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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清晨，一个绿色信号弹划破长空，新一天跨昼

夜训练拉开序幕：停机坪上，油料等各类勤务补给车辆

来回穿梭，忙而有序；外场跑道上，多架舰载战斗机、舰

载直升机接续起降……

这里是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在人民海军航空兵

序列中，这是一支特殊部队——他们托举“飞鲨”，甘当

幕后；他们不上蓝天，却心系苍穹。2023年 3月，海军党

委专门为该场站记集体二等功。

转换思维 应对变化

近日，辽西大地，烈日炙烤下的某机场跑道上热浪

翻腾。

“计时起飞！”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两架歼-15

舰载战斗机组成编队，喷出淡蓝色的火焰呼啸升空。

看到战机冲破气浪，奔向海天，该场站航空管制指挥

员张成成思绪纷飞。“这几年，舰载机试训任务呈几何式

增长。大量多空域使用需求与有限空域资源之间的矛

盾，对航空管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指挥间隙，张成成介

绍，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舰载机飞行需求，他们推出空域精

细化管理模式，创新提出一场多域、一域多层、一层多机

的空域管理方法，确保舰载机安全穿梭在海天之间。

2018年，海军首个舰载战斗机训练团组建，舰载机飞

行人才培养任务由部队转入院校。航母体系作战能力建

设进入换挡提速期，场站的保障任务也随之成倍增长。

“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任务等不起、慢不得，必须

真干实干抓紧干，用创新思维提升保障能力。”议训会

上，场站党委一班人掷地有声。

提及这次议训会，该场站四站连电源分队长党小

龙倍感振奋。他认为，场站党委的思路为战士们打了

一针强心剂。

那年，该场站同时保障 5到 7个飞行单位，部队一时

陷入超负荷运转状态。党小龙说：“当时，电源班总共 12

个人，连续两个月的昼夜同训，让我们‘压力山大’！”

“训练强度变得越来越大，为什么不主动作为，挖

掘自身潜力？”面对严峻的保障形势，场站党委说。不

久后，该场站官兵创新外场飞行保障联合值班机制，将

“按单位提需求”转变为“按工作做计划”，实行勤务保

障车辆“定点位，不定单位”。机制落地后，四站车辆在

各个点位有序穿梭，党小龙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积极求变才能找到应对万变的‘最优解’。”该场

站领导告诉记者，外场飞行保障联合值班机制的建立，

正是他们主动作为，创新服务模式的缩影。

智能管理 提升质效

机棚内刚刚返航的舰载机旁，数辆保障车快速跟

进，为再次出动做好准备；起飞线上，另一个驻训单位

的舰载机已经就绪，随时听令升空……在该场站，这样

井然有序的景象每日可见。这一切离不开场站综合保

障能力的跃升。

前不久，一批飞行员开展航母资质认证考核。该场

站通过在军港设置前置仓库，圆满完成伴随保障任务。

该场站航材股战士谢可雨告诉记者，由于海上临

时补给航材十分困难，以往航材都是从本场运输至码

头再上舰。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该场站航材股与飞行

单位、兄弟部队多方协调，建立前置仓库，实现航材智

能化管理，航材伴随保障能力大幅提高。

近年来，该场站着眼舰载机多机型、同场次训练需

求，主动对接飞行单位，加快保障指挥一体化平台、外

场区警戒管理系统、智能化机棚等项目建设，逐步推动

保障模式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提升

保障精准化、精细化水平。

傍晚时分，天边的云霞投射出金色光芒，机场的轰

鸣声依旧不绝于耳。此时，外场机务餐厅内，香喷喷的

饭菜陆续上桌。走进后厨，不见炊事员繁忙的身影，只

有 3个炒菜机器人在紧张运转。

一个军需股如何保障数千人的餐饮需求？“繁重保

障形势下，场站党委运用科技手段，破解保障难题。”司

务长蒋向阳说，他们结合部队训练特点和官兵饮食保

障需求，采购“炒菜机器人”，它可以存储上千道菜谱，

具有语音提示、自动翻炒功能。600人的菜品，3台机器

人同时翻炒，约 20分钟即可完成。有了炒菜机器人，餐

厅的保障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近年来，通过创新保障机制、引入智能设备，该场

站官兵在托举“飞鲨”远航时，能力更强、底气更足。

场站“创客”破解难题

深夜，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四站连车场内依然灯

火通明。四站连战士王超正和战友们利用连队自主研

发的检测设备检测电瓶电压。

“以往，我们检测一台电瓶需要造价 5万多元、耗时

20 秒钟的检测仪，而现在我们自己研制的这款检测设

备，造价不到 400元、检测仅需 4秒钟。”王超拿起一个看

着不起眼的设备说道，在场站，类似这样的官兵自主创

新成果还有很多。

为何场站“创客”能力强，积极性高？该场站领导

坦言，基层官兵对装备的“脾气秉性”摸得最透，看得最

清。场站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发了

基层解决保障难题的潜能。

“向外引进高科技，向内激发创新力。”该场站参谋长

陈建介绍，这几年，场站向战发力，在引进先进科技装备的

基础上，自主研发装备管理信息系统、跑道快速检查装置、

飞机动态远程通报系统、油罐压力出油器、轮胎拆装助力

车等20余个创新成果，并直接运用到了飞行保障中。

“C2 位置有鸟群活动，高度 18.5 米，速度 6 米每

秒。”正在外场驱鸟的场务连驱鸟队队长臧明才果断

按下手中遥控器，在指定位置，一键式驱鸟发射器发射

4枚钛镭弹，使鸟群迅即飞离。

“过去，我们靠望远镜观察、靠枪声驱离鸟群，常常

是驱完南边驱北边，跑断腿也应付不过来！”臧明才介

绍，舰载机飞行员需要进行大批次、高强度的模拟着舰

训练，这对场区驱鸟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他们

已经引入探鸟雷达，并结合自主创新的驱鸟设备，实现

场区鸟类探、观、驱一体化，为战机提供了安全的起降

空间。

创新赋能，后方场站才能无缝对接前方战场。前

不久，一批舰载机飞行学员取得昼间航母飞行资质，舰

载机飞行人才培养能力持续提升。

航母资质认证仪式上，舰载机飞行教官曹先建说：

“航母舰载机事业的每一次大幅跨越，都离不开场站官

兵的日夜奋斗。他们很少有机会站在航母甲板上，却

在‘飞鲨’腾空的背后，用一行行奋斗足迹，描绘出海天

之上闪亮的打赢航迹。”

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

用创新托举“飞鲨”

前不久，第 79 集团军某旅“神枪手

四连”的夜间射击训练场上，一颗颗子弹

划破夜幕，径直朝目标飞去。为了探究

在暗夜条件下快速瞄准射击的诀窍，该

连官兵集智攻关，创新运用激光模拟检

查校正射手瞄准点，取得显著成效。

1964 年 7 月 24 日，该连因在全军大

比武中获得射击和综合成绩第一名，被

国防部授予“神枪手四连”荣誉称号。60

年过去，“神枪手四连”官兵紧跟新时代、

抓抢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在实战化训练

的浪潮中主动求变、变中取胜、再显神威！

在转型中发展

回望军队改革转型，连队一级上士

杜祥龙感触颇深。

“ 最 大 的 障 碍 是 一 切 需 要 从 头 来

过。”杜祥龙坦言，自己以前是连队的专

业训练尖子，但在合成营体制下，连队已

转型为装甲步兵连，面对驾驶、通信、射

击三大专业，他需要以全新的目光检验

自己的能力。

“难走的都是上坡路，也正因为走上

坡路，才能不断突破自己。”连队中士郭

金恒说，新装备列装后，看着战车操作台

上陌生的按键和晦涩难懂的各种参数，

他只能硬着头皮上。

为把“神枪手”转变为“神炮手”，连

队会议室掀起一场场“头脑风暴”。大家

一致认为，新装备要求官兵具备更高科

技素养。要想加速转型，就必须培育自

身的创新思维。

时任连长姜殿韬积极协调，按照“引

进来、走出去”的思路，邀请专家来队授课

辅导，安排官兵赴装备厂家参加培训；带

领骨干编写装备教案、研究训法，强化官

兵对新型武器装备的了解和运用。

一级上士、射击技师马士超积极搭

台子、组对子，与射击专业骨干一起利用

点滴时间学系统原理、练操作使用。装

甲车内，骨干郝新财带领班组成员研究

操作流程，积极与厂家对接射击数据，他

还编写简易手册，将装备使用步骤做成

流程图，让大家照着就能做。

“从零开始，成绩的每一点提升都绝

非易事。”马士超说。改革转型以来，官

兵们仿佛进入“闯关模式”，觉得浑身有

使不完的劲。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

标：加速形成战斗力！

在传承中创新

随着时代发展，信息化浪潮风起云

涌，新时代“神枪”要瞄向何方？“神枪手

四连”官兵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守正创

新，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砥

砺奋进。

记者了解到，连队官兵注重在传承

中创新。多年来，他们革新器材百余件，

其中“准星平衡仪”“移动缩小靶”等 9 件

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探索

形成的步战车射击方法被写入军事训练

大纲，23项训练成果在全军推广。

此外，连队将军事训练融入网络，利

用射击模拟软件和《闪电行动》《光荣使

命》等军事游戏锻炼战术思维；采购 3D

打印机，鼓励官兵自学 3D 建模和编程，

使教学教具、训练器材、实用模型等实现

自主制作；设立“神枪达人榜”，探索开展

蒙眼射击、记忆指向射击、双枪射击等训

练，并引入 VR 模拟器、水弹枪等，通过

科技赋能增强练兵质效。

去年 7 月，该旅机动千里前往塞北

大漠参加演习，“神枪手四连”负责突破

“敌”固守要点。“敌情”显示，要点附近各

类障碍物错综复杂，强行突破难度大。

为此，排长杨韩带领 4 人成立攻关

小组，加班加点研究战场环境，广泛学习

海外战例，决心利用无人设备空投发烟

装置，掩护破障行动。

攻关小组分工合作，采购设备，组装

模块，进行飞行试验。“遥控距离太近不

能抵达目标位置”“载重能力太小无法搭

载 挂 载 物 ”“ 飞 行 声 音 太 大 容 易 暴

露”……作为操控手，郭金恒通过一遍遍

试飞，最终确定采用某型四旋翼飞行

器。紧接着，他们又着手为飞行器增加

独立外挂装置。

“能不能将抛投装置操控开关接入

飞行器同步操作？”郭金恒提出建议。说

干就干，攻关小组自学元器件相关技术，

将光敏传感器连接飞行器信号指示灯，

通过灯光控制光敏开关引燃点火头，进

而点燃发烟罐，烧断连接绳，实现引燃同

时抛投的功能。至此，“光控引爆器”现

地实验获得成功。

演习当天，攻关小组利用夜幕掩护，

早早占领前沿隐蔽位置。部队发起冲

击，飞行 20 余架次，在“敌”障碍区空投

发烟罐 30 余个，有效协助己方开辟安全

通路、突破“敌”防御。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

新者胜。近年来，连队先后 3 次担负课

目试训任务，创新 10 余项训法打法，新

一代“神枪手”在实战化训练的大潮中换

羽新生、转型重塑。

“神枪手四连”：主动求变 变中取胜

当今世界，大国军事竞争博弈不断升级，以人工

智能为核心的新兴技术全面渗透到军事领域，推动

战争形态演变、陆战方式转变。因此，必须把加快无

人作战力量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提升智能认知水平、

武器智能技术，研发与无人作战相适应的战法，为未

来战争储备能量，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赢得战场

胜势和国际战略竞争主动权。

强化军事人才培养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人才在推动我军高质量发

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

新型军事人才是新域新质战斗力生成、增长的决定因

素，是打赢高端战争的关键支撑。现代战争样式正在

向无人作战转变，这对军事人才的科技素养提出了更

高要求。必须把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视野向战场聚焦、

向前沿拓展、向未来延伸，不断增强军事人才的科技认

知力、创新力和运用力，实现人才供给侧与作战需求侧

的精准对接，切实提高打赢高端战争的实际本领。

要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优化人才培养任务，创新

教学组织模式，共建共享教学资源，构建以智能信息

素养为基础、以智能技术知识为支撑、以无人作战能

力为诉求的学科专业体系；提升军事人才在无人作

战领域的岗位能力，聚焦其在战争设计、智能指控、

集群作战、跨域协同等方面的技能储备；坚持作战牵

引、理技融合的科研思路，加快智能应用基础研究，

为学科专业创新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为高层次决策

咨询、武器装备研制和服务部队建设提供理论和技

术支持，提升无人作战人才培养质量。

加速武器装备智能化

加速武器装备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是我军实现武器装备

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无人作战的战斗力生成以人工智能的运用为特征，强

调以人工智能替代和拓展人类智能，通过提升传感器、武器单元以及指挥控

制系统的能力来提升战斗力。

要发展“人机协同”无人装备，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态势感知、决策筹

划、无人平台、网电攻防、综合保障等领域的推广应用，增强作战单元的侦察

视野和火力臂长，带动提升火炮、装甲和空突等传统作战能力；改进嵌入方

式，建立任务规划、目标识别和临机决策等智能模型，提升现役和新研无人

装备的自主作战能力；推动发展察打一体无人机、巡飞蜂群攻击武器等，形

成对重要区域远程封控的能力，对时敏、机动和遮挡目标的独立作战与精确

打击能力。

要构建“跨域协同”战术杀伤体系，打通跨军兵种、跨武器平台的通信链

路，完善具备开放式结构、网络化布局和分布式接入功能的信息网络体系，

建立跨域资源调度、异构数据集成、打击窗口捕捉等自主决策机制，探索基

于战术规则的预先任务规划模型。

要加强“以智反智”战场防护能力建设，把握战场无人化发展趋势，探索

智能伪装、协同防护新方法，研制机动反无人新装备，加快引入具备“低值消

耗”特征的产品，构建产业链条，确保训练实用，战时好用。

探索创新战法训法

战法训法创新，是研究作战、设计作战的关键所在，是加快形成实战能

力、确保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紧迫任务，关系国家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水平

和未来战争胜败。推进战法训法创新，必须坚持向强制强，把制衡强敌作为

主要着力点。

从世界近几场局部战争和军事行动来看，无人作战通过智能装备的科

学配置与运用组织，改变人与武器的关系，颠覆传统陆战样式，使作战维度

迅速拓展，战术技术指标和效率呈几何级增长。无人作战要求我军必须适

应未来战争敌情瞬息万变的新形势，对战法打法进行创新，深挖无人装备最

大作战效能。

要认清无人智能装备在隐蔽与发现、攻击与防御、速度与突防、集中与

分散等方面对陆战作战原则产生的重大影响，充分发挥无人智能系统在“侦

察—诱骗—干扰—引导—突击”信火一体战中的优势，针对重点目标，利用

无人装备体积小、速度快，信号特征不明显等特征，深耕无人突袭战；针对敌

防御体系，利用无人装备平台多样、机动灵活等优势，探索无人诱敌战；针对

高价值目标，利用小型无人装备伪装效果好、待机时间长等特征，钻研无人

伏击战；针对敌规模优势，利用无人装备成本低和可快速投送的优势，创新

无人蜂群战。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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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教育部、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
营，在陕西西安武警工程大学开营。本届军事训练营按照“育人为本、按纲
施训、规范运行、体现特色”的办营思路，多维度全方位培育参训学生的国防
意识和军事素养，厚植爱党爱国爱军情怀，激发参训学生热爱军营、投身国
防的内在动力和青春热情。

图为参训学生体验刺杀技术动作。 李智 于凯摄

第九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开营

“神枪手四连”官兵组织“神枪”交接仪式。 何隆摄

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官兵正在运载弹药。 姜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