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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运筹推

进强军兴军事业全局中，把科技作为实现强

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支撑，鲜明

提出并推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10 年来，科

技强军战略为军队建设发展加油助力，为战

斗力生成提高赋能增效。

时代的新呼唤

纵观人类军事史，科技是军事发展中最

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每一次重大科技进

步和创新都会引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

刻改变。

列宁强调：“不了解时代，就不了解战

争。”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战略高新

技术群体迸发，成为推动新一轮军事变革的

强大动力，科技在军事领域运用的速度、广度

和深度前所未有。当今世界主要军事大国高

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发展动向，积极抢占颠覆

性技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中流击水，勇进者

胜。谁能把握科技创新主动，谁就能在国际

军事竞争中赢得先机。唯有坚定不移实施科

技强军战略，主动把握和引领科技之变，才能

努力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为强国强军事

业提供坚实的科技基础。

强军的新路标

科技是国之利器、也是强军之基。我军

90多年来的光辉历史，就是一部科技强军史。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就认识到，“有好的

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自己

的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初步建成自

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

主要标志的巨大成就，改变了人民军队在科

技上落后的面貌。改革开放后，随着军队建

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我军通过发展科

技拓展了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道路。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发出建设创新

型人民军队的时代号令。10 年来，我军坚持

不懈地抓科技创新，军队建设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建设模式日益转向创新

驱动发展轨道，现代化建设水平整体跃升。

15式新型轻型坦克、直-20直升机、歼-20战斗机等一大批先进装备列

装部队，055 型万吨驱逐舰、075 型两栖攻击舰下水入列，空中突击旅、航母

编队、无人机部队、联勤保障旅等新型部队陆续加入人民军队战斗序列。科

技元素已经融入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各方面、各领域，科技强军已经成为强军

事业中最具时代特色、最富时代气息的闪亮标志。

胜战的新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做出了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重大论断。

精兵作战的背后是体系支撑，体系支撑的背后是强大科技。2017 年 4

月，一艘图瓦卢籍货船在亚丁湾海域遭遇海盗劫持。我护航编队迅速派出16

名特战队员进行营救，仅用十几秒就使海盗放弃抵抗，并将其全部抓获。特

战队员说：“天上的卫星、海上的舰队、空中的战机，都是我们的坚强后盾。”

10年来，通过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一大批科研成果在军事理论、武器装

备、信息技术等关键领域，催生了战斗力的新增长点；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先

进指挥运行机制和指挥手段建设加速推进，指挥链与作战单位、武器平台的

贯通取得显著成效，部队编成更加充实、合成、多能、灵活，科技日益成为练

兵备战的“加油站”、制胜未来的“驱动器”。

人才的新方阵

国因才兴，军以才强。人才之于强军事业，犹如舰之龙骨之于舰船，挑

起了强军事业的大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着眼能打仗、打胜仗，把培养人才作为重要战略

课题，全面提高人才科技素养，提高人才的供给能力和水平。2021年 11月，

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召开，发出了打好人才攻坚仗、主动仗的动员令。

2022年 1月，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人才工作的决定》，对培养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

管理人才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办法。

10 年来，我军打开视野聚才、优化模式育才。以生长模式培养的舰载

战斗机飞行员成功通过着舰资质认证，打造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的“中国样

本”；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持续推进，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相继组

建，科技领军人才、学科拔尖人才、青年科技英才形成梯队；开拓文职人员岗

位直接引进高层次人才路子，有些专家穿上“孔雀蓝”；一批军士进入“技术

专家组”，成为专家型“兵教头”，打造了兵锋对决的坚强“战斗部”；一大批基

层“创客”推出“接地气”的发明创造，成为科技创新最富活力、大有可为的群

体，为科技强军注入不竭动力，军营日益成为知识精英、技术精英、管理精

英、打仗精英聚集的新高地。

（赵亚娟系国防大学教研保障中心工程师，王永红系国防大学军事管理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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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内外

近日，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着眼部队任务实际，灵活开展实弹射击、
小队战术、综合体能等多个课目的强化训练，进一步锤炼官兵作风，提升部
队打赢本领。 谢定安 商祥云摄

强化训练，提升打赢本领

“遭‘敌’火力袭击，场站市电中断！”近日，南

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临时接到指令，一场模

拟“驻地市电中断，柴油发电机故障”的特情处置

演练在夜幕下随即展开。

演练中，官兵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场站

营房股启动了新能源微电网储能系统，及时恢复

了供电保障，为一切训练要素有条不紊的展开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确保重要设施战时具有能源持续保障

力，加快构建军事能源保障新格局，一直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问题。”谈及此事，该场站副参谋长马

生成讲起一段“一电难求”的经历。

2020 年，有不少基层官兵反应，在天气炎

热的夏季经常出现供电设备维修、市电中断的

情况。原有的柴油发电机仅能保障外场核心

部位供电，而无法有效保障生活用电。为解决

供电短缺、用电困难问题，营房股将原有两台

老旧的发电机更换成大功率、大输出的新式发

电机。发电机的更换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发

电效率，但那时的供电仍不能完全做到可靠、

稳定。

“现代化战争分秒必争，如何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能源供需矛盾？”这个问题让时任营房股股

长的马生成很是苦恼。

马生成把相关情况反馈到上级机关。他了

解到上级有意推广新能源微电网系统建设工程，

正在寻找项目示范试点单位。马生成心想，假如

能申请到这个项目，利用新能源补充供电，必定

能有效强化供电，保障“全天候”作战能力。

在马生成的积极申请、协调下，去年底，新能

源微电网项目正式落户该场站。

随即，该场站召集相关业务部门，以“微网”

牵头，实现“软件”“硬件”的同步升级，不仅配电

柜、变压器、储能集装箱等核心部件“走马上任”，

还引进了“智能管家”等辅助设备，通过电子信息

数据记录、电脑程序调控等方式，满足了“火速解

决小问题、分秒掌握大数据、动态调整微电网”的

高质量保障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微电网发电过程中还有电

力监控、能量管理、环境检查三大系统保驾护

航，使整个过程更加安全可靠，大大降低了故

障风险。

如今，当原有供电手段出现全面停摆的情

况，新能源微电网储能系统不仅在白天能依靠光

伏发电实现可持续供电，在夜间也能通过微电网

储能设备为核心单元提供数小时不间断供电，基

本形成了以“市电为主、新能源辅助，储能电站、

柴油机发电作为补充用能”的新模式，开创了“平

战结合、深度融合、优势互补”的军事能源创新应

用格局。

供电保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引得该旅官兵

纷纷点赞。

此次演练结束后，场站站长张启后介绍，新

能源微电网储能系统使供电保障手段更加多样

化，为外场指挥系统、通信系统等核心用电设备

提供了持续、可靠、稳定的用电环境。在未来，他

们还将紧盯科技前沿，革新能源装备，不断提升

新能源微电网系统的供电效率，切实打通为战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

从“一电难求”到供电“全天候”

在这里，军事能源保障新格局正在形成

老山前线战斗英模进课堂讲战斗精神，军队核

应急救援学科奠基人现场解读“哈军工”优良传统，

边防部队优秀指挥员面对面分享带兵打仗经验……

近日，陆军防化学院“石鹰讲坛”陆续开讲，一

堂堂有底蕴、接地气的思政课受到全院官兵好评。

记者了解到，这是该学院全面推进习近平强

军思想“三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探索“三进入”

新模式的具体举措。

“我们坚持把系统推进‘三进入’作为培养又

红又专的坚定举旗人、可靠接班人和胜战指挥员

的战略工程和固本之策。系统推进‘三进入’已

经被纳入学院‘十四五’建设发展规划，融进了人

才培养方案。使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官兵心

中落地生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指导官兵

成长成才的精神灯塔。”该院相关领导说。

“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员人人讲育人”。近年

来，该院持续探索“三进入”的方法路径，将课程

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育人作用明显。

“《化学侦察》课激励了我们不惧毒魔、逆向

前行的血性胆气和使命自觉”“《核武器效应》课

使我们对防化兵绝对忠诚的精神特质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采访中，学员们纷纷表示不同类

型课程各具亮点、思政味浓，起到了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的效果。

“ 新 征 程 号 角 吹 响 ，强 军 目 标 在 前 方 召

唤 ……”该 院 的 文 化 工 作 实 践 课 上 得 同 样 有

声有色，学员可以沉浸式感受思政课教学的

深度、力度和温度。

他们通过教员台上讲、学员台下练，学员台

上演、教员幕后导的方式，创演了《七子之歌》《十

送红军》《强军战歌》《鬼脸神兵》等不同年代、不

同风格的文艺作品，抒发了“请党放心、强军有

我”的豪情与担当。

该院还打造了现地实践教学特色育人体系，

把课堂搬到北大红楼、香山革命纪念地等革命旧

址，在居庸关长城举行入学入伍宣誓仪式，让新

时代防化学员从历史中找寻答案，从源头上汲取

力量，实现理论灌输与实践熏陶的双向联动、双

向融合，切实提高了立德树人的实效性。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前不久，在该院组织

参观“领航强军向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

设成就展”现场，学员段福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卫国戍边英雄的血性胆气让我敬佩，他们的

铮铮誓言让我深受触动，希望我在军校毕业之后

能到一线部队去，像他们一样冲锋在前。”

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三进入”工作新

模式深入推进，学员们普遍感到思政课越来越

“有知有味”，“抬头率”“参与度”“获得感”更高

了。跟踪调查结果显示，部队对该学院毕业学员

在部队的思想政治表现满意度为 95.53%，对毕

业学员献身国防的满意度为 94.84%。近三年该

院本科毕业学员中，1 人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

部、2人荣立二等功。

探索“三进入”新模式，打造“有知有味”的思政课

某地演训场，铁甲战车轰鸣，硝烟弥漫，一场

实兵对抗演习激战正酣。

突然，“红方”凌厉的攻势被阻滞——“敌”防

御阵地前布有反坦克地雷。此时，早已严阵以待

的工兵排雷分队接到了“火速前往排雷”的命令，

5辆新型地雷探测车迅速出动。

“发现地雷！”地雷探测车放慢速度，对雷场

情况进行收集处理。不一会，前方区域地雷的坐

标、深度、成像画面及数量就出现在了显示器

上。藉此，工兵分队迅速标定出了避开地雷的多

条安全行进路线。

短短几分钟，战车再次开动，沿着标定的安

全路线越过雷区，向纵深挺进！

部队官兵表示：“利用这种新型地雷探测车

探雷，既快又准。”

这种新型地雷探测车，由国防科技大学电子

科学学院智能感知系（以下简称智能感知系）技

术创新团队研制，现已在部队列装。而这仅仅是

他们让传统雷达焕发新生机的一个成果。在他

们的手中，传统雷达仿佛有了七十二般变化。前

不久，该系被评为“全军科技工作先进单位”。

首辆新型地雷探测车横空出世

地雷是现代战争中的“狠角色”，对人员和装

备具有强大的杀伤力。传统探雷方法主要采用

探雷针、探雷器，探雷的效率低、危险性大。

10 余年前，智能感知系教授周智敏等人在

部队调研中，发现部队官兵对新探雷装备有着

重大需求。于是，他们萌生了用雷达探测地雷

的想法，并很快形成了一个地雷探测车的研制

技术方案。

用雷达探测地雷，其原理看似简单，但实现

起来却相当困难。地雷探测车要在战场的复杂

地形中探雷，车辆行进和颠簸会对天线发射和接

收电磁波产生影响，而且地雷的类型不同，形状

各异，应该如何确保成像分辨率和参数精度？怎

样使天线与地面始终处于最佳角度……

“问题太多，难度太大！”听闻周智敏要利用

雷达找地雷，很多人直摇头。

面对种种挑战，周智敏对团队成员说：“创新

就是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只要是部队有

需求，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干！”

经过顽强攻关，他们搬开了前进道路上的一

个个“绊脚石”，设计出了可根据载荷量和侦察任

务进行重构和灵活配置的雷达系统。

为准时完成型号研制任务，他们一边与国防

工业部门协调地雷探测车制造生产，一边组织开

展试验验证，对不同地域、气候、环境、天气，以及

地雷类型、雷区土壤、行进路况等因素对探雷效

果的影响一一进行试验，以检验探测车的性能。

历经 3年的不懈奋斗，他们终于研制出了国

内首辆新型地雷探测车。与国外同类探雷装备

相比，该车在探测距离、探测宽度、探测效率、野

战性能等方面均具有明显优势。

二十载岁月铸就新型雷达

随着一束雷达电磁波发射，穿过草丛、墙壁、

地表等障碍，一簇簇跃动的光点同步显现在显示

器上，随后形成清晰可辨的图形。

这是一种具有穿透探测能力的新型雷达。

为了研制这种雷达，技术创新团队梁甸农等人整

整奋斗了 20年。

20 世纪 90 年代，梁甸农教授把几名年轻人

召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说：“雷达技术经历了几

十年的发展，但是其应用潜力仍尚未得到完全挖

掘。我们应该瞄准国家和军队需求，开发能探测

隐蔽目标的雷达，也就是具有穿透探测能力的新

型雷达，为未来战场、反恐提供新的侦察手段。”

用雷达探测隐蔽目标，信号和信息处理的过

程极为复杂。系统应该如何设计？算法要怎样

进行突破？成像分辨率如何得到保证？种种问

题成为开发具有穿透探测能力的新型雷达所需

要面对的“拦路虎”。

研究初期，梁甸农等人连最基本的信号产生

都无从实现。在进退维谷之际，团队成员都选择

了坚持。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寂寞长跑，也是一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缺乏前期试验条件，他们就在

办公楼顶架设简易轨道等试验装置；设置探测目

标没有制式装备，他们就自制简易火炮当目标；

没有制式发射机，他们就用烧热的铜丝模拟红外

源；为检验雷达性能，团队成员从西北大漠、东北

雪原到西南山区、边防海岛，进行各种环境、气候

条件下的地面试验、高低温试验、机载试验……

就这样，技术创新团队像“燕子垒窝”一样，从

基础理论研究开始，逐步建立起一套新体制雷达

理论体系，攻克了系统设计与研制、信号处理算法

等一个个技术难题。历时10年，团队终于研制出

了能探测隐蔽目标的新型雷达样机。又经历了

10 年，团队研制的新型雷达终于定型列装，实现

了我军雷达技术与侦察装备的跨越式发展。该项

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奋勇登攀雷达技术制高点

雷达的潜力有多大？雷达在未来还能在

哪些方面发挥作用？这支源自哈尔滨军事工

程学院雷达专科的团队，目前仍然在雷达这

个传统技术领域中，不断挖掘雷达新的应用

潜力。

经历 60 余年的发展与薪火相传，智能感知

系已建设起一支高水平科研队伍。对于雷达技

术，他们有着新的探索和思考。

技术创新团队金添教授介绍，团队中的几名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研发出了一个能捕捉微弱

人体信号、隔墙重构人体姿态的穿墙雷达，可实

现隔墙成像。穿墙雷达对于城市反恐和城市作

战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技术创新团队还在国内首次提出将太赫兹

这一用于 6G通信的波段引入雷达探测。智能感

知系副主任邓彬介绍，这个波段在雷达装备领域

目前仍少有研究，越早使用它，就能优先利用这

一频谱资源。展望未来，太赫兹雷达将会是“用

更小的尺度和更高分辨率测量世界”的一把好

“尺子”。

此外，团队还提出了给全空域做“CT”的构

想，即利用地面雷达站覆盖全空间的方法，实现

电磁全息感知。这改变了常规雷达的探测模

式。目前，团队已经着手进行基础研究，给全空

域做“CT”将从概念向现实逐步推进。

记者看到，为抢占新的雷达技术制高点，技

术创新团队正以新的姿态向着更高的目标奋勇

攀登。

智能感知系技术创新团队成员们在做实验智能感知系技术创新团队成员们在做实验 郑雅丽郑雅丽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