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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内外

◎钟福明 吴家璇 本报记者 张 强

◎许登亮 罗元凯

新型模拟训练器降低了

实装使用频次，减少了油料

消耗、装备磨损、训练成本，

压缩了专业人才培养周期。

把新炮手培养成合格的炮

手，原来至少需要3个月的

时间，现在经过半个月的强

化培训，新炮手就能够掌握

车载导弹发射专业技术。

王正元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基础部数学教研室的副教授，他有一个习

惯，工作时为避免外界打扰，常常关闭手机。教研室的同事都说，王正元

每天几乎没什么空闲时间，不是在备课搞研究，就是在给学员辅导。

由于他的这个习惯，记者几度试图采访他都落了空。

低调、谨慎、谦和，这是王正元留给大家的普遍印象。2018 年，军队

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工作开启，服役 28 年的王正元，第一时间递交了

转改文职人员申请书。

面对一些人的诧异目光，王正元在该校举办的首批文职人员入职宣

誓仪式上，情真意切地吐露了心声：“军队改革就是一场时代大考，检验的

是党性，考验的是忠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党员干部，不能只考虑个人

利益，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

脱下“橄榄绿”，穿上“孔雀蓝”。转变身份后的王正元看似变了，却又好

像没变，他一如既往地用忠诚、感恩、奉献之心，在新的岗位上续写荣光。

为把课讲深讲透，有着 20多年教龄的王正元每次课前都要对课程的

内容形式、授课语言、课堂设计，反复斟酌打磨。教学中，他喜欢从实践中

来，让大家从简单的问题入手，探索研究、发现规律、提出定理，并把定理

用于实践。

这种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教学方式，让学员们眼前一亮，觉得课

有深度接地气，一节也不舍得落下。

王正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科研狂人”。仅去年一年，他就申请国家

发明专利 1项、国防发明专利 3项。“搞科研就要静下心、沉住气、勤钻研。”

他说。

那年，王正元得知计算导弹理想落点的速度太慢，而导弹的理想落点

能否快速计算出来，直接关系到导弹是否射的快、瞄的准、打的狠。于是

他组建团队对这个制约部队战斗力发展的瓶颈问题展开科研攻关。面对

庞大的统计量、未知量以及漫长的工程周期，王正元坚持不达目的不罢

休。实验中，他对未知量先提出猜想，再利用仿真实验一步步验证，一连

几个月没日没夜地鏖战，经常茶饭不思、夜不能寐。经过一次次试验，导

弹落点计算速度最终取得突破性提高。

这些年来，王正元一边倾心教学，一边深耕科研，先后参与完成科研

项目 7 项，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3 项，荣立三等功 1 次……面对诸多

荣誉，他淡定地说：“学员们不负光阴、学有所成，是我最大的快乐。”

脱下“橄榄绿”，穿上“孔雀蓝”

他在文职岗位续写荣光

近日，在平均海拔近 3000 米的青海某地，武警青海总队机动第一

支队 10 余个充满硝烟味的比武课目在逼近实战的环境中展开决赛，这

些课目有武装 5 公里越野、运动后对隐显目标射击、轻武器多种姿势转

换射击……官兵在低温缺氧条件下争先创破纪录。

该支队支队长赵华介绍，他们在设置比武课目时，立足实战需要，通过

设置复杂的环境、苛刻的标准、逼真的课目，不断锤炼官兵们的实战能力。

“温度低、时间紧、课目多，还不时有情况干扰，想要取得好成绩，特别

难。”特战某中队队员徐鹏说。他是支队轻武器射击课目中的“神枪手”，

曾在本能反应射击课目中，取得 3.7 秒内百发百中的好成绩。然而，在此

次轻武器多种姿势转换射击中，他却经过两轮比拼才勉强达到良好水平。

原来在此次比武中，参赛官兵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先完成武器分

解，冲刺 1 公里回到射击位置组装武器，然后再立姿、跪姿、侧姿、躺姿对

恐怖分子头环靶进行射击，冠军成绩将作为新年度实战化训练的新纪录。

在手榴弹投远和投准课目中，参赛官兵们需戴上防毒面具越过染毒

区、跃过壕沟，全程手持武器装备，到达指定位置进行投弹……一个个战

味儿十足的比武课目，极大激发了广大官兵的训练热情。

来自新疆的希依提木萨，刚参加完武装 5 公里越野便立马转入 3000

米跑，最终以 20 分 47 秒和 10 分 50 秒再创这两个课目的新纪录。捧着金

光闪闪的奖牌，他满脸兴奋地说：“这样的比武够辣够味。”

比武够辣够味

官兵争先创破纪录

近日，在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春季大练兵活动中，该支队特战队员
按照实战要求，开展障碍、战术、综合体能等多个实战化课目训练，全面提
升综合实战能力。 刘承润摄

开展多课目训练

提升特战队员实战能力

近日，陆军第 73 集团军某旅举行实弹射击

训练，训练场上“战况”一度焦灼，雷达一圈圈扫

描，突然屏幕上出现一个亮斑，指挥员迅速下达

发射指令：“东南方向，发现目标，速度 80码。”

只见“轰”的一声，发射阵地内车载导弹腾跃

而出，穿过浓雾成功摧毁目标。这一幕让官兵倍

感振奋。因为与以往不同，此次参与演练的都是

没有实弹射击经验的新手。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这要归功于该旅创

新升级模拟训练器材、突破专业训练场地限

制、消除课目训练转换空档的创新做法。特别

是，某型便携式军用模拟训练器的投入使用，

让该旅火炮专业人才的培养周期缩短为原来

的六分之一。

近几年，多种新装备列装部队，模拟训练器

也逐渐普及。可部队火力升级换代后，老式训练

器材与新装备训练脱轨的情形屡见不鲜，官兵的

训练积极性不高，训练效率下降成了普遍现象。

某型便携式军用模拟训练器投入使用前，老式模

拟训练器就因为质量重、体积大、训练架设困难，

不受官兵待见。

为弥补装备缺陷、探索训练器材转型升级新

路子，该旅主动联系装备厂家和院校专家，在原

有训练器材基础上进行了针对性地创新升级换

代，先后采用光电、现场声、信息采集和虚拟环境

等技术，使得操作系统能够高度仿真炮塔内的导

弹发射。升级后的训练器材还能导入战场数据，

通过系统自动生成图像、声音、温度、气压、风速

等要素，并可实时展示武器毁伤情况。

仿真模拟训练室内，依托某型便携式军用模

拟训练器，该旅相继开展多弹种固定目标射击、

行进间车载导弹对移动目标射击等专业课目训

练。参训人员依据教练员指令完成相关系统操

作，教练员则根据训练记录及时指导纠正官兵操

作。训练现场，观测手钟文龙发现“敌方”坦克一

辆，虽然障碍遮掩让声光信号断断续续，但钟文

龙还是果断调整方法，迅速判明密位，射出导弹

摧毁“目标”。

“新型模拟训练器相比老式模拟器能够降

低实装使用频次，减少油料消耗、装备磨损和

训练风险，进一步降低训练成本，压缩专业人

才培养周期。”该旅领导介绍，把新炮手培养成

合格的炮手，原来至少需要 3 个月的时间。新

型模拟训练器投入专业训练后，新炮手经过半

个月的强化培训，就能够掌握车载导弹发射专

业技术。

记者了解到，某型便携式军用模拟训练器不

仅有效提高了训练效益，而且还获得 2项国家专

利，且每台设备节约成本 20余万元。

在随后进行的无预先号令、无提前准备拉动

演练中，该旅远程机动至某陌生地域，在模拟训

练考核中取得优秀成绩的新车长康斌，率领分队

率先完成导弹架设，率先发起多波火力打击，指

挥车组成员成功完成多波特情处置。

新型模拟训练器材成功打通了新装备从列

装到形成战斗力的“最后一公里”。

引入便携式模拟训练器
炮手培养周期从3个月缩短至15天

刚刚过去的寒假期

间，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

院南京校区校园里，处处

活跃着“为战抓教、谋战研

战”的教员们的身影，他们

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修订

完善毕业学员综合战术演

习方案，研究攻关陆空联

合训练课题，潜心翻译多

份重要外军条令……

近日，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以下

简称南京校区）的学员们陆续返校，元气满满地

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而在刚刚过去的寒假期间，这个享有“炮兵

圣地、战神摇篮”美誉的校园里却处处活跃着“为

战抓教、谋战研战”的教员们的身影，他们夜以继

日地忙碌着，修订完善毕业学员综合战术演习方

案，研究攻关陆空联合训练课题，潜心翻译多份

重要外军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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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鑫 祁宇航 本报记者 张 强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的教员在某综合训练场实地调研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的教员在某综合训练场实地调研 殷勇殷勇摄摄

寒假开始前，南京校区战术教研室 6 名教

员，结束了 2022 年度毕业学员综合战术演习现

地备课工作，顺利从外地返回。一下火车，他们

就径直赶往学校，随即开始整理备课成果，修改

演习方案。

这 6 名教员是学院首次组织的炮兵防空兵

两大专业学员大演习筹备组的成员。

“此次演习必须着眼‘实战实训、联战联训、

科学施训’的基本指导，通过实战化实案化的全

流程全要素演练，实现学员核心指挥能力、教员

研战教战能力、演训组织保障能力 3个提升的总

目标。”演习筹备组负责人说。

翻阅桌上的演习总体方案、实施方案和想

定等文书，从指导思想到组织领导，从演习内

容到情况设置，再到安全预想……演习筹备组

大胆创新，突出实战要求，特别是情况设置更

是战味十足。

筹备组成员诸葛锋教员说：“我们刚从山东

某训练场备课回来，也是演习筹备组第四次勘察

场地。演习方案和想定对整个演习活动来说至

关重要。我们当前要根据现地勘察情况进一步

修订完善演习方案。大家都主动加班加点，牺牲

寒假休息时间做方案、写想定、选场地、改教案。

截至目前，我们已完成演习系列方案和想定材料

的编写，以及演习场地的勘选，筹备工作进一步

走深走实。”

毕业学员综合战术演习是军队院校综合实

践教学活动的核心环节，也是任职培训教育的

“终极大考”，既是对学员学习成果的检验，更是

对教研单位组织能力和机关保障单位保障能力

的考验。

“今年的学员毕业综合战术演习，旨在落实

‘刻苦训练、科学训练、安全训练，练强指挥能力，

练好战斗本领’的要求，将打破从前一院四区各

自依托驻地训练场自行组织实施的模式，按照

‘基于同一想定，统合一院四区，依托陌生场地’

的模式首次组织全院规模的大演习。”该校区教

学科研处贾磊处长介绍，他们承担学院 2022 年

度学员毕业综合战术演习筹备和组织实施工作，

在组训模式上进行了改革创新，与以前相比参演

人装更多、统筹协调更难、涉及地域更广、标准要

求更高、战味火药味更浓。

精心谋划重大教学活动，改革创新学员组训模式

“某项联合作战与训练试验攻关，是今年

上级组织的一项重大演训活动。”南京校区战

役教研室主任闫耀祖说。他所在的战役教研

室长期从事火力协调、联合打击问题的研究与

教学工作。

寒假里，闫耀祖一心扑在重难点课题实验攻

关研究上。他介绍，学院在新年伊始就受领了相

关任务，依托战役教研室成立了课题组，围绕某

项联合作战与训练面临的问题展开了攻关。

现代战争的基本形式是一体化联合作战，高

效顺畅的陆空联合作战是制胜的核心。“以往在

陆空联合作战领域，我们把精力主要用于理论研

究、规则制定，虽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但都没有

真正落实到部队演训层面。”闫耀祖说，此次攻关

明确要求，要全面走出陆空联合训练实体化的路

子，聚力打通陆空协同作战“最后一公里”，这就

要求在之前理论研究、规则制订的基础上，同步

考虑与部队行动密切关联的链路构建、软件升

级、战法创新等问题，从而在演训中真正落实陆

空联合作战。

记者了解到，闫耀祖所在的课题组已经系统

研究了美军、俄军等多国军队关于陆空联合作

战、近距离火力支援等领域的条令法规，广泛收

集掌握了近年来发达国家军队陆空联合作战训

练的相关素材，并与相关学院、研究院和参训部

队等友邻单位开展联合攻关，使理论研究与规则

制订从起步就与实战实训深度耦合。

研究重难点课题，打通陆空协同作战“最后一公里”

农历正月初一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南京校

区翻译室主任库宗波依然在办公室里忙碌。

偌大的办公桌上摆着厚厚的字典和各种外文

资料，他的手指在键盘上不断敲击，正在潜心

翻译条令。

“翻译室主要承担外训教学和外军资料翻译

任务。”库宗波介绍，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南京校

区暂时没有外训教学任务，但翻译室的译员们非

但没有借机“躺平”，而是自我加压，主动承担了

多份重要外军条令的翻译任务。

“条令翻译不是一件轻松活儿，因为外军条

令种类繁多、内容详细，并且会随着武器装备、作

战方式和作战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动态更

新。”库宗波说。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

炎疫情叠加的新态势，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国际安全格局不稳定、不确定，新兴技术发展

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各军事强国不断探

索和创新军事战略、作战概念以及兵力编组形

式，研究和列装新式装备。这些新变化推动了外

军条令的快速迭代。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无论是在我军

建设发展的初期，还是在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的今天，外军条令翻译对于破除陈旧观念、助力

我军研究未来战场和对手都是有力的抓手。”库

宗波说。

近年来，库宗波所在的翻译室不仅高质量

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多批次条令翻译任务，先后

多次承担军委、陆军等有关部门组织的条令译

稿评审活动，还利用掌握的外军资料种类丰

富、权威性强等优势，多次自主上报条令翻译

成果，为我军官兵知战晓战、熟知强敌贡献了

力量。

快马加鞭翻译重要条令，为知己知彼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