间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凯凯最后

顺利地考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武警工程大学。

13 年来，在雷键的培养下，先后有 26 名战士走上骨干岗位、9 名战士

入党、2名战士考上军校，一茬又一茬的官兵成为栋梁。

“军中之母”的带兵之道

科技日报讯 近日，在武警兵团总队 2022年第一期基层主官《军队基

层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培训会上，该总队领导就如何“奔着问题

来、带着答案回”，与全体参训学员进行了一次面对面交流、启发式问答，

帮助基层军政主官解决专业难兼顾、进度难同步、效果难保证等问题。

为推动新修订的《纲要》落地生根，武警兵团总队在距离总队机关最

远、条件相对艰苦、最能反映总队“胡杨精神”特质的某执勤支队，举办了

这场极具特色的《纲要》培训会。此次培训全程实行“连队化生活、封闭式

管理”，总队领导一线督导指导、全程驻训跟课。培训按照“捆绑式集训、

模块化教学”思路，区分《纲要》培训和基层党组织书记轮训两个模块组织

实施，科学设置 6个专题 20堂精品课，力求从“需求侧”打开《纲要》培训的

全新视角。

该总队还注重从学习先进模范入手，通过开展“理论引导”和“示范引

路”教育讲授活动，邀请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总队优秀教练员、新闻报

道先进个人、连续十几年被表彰为“先进中队”的单位主官们轮番上台，作

经验介绍、谈心得体会，确保培训学有标杆、教有实招。

参加培训的某执勤支队一名中队长感慨道：“此次培训内容很充实，

给基层主官理思路、教方法，让我对当好基层主官充满信心，我将尽快将

所学吸收转化、付诸实践。” （胡方涛 赵明坤 汪泽仁）

培训《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确保学有标杆、教有实招

连日来，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持续开展“党性在闪光——我是党员
我带头”活动，激励党员骨干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图为工兵中队党员杨川
在训练中为新兵讲解装药捆包的技巧和方法。 曹先训摄

激励党员骨干发挥模范作用

近日，空降兵某旅上甘岭特功八连（以下简

称八连）在鄂北山区打响了一场战术演练。面对

复杂“敌情”，八连连长向东带领连队官兵密切协

同配合，顺利突破“敌方”防御阵地。

今年是上甘岭战役胜利 70 周年，八连正是

一支在上甘岭战役中打出国威军威的英雄连

队。从到八连任职的第一天起，“只吹冲锋号、不

打退堂鼓”的敢战血性便深深融入向东的血脉。

他始终将提升打仗能力作为八连建设的根本，带

领连队攻克多项训练难题、完成多项重大任务，

是名副其实的“尖刀连长”。

冲锋在前的“优等指挥员”

去年上半年，旅里组织建制连单兵综合演练

比武考核，连务会上，向东当着所有的干部骨干

坚决表态：“此次比武事关连队荣誉，八连必须拿

第一，大家看我的，跟着我练。”

为了能够在比武中取得好成绩，向东带领官

兵逐个课目和环节进行示范，双手磨出了血泡，

他就用纱布包紧手掌，官兵们看到连长这么拼，

也都铆足了劲加紧练习。

在向东的示范带动下，连队训练成绩提升

明显，在最终的比武中他们成功斩获建制连第

一名。

“冲锋的姿态就是连长的常态。”八连指导

员祝华峰介绍说，无论是日常训练、演习演练，

还是参加急难险重任务，向东始终身先士卒、

冲锋在前。

在一次跨区演练任务中，向东带领部分官兵

空中机动 1000 多公里抵达塞北草原上空，高达

12 米/秒的极限风速，让官兵们跳伞时出现了心

理波动。

“我们的先辈在上甘岭战役中面对敌人的枪

林弹雨毫不畏惧，今天这点风算什么，大家跟着

我跳下去！”简短几句动员后，向东果断向云海纵

身一跃。官兵们在连长的带动下，都紧跟其后跳

了下去。

着陆时，因地面风速过大，向东的臀部重重

地摔在地上。他顾不得疼痛，用力爬起来，一瘸

一拐地指挥连队官兵向阵地发起冲击，最终圆满

完成了夺控任务。

刚 担 任 连 长 时 ，向 东 也 曾 遭 遇 过 滑 铁

卢。当时他一心只想着要大展身手，可在训

练中却处处碰壁。一次进攻战斗演练中，装

甲指挥专业出身的他，自以为对空降战车的

战术战法了如指掌，可没想到因忽略了战车

的特性而败走麦城；在一次红蓝对抗中，因为

兵力配置不合理、“敌情”研判不准确，而进入

“敌”军的伏击圈……

痛定思痛，他通过一套强训计划提升了自己

的指挥素养。此后几年，他带领连队年年拿到

“军事训练一级连”，而他个人也连续多年被评为

“优等指挥员”，并在上级组织的指挥员比武中摘

金夺银。

转型建设的“领头雁”

八连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丢失过阵地，也

没有打过败仗，如何带领八连续写新的辉煌，成

为向东身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刚任连长不久，八连被旅里赋予了一项任

务，要他们完成空降机步连战术示范演练，探索

基于实案条件下的训法打法。

作为调整改革后首批空降机步连，新的体制

编制和指挥关系给训法战法带来了全新变化。

接到任务之初，向东立即组织干部骨干展开难题

攻关，深入研究分级组网模式，进一步优化和规

范各层级通信联络方式，实现了指挥员对整体战

场态势的把控。

解决了指控通信的问题，向东又把重点放到

战术运用上。他按照空降作战地面战斗流程，将

兵力配置、火力协同等环节融入模拟场景中，经

过反复验证，创新出多路突击、分区夺控等多项

训法打法，其探索形成的一套基于空降机步连进

攻战斗的规范化流程获得推广。

自那以后，向东带领连队官兵向着战斗力制

高点不断攀登，先后攻克火力分队运用、空降机

步连夜间战术训练、实案场景模拟训练等多项训

练难题。

新征程上，八连又一次走在了前列。

“我们连长满脑子装的都是打仗的事，任何

一个影响战斗力提升的难题，他都不会放过。”四

班班长黄勇说。

那年夏天，八连所在旅整建制奔赴西北高原

开展实战化训练，并完成国产“运-20”飞机高海

拔地区实兵实装空投任务。高原地区地形复杂，

低压缺氧、空气稀薄的气候条件更是给空降空投

带来不小挑战。面对未知风险，向东主动请缨，

由八连担负试训试跳任务。

面对复杂气候和全新机型带来的挑战，在空

降空投专业骨干的指导下，向东带领连队官兵围

绕人员编组、离机间隔、投放流程等多个方面展

开探索和试验，最终圆满完成试训试跳任务，积

累了“运-20”飞机高原地区大规模集群伞降的

宝贵经验，为大部队安全实施整建制伞降打下了

坚实基础。

担任八连连长以来，向东带领官兵赴高原、

进草原、战戈壁，先后破解 10 多项训练难题，使

得八连战斗力建设始终走在空降兵部队的前列，

成为基层建设的一张名片。

“尖刀连长”率官兵续写英雄连队辉煌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是赵在

新博士到单位报到时，部队首长对他说的第一

句话。此后许多年里，他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

坚守在高原军事科研岗位。

赵在新是解放军某部博士创新团队（以下

简称创新团队）的一员。该部驻地虽然在生活

条件优渥的城区，但创新团队成员的科研工作，

却需要他们长期坚守在距离总部数百公里之

外、条件艰苦的场区。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群三四十岁的军

中博士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当代中国军人的

热血和浪漫——承担多项重大试验技术研究、

装备科研、基础加强计划、军事理论等项目，1人

荣立一等功，1人荣立二等功，3人荣立三等功。

“既然我们选择了投身于国防科研和试验

事业，就需要做好一辈子默默奉献的准备。”赵

在新说。

砥砺创新，加快部队转
型发展

国防和军队改革以来，该部承担的职能和

使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一重要转型

期，“新质作战力量，究竟新在何处？”“部队战斗

力又在何处？”等系列难题困扰着创新团队里的

每一位成员。

经过无数次彻夜长谈、无数次理论研讨，大

家一致认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向科技要战

斗力。”得出这样的共识后，创新团队开展了多

个重难点课题，并将取得的多项研究成果转化

应用，从而加快了部队新质战斗力生成的步伐。

负责数据处理的王博士，是创新团队带头

人。某次任务中，他发现当前算法存在缺陷，严

重制约着装备性能表示误差，而国外的一些主

流算法也不具备通适性。他通过引进、应用国

内外的先进技术和方法，经过反复推演与计算，

提出了新的模型和算法，大大提高了任务完成

效率，当年荣立个人一等功。

对于博士团队来说，科研创新是他们工作

的宗旨，“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难题，探索新方

法”就是其工作常态。

41岁的陈建宏博士长期负责系统仿真和建

模工作。为完成某训练仿真平台的建设，他跑

遍了相关的科研院所，翻阅的纸质资料和记下

的笔记堆满了整张办公桌，在项目关键期时，他

整日整夜泡在机房里。

从事作战试验任务鉴定的支强博士，从西

安交通大学毕业至今，已在这里工作了 10 年。

改革以来，他依托单位原有的技术基础，积极开

展战法理论研究，填补了多项单位的技术空白，

为部队新质战斗力的生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并

荣立个人二等功。

谈起这些年取得的科研成果时，支强说：

“只有跳出原有的舒适区不断创新，才能加快部

队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步伐。”

敢于担当，坚决扛起新
使命新任务

某次赴海上执行重大任务时，上级点了从

事作战试验任务鉴定的董夏斌博士的将。近两

个月的任务中，他的大部分时间都需要在某海

域的一艘船上度过。这对身为北方人的他来说

是一个重大挑战。

临近任务的前一周，某系统在测试中因为

程序不兼容导致故障，严重影响了试验数据的

获取，而这些数据直接关系到此次任务的成败，

重要性不言而喻。

关键时刻，董夏斌主动请缨，“这是该领域

的第一次试验任务，遇到困难我们应该顶上

去。”他说。

此时，天天晕船已经使他的身体非常虚

弱。可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仍待在狭小的

舱室里一遍遍调整程序接口，进行故障分析和

排查，几天后终于解决了故障，保证了系统的正

常运行。

在军队改革的大潮中，有人迎潮而上，有人

转身回头。但在创新团队成员看来，新时代需

要他们扛起使命任务，不能有丝毫退缩的想法。

一次内部推演中，某推演系统暴露出许多

问题。上级领导们认为，现有推演系统，既不能

高度还原战场环境，也不能准确判断事件行为，

无异于“纸上谈兵”。

创新团队成员随即开启了一场“头脑风

暴”，经过接连数日的激烈讨论，他们一致认为，

无论战争形态如何变化，其本质规律不会改变，

应该总结战争规律获得数据，从技术上总结军

事行动的判别机理，为战争预测提供技术支撑。

在研究方向为作战试验任务结果快速判定

的李世龙博士的主导下，他们研发出数据分析

系统，该系统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其收集分析

的数据，有力支撑了战场环境构建和部队战斗

力的提升。

不忘初心，扎根高原默
默奉献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他们当中不少人只能

隐姓埋名、默默奉献，多年来一直舍小家为大

家，坚守着初心与使命。”提及这个团队，该部政

治委员管懿深有感触地说。

还记得部队改革后，有人问起今后的打算时，

赵在新动情地讲到：“刚来单位时，首长给我们讲了

一个‘夫妻树’的故事。这个故事蕴含的‘热爱祖

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

于登攀’的精神，已经扎根在我们这群人心中。”

赵在新是地方大学毕业后直接来到部队

的，学校的同学们毕业后，逐步走向地方企业、

高校的关键岗位，不仅拿着几十万、近百万的年

薪，也做出了具有学界影响力的学术及科研成

果。而 41岁的他，仍是一名部队技术干部，常年

聚力研究作战试验任务结果快速判定。由于工

作性质的特殊，他取得的成果还不能公之于众。

当有人劝他：“回地方吧，你的能力大家有

目共睹，回到企业、学校，不比待在山沟沟里强

吗？”他总是笑着回道：“在这里待习惯啦。”

谈到去留，35岁的陈琛博士表示，他的妻子

有时也会抱怨，劝他趁年轻也回地方试一试。

他却告诉妻子：“这是一份光荣和伟大的事业，

纵然此生因为国防事业而默默无名，也会有人

一直记着有我们的存在！”妻子逐渐明白了他的

想法，现在也越来越支持他了。

王博士动情地讲道：“当初，老一辈科学家

和革命家，放弃了在国外优渥的待遇和科研条

件回到祖国，在戈壁深山、大漠高原战天斗地。

今天的我们，是国家和军队花大力气培养的科

研人员，更应该保住这份初心。”

工作中的博士团队工作中的博士团队 毋殿翔毋殿翔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