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干得漂亮！”……大屏幕前，陆军工程

大学石家庄校区无人机工程系刚入学的新学员

围坐一堂，喝彩叫好声不断。正在播放的，是该

校区毕业学员张绪晟在 2017 年参加央视《挑战

不可能》的节目视频。

“他是你们的师兄，历经一年数十万次反复

投准练习，驾驭自制无人机，于 20米高空精准投

篮，让‘不可能’成为现实。”节目播放结束后，马

晓林教员带着大家重温了张绪晟成功挑战不可

能的励志故事。

“他，就是你们的努力方向！”马教员话语不

多，却字字句句都震撼着在场的每位学员。

这 是 近 日 该 校 区 无 人 机 工 程 系 装 备 课

堂 上 的 一 幕 。 从 典 型 带 动 ，到 装 备 主 题 展 ，

再到操作实践，学员们上了一堂独具特色的

装备课。

装备课程，要创新，要鲜活，更要有“硝烟味

儿”。为实现这一目标，该系结合专业特点，围绕

无人机装备特性，采取多样形式，有针对性地开

展装备教学实践。

课堂转至无人机装备主题展会场。多型号、

多用途各类中近程侦察无人机，以战斗姿态整齐

列阵、蓄势待发。

看到学员们兴致高昂地围了过来，第一次

担任装备解说的大四学员张子健不由得提高

了嗓门儿，“驾驭新装备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先

要了解它。”

顺着所指方向，大家的目光落在了他身后

停放的某新型无人侦察机上。张子健围绕该

装备性能结构、战场应用等相关知识讲了起

来，并对大家关注的问题一一作答。学员用自

己的语言讲解，枯燥的装备理论顿时有了鲜活

劲儿。

当听说历年毕业综合演练都是由学员独立

完成发射实飞任务时，大家个个都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纷纷表示“真希望自己在校期间也能实

飞无人战机，过把瘾！”

听到师弟们的话，张子健说：“战场上想要

‘吃鸡’那得靠真功夫！只要够努力，你也有机会

剑指苍穹！”

参观完主题装备展，训练场的上空，响起了

引擎的轰鸣声。

从全军赛场上载誉而归的教员们，向学员们

回顾了参赛心得和收获。而创新中心的学员们

则操控亲手制作的航模飞机为大家演示了在比

武中亮相的多个战法技能：旗帜编队飞行、空中

对战截击、地面空中打击……

倒飞、侧飞、眼镜蛇、落叶飘、蜻蜓点水……

在主控手士官学员刘翔宇的操控下，航模飞机一

系列高难度飞行动作精彩上演，节奏紧凑、衔接

精准，操控如行云流水，让新学员直呼“大神”。

“平时练兵强，关键时刻才能一招制胜。”刘

翔宇对大家说。

接近实战的战斗动作演示，让装备课堂更具

战场“硝烟味儿”。

课程结束后，学员冯智强深有感触地说：

“这样的装备课好过瘾。作为新学员，我们要

珍惜在校时光，苦练战技本领，将来为强军事

业助力添彩！”

这里的装备课程既鲜活又充满了“硝烟味儿”
◎成 剑 本报记者 张 强

◎吴 敏 本报记者 张 强

3 月下旬，岭南某训练基地机翼飞旋、硝烟

弥漫。武警部队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裴雪丹带领

科技创新团队，攻克了现役装备“+智能”和新研

装备“智能+”等多项技术难题。

拿着最新测试数据，裴雪丹说：“双脚沾满演

训场的泥土，双眼紧盯反恐一线任务，才能紧贴

实战、服务部队，让科技创新同部队建设发展接

好轨、对准焦。”

相隔千里之外，该院研究员王亚奇已在南海

海岛部队代职 10 个多月，帮助部队解决了通联

不畅、信息安全等技术难题。

“扎根任务一线，我了解到部队更多更迫

切的技术需求，为科研工作找准了‘靶子’。”王

亚奇说。

战场需要什么，科研重心就瞄向什么；战斗

力瓶颈在哪里，科研力量就攻关到哪里。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武警部队研究院坚持

开门搞科研，多个院士专家团队分头深入不同地

域、不同任务、不同规模的演训一线，梳理相关装

备体系，确立了武警部队首个创新工作站主题方

向，促进了课题项目与部队任务的有机结合。

“作为武警部队重要科研力量，我们调查研

究到一线、科技创新到基层，常态组织创新团队

奔赴各类型任务部队和院校，推动多学科综合、

多领域交叉、多专业融合的专家力量组团出战，

着力打造了横纵高效、互联互通的‘矩阵式’科研

模式，建立了‘小核心、大外围’科研力量体系，梳

理出了数百个影响和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现实问

题。”该院政委张永强说。

某装备体系项目研究中，该院针对任务部队

现有装备数量较少、对抗能力不足、信息支撑能

力较弱等问题，对装备体系进行梳理分析、深度

探究，对重点项目进行集中攻关，有力地推进了

该系列装备体系化发展。

在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某型应

急机械化桥”总体方案论证任务后，该院从实战

角度出发，创新提出设计理念。最终，该型应急

机械化桥较传统桥型减重 50%，系统造价降低

70%，维护成本和工作量降至 10%，为科学抢险、

高效抢险、安全抢险提供坚强支撑。

“军 事 科 研 要 坚 持 面 向 战 场、面 向 部 队、

面向未来，形成快速解决备战打仗实际问题

的 顺 畅 通 道 。”该 院 院 长 邵 冰 介 绍 ，组 建 4 年

来，该院先后承担 550 多项科研任务，组织 20

余批次应急应战专项调研，参与数百个全军

和武警部队重大课题研究论证。先后有 6 项

课题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9 项成果获国家专

利 ，并 连 续 3 年 被 武 警 部 队 表 彰 为 军 事 理 论

研究先进单位。

扎根军事一线，为科研工作找准“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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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课程，要创新，要鲜

活，更要有“硝烟味儿”。为实

现这一目标，陆军工程大学石

家庄校区无人机工程系结合

专业特点，围绕无人机装备特

性，采取多样形式，有针对性

地开展装备教学实践。

在上级机关和地方

科研机构的帮助下，美丽

的东岛又迎来了四件大

礼包：“光伏发电站、湿垃

圾处理器、绿能补给舱、

无水洗衣机”，刮起了一

股“低碳风”。

军营内外

◎高 燕 成子龙 本报记者 张 强

三亚东瑁洲（又名东岛），面积不到 1平方公

里，被誉为“天涯哨兵”的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

某海防连就驻扎在这个小岛上。

这里原本“遍地珊瑚礁，鸟儿不落脚”，半个

多世纪以来，一代代官兵开山采石，移土开荒，将

这里打造成了美丽的生态岛。生态环境的改善，

不仅大幅提升了守岛官兵的生活质量，也扎扎实

实地促进了战斗力的生成。

近日，在上级机关和地方科研机构的帮助

下，美丽的东岛又迎来了四件大礼包：“光伏发

电站、湿垃圾处理器、绿能补给舱、无水洗衣机”，

刮起了一股“低碳风”。

来到东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车库、宿舍楼、

俱乐部屋顶上排列着的数百个太阳能板。通过新

建好的光伏发电站，清洁的太阳能被转化为电能。

“有了这套设备，我们岛上用电更方便了！”守

岛官兵说，过去岛上一直用柴油机发电，每天晚上

供电两个多小时。由于发电机故障，或因海上大

风浪油料补给不及时，岛上断电现象时有发生。

前些年，军队系统太阳光伏电站建设工程启

动，该岛也被纳入建设计划，今年上级机关又重

新对光伏电站进行维修扩容。

连队电工班长杨勇富在岛上负责发电 12

年，见证了海岛官兵用电变迁——从手摇式发电

机，到新式柴油机，再到太阳能光伏电站，三代发

电设备更新折射出科学发展给海防官兵生活带

来的喜人变化。

杨勇富介绍：“岛上日照充足，发电站的装机

容量可以满足岛上官兵的训练生活用电。为防

止阴雨天蓄电池电力不够，这套设备还专门安装

了一个转换装置，将太阳能光伏电站与连队已有

的柴油机发电机连通，通过切换使用，保证 24小

时供电。”

同时，光伏组件在营房屋顶大面积铺设后能

起到遮阳隔热的作用，大大延长了营房各功能结

构的使用寿命，给守岛部队带来切切实实的好处。

光伏发电站：海岛用电环保又方便

这些天，负责连队后勤工作的二级上士王业

历正忙着研究新来的大家伙——300kg 湿垃圾

处理器。经过几天的测试后，这台湿垃圾处理器

终于正式启用。

王业历介绍，海岛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生活

垃圾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必将影响官兵日常

军事训练和生活，更会对海岛周边海域环境造成

严重影响。今年年初为了进一步推行垃圾分类，

上级给连队配发了湿垃圾处理器。

“ 这 台 湿 垃 圾 处 理 器 的 肥 料 生 产 率 为

10%—15%。处理 1 吨湿垃圾大约需要花 20—

60 分钟粉碎及压榨水分。再耐心等待 1 天后，

产出物可以用来饲养家畜，或者和园林绿叶、

杂草、污泥等进行二次堆肥发酵后灌溉生态

林。”王业历说，东岛全面推行垃圾干湿分类，

将湿垃圾进行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基

湿垃圾处理器：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两间小屋内，无土栽培的蔬菜在 LED 灯光

照射下显得愈发绿意盎然。这就是东岛上的农

光互补新产品——“绿能补给舱”。

在它的“加持”下，东岛实现了半个多世纪以

来都没能实现的全员绿叶蔬菜补给。

记者了解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守岛官兵

吃菜只能靠陆上运送，到了台风等特殊天气，补给

船无法上岛，官兵们只能吃烂菜帮子和压缩干粮。

一级上士张素江回忆说：“刚入伍时我就知

道连队有一个传统——每名战士回家探亲，都要

带一包土回来。积少成多，我们才有了自己的菜

地，但蔬菜产量仍然十分有限。”

得知岛上官兵长年缺青菜的困难后，上级机

关联系地方专家登岛调研，实地勘测地形，决定

在岛上建设 2座 40平方米的蔬菜工厂，并命名为

“绿能补给舱”。

中士杨过介绍，“绿能补给舱”利用光伏发电

以及岛上现有的海底光缆等供电系统共同保证

能源需求；同时内部配置 LED 光促进植物快速

生长，日产蔬菜量 6.2 千克，15—20 天即可成熟

一茬。与阳光温室相比，单位面积产量提高

16—24倍，实现“用电产菜”。

绿能补给舱：助官兵吃上新鲜蔬菜

连队训练任务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是官兵的常态。

由于远离陆地，岛上淡水缺乏，平时官兵洗

衣服用的是岛上水井打上来的水，可这种水盐分

高，用它洗衣服不仅费时费力还影响洗涤效果，

衣物晾干不容易，有时候甚至还会有霉味。

年初，在上级的帮助指导下，连队引进了“抗

盐碱型无水洗衣设备”。

官兵走下训练场，恰好碰到洗衣机的厂家代

表杨宏将 20 余件作训服依次放入洗衣机中，按

下开关。衣服从洗涤到烘干仅耗时 1 个小时。

中士徐建华迫不及待地拿出衣服，高兴地说：“这

就可以直接穿了！”

科学建岛、科技兴岛。记者了解到，除了这

4 件新宝贝，东瑁洲近年来还在上级机关关爱下

逐步建立了生态制水系统，生态水通过直饮水管

线直接通往班排，官兵们在排房就可以喝到纯

净、新鲜、可口的高品质饮用水；全自动污水处理

系统不停运转，每天可处理沼气池等的废水 10

余吨；开通海底光缆、连队网络室、强军网，加快

了连队信息化建设步伐，官兵们不仅能够上网冲

浪，还可以参加军事职业教育学习，“谈兵论战”。

“这些在别人眼中不起眼的‘小事’，曾经处

处制约着官兵战斗力的生成。如今，有了高科技

的加持，守岛官兵享受着越来越多的时代红利，

战斗力稳步提升。”连队指导员王业鹏高兴地说，

“如今的海岛处处洋溢着时代新风，昔日荒岛已

经变成美丽的‘海岛生态园’。”

无水洗衣机：零用水洗衣更便捷

促进战力提升促进战力提升，，东岛军营刮起东岛军营刮起““低碳风低碳风””
◎首水锋 陶 昱 陈楚翔
本报记者 张 强

本实现了湿垃圾不出岛。

连长卢昊文介绍，官兵们一直十分重视岛上

的生态环境建设，在上级机关的指导下先后对垃

圾污水处理、病虫危害、医疗防疫等多类问题，开

展专项工作，逐步巩固了小岛自然生态环境，完

善了岛礁环保机制，海岛俨然成了一座“绿岛”。

官兵在岛上巡逻官兵在岛上巡逻 陶昱陶昱摄摄

第71集团军某旅干事李政和天津某部中队长王聪慧是一对双军人
夫妻，两人及父母常年分居、聚少离多。去年王聪慧因为表现突出荣立个
人三等功 1 次，李政则因为业务过硬被东部战区陆军表彰为“先进个
人”。近日，在王聪慧来队探望李政之际，两人在休息间隙相互分享奖章、
证书背后的故事，并约定继续努力干好本职，争取再创佳绩。

郑杰 付少旋摄

军人夫妻共享荣光

科技日报讯 （王文涛）“新大纲在时间分配上，大幅增加战术训练时

间，调整机动时间，有利于部队专业素质的提升和反恐处突维稳执勤任务

的圆满完成。”近日，武警云南总队组织新大纲集训，参训的迪庆支队支队

长王宝定参加辅导授课后感触颇深。集训中，该总队坚持带着问题学、进

入情况研、针对短板练，系统深入研究新大纲的调整变化，推动军事训练

工作走深走实。

该总队训练部门负责人介绍，总队抓训治训思路理念严谨，议战议训

考核检查制度严肃严厉，但受部队职能任务拓展和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等

因素影响，背离大纲、各行其是的盲目训练和凭主观意志、个人好恶的随

意训练在个别单位还不同程度存在。这次集训中，他们坚持问题导向，着

力纠治有法不依、有纲不循和偏训、漏训、粗训等倾向性问题。

培训中，他们聚焦问题，围绕“首长机关训练重点问题”“蓝军分队建

设”等 14 个重难点内容辅导授课；区分执勤、机动不同任务部队，安排优

秀教练员围绕“手榴弹战术投弹的组织与实施”“机动中队指挥演练的组

织与实施”等课目作演示。同时，他们还邀请装备厂家现场展示智慧靶场

和智慧操场相关器材，增强集训质效。

集训结束后，该总队机动一支队支队长张定乾一回到支队，就召集有

关人员对年度训练计划进行修改和完善。他说：“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

只有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科学训练的招法和克敌制胜的办法，才能跑出

转型发展的加速度。”

跑出转型发展加速度

武警云南总队组织新大纲集训

承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2项、军队科研项目 5项，获得专利 7项，攻克

技术难关 10余个……这是 63729部队科研人员裴晓强从军以来交出的漂

亮答卷。

裴晓强出生在山西汾阳的一个军人家庭，在家排行老二。父亲裴树

林是退伍老兵，给三个儿子分别起名晓勇、晓强、晓胜，希望孩子们拥有勇

敢、坚强的意志品质。老二、老三长大后，相继参军到同一单位。一家两

代三人扛起钢枪，接力从军报国，在当地传为佳话。

在 18 岁那年，从小向往军营的裴树林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

士。

因为表现突出，裴树林入伍第二年便获得了去北京上大学的名额。

但当时单位正在执行某重要任务，人手紧缺，裴树林又是骨干。站在人生

的十字路口，他主动找到领导，放弃了求学的机会，把名额让给别人。

每每回忆起这件事，就会有人对裴树林说：“当时要是争取一下，可能

就去上大学了！”但是他却笑着说：“别忘了，我是共产党员，上学那件事虽

有遗憾，但从不后悔。”

退伍后，裴树林还保留着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被子叠成豆腐块，走路

铿锵有力……这般言传身教，悄悄地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从军的种子。

裴晓强是三兄弟中成绩最好的，作为汾阳二中当年的高考状元，他选

择了国防科技大学。毕业时，又选择去条件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

在某重大任务执行过程中，裴晓强及团队研发的云平台数据处理系

统第一次在实战中上线运行。

虽然经历过多次模拟任务的检验，但由于实时任务状态瞬息万变，大

家心里多少有点担心。果不其然，任务进入倒计时 90 分钟时，主程序软

件突然崩溃，信息无法正常显示。裴晓强临危不惧，带领团队迅速排查故

障，解决问题，最终保证了任务流程的正常进行。

三兄弟中年纪最小的裴晓胜，曾在某军工单位工作 8 年。2020 年 7

月，他得知军队招考文职人员。在征求父亲和二哥的意见后，他毅然报考

了裴晓强所在单位的军队文职。最终，他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通过考

试。不久后，因在某信息化平台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裴晓胜受到了领导

的高度赞扬。

“军事高技术的竞争，要求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我所学的专业知识

正好可以在部队派上用场。”裴晓胜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希望

我能像父亲和二哥一样在部队建功立业！”

一家两代三人

投身部队，知识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