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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航程，和平

方舟医院船用守卫和平

的实际行动，让更多国家

的人民感受到中国的大

国担当。2010年至今，和

平方舟医院船先后 10 次

履行人道主义医疗任务，

到访 43 个国家，服务各

国民众 24 万余人次……

一串沉甸甸数字的背后，

犁出了一道济世天下的

温暖航迹。

科技强军论坛

◎宋海凌

◎李恒江 张 众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中典型

◎王泽锋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营内外

◎孙利波 陈文鹏 本报记者 张 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如期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其中特别提

到，要“研究掌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

规律，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发展人民战争

战略战术”。

新时代军队科研人员要研究未来战

争特点，紧抓部队作战运用中的难点痛

点，以问题为导向深耕细耘，捍卫好国家

主权和安全，履行好新时代党和人民赋

予军队科研工作者的神圣任务。作为一

名海军科研人员，我认为要做好以下三

方面工作。

提高复杂环境下
的作战能力

针对未来海上战争装备智能化、

作 战 无 人 化 、区 域 分 布 式 等 特 点 ，科

研人员要紧盯战场和对手变化，研究

战 争 发 展 趋 势 ，梳 理 作 战 样 式 和 流

程，定量评估现有武器装备在未来战

争环境下的作战能力，摸清不同装备

在不同边界条件下的底数，发现作战

过程中存在的短板，提出改进需求和

作战运用要求；研究新质新型武器装

备 体 系 ，加 快 装 备 智 能 化 发 展 ，构 建

并 完 善 满 足 未 来 作 战 样 式 的 仿 真 试

验 体 系 ，开 展 大 量 仿 真 和 试 验 研 究 ，

创 新 作 战 概 念 、作 战 理 论 、战 法 训

法。此外，针对信息和体系作战存在

的不足，要推进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多

域 融 合 ，提 升 海 上 编 队 信 息 保 障 能

力，让信息系统在复杂背景下也能够

看 得 远 、辨 得 清 、识 别 明 、时 效 快 ，为

装备远海作战提质增效提供支撑，显著提升武器装备在实战化背景下

的对抗和打击能力。

解决一线部队的痛点难点

部队遇到的各类痛点、难点和堵点，就是科研人员的研究重点。无论场

景多复杂、任务多艰难，科研人员一定要下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科研人员要沉心潜心，到一线部队深入了解问题根源，再到实

验室推演室刻苦钻研，做到心无旁骛、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其次，

科研人员在研究中要不断实践，不断根据一线部队的意见建议修正研究

成果、贴合他们的需求。此外，在解决难点问题中，科研人员还要注重科

研基础条件的建设和自身能力的提升。作为长期从事建模与仿真的科

研人员，我深切认识到，科研条件的建设要有侧重点、连续性和持久性，

避免四处开花、朝令夕改；专业人才和队伍的培养，更需要不断地历练。

只有夯实基础并持续积淀，才能真正培养出一支醉心科研、能力强大的

科研队伍，才能出真成果、出大成果、多出成果，才能真正服务部队一线、

服务备战打仗。

让科研和实战化演训充分融合

理技融合不仅仅是理论和技术的融合，更是人才、方法和领域的融

合。探索科研和军事指挥、理论和工程技术等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人

才融合，创新科研发展的思路，运用研、试、用一体化的发展逻辑，寻求虚

拟数字仿真和装备实兵实弹试验融合的方法，是实现创新作战概念的重

要途径。

这些年来，我们采取“提出构想—仿真试验—实兵实弹验证”的思路

开展科研。第一，科研人员要加强与装备操作使用人员、作战指挥人员

等不同领域人员的交流合作，彼此启发碰撞；第二，要通过分析计算、仿

真推演等多种试验手段，研究装备技战术性能，探索装备边界底数；第

三，要不断将科研人员研究成果及时应用于实战化演训进行检验。理技

融合、研用结合、虚实联合的科研模式，能使研究单位和部队实现“双

赢”——既提高了部队的打赢能力和战斗能力，又使大量成果落地、落

实，提高科研人员研究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攻

克作战准备中的难点堵点，提升军队打赢能力，是科研人员的神圣使命

和职责。面对未来复杂的对抗环境和先进武器的发展趋势，我们唯有不

断守正创新、攻坚克难、踔厉前行，为实现科技强军、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不懈奋斗。

（作者系海军研究院某所专业技术大校正高级工程师）

以
问
题
为
导
向
开
展
科
研

为
实
现
科
技
强
军
奋
发
图
强

近日，浙东某机场，薄雾如纱，氤氲弥漫。指

挥员一声令下，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一架新

型战机穿云破雾，飞向预定空域，开展实战化飞

行训练。

战鹰归巢，飞行员们向负责战机保障的李新

彧竖起了大拇指：“胜利在空中，保障在地面，今

天能顺利完成任务，保障团队功不可没！”

个高、身壮、方脸、寸头，李新彧说话一副大

嗓门，对人一片热心肠。在战友们眼中，他敬业、

认真，不管做任何工作，都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2017 年，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成立。

作为该师首任保障部部长，李新彧成为了飞行员

心中名副其实的“定心丸”。飞行不是一个人的

事业，每一次战鹰划过海空的背后，都有着大量

飞行保障人员的默默付出。

李新彧始终记得多年前的那件事——一次

飞行训练中，一架战机在空中突发故障，被迫提

前返场、紧急着陆。在跑道上滑行时，战机发动

机起火，若处理不当很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的严

重后果。

在重大险情和生死考验面前，正在外场检测

飞机的李新彧犹如离弦之箭奔向起火的飞机。

抵达现场后，他迅速组织人员帮助 2名飞行员从

座舱中撤离。随后，李新彧又带领保障人员冒着

危险扑灭火情，最终保住了飞机。

事后，调查组分析事故原因，认定此次事故

是由于飞机发动机某部件渗油造成的，并非人为

差错。但李新彧从此却多了一句口头禅：“飞行

保障无小事，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担任新单位首任保障部部长后，如何在新岗

位上带出一支新质作战力量急需的保障团队，成

为李新彧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仅凭 2 个有

维护经验的地勤机组，以及刚从 10 余个不同类

型单位遴选来的机关人员，还远远不够。

2019 年，某新机型在接装过程中发现可能

影响飞行安全的焊锡环烧蚀问题。

“新质作战力量战斗力生成等不起、慢不

得。”李新彧一边动员保障团队成员，一边带头铆

在一线。在近 2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对 10余架飞

机 2万余个焊锡环开展普查整改，共发现并处理

问题焊锡环上千个，彻底消除了问题隐患。事

后，李新彧瘦了 10多斤，但新机型安全系数却大

幅提升。李新彧还带着团队配合工业部门发现

并整改问题 5700 余条，为新飞机投入部队实战

化训练打下了坚实基础。

完成接装任务只是第一步。李新彧还邀请

军地单位专家协助完成了共 7批 720余人次的改

装培训，并派出 7批 50余人次赴兄弟单位和空军

学习保障经验，制定相关制度措施，精简冗余架

时和改装周期。

这一套“组合拳”取得了累累硕果——该师

800 余名飞行保障官兵完成考核放单，成熟保障

组由 2 个增加到 20 余个，新员改装周期缩短近

60%；顺利完成重大军事任务飞行保障 30 余次；

涌现出一大批业务骨干。

如今在该师，“85后”成为保障团队的绝对主

力，“90后”挑起了大项任务的半壁江山，“95后”也

开始崭露头角，一支充满朝气的飞行保障团队正

成为助力新质战斗力水平不断跃升的“助推器”。

在从事飞行保障工作的 26 年里，李新彧发

现并成功处置上百个安全隐患和事故苗头，2 次

荣立三等功，获评海军作战部队优秀人才奖、专

业技术人才奖。

“我随时准备着被汹涌的‘后浪’拍在沙滩

上。”采访结束时，李新彧这位性格爽朗的陕北

汉子半开玩笑地说，语气里却透着满满的欣慰

与自豪。

从事保障工作26载，他是飞行员们的“定心丸”

前不久，一场演练在西部战区陆军机关展

开，某旅话务连同步进入“战斗状态”。参加演练

的话务连女兵奔波在机房和多个指挥点位之间，

先后完成通联测试 4500 余次，校准背记通联信

息 400余条，接转电话 4000余件，无一错漏，确保

了上级指令直达点位、直达末端。

通信兵素有“千里眼”“顺风耳”之称，话务是

其中一个重要的兵种专业。革命战争年代，话务

兵在枪林弹雨中传达军令、传递情报，书写了“胜

由信息通”的胜战传奇。而该连，就是一支从硝

烟炮火中走出的“传令尖兵”。

上线、敲键、听音、接转，24小时不间断值勤，

每天接转电话数千件，迎晨曦、送日暮，寒暑不辞，

晨昏不辍，这便是话务女兵们的日常。她们身在

枢机却责系沙场，每一道千里传送的电波和每一

道下达三军的指令背后，都有她们的心血与汗水。

连队指导员张琪介绍，话务连担负着战区陆

军首长机关和部队的话务通信保障任务，使命重

大。一次简单的电话接转，背后可能就是一项重

大决策部署或一道紧急战斗命令。“只有将绝对

忠诚融入灵魂血脉、嵌入机台战位，才能确保令

出必达、令出畅达、令出快达、令出准达。”她说。

高效的战场通联保障，离不开平日的刻苦训

练。但有些人质疑：“现在计算机终端早已取代

有绳机台，话务保障模式也从‘插拔塞’迈向了智

能化，依托大数据等技术完全可以进行智能化保

障，为何还要进行传统的人工专业训练？”

对此，连队业务骨干的认识非常清晰：“虽然

保障模式随着战争形态不断演进，但话务兵‘忠

诚传令’的职责使命始终没变。对科技的过度依

赖可能导致战场上受制于技术，只有把简单的招

式练到极致，战场上才有打赢的绝招。”

如今，连队人人练就了“脑中熟记信息、耳可

听音识人、手能迅速接转、口能清晰表述”的“绝

技”，值机员全部做到 1 秒快速上线、3 秒听音识

人、6 秒查询号码、9 秒完成转接，日均接线 1100

余次均保持“零中断、零申告、零差错”的成绩。

“银线连着炮火前沿，通联关乎战争胜败。”连

长姜慧时常这样教育官兵。作为战役指挥机关话

务通信保障力量，只有把胜战本领练到极致，把保

通效能提到极致，才能保证令传三军、决胜千里。

去年，某新型便携式通信设备配发连队，官

兵们迅速展开新装备学研攻关，仅用一周时间就

熟练掌握设备操作规程，完成电源、传输和程控

等“一专多能”强化训练，并大胆探索固定值勤与

野战通信相结合的保障模式，实现了“进机房可

值勤，上前线能打仗”。

一次，连队官兵跟随部队参加高原驻训，她

们仅用 1 天时间就完成了线路架设、号码分配、

通信组网等工作。在高原驻训的 3个月里，女兵

们既担负着驻训地域通信保障任务，还跟着男兵

分队一起练战术、提升动中保障能力，把话务值

勤机台架到了雪线之上。

“军事过硬、值勤一流，就是军人对党最大的

忠诚。”业务骨干蒋夏说。70 多年来，该连队先

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1次、集体二等功 3次，并被授

予“巾帼建功模范连”荣誉称号。

把本领练到极致，当好新时代“传令尖兵”

连日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围绕实战背景下空地协同作战的基
本战法，组织特战队员搭乘直升机进行空地一体化训练，让不同作战单元聚
力发挥体系效能，锤炼了部队机动作战和立体攻防能力。图为直升机抵达
目标地域后特战队员迅速索降。 张曦摄

促进作战力量深度融合

浙江舟山某军港码头。斜风细雨中，一艘乳

白色大船缓缓靠港……这是近日，中国海军和平

方舟医院船赴印度尼西亚执行“和谐使命—

2022”任务归来的场景。新时代新航程，和平方

舟医院船海上医院用守卫和平的实际行动，让更

多国家的人民感受到中国的大国担当。

任务指挥员焦占锋少将介绍，和平方舟医

院船在为印尼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期间，共接诊

患者 13488 人次，实施手术 37 例，还迎来了第 7

名“和平宝宝”的诞生，在当地掀起了强劲的

“方舟”热潮。

记者了解到，2010 年至今，这艘大白船先后

10次履行人道主义医疗任务，到访 43个国家，服

务各国民众 24 万余人次……一串沉甸甸的数

字，犁出了一道济世天下的温暖航迹。

当“黑科技”登上“大白船”

人们亲切地称这艘大白船为“生命之舟”“和

平之舟”“友谊之舟”“文化之舟”。此次任务，它

又有了新的“昵称”。

作为世界先进的排水量万吨级医院船，此

次赴印尼执行任务期间，这艘搭载着磁控胶囊

胃镜、静脉全麻机器人、新型便携式内窥镜等

医疗“黑科技”的和平方舟，在当地又有了一个

新名号——“科技之舟”。

“戴上这个‘护腕’，做肠镜就一点不痛！”

11 月 15 日下午，在医院船做完肠镜检查的印尼

华人林先生对全新的医疗体验赞叹不已。预

约时由于身体原因，他选择了非麻醉的常规肠

镜，但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没想到医生在他

手腕戴上“中医腕踝镇痛智能手环”后，他几乎

是在小憩中便完成了肠镜检查，全程都没有痛

感和不适。

这款手环的原理，在于通过输出一定频率

的电脉冲刺激人体腕踝部穴位，从而达到镇痛

的效果。自主研发该设备的海军军医大学康

复医学科主任方凡夫教授，已是第 2 次执行“和

谐使命”任务。据他介绍，这款设备是传统中

医镇痛疗法的智能化升级，它通过移动终端记

录治疗参数，提取心率、呼吸频率等数据后存

储于云端并进行分析，且穿戴式设计十分适合

舰艇场景使用。

“不用麻醉、无须插管，只需吞下一颗小胶囊

就能轻松做胃镜。它速度快、定位准，可被人体

自动排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痛检查。”海上

医院消化内科医生钱阳阳自豪地说，他们已为

42位海外患者做了磁控胶囊胃镜检查。

作为首次登上和平方舟医院船的装备，磁控

胶囊胃镜的“来头”不小。这枚只有指头大小的

胶囊，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可精准操控胶

囊胃镜机器人。设备研发者、海军军医大学李兆

申院士和廖专教授介绍，与传统胃镜相比，磁控

胶囊胃镜对胃病诊断的准确率高达 93%以上，

2018 年曾作为国产先进医疗设备在博鳌亚洲论

坛展出。

隔 离 式 无 线 听 诊 器 、便 携 式 无 线 智 能 腔

镜、可 自 动 检 测 病 人 麻 醉 程 度 的 静 脉 全 麻

机 器 人 ……一大批医疗“黑科技”登上了“大白

船”，将中国先进的医疗技术、设备和理念带出

国门、推向世界，为海外民众送上了优质高效

的医疗服务。

“科技的力量，带来了就医的新体验。”医

院船外科组组长侯立军教授介绍，此次任务的

10 个手术学科配备了 8 种最先进的内镜，使得

和平方舟医院船开展手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镜

界”，也让船上普通外科全面升级为“舰船外科

2.0 系统”。

传播仁爱与友谊

海军军医大学一贯秉持“博雅、仁爱、笃行”

精神。作为历次履行“和谐使命”任务的主体力

量，“仁爱”二字已深深烙在这所大学官兵们的心

里。

印尼时间 11月 13日 11时 58分，在海军军医

大学第一、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管睿和刘晓军两

位专家共同努力下，和平方舟医院船迎来入列后

第 7个新生命。婴儿的小名叫“方舟”，父母希望

孩子长大后能像和平方舟一样传递幸福和仁

爱。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等印尼主流媒体，纷纷以

“一个新生命降临在中国和平方舟”为题进行了

报道。

和平方舟不仅护佑着生命，更向世界传递着

中华文化的大医情怀和仁爱精神。

印尼女患者因德雷斯瓦尔因急性肝衰竭、

大量腹水和败血症长期昏迷，引发了重要脏器

功能障碍和瘫痪。和平方舟医院船上的专家

连线科威特、哈萨克斯坦、尼泊尔等国的医疗

专家为她展开了一场线上联合会诊，给出了科

学可行的治疗方案，患者父亲马尔姆激动得连

连“隔空”鞠躬。

“此次‘和谐使命—2022’任务中，海上医院

日均接诊患者近 2000人次。”海上医院院长周全

告诉记者，他们已为多位当地患者免费完成了白

内障植入人工晶体、耳内窥镜等微创手术，医病

更暖心。

医疗服务进行得如火如荼，和平方舟医院船

与印尼海军医院的线上学术交流也拉开大幕。

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趋势下的有效防控，中

方重症医学专家单怡教授与印尼海军医生罗姆·
塔贾·努罗比上校，进行了一场坦诚而友好的学

术交流。

任务返航当天，印尼海军“三宝垄”号医院

船专门邀请和平方舟医院船，在欢送仪式后，

进行了联合通信、灯光旗语、编队航行等课目

的演练。印尼国民军舰队司令赫鲁·库斯曼托

中将表示：“希望这个伟大任务为所有人民带

来福祉。”

和平方舟和平方舟：：用科技和仁爱济世天下用科技和仁爱济世天下

执行执行““和谐使命—和谐使命—20222022””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返回浙江舟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返回浙江舟
山某军港山某军港，，任务部队官兵代表在码头迎接任务部队官兵代表在码头迎接。。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孙飞孙飞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