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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资讯

■主 编 彭 宏

第二炮兵某团
强化意识确保驻训“练为战”

科技日报讯（孙红卫 叶勇）驻训动员会

刚结束，开赴驻训场的命令紧跟着下达，两个

连队却因准备装具动作迟缓被亮“黄牌”；驻

训场上，官兵冒雨挖壕沟正酣，3 名动作一路

领 先 的 官 兵 却 因 为 偶 尔“ 冒 头 ”被 判“ 阵

亡”……这是前不久，笔者在第二炮兵某团驻

训场采访时亲历的真实镜头。

该团团长向健介绍说，要确保驻训向打赢

聚焦，必须强化官兵时时备战、处处打仗的意识。

第二炮兵某基地后勤部
按打仗标准组织培训

科技日报讯 （冯跃 王勇）近日，笔者在

第二炮兵某基地炊事员结业考核现场看到，

随着考核组一声令下，学员们携带军用野战

给养单元迅速进入保障区域，埋锅支灶、烹炸

煎炒，不一会工夫，100 多份用环保餐盒分装

的“快餐”由保温餐车送往“前线”……

基地后勤部部长刘允生说：“炊事员首先是

战斗员，战怎么打，炊事员就该怎么培训。”

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师
打造军营文化大餐

科技日报讯 （曹卫 肖志钢）近日，南海

舰队航空兵某师新建机务小区正式投入使

用，小区新宿舍前的草坪上散放几块文化石

给新建军营增添了浓浓的战斗气息。

为节俭构建军营文化，该师官兵从附近

建筑工地上淘来废石料，经过打磨、刻写“海

空雄风”“砺剑”“问天”等字样，废石头摇身一

变成为战气十足的军营“文化石”。

空军一航院
组织集训破解保障难题

科技日报讯（刘亮亮）近日，空军在一航

院组织“某型发动机性能参数调整与排故集

训”活动，集训邀请了发动机制造厂专家、部

队技术骨干和院校教员联合授课。

此次集训对于加强部队机务人员对该型

发动机性能调整和发现排除故障的技能培养、

提高故障预防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是破解制约

部队维修保障能力提高解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武警河南总队直属支队
着力提升警犬搜爆技能

科技日报讯 （郭洲廷 冯政红）近日，武

警河南总队直属支队警犬训练场上，警犬“贝

利”快速搜索后在模拟车体旁静卧不动，警犬

的这一反应表示爆炸物找到了。“贝利”在搜

爆中的快速、精准表现，让在场的支队领导和

参训官兵频频叫好。

“排爆必先搜爆”，这是前不久武警部队

排爆手集训结束后，直属支队积极转化集训

成果，学以致用，发挥警犬在排爆中得力“助

手”作用上取得的扎实成效。

第二炮兵某部
务实作风确保查找问题

科技日报讯 （刘东 高满航）近日，二炮

某部组织党委常委下部队调研，“即时提问”

“自选路线”让基层当家人“捏一把汗”，但工

作组却准确抓住了部队建设的问题和短板。

该部领导深有感触地说，只有问题找得

准，措施才能定得实。正是得益于这种清醒

的认识，今年以来，该部通过调研发现近百项

制约部队战斗力建设的短板，并逐一补齐，确

保了能打仗打胜仗强军目标的稳步推进。

武警福建东埔边防所
教育实践注重“消化”

科技日报讯（林晓英 陈向阳）为深入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连日来，武警

福建东埔边防所每次集中学习，都组织官兵

一个一个章节读、一个一个观点记，做到“读

中学观点、背中思要义、记中悟精髓”。如今，

该所官兵的学习本上还多了几道思考题，增

加研讨环节，引导大家学习、研究相结合，取

得教育实效。

近日，第二炮兵某部着力发挥军营文化
育人作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军营文化活
动，营造浓厚的军营文化氛围，让官兵们在娱
乐中汲取营养，成长成才。

赵才 邓鹏 苏政摄影报道

特色文化活动励志兵心

★军营新思语

用过人力压水泵的人都知道，要获

取源源不断的地下甘泉，必须先要向水

泵加水，然后用力压泵才会清泉奔涌。

其实，治军带兵又未尝不是如此！

人力压水泵若是不加水，用足力气

抬压手杆，就算累的大汗淋淋，最终收获

的也仅仅是你气喘吁吁的汗水。在工作

中，有些干部摆起架子，空于教条，缺少

躬身奉献精神，虽然表面看是尽职尽责，

但一阵“激情似火”地忙碌过后，换来的

却只是“口号喊得响，工作平淡淡”。

那么，向水泵里少加些水呢？提起手

杆用力抬压后，你会发现注入的水很快从

出水口流了出来，而后再没有一滴水流

出。同样，也有这样的领导干部，用小恩

小惠诱使手下人努力工作，缺乏自身工作

务实、勤恳奉献的表率，到头来收获的至

多是恩惠的等价奉还，这就是一种只顾眼

前，不脚踏实地的工作方式。无疑，这种

方法也是十分狭隘的、无益的。

除了加注一杯水，加些其他的东西

会如何？比如，向水泵里加入石子和沙

土。很显然，这种做法不但损害了水泵

本身，甚至还会导致水泵永久堵塞。军

营里，也有一些“以罚为主”的干部，他们

用惩罚管教的方法带兵管兵，这种方式

最终只会是恶性循环，后果也会像阻塞

水泵一样，战士们怨声载道，士气低迷，

带兵工作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由此可见，用“一杯水”去换得那“甘

泉奔涌”才是我们干部治军带兵的最好

方式。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

言之，“己所欲之，施于他人”，干部若能

如此，必将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得到更

多人的拥护，各项工作开展自然就有了

“源头活水”，这也正是用“一杯水”去换

“甘泉奔涌”的道理所在。

（作者单位：96528部队）

从人力压水泵
想到治军带兵

□ 齐晓龙 李 璇

第二炮兵某修配厂
领导帮扶基层不挂虚名

科技日报讯（张文锋 王坤）近日，第

二炮兵某修配厂主任李书高刚休假回来，

便一头扎进了他的挂钩帮扶单位。为啥

这般急？他说：“挂钩帮扶，责任在肩。平

时不使劲，‘评’时是要冒冷汗的。”

厂党委专门就领导挂钩帮扶问题作

出了规定：机关领导干部挂钩帮扶不得空

有其名走形式，年初签订《责任书》，年终

进行问责评定；评定帮扶成效要由基层官

兵参与，不得照顾领导面子报喜藏忧。

武警黄金九支队
以“过中队”方式保食品安全

科技日报讯 （李泱 刘文举）近日，

武警黄金第九支队派出食品安全专项督

查组，采取“过中队”的方式，对所属基层

中队进行了一次食品安全监察，确保官

兵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这个支队站在“保健康就是保战斗

力”的高度，始终狠抓食品安全管理不放

松，深受官兵的欢迎。

有这样一位女高工，她 15 岁入伍,从普

通战士到大校高工,一直扎根基层连队 41

年，先后破解一线信息化难题千余个，5 次

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培养技术骨干数百

人，被大家誉为军中“铁娘子”。她就是南

京军区某通信团终端站的高工陈建南。

接受采访时陈建南说：“40多年的基层

生涯，给了我科研攻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养分。”

基层一线是成长成才的沃土

陈建南已经在通信团里干了 41 年。

从扛着光缆爬电线杆的小女兵，一步步成

长为精通数据、光端、传输等多个专业的

通信专家。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土生土

长的陈建南却让很多科班出身的专家佩

服不已。

去年一次演习前夕，上级紧急命令将

坑道内的 CDMA 新设备在 3天内搬迁至指

定地点。这批设备尚处在调试运行期，一

旦搬迁，计算机的连接、网管、各种控制软

件都要重新安装调试，稍有不慎就会导致

演习通信中断。最要命的是，坑道属于军

事禁地，设备厂家都不能进入。

“假如打起仗来，能带着厂家一起打仗

吗？”紧急关头，陈建南站了出来，从来没有

接触过这种设备的她，凭着对整个通信网

系的熟悉和丰富的值勤经验，带领技术人

员钻进坑道，边摸索边学习尝试，不仅在 3

天内将全部设备搬迁至指定位置，还解决

了移机过程出现的众多问题。厂家得知后

连呼“奇迹”，在公司内部简报专门报道了

此事。

“想学真本事，就一定要在基层一线扎

根打桩。”在基层的 41 年里，军队通信技术

经历了从手动到模拟到数字的升级发展，

陈建南的专业也从载波通信、光传输、数据

网络、CDMA 不断更新变化。陈建南如饥

似渴，孜孜以求，光笔记就记了一百多本，

积累数据资料百万字。团里的年轻干部

“啧啧”感慨，“陈高工的笔记比我们的教科

书还详细啊”。

一线需求是科研的源头活水

有人问陈建南，一个女同志 40 多年蹲

在连队干技术，不觉的枯燥乏味吗？陈建

南说：“枯燥？在一线工作，我接触的都是

最真实最迫切的需求，我知道需要什么，能

做什么，可以做成什么，这是多么有意思的

事啊。”

通信团小、散、远连队较多，陈建南经

常听到官兵们抱怨，许多外线连队的器材

设备在管理和使用上较为混乱，损耗率居

高不下。

陈建南想，能否开发一个统一的信息

平台，对全团装备器材进行智能化管理？

带着这个想法，她反复调研试验，终于成功

研制出“光缆维修中心信息维护管理系

统”，实现了全通装备器材的智能化存取、

监控和管理，损耗率降低了 60%。

多年来，“深潜”基层的陈建南硕果累

累。“军区收发室文电管理系统”“军用市话

网值勤维护系统”“通信台站装备实力及

信道资源综合管理系统”“光缆维修中心

信息维护管理系统”等多项成果获得军队

科技进步奖。这些成果从选题到设计到

测试全部都在一线进行，一旦完成便“带

着腾腾的热气”立即投入使用发挥效益，

成果转化率 100%。

科研成果就是价值的体现

前年冬天的一个雨夜，机房突然告警：

距离机房 34公里处发生阻断。由于设备只

能模糊定位，加上恶劣天气影响，抢修人员

花了近一个小时才确认阻断位置。

“如果在战场上，这一个小时的通信阻

断将意味着什么？”陈建南坐不住了。连续

一个月的时间里，陈建南跟随电缆维护队

的小伙子一起巡线、抢修、施工，实地考察

光缆分布路线特点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半年后，陈建南开发出“光缆线路电子

地图卫星定位系统”，实现了对光缆阻断点

的综合精确定位，抢修定位时间从原来的

平均 40分钟缩短到 20分钟以内。

40 多年来，陈建南并不缺少“华丽转

身”的机会。一位跟陈建南认识多年的地

方老总多次相约，“陈高工，凭你的价值，到

我公司工资马上翻十几倍。”陈建南却哈哈

一笑，我可没这么高的身价。

陈建南常对身边的年轻人说：对于一

个穿军装的技术干部来说，最能体现你价

值的就是对战斗力的贡献！

我的科研沃土在连队
南京军区某通信团高工陈建南 41年扎根连队攻关的心路历程

□ 吴庆九 孟 锦 胡春雷

许多年来，“看病贵、看病难”的呼声响

遍全国，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政府拿

出许多钱来进行了一系列医疗改革，如：创

建了许多新医院、老医院不断扩容、社会资

本被允许进入医疗体系、医保覆盖面进一

步扩大等等，看病贵、看病难有了明显缓

解。然而，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老百姓

的病仍有很多没看好，很多病人还是不满

意。如，我国大多数恶性肿瘤的疗效几十

年来没有根本改善，5年生存率在低水平徘

徊，伤害医护人员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

究其根本原因，是评价医生的体系发生了

偏差。

看看我们的临床医生在忙些什么，就

明白了。

一直以来，我们把给老百姓看病的医

生叫临床医生。临床就是在病床旁边，就

是医生围着病人转，住院医生要 24 小时住

在病房，真正陪在病人身边，病人有什么需

求能随时找到医生倾诉。但现在，临床医

生呆在病人身边的时间却很少，他们的身

影往往出现在老鼠、兔子等动物身边，出现

在实验室，他们在玩试管、在统计数据……

所有的忙碌，都为了一个目标：写 SCI，发表

到国外去。

SCI 是 英 文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的

缩写，译为中文叫“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

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

它覆盖了国际上大多数有重要影响的刊

物，被收录的刊物每年都要进行评价和排

序。其中最为重要的参数为 IF 值（影响因

子），即该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率，用来评

估某篇论文在同一领域的相对重要性。业

界通常将刊载于 SCI 刊物上的论文简称为

SCI。

据笔者了解，按照现有政策规定，研究

生没有 SCI，毕不了业，拿不到学位；医院的

医生、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没有 SCI，申请

不到国家课题和基金，晋升无望；相反，若

是发表了一篇高分 SCI，各种荣誉接踵而

至，头顶光环，身价倍增。久而久之，形成

“有了 SCI 就有了一切，没有 SCI 就会丧失

一切”的价值导向，导致临床医生不分科

室、不分老幼，被逼无奈向 SCI冲。

过度追求 SCI 的“光环效应”，容易诱

人造假，形成恶性循环。目前，SCI 对研究

生的影响首当其冲，他们一方面忙着临床

实践，另一方面要忙于写 SCI 论文发表在

国外期刊上。但时间有限，他们为了顺利

毕业，完不成了的实验便在统计数据上玩

猫腻，造假技巧竟成了研究生共同研究的

“课题”，这给研究生的品德及今后发展造

成难以挽回的影响。近些年学术界急功近

利、抄袭造假等浮躁之风盛行，国内期刊因

缺少稿源做无米之炊而发展受限，进而造

成科研质量整体下滑，很大程度上与过度

追求 SCI相关。

过度追求 SCI 的“光环效应”，容易占

人精力，无心钻研医术。SCI并不只影响年

青一代，老一代也不能幸免。有些教授已

是研究生导师，但为了指导学生发表 SCI，

必须抽出时间去学习那些与临床不沾边的

东西，进而与病人交流沟通时间少了，医患

矛盾也就可能增加。而其他临床医生想当

教授、主任医师，也要求有 SCI，这又必须有

实验研究，只能从临床实践中挤时间。有

的人上午上班，下午做实验；白天看病，晚

上去做实验。有时人在开刀，心里可能想

着老鼠、兔子。一心要二用甚至三用，时间

长了，医术难以提高，反而发生差错事故的

机率有所增加。

我国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将 SCI引入

科技人员评价体系，引导科研人员与国际

接轨，拓宽视野，加强竞争。这对我国科学

技术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我国的经济形势和科技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的

一些政策理应与时俱进作出相应的变动。

其中，“SCI 就是人才，人才就是 SCI”的评

价体系亟需进行调整。

当下，国内评价医院学科实力的标准

仍是以科研为主而不是医疗，测评学科年

度成绩也主要看课题、基金、成果、论文，基

本不看医疗质量，考评到个人也基本相

同。在这种评价体系的作用下，潜心钻研

医术但缺少 SCI 的人员未免心寒，积极性

受挫，大大影响了其从业状态。

那么，用什么样的评价体系来测评医

生才是科学、合理、公正和实用的呢？笔

者认为，一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用人单位选

拔人才，真正能从测评结果中看出人才的

优劣。二是要看能否让测评对象受到激

励。实践证明，真实可信的测评结果能让

医生更加热爱本职、钻研业务，自觉为广

大病患服务，进而使医疗质量和整个医疗

行业总体水平得到提升。三是要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医学工作者

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础专业，包括

医学科学院、各医学院校的基础部和医院

内部不接触病人的实验室研究人员；第二

类是诊断专业；第三类是治疗专业。第一

类人员在没有更好评价方法之前，仍可借

用 SCI 评价体系；而对从事诊断的医生们

而言，他们的肯定诊断率和诊断准确率是

评价其工作优劣的准绳；治愈率包括近期

疗效和 5 年生存率则是评价治疗专业医生

的根本标准。

此外，我们不能忽视考风问题。因为

考风对青年的引领作用非常强烈，你考什

么，他就会去学什么。长期以来，医生的培

训、考评方法与医疗工作严重脱节，专门考

那些与专业无关、在临床实际工作中用不

上的东西，所以他们也就必须去学那些根

本没有用的东西，严重影响医生临床能力

的提高，最终导致医疗质量的下降。具体

考评的内容应该是被考者从事专业必须掌

握的知识和技能，医疗工作需要什么，就培

训什么；医生在临床干什么，就考什么。这

样，他们就不会把考试当作负担，更不会为

考试去做假。考出的结果是真实的、可靠

的，这个考核的结果又与他的晋升和利益

挂钩，慢慢地就会形成良性循环。

殊不知在没有 SCI 之前，临床医生全

部精力在临床，出了许多真正会看病的临

床大家，如内科专家张寿骞、外科专家吴英

凯、放射诊断专家荣独山等。为了鼓励广

大年青医生全力以赴搞临床、提高临床疗

效，为了广大病患利益，为了挽救我们的医

学期刊，笔者建议大大削减 SCI 在临床医

生评价体系所占比重或从临床医生考评中

退出，回归到“能看病、看好病”是评价医生

“金标准”的正轨道上来。

能看病看好病是评价医生的金标准
□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教授 肖湘生

连日来，武警安徽滁州支队特战队员在训练基地进行了越野、障碍、攀爬、战术、射击、擒敌、捕歼等20个科目训练。
廖福安 张富刚摄影报道

★★有图好好看有图好好看

连日来，武警福建后港边防所开展
“重拳打击酒驾”交通专项整治行动，对
以酒驾为典型代表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
严厉整治，营造良好的辖区交通环境。

李承进摄影报道

重拳打击酒驾专项整治

9月 23日，武警福建渔洋边防官兵
送科技下乡，向辖区渔业养殖户普及秋
季鱼类常见病防治常识。

张春林 孟翔宇摄影报道

边防官兵送科技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