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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陆军炮兵防

空 兵 学 院 对 标“ 立 德 树

人”，统一思想，锚定“为战

育人”抓教学，瞄准培养目

标促改革，实施提升教学

能力工程，使教员授课能

力、教学水平提升驶入“快

车道”。

弹药销毁危险系数极高，一直被外界称为与“死神”打

交道的工作。驻琼某部引入激光销毁设备，利用激光的高

温，聚焦到未爆弹的表面，直接对目标进行原地引爆。该

设备的出现，让官兵“坐在火山口、踩着生死线”的状态得

到大大改善。

军中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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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命我部紧急向 xx 地域前送通用营材

物资！”近日，一场联勤支援保障综合演练在某海

滨骤然打响。接到指令，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保

障旅物资营闻令而动，清点物资、扫码出库，在规

定时间内将物资运抵指定地域。

指挥所内，通过某综合服务系统，指挥员不

仅能掌握物资库存数量，还能实时监测物流信

息，各类数据一目了然。这套系统能精准获取保

障需求、实时调控保障状态、精确搭建保障链路，

实现了物资全程可视、高效保障。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该中心大力推进科技

练兵，注重将新装备、新技术转化为保障打赢的

实际本领，让更多科技元素闪耀保障一线。

粤北深山,层峦叠嶂，某团一支车队穿梭其

间。一场运输投送演练悄然打响。

“报告，前方地形复杂，导调指挥车前出困

难，道路勘察受阻。”“收到，当前风力六级，小雨，

可派遣无人机侦查。”

指令发出，一架十二旋翼无人机快速升空，

通过外挂的高倍双目摄像头准确记录下陌生地

域的全貌。但仅有全貌这个“面”还不够，运输分

队若想安全通过，无人机还需在面上“连点成

线”，梳理出一条最佳线路。

两名操作员配合默契，通过画面快速判断情

况后，立即更换适配镜头，而后无人机飞向山路，

低洼沼泽、悬崖陡坡、连续弯道，每一处险要路段

的数据都被它精准捕获。

最终，在无人机引导下，运输分队安然通过

陌生地域，抵达任务地点。

“在复杂地形中，利用无人机可将急需物资

快速精准送达部队，大大提升保障效能。”侦查连

连长陈牧介绍说，无人机实施战场保障的优势，

还体现在高效精准投送上。

“我部运输车驻车制动损坏，急需更换驻车

制动阀。”演训现场，正在向预定地域机动的某营

二连突遇装备故障，由于道路狭窄，抢修车无法

第一时间前送配件，团指挥所随即派遣侦查连无

人机投送配件。很快，制动配件被精准投送到指

定区域，故障排除后，车队再次轰鸣前进，保证了

该分队战术行动的顺利执行。

行军途中，一名侦查班战士突遭眼镜蛇“袭

击”，急需抗毒血清。此时陈连长正操作无人机在

附近进行作业，获悉情况后，第一时间与医疗组取

得联系，迅速让无人机挂载抗毒血清和医疗物资

深入山林腹地，接到救命物资后，“伤员”最终获

救，用时仅15分钟，比常规运输模式快了近6倍。

该团领导介绍，未来，他们将进一步完善无人

运输投送保障模式，探索运用无人机挂载自动步

枪、捕抓网等火力单元，为保障打赢提供更多支持。

快速精准，无人机战场保障显锋芒

雨后，驻琼某部销毁场一片寂静，闷热的空

气又给现场增添了几分紧张气氛。操作间内，作

业人员正熟练地操作控制器，不断调整激光销毁

装置角度。待设备缓缓对准报废手榴弹，作业人

员按下屏幕上的出光按钮，激光束瞬间照射在手

榴弹具体点位。不一会儿，弹体便被引爆炸毁。

看着销毁作业顺利进行，现场指挥的组长任

青君对这台最新引入使用的激光销毁设备称赞

不已，“不需要人员接近手榴弹，也无需火工品，

这套设备有效降低了操作人员风险系数，确保了

官兵的人身安全”。

弹药销毁危险系数极高，一直被外界称为与

“死神”打交道的工作。以往销毁作业中，通常采

用炸毁殉爆的方式将目标弹药进行引爆处理。

这种方法需要提前布置场地，做大量准备工作，

还要直接接触雷管、导爆索等火工品，安全隐患

较大。

“激光销毁设备的出现，让官兵‘坐在火山

激光销毁，在“火山口”筑牢安全屏障

“感谢解放军，让我重新行走自如！”日前，患

有双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李女士，在桂林联勤保

障中心第 926医院成功完成全膝关节置换手术，

恢复行动能力。

该医院领导介绍，患者能够快速康复，得益

于他们依托手术机器人实施救治。

“在机器人的辅助下，过去骨科医生‘看不到’

‘截不准’‘拿不稳’的传统难题得到解决，有效实

现手术精准化、微创化，让患者获得更好地疗效。”

第 926医院院长陈铖告诉记者，以前实施此类手

术，单靠医生经验判断，精准度存在欠缺，手术机

器人的出现将传统的经验转化为数字化手术规

划，操作精准，大大提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的恢复

速度。

更为重要的是，手术机器人在未来各种演训

任务，甚至战场上也将大有用武之地。

可以设想，未来战争强度更大、烈度更高，针

对前线源源不断后送的重伤员，资深专家利用

5G 网络远程操控手术机器人即可为重伤员进行

手术，极大节省了战时医疗资源。

向科技要战斗力，也要向科技要救治力。除

了手术机器人，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所属医疗单位

还引进、应用了战现场骨折快速包扎固定一体装

置、单人搜救伤员转运装置等多种先进医疗装

置，将其应用于军事训练伤的救治中。

近年来，该中心所属医疗单位紧盯医学前沿

创新实干，不断提高救治能力，守护官兵健康、支

持练兵备战，多数官兵具有参加重大演训任务、

国际维和等卫勤保障经历。

常年驻守在深山丛林和高海拔地区边境一

线的官兵，因当地环境恶劣、气候多变，易患肠

道、流行性出血热、皮肤湿疹等季节性疾病。

该中心定期组织医疗队员下部队巡诊，每到

一处，都热情周到地为官兵体检、发放药品，同时

进行心理辅导和健康常识讲解等服务。

去年，在“和平救援—2021”卫勤联合演习

中，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第 920医院参演官兵携带

远程会诊箱组、移动检测方舱等多种新型卫生装

备成体系亮相，全方位展现我军科学防疫和野战

急救的新成果。

精细高效，先进医疗手段应用演训一线

口、踩着生死线’的状态得到大大改善。”任青君

介绍，激光销毁主要是利用激光的高温，聚焦到

未爆弹的表面，直接对目标进行原地引爆，这是

目前最安全的销毁方式。

在另一次的销毁任务中，在弹药数量、种类

都很多，且有较多哑弹、锈蚀严重弹药的情况下，

为按期完成任务，任青君启用两台激光销毁设备

同时作业。只见他将电源与数据线连接主机，通

过显示屏调整激光角度，按下按钮，目标弹体悉

数被引爆。

参与任务的某部副队长加继超感慨道：“这套

设备不仅可以实现销毁过程全程可视、作业流程随

时控制，更加安全高效，而且作业效率得到很大提

高，销毁同样数量的弹药，时间比过去减少近一半。”

“经一线传输画面显示，一名‘暴恐分子’挟持人质藏匿于体育馆东北

角，另一名躲避在南侧窗旁观察情况。”看着屏幕上队员传回的画面，指

挥员拿起对讲机向全体作战队员明确现场态势，并按照己方队员站位迅

速作出部署。

这是近日武警河北总队廊坊支队建筑物反劫持战斗演练中的精彩一

幕。令人惊奇的是，在演练中起到关键作用，承担现场通信、态势感知工

作的竟是一个小小的便携箱。

“这套多维感知系统是我们总队自主研发的，只需一个小便携箱，即

可快速组建现场融合通信平台，建网经济、灵活、快捷、便利。”该支队参

谋长朱松浩介绍，以往官兵对各类侦察器材的认知往往仅限于对讲机

间笼统的汇报，指挥员不能准确掌握战场实时动态，影响决策判断。

此次演练中，依托一支数字信息化作战小队，使得每一个队员的位置及

视野、每一类侦察器材的景况都清晰地显示在指挥车的屏幕上，指挥员可

以清晰直观地观察战场动态，对整个战场形成多维立体感知，极大地提升

了指挥效能。

演练中，他们还就不同天气、距离、场所等因素对传输画面质量产生

的影响进行了试验和研究，收集掌握数据，对系统进行完善。

“提升作战信息化程度，提高作战小队指挥、通信、侦查能力手段，对

保障作战任务高效完成具有重要意义。”该支队通信参谋长陈鹏说。

多维感知提升指挥效能

“组织部队行动，只要有赵宏明在，我们就放心。”每当学校组织实弹

发射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教务处处长敖正军都会想到他。

赵宏明，该校某部中校参谋长。提及自己的工作，他的回答干脆利索：

“带战士练保障，带学员打导弹。”前不久，他因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

赵宏明的人生始终与导弹装备捆绑在一起。

2006 年，还上大四的赵宏明，赶上学校首次组织毕业学员实弹发射

任务。经层层考核选拔，他作为综合测控 1号手和同学们一起，成功将导

弹送上蓝天。因在任务中表现突出，他和其他 4 名同学作为“种子选手”

留校。

其后十几年里，赵宏明始终铆在教学保障一线，历经 8种武器型号的

升级换代，先后 7次上高原执行实弹发射任务。

扎根一线时间越长，赵宏明的思考也就越深入。

2020 年，该校组织实弹发射。作为组训的主要负责人，选择哪套单

元进行发射，他有很大的话语权。大家没想到的是，他力推的却是并不被

看好的女子发射单元。面对质疑，赵宏明斩钉截铁地说：“主打不等于必

打，备用不等于不用。所有发射单元没有主备之分、没有主副之别！”

抡不动大锤，拧不动螺丝，搬不动尾翼……赵宏明心里明白，相比男

学员，女学员存在很多劣势。但通过反复训练，从模拟苦练到实装精练，

再到全流程演练，她们已逐渐具备了独立发射能力。

“5、4、3、2、1，点火！”发射那天，当女子发射单元成功将导弹送上蓝天

时，号手们冲出掩体，欢呼雀跃、相拥而泣，在该校历史上留下了首次女学

员成功发射导弹的光辉一页。

但那一刻，赵宏明更看重的，却是这次观念的转变使实弹发射任务更

聚焦部队，更贴近实战，也更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观念的转变还在继续。

赵宏明表示：“如今武器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号手要求也越来越

全面。如果满足于一次任务只能让一名学员局限于单一岗位锻炼，就无

法锤炼学员的过硬本领，无法发挥一次任务多方受益、全面受益的作用。”

随后的学员毕业综合演练中，赵宏明提出“组内轮岗、组间轮换”的组

训新模式，得到了机关肯定并推广实施。不少参训学员感慨，综合演练确

实锻炼了综合能力。

选调到机关的机会，赵宏明也有过多次。可他却觉得好种子在哪儿

都能生根发芽。记者看到，赵宏明早已将自己的梦想与教学保障战位联

系在一起！

赵宏明：深耕战位育精兵

科技改变生活，智能保障打赢。近日，智能点餐系统在沈阳联勤保障
中心智能化食堂上线。官兵只需动动手指，喜欢的美食就能送达饭桌，为
练兵备战持续加注“胃动力”。 赵佳庆 胥永政摄

给练兵备战加注“胃动力”
“报告专家，授课完毕……”随着最后一名选

手的分数出现在大屏幕上，一个让在场人员颇感

震惊的结果出现了：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一家包

揽教学比武 3 个组别全部冠军！这是前不久陆

军院校教员比武竞赛中的一幕。

优异成绩的获取，得益于学院提升教学能力

工程的实施，使教员授课能力得到了持续提升。

近年来，该院对标“立德树人”，统一思想，锚定

“为战育人”抓教学，瞄准培养目标促改革，教学

水平提升驶入“快车道”。

抓实党建强化教研

2017年 7月，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在改革大

潮中成立，刚一诞生就投入了改革的洪流。“无问

东西，我就在那里！”面对改革，教员刘新盛从郑

州赴沈阳，辗转千里任职，她的宣言让许多人仍

记忆犹新，广大教员以无怨无悔的态度坚定支持

改革，涌现出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

然而现实困难也显而易见。特别是改革中，

当时该学院教研单位党委正副书记半数以上因

年龄等原因需要调整，部分新任书记军龄党龄倒

挂，有的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岗位锻炼和组织淬

炼，教研单位的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后。

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该院党委决心从抓党

建入手，夯实教研单位建设根基，提出“抓党建促

教学，攻难关育人才”的建设思路。为此，院党委

制定出一系列人才激励机制，将政治强、业务精、

攻关能力突出的年轻骨干放到教学科研一线挑

大梁，培养选拔一批创新拔尖人才担任领导职

务，使教学科研建设薪火相传。

新形势下，随着部队调研和演训任务增多，

尤其是疫情冲击，该院一些专家教员长期在外执

行任务，给党建工作开展提出了新挑战。该院及

时组织设立临时党支部，加强对流动党员的教育

管理，党建工作在适应形势中取得新突破。

去年 6月，受上级指派，该院选定 8名专业教

员赴高原为任务部队“送课上门”，并利用院领导

慰问的机会让院领导为送课教员讲党课。最终，

送学任务圆满完成，部队纷纷传来感谢信，为学

院教员的深厚学识、严谨作风、热忱服务点赞。

近年来，该院先后有 10 多个党组织受到上

级表彰，20 余人次被上级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教研单位抓党建促教学实现新跨越。

改造课程对战场负责

打仗需要什么人才？该院的人才需要什么

能力？为搞清这一关系学院发展方向的问题，该

院以能力分析为牵引，反推课程建设，他们依据

不同培养对象，研究确定任职需要具备的 50 个

一级能力，并结合各专业实际细化 160余个二级

能力，形成知识能力矩阵。

培养的学员需要具备什么能力，课程支撑什

么能力建设，需求方的要求和供给方的特质就像

解完密的“摩斯码”，清晰呈现。

该院士官学校教授包雪峰深研自行火炮 30

余年，自行火炮各类型号和数据信手拈来，经典

战例如数家珍，他教授的《自行火炮原理》常年被

评为“最受学员喜爱课”，是该专业名副其实的

“大拿”。

让谁也想不到的是，随着课程改造深入推

进，这门课竟然被列入了撤销的行列。一时间，

这位热爱本职、呕心沥血的教授思想上怎么也转

不过来：这门课毫无疑问是一门成熟有效的精品

课，虽然教学对象变成了士官学员，但炮兵专业

不还在吗？每次上课，士官学员不也听得津津有

味吗？

颇不服气的包雪峰教授试着将这门课支撑

的能力建设与学员知识能力矩阵一一对照，最后

沮丧地发现匹配度处在所有课程后列。

“时代抛弃你的时候真是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啊！”包雪峰教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当了

十几年教学督导专家，没想到形势发展迅速，一

门曾经的‘金课’竟成了‘水课’。没说的，服从要

求，改！坚决改！”

思路一变天地宽。包雪峰带头立下军令状，

带着团队成员，推敲新教案，编写新教材，处处紧

扣学员能力需求点，环环回应信息化作战导向。

从被动应付到主动作为，带来的是效果的质

变，辛勤的汗水得到回报，不到一年，新课程再次

登上“学员喜爱榜”。

包雪峰成功完成课程转型是该院深化课程

改造的缩影。

“课程改造就是一次‘壮士断腕’的过程。”该

院领导这样形容该项工作，“熟悉的路走不通了，

新路布满荆棘。但是只有闯过去，才是真正对学

员负责，对院校负责，对战场负责。”

抓教学、促改革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驶入“为战育人”快车道

有了新装备有了新装备、、新技术新技术““加盟加盟””
一线保障战力一线保障战力““爆表爆表””

““和平救援—和平救援—20212021””卫勤联合演习中卫勤联合演习中，，第第 920920医院使用自动医院使用自动
心肺复苏仪救治伤员心肺复苏仪救治伤员。。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