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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织““技师交流会技师交流会”，”，让科研骨干上让科研骨干上

台讲体会台讲体会、、传经验传经验，，营造群众性营造群众性

技术革新的浓厚氛围技术革新的浓厚氛围。。旅里还旅里还

将将““技师交流会技师交流会””上专业技师介上专业技师介

绍的经验技术绍的经验技术、、总结的战法训法总结的战法训法

汇编为汇编为《《装备操作指导装备操作指导》。》。这本这本

书集纳着大家的书集纳着大家的““独门绝学独门绝学”，”，成成

为破解演训场装备运用疑难杂为破解演训场装备运用疑难杂

症的症的““百宝箱百宝箱”。”。

◎本报记者 张 强
通 讯 员 蔡从润 闻苏轶 徐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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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课程想达到教学效果，

就要在战例教学环节充分借鉴案例教

学理念，运用课堂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让授课对象经历思维训练，真正体验淮

海战役中打‘小淮海’还是打‘大淮海’

的思维之辨，让军事理论课堂像演训场

一样充满硝烟味。”近日，武警海警学院

一间普通的教研室内，一名老教授正在

为新入职的教员们传授经验。

这位教授叫战兵，原本是武警警官

学院某系主任。2020 年 8 月，从事军事

基础课程教学近 30 年的战兵，正式调

入武警海警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成为

一名普通教员。

赛道转换更见真功。相比军事技

能训练，军事理论教学看不见、摸不着、

难考核，往往容易被忽视。然而，这位

昔日的学科带头人却深知“万丈高楼平

地起”，军事理论教学是实战化训练的

基础环节，决定着军事人才的思维理念

能否适应未来变革。只有军事技能与

军事理论有机融合，才能跳出“赵括不

知兵、樊哙不识字”的历史窠臼。

先后七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全军

优秀教师、全军院校教学评价专家库专

家……战兵 30 年的执教生涯中充满

“高光时刻”。但在他看来，来到新的岗

位，他不仅要讲好自己的课，更要带着

教员们一起进步。

“讲课不是下达命令、部署任务，而

是要通过指导学员，让他们的思维言行

发生转变。教员如果形成固定的教学

套路和路径依赖，不利于教学创新。”战

兵鼓励教员们从科技素养、知识拓展、

装备应用等方向选取教学素材，并结合

现代军事基础教育教学理论进行授课，

尝试探索创新教学方法。

针 对 不 同 培 训 对 象 教 育 教 学 特

点，战兵结合自身参加重大演训活动

的导调评估经验，带领所属教学组围

绕战法训法进行研讨交流，引导受训

对象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锤炼指挥素

养。他提倡和推广战例研究、战例剖

析、战例作业等战例教学形式，把启发

式、探究式、讨论式、案例式教学融入

课堂，增加军事理论课堂教学的创新

性和实践性，最大限度激发学员的学

习兴趣和求知欲。

军事理论课堂看似是从训练场上

摔打锤炼转向室内“纸上谈兵”，实则是

培养学员的军事思维和指挥素养。

“‘纸上谈兵’的好处，就在于把战

争这一复杂事物进行分解，对各步骤环

节逐一进行仔细研究。”战兵介绍，识图

用图、沙盘作业是传统的“纸上谈兵”。

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支撑的兵棋推演

和分布式作战模拟，则是现代版的“纸

上谈兵”。

作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课题和全军军事理论科研计划项目课

题的负责人，战兵始终把“为战而研”的

紧迫意识作为教学科研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他曾主持研发某型辅助决

策系统软件和某型装备教学训练辅助

器材，后者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真

正做到“学术味”与“硝烟味”无缝对接，

把论文写在演训场上。

“军事技术是手段，军事理论是指

南，两者间的辩证关系是一个道器并重

的问题。”战兵说，“从实践中提炼事实

和规律，再用通俗的战术语言解释其原

理，以科学指导实践，恰恰是一名军事

理论教员的价值所在。”

近 3 年来，在战兵的耐心指导下，

该院先后有 10 余个教学团队获评武

警部队院校教学能力比武竞赛一、二、

三等奖。在作为武警部队院校某专家

组成员期间，他还分赴多个武警院校，

对近 100 门课程教学计划进行集中会

审，精准提升所属专业领域教研队伍

的整体研战教战能力，为打造军队人

才培养和教研团队建设贡献了智慧和

力量。

让“学术味”与“硝烟味”无缝对接
——记武警海警学院军事训练系军事理论教研室教授战兵

弹壳收集器、炮弹装填模拟器、360 度无死角哨

楼……近日，在黄沙漫卷的演练场上，第 77 集团军某

旅大力发扬军事民主，激发基层官兵创新活力，新装

备、新技术、新训法频繁亮相。

“走科技创新的路子，让科技助推战斗力生成。”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广泛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激发了官兵的创

新热情和“智造”活力，各专业领域骨干先后研发出 20

余项技术创新成果，有效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弹壳收集器：提高训练实效

战车轰鸣、硝烟弥漫，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雪域高

原某演训场，一场实弹射击比武考核正火热进行。

比武结束后，只见该旅合成一营射手贾旭从容走

出某新型火炮，将新发明的“弹壳收集器”从车上卸

下，射击所剩的弹壳短短几分钟就被全部回收。

“‘弹壳收集器’使用起来安全便捷，极大地提升

了训练实效！”提出革新创意并参与设计的营长李虎

介绍，该车型火炮为前抛壳设计，在以往实弹射击实

践中容易发生弹壳抛掷震开车辆防浪板的情况，不仅

存在炮弹击穿防浪板的安全隐患，还会影响驾驶员视

野。在实弹射击后，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回收弹

壳，有时还达不到弹壳回收率 100%的要求。

为提升训练质效，营队积极营造训练器材革新氛

围，引导官兵在训练中勤于思考、主动钻研、群策群力

解决训练问题。

“只要摸清了手中武器装备的脾气，就能很快找

到改进办法。”平时就善于钻研的贾旭，根据他扎实的

炮长岗位功底，很快就想到可以研制一个收纳弹壳的

“精致盒子”，并将其安装在退膛口，以此收集火炮抛

射出的弹壳，同时还要避免影响车内射手的观察视

界。

原理很简单，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那段时间，

贾旭设计废弃的纸盒摞了厚厚一堆，通过不断改装模

型和调整挂设角度，最终敲定了模型尺寸和固定方

法。多次实践研究后，他发现在右侧烟幕筒位置固定

“弹壳收集器”，可以使其与炮塔紧密贴合，并能随炮

塔运动实现左右旋转、上下俯仰。

不久后，“弹壳收集器”首次试验取得成功，在实

弹射击比武考核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贾旭发明

的“弹壳收集器”被旅队上报，并成功获得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证书。

这项技术革新在全旅得到推广，激起了官兵创新

的热潮。该旅领导介绍，他们深入开展群众性技术革

新活动，遴选专业技术骨干围绕装备操作、器材革新

相关课题开展技术攻关，并从科研院所、生产厂家邀

请专家来一线授课、指导，提升官兵的革新能力。

无死角哨楼：改善执勤条件

“刘班长，这个新式哨楼确实好用！”近日，在修理

二连三级军士长刘健带领下发明的“一种便携式可伪

装 360 度无死角哨楼”，一经投入使用，便获得驻训官

兵的称赞。

去年 6 月，该旅来到雪域高原驻训。由于营区环

境恶劣，高寒缺氧加之风沙肆虐，哨兵执勤条件十分

艰苦。在全旅征集哨楼改进意见时，刘健说：“让我来

吧，我能解决这个问题！”随即，他和战友一有时间就

铆在修理室攻关研究。

研 究 性 能 原 理 、讨 论 设 计 理 念 、制 定 改 造 方

案 ……正当研发有序进行时，他们发现，要搭建新式

哨楼，不仅机械设备紧缺而且没有合适的材料。

官兵有想法，机关来搭台。该旅领导了解情况

后，积极和驻地协调机械设备，派人去市场上购买材

料，并从全旅抽调优秀的技术骨干，为基层官兵实现

技术革新梦想保驾护航。得到了旅里的全力支持后，

刘健等人大展身手，一周后，新式哨楼初现雏形。

新式哨楼四周的塑钢玻璃不仅能够提供 360度无

死角的观察视角，而且能防风保暖，便携式的钢构架

还有利于哨楼的快速拆搭、折叠和携带。可是一阵沙

尘暴刮过，它的金属结构却瞬间发生了变形，最终哨

楼坍塌。遭遇滑铁卢，让刘健心情十分沮丧。

刘健在向营党委汇报了面临的困难后，营长杨

增不仅没有责备，还鼓励道：“任何革新创造都伴随

着风险挑战，革新效果不佳固然需要总结反思，但对

咱们自己的革新，不仅要大胆‘翻跟头’，也要允许

‘栽跟头’。”

营长的鼓励激起了刘健完成任务的决心。随后，

他立即召集小组成员进行反复研究，深刻剖析问题、

研究装备构造、向厂家技术人员虚心请教……通过不

断的尝试，刘健等人设计的便携式“新式哨楼”终于克

服了材料问题，不仅达到了预期效果，还能完成快速

拆搭，在全旅推广使用后得到了官兵的一致好评。该

旅还为刘健的创新发明申请了国家专利。

“只要敢创新、肯钻研，旅里就会提供平台，基层

技术革新同样大有可为。”刘健表示，旅党委尊重官兵

首创精神，营造出良好的基层创新氛围，让更多官兵

的智慧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快速拆胎器：加快抢修速度

“报告头车，我车辆轮胎突然爆胎，请求靠边停车

进行抢修。”一次机动途中，听到驾驶员的报告，跟随

维修保障的汽车技师李周全提着工具箱迅速前出抢

修。他拿出自主研发的“快速拆胎器”，配合驾驶员，

两人仅用 10分钟时间就完成了爆胎车轮的更换，极大

地缩短了战车换胎时间。

此前，该旅在演练中发现换胎至少需要 4个人，花

费半小时才能够完成，而且因为没有专用工具，使用

活动扳手操作时还容易造成螺丝滑丝。维修分队主

官王玉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要是车辆在战场上爆

胎了，不能快速抢修将会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王玉

鹏说。

为提高抢修速度，确保战车快速出动。有着丰富

维修经验的李周全主动向上级申请攻关难题。

以李周全为组长的小组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

决定将研发的突破口放在扳手上，并集智攻关为扳手

设计了多个开口。在此基础上，第一代“快速拆胎器”

很快诞生了，但使用效果却并不理想。原来，在操作

过程中，拆胎器的开口与车轮螺帽没有完全匹配。

“创新就是一次次的试错，决不能轻言放弃。”李

周全并没有被困难打倒，陆续设计了第二代、第三代

“快速拆胎器”。

经过实车检验，“第三代‘快速拆胎器’有效解决

了战车抢修的问题，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该旅修

理二连指导员吴敏介绍，有了“快速拆胎器”后，抢修

速度得到极大提高，确保了战车顺利机动。

“ 旅 里 不 定 期 组 织‘ 技 师 交 流 会 ’，让 科 研 骨

干 上 台 讲 体 会 、传 经 验 ，营 造 群 众 性 技 术 革 新 的

浓 厚 氛 围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旅里还将“技师交流

会”上专业技师介绍的经验技术、总结的战法训法

汇编为《装备操作指导》。这本书集纳着大家的“独

门绝学”，成为破解演训场装备运用疑难杂症的“百

宝箱”。

“军营创客”破解演训一线“疑难杂症”

图为战兵教授为学员授课图为战兵教授为学员授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刘健在修理室打磨器材零件刘健在修理室打磨器材零件。。 闻苏轶闻苏轶摄摄

近日，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立足任务实际，紧贴实战要求，带领特战分队到
野外和陌生地域，围绕处置暴恐袭击事件、建筑物反劫持、边境搜剿捕歼行动等
内容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高了特战队员指挥侦察、机动打击、搜索清剿和搜爆
排爆等能力。 黄超摄

专攻精练提升实战能力

近日，南海之滨，战鹰轰鸣，呼啸升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紧贴实战，
开展大机群、高强度多型实弹射击训练，有效检验了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和实际使
用武器的能力。

“此次海地靶实弹射击训练，我们积极构设模拟战场环境，设置了快速出动、
低空突防等多种场景。”该旅领导介绍，他们还将打靶成绩进行考核评比，以战促
训、以考促训，在真打实练中锤炼飞行员操作技能和战术运用，进一步提升部队
遂行任务的能力。 傅金泉 吴双江摄

紧贴实战锤炼飞行技能

“班长，这个负重轮我们抬不动。”“有‘小黄’在，放心

吧！”话音刚落，只见一辆黄色平台车在修理工张俊的操

作下匀速驶来，两名战士将负重轮推到车上后，“小黄”在

操作杆的指示下将部件载到指定位置。

近日，发生在陆军第 78 集团军某旅修理车间内的这

一幕让人眼前一亮。该旅某连连长介绍，这辆黄色平台

车是为综合修理车间配备的智能无轨物流车，它不仅操

作简单快捷，还解决了人力运输的难题。

该旅作为重要的装备保障力量，承担着很多装备

的中修任务，以往的维修保障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

化战争的需求。为此，该旅积极开展装备维修保障改

革转型实践探索，前往多地实践考察、搜寻相关资料、

周密制定计划、反复敲定方案，对综合修理车间进行智

能化改造。

该旅还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并配备

智能终端，打造出平时的装备中修场所，战时的后方装备

综合修理基地。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为了提升维修保障水平，他们

通过申领智能检测设备、采购新型抢救抢修工具等方

式，完善配套机具设备。同时，他们还精简检修、小修、

中修作业流程，探索数字化软件、智能化设备运用，不

断完善综合修理工间建设标准，使装备修理能力直线

跃升。

此外，该旅还借助科技手段，配备数字化仿真维

修模拟辅助设备、移动信息采集终端，让维修信息线

上即可填报，让维修方案可以自动生成，让维修进度实

现追踪监管，有效减少部队维修漏工差错，使维修效

率得到显著提升。

在综合修理工间，一名工程师正利用“维修作业

管理系统”进行某型装甲车中修作业。工位机上，只

见他点击终端显示屏，随即生成一套维修作业方案，

依据作业方案，多个修理组可同时对不同故障部位进

行维修。

这名工程师告诉记者，“维修作业管理系统”还能

实时显示维修进度，对整个作业过程进行评估，便于调

度指挥中心科学决策。

“过去，一些装备出现‘疑难杂症’需要返厂，既耗

时又费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练兵备战的节奏。”

该工程师介绍，现如今，修理车间内新的“维修作业管理系统”可根据部队任务

需求，拟定中修生产计划，让战车足不出营就能“满血复活”。而“修前监测站”

能够帮助官兵准确掌握装备技术状况，为待修装备“量身”定制计划。同时，

“总安装站”负责装备联调和全车总装，做好联调联试准备，极大程度提高了工

作效率。

有了高科技的助力，近两年来，该旅依托综合修理车间，形成了一系列

配套方案、图册、流程，强力推进装备配套、规范整治，解决装备故障千余个，

使装备完好率较以往有了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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