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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资讯

科技日报讯（刘昂 杨森）解放军信息

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季新生，荣记一

等功庆功大会近日在该校举行。会上宣读

了习主席签署的通令，并为季新生教授颁

发了一等功奖章和证书。

季新生是国家“863”信息技术领域主

题专家组专家、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工程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对象，“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和总参爱军精武标兵。曾参与我国现

代 通 信 事 业 发 展 中 具 有 划 时 代 意 义 的

“HJD04程控交换机”和第三代移动通信技

术研发工作，引领我国网络与通信产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他带领团队获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3 项、军队和省部级科技进步一

等奖 4项，国家及国防发明专利 17项。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通信专家季新生荣立一等功

科技日报讯 （黄琦 周少钧）近日，来

自 16 个全国边防总队的 160 名“白衣战

士”，在武警边防部队总医院卫训大队完成

了 4 个多月的集中培训，重返基层边防一

线，为官兵健康保驾护航。

第一期全国武警边防部队卫生员培训

班于4月27日开训，为期120多天共 1200多

课时。参加培训的卫生员来自全国 16 个

省、直辖市边防总队。培训内容以解放军

总后勤部卫生部《卫生员教材》为教本，包

括18门课程。重点培养学员如何将医疗基

础理论知识运用于临床操作实践中，争取

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能独当一面，为基层

部队卫勤保障发挥应有的作用。授课的教

员均由该院统一安排临床经验丰富、教学能

力强、理论知识全面的医护人员担任。

武警边防部队总医院
“健康卫士”毕业奔赴全国边防一线

科技日报讯 （胡晓宇 张凤强）近日，

成空某航材仓库组织实战背景综合演练，

官兵一出营门便遭遇连串“敌情”。保障

分队灵活运用隐蔽伪装、侧面突袭等战

术，成功穿越封锁区，将野战仓库设到阵

地，比以往提前 20 分钟抵达前线。仓库

领导介绍，这样的演练成为常态，今年已

组织了 3 次。

未来作战进入读秒时代，置“后方”

于“前线”才能赢得主动权。他们结合体

系对抗、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研究不同机

型航材消耗规律，验证携行航材精确性，

探索资源最佳配置，以精细化管理提高精

确化保障效能，总结的 10 余项实战化保

障理论成果受到上级肯定。去年，仓库参

加上级重大演习，依托北斗指挥系统和物

联网智能终端平台，实现数据信息化互联

互通和航材快速发运，对多架飞机实施

不间断保障，最大程度缩短了战斗准备

时间。

笔者从仓库业务处了解到，他们近

期展开的这场演练，和去年相比难度提

高，随机设置了防空袭、防核生化武器打

击等险局，6 个课题得到实战检验，8 组

作战数据得到全新论证，野战化保障能

力经受了近似实战的考验，紧急疏散、防

敌 偷 袭 等 13 类 应 急 保 障 预 案 完 善 后 更

具实战操作性。

成都空军某航材仓库
锤炼实战化保障能力

科技日报讯 （丁小峰 刘支建）近日，

从 2015 年第五届烟台帆船公开赛上传来

好消息，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帆船队与来自

新加坡、上海、辽宁等国内外 15 支参赛队

同场竞技，勇夺“飞虎级”场地赛冠军。此

前，在 8 月 16 日刚刚落幕的“刘公岛”杯威

海国际帆船赛上，该院帆船队与中国、美

国、英国等国内外 117 支参赛队在“飞虎

级”场地赛和拉力赛中展开争夺，一举获得

场地赛第一名、拉力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据悉，该院帆船队自 2010 年成立以

来，先后获得 5次国内、国际比赛冠军。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一个月两夺国际帆船赛冠军

科技日报讯 （李朋朋 王文轩）日前，

武警 8613 部队组织的军事训练考核中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举措，所有不符合实战标

准的“小动作”均被扣分处理。该部参谋

长张红军介绍说：“考核就是实战。检验

单位的战斗力，考核成绩是最好的证明，

成绩实不实标准说了算。考核中私自倒

水、冒名顶替用人不实、标准化不高等现

象时有发生，只有挤掉水分与标准较真，

才会有战斗力。”

“训练场上投机取巧，必将在战场上付

出惨痛代价！”议教议训会上，该部部队长

朱国的话掷地有声，“归根结底就是战斗力

标准树得不牢，训练弄虚作假的表现。”他

告诉笔者，该部深入分析训练中存在的问

题，在作训部门的组织下，一系列狠抓实战

化训练的制度应运而生，并研究制订了《改

进训风考风演风十项具体措施》。官兵们

积极以实战化思维反思训练问题，深入查

找训练积弊，对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顽疾”

进行彻底大清除，查找解决问题 30 多个，

部队战斗力得到了显著跃升。

武警 8613部队
用实战标准纠治训风演风考风

科技日报讯（索乐乐 牛雪湖 吴永峰）
连日来，武警青海总队果洛支队结合工作实

际，把后勤精细化管理作为提升后勤正规化

建设的有效“抓手”，全面提升后勤正规化建设

水平，促进了经常性、基础性后勤工作落实。

该支队始终把建章立制作为后勤精细

化管理的首要工作，坚持以查促管，定期派

出工作组采取查、看、问、谈、考等方式，对

基层“四项设施”使用管理、伙食管理、枪弹

和车辆管理、财务收支等情况进行全方位

检查，使官兵精细化管理的责任意识、标准

意识和精品意识不断增强，全面提升了部

队后勤精细化管理水平，为后勤工作的良

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武警青海总队果洛支队
建章立制狠抓后勤精细化管理

科技日报讯（杜晓晖 龚骏琳）新学期

伊始，防空兵学院高炮系开展的防空作战

案例研讨会就迅速在学员中间“蹿红”。他

们精心选取等贝卡谷地空战、库班空战等

经典空战战例，从作战背景、参战装备、战

斗历程、反思总结等角度开展分析研讨，帮

助学员拓展思维视野，有效增强了对防空

兵专业的认同感和荣誉感。

防空兵学院高炮系
掀起经典防空战例“研讨热”

科技日报讯 （龚 徐涛）“谢谢，谢

谢，谢谢您们的相救”！9 月 9 日 22 时许，

车祸受伤者王娜芳的哥哥紧紧握住武警云

南森林总队昆明支队驾驶员耿家国的双手

激动地说。

当日 21 时许，该支队驾驶员耿家国在

出车行驶到呈贡大学城附近的红绿灯路口

时，发现一名女孩被车撞到在地，鲜血直

流。耿家国急忙拿起电话报警，并用车和

肇事者一同将受伤女孩送往云大医院呈贡

分院抢救。参加抢救的王医生说：“幸亏你

们送得及时，要是再晚几分钟，后果就不堪

设想了。”一旁的其他医生和人民群众纷纷

向耿家国竖起大拇指！

武警云南森林总队昆明支队
第一时间救治车祸伤员

9 月 8 日，在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

院参加的高原联训联演实兵对抗演习复盘

会上，该院党委一致认为，野战医疗队建设

应进一步聚焦实战，积极探索实践新的卫

勤保障理念和模式，不断锤炼和提升保障

打赢本领。新时期军医必须按照军事卫勤

保障要求，不断提升靠前抢救、快速机动、

前后联动的战伤救治能力。

近年来，该院在“抢、训、链”环节锐意

创新、真抓实备，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

索，并利用一切机会到作战部队联训、检

验、优化。此次实兵对抗是该院在总结前

期经验教训基础上的又一次实战锤炼。

向“白金十分钟”争
抢生的希望

大量急救实践表明：4分钟内开始复苏

者，有一半能转危为安；4 至 6 分钟复苏者，

仅 10%可以存活；超过 6 分钟，则存活率仅

为 4%；而 10分钟以上几无存活可能。

然而，十分钟内的战伤现场处置，需

要大量的专业知识技能，军医往往鞭长莫

及，更多依赖战士自救互救。如何让更多

的官兵掌握自救互救技能，是战斗力维护

和再生的重要工程，看似平常“小事”，其

实是生死“大事”，与服务部队保障打赢密

切相关。

此次高原实兵对抗演习前一个月，西

南医院野战医疗队通过“主动训、科学训、

重点训、实兵与模拟相结合训”的方式，在

联训部队广泛开展战伤自救互救培训。联

训期间，专家教授主动深入每个基层营连，

不遗余力传播战救知识；以国际上最新的

战术战伤救治培训指南为基础，结合高寒

山地自救互救设置战术战伤救治、烧伤骨

折等处理、防止低体温等十四项训练内容；

以部队指挥员、卫生员为重点，开展自救互

救骨干和教员理论授课。通过培训，部队

官兵自救互救能力得到大幅跃升，其中骨

干测试通过率达到 100%。

近年来，该院先后为数十个师旅团单

位、部队培训自救互救教导师近千名，成为

各战斗单位的小教员，归队后能够指导全

体官兵开展自救互救技能训练。更为可喜

的是，“白金十分钟”战伤救治理念被越来

越多的广大指战员所熟悉、认同。

着力提升“黄金一小
时”救治能力

西南医院院长郭继卫表示，按实战标

准加强能力卫勤建设，必须在提升“黄金一

小时”救治能力上，有所作为和突破。

著名的“黄金一小时”原则，即对重症

创伤者而言，在一小时内进行有效救治能

大幅提高其存活率。

在此次演习中，该院医疗队突出抓好

“前、快、动、特、同”五个字，重点检验和锤

炼野战医疗队黄金时间的救治能力。

“前”是要求军医跟随作战部队尽量

靠前、接近战场；“快”即能进行快速救治、

会诊、后送；“动”是指充分适应高原快速

机动作战特点和高原战伤动态变化规律，

在运动中开展各项救治工作；“特”是指在

地理或气候环境下，对特殊战创伤、特殊

疾病的救治能力；“同”即协同配合，要求

医疗队锤炼与部队协同、前后方协同、军

民协同能力。

在高原实兵对抗演习中，该院医疗队

在战斗最激烈的前沿障碍场设置了战场现

场救护模块，包含自救互救、卫勤“红蓝”对

抗、战斗力再生、高原多发疾病诊治、特殊

战创伤现场救治等课目；在演习纵深突破

地域配置了前沿救护所，包括装甲车改建

成的野战移动氧疗所、肺水肿快速诊治所；

直升机空地一体后送伤员等课目。通过实

战化训练，大幅提升及早干预、紧急救治、

科学治疗、快速后送综合保障能力。

打造前后联动一体
化“救治链”

在一次雷雨天气的野外实兵对抗中，

成都军区某部三名通讯兵意外被雷电击

伤。该院医疗队立即与远在重庆本部的专

家通过远程卫星通道会诊。当天晚上，医

疗队军医们在自行发电的昏暗灯光下，连

夜展开了清创缝合手术乃至心理干预等一

系列紧急治疗。第二天一早，该院飞行救

治队的专家就赶到了高原驻地，通过及时

有力的紧急治疗，雷击受伤的三名战士伤

情得到有效控制。

郭继卫介绍说，这种前后联动的救治

体系，就是根据作战要求建立一体化“救治

链”，涵盖战役全纵深的战场急救、跟随突

击群前出保障、批量伤员阶梯救治及持续

性空运后送的全方位卫勤保障，其目的就

是要让军医们围绕战情伤情动起来，医疗

所和后方医院要把各项救治要素连起来。”

近年来，西南医院着力打造“快速响

应、远程会诊、前后联动、军民一体”的全

维保障救治链。此次演习，该救治链作用

在实战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卫勤保障有力，最直接的受益者当然是

被保障部队，在驻训期间，参演单位突发的训

练伤病都得到及时妥善处理。以实战为蓝

本、快速全面的现场救治和后送治疗水平，

得到联训部队官兵一致称赞，该部首长评价

说——该院医疗队创新型的卫勤保障体系，

为一线部队提供更全维的战斗力保护。

向新军事卫勤再靠拢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创建战伤救治新模式纪实

□ 本报通讯员 卢天胜 何 雷

科技日报讯（邵玉鑫 肖云舰）日前，笔

者走进第二炮兵某旅实装训练场，一场依托

数字化训练弹进行的营营对抗硝烟正浓，对

抗双方分别利用计算机终端对训练弹设置

故障向对手发难，并各自抽组精兵强将，根

据各种故障现象设法解决难题。这是该旅

数字化训练弹投入使用后的喜人成果。

据该旅旅长王明才介绍，数字化训练

弹相对传统训练弹的优势是，它囊括实装

操作所有工步，并能在对抗训练中人为设

置故障，打破以往“你问我答”的传统模式，

通过真实的操作，逼真的现象，使实装操作

更加贴近实战技能。

据了解，为解决过去训练弹无法进行实

装操作的难题，该旅高级工程师葛山增带领

一批技术尖子以传统训练弹为构架，对弹上

仪器进行模拟，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研制出

能模拟实弹发射全部流程的多功能训练弹，

并顺利通过验收。相对于传统训练弹，数字

化训练弹内部仪器由等效器代替，不需要考

虑仪器报废和安全因素，能实现实弹发射全

要素、全操作内容训练；可随机设置弹上任何

一台仪器的故障，并能根据现象自动判断故

障原因，强化号手特情处置技能；使用寿命远

长于传统训练弹，且只需要电力供应，避免装

备和油料损耗，训练成本降低近一半。

第二炮兵某旅
自主研制数字化训练弹

科技日报讯 （邵洪波 路恒）近日凌

晨，伴随着急促的警报声，一场跨区抢险救

援演练拉开序幕。武警 8750部队直属工化

营闻令而动，仅仅十分钟，该营就全员全装

驰援“灾区”。为何如此之快？该部参谋长

张建武道出奥妙：优化战备物资“以车代

库”模式，极大缩短了紧急出动时间。

该部针对抢险救灾行动中物资器材携

带难、储存难、机动性要求高等难题，提出

“以车代库”战备物资动态管理模式，采取

物装箱、箱装车、车代库的方式，对战备物

资器材单元分类、集装储备、集成管理，实

现了战备“箱包化、架子化、标签化”，为遂

行多样化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了解，该部力求达到车辆用途“只增

不减”的目的，科学改装宿营车辆。他们将

某型运输车进行改装，设计成可掉卸式集装

箱厢体，采取装箱捆绑和装框方式，将军需、

卫生、野营、抢险救灾等常用战备物资综合

集成储备到一台车上，每台车能满足一个连

队遂行任务 5日的保障需求。之后，该部多

次组织拉动演练对车辆性能进行实战性检

验，促进了“以车代库”战斗力的生成。部队

长王毅说：“采取‘以车代库’的形式，有效提

高了部队紧急出动速度，确保一旦遇有突发

事件，部队能够迅速反应、妥善处置。”

武警 8750部队
“以车代库”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走路一阵风、声音如洪钟，任务越重越

精神、硝烟之中最兴奋。这是第二炮兵某

团团长袁如豪给笔者的最初印象。

“钻技术要有钉子精神，谋打赢是很具

体的工作，正训风不是一阵风的事。”采访中

袁团长常常语出惊人。通过对他的细致采

访，笔者发现他做的比说的更加令人敬佩。

“钻技术要有钉子精神”

在基层摸爬滚打 20 多年的袁如豪，深

知二炮的军事主官要精通军事技术的道

理。上任初始，在专业技术学习方面袁团

长对自己烧的是“闷火”，坚持每天用两个

小时时间学习专业技术。“玩转大型号”的

他，以前对测地、气象、工兵等专业只是了

解，好在有着 4 年技术营长的老底子，袁团

长学起技术来就是不一样。3个月过后，全

团所有的专业他都成了内行，一半以上的

专业还达到了精通。

“外行不能指导内行，我要先从专业上

胜人一筹，才能让大家从心底支持团长的

工作。”他说，“这样才能达到合编后 1 十

1＞2的目标。”

原来，袁团长学专业的最终目的是为

了让整个团队快速形成作战能力。

袁团长在专业学习上走在大家的前面，

每天早上出操第一个到场，每当遇到急难险

重任务他也总是冲在第一个。有段时间大

家对政治学习热情不高，每周二晚上的政治

学习时间，袁团长同样是第一个到场，第一

个把自己的学习心得贴在板报上展示。中

秋节里，放假三天他天天在办公室加班，想

利用节日时拜访他的人、想请客吃饭的人都

被他一个“忙”字堵了回去。

现在团里流传了这样一句话：“再苦再

累不用说，看看团长怎么做。”

“谋打赢是很具体的工作”

团队组织野外驻训中，袁团长发现有部

分官兵存在“非战斗队”的思想，虽然存在这

种思想的人数不多，但危害却很大。在对待

“打仗”的事情上，袁团长一向是个“急性子”，

政治处的专题教育方案刚刚做完，还没来得

及备课。团长就说，“我先给大家讲一课。”

“我们每个分队的使命都很特殊，有的

是上级首长机关的‘禁卫军’和先遣队，有的

是导弹发射的‘天宫把脉人’，有的是大国长

剑的‘千里眼’，有的是为导弹筑巢的‘穿山

甲’，有的是核战场的‘保健医生’。我们保障

兄弟单位发射，如果提供的数据出了错误，提

供的条件不符合作战要求，那就是给别人添

乱，给自己造罪，给全国人民添灾……”袁团

长的课，没有多少华丽的词语，但情真意切，

有理有据，效果明显。

应急处突训练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完

善方案，一个人一个人的检查装具是否齐

全；测地队在点位标定时，他一次又一次地

问情况；预报填图他一张一张地翻看，工兵

营的每一台装备他都知道性能……

袁团长不喜欢战士叫他首长，他说：

“团长就是在一线抓落实的人，谋打赢不是

个空洞的口号，是个很具体的工作，我们把

每项工作都做到位了就是谋打赢。”

“正训风不是一阵风的事”

在端正训风方面，袁团长是发现一个

问题解决一个。为了准确掌握训练场的动

态，他把自己的办公电话作为“训风热线”，

还聘请了基层的 10 多名官兵任“训风监督

员”。他说：“正训风不是一阵风的事，根除

不良训风，也要走群众路线，要像过日子一

样经常抓、抓经常。”

政委杨勇开玩笑说：“没和你搭过班子的

人不了解你的爱好，‘袁如豪’就是‘原来如此

好打仗’的意思，这就是你唯一的爱好。”

训风带动士气。每天天刚蒙蒙亮，该

团的操场上就响起了震天的口号：牢记重

托、不辱使命、苦练精兵、保障打赢。响亮

的口号，使整个基地大院热血沸腾。

该基地司令员刘启德说：“保障团的

口号充满‘杀气’，这样的部队才是能打

仗的部队。”上级首长和兄弟单位对他们

的评价是“技术最精湛、管理最正规、士

气最高昂。”

目前该团在基地、二炮、总部的军事比

武中已夺得 10 多个奖牌，组建当年就被二

炮评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被二炮评为

“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打仗”才是唯一爱好
第二炮兵某团团长袁如豪抓训练纪实

□ 孙耀武 董 夏 张 坤

某部常态组织官兵开展血性训练，磨砺官兵斗志，增强部队打胜仗意识。他们在“硬功夫”“心理训练”“武装越野”等传统精气神训练
课目的基础上，加入了全防护状态下的战场环境适应训练。血性训练不仅锻造了官兵虎狼般的气势，更增强了部队敢打必胜的信心，将部
队实战化训练不断推向深入。 夏步恒 曲洪鹏 王天林摄影报道

血性训练血性训练■■有图好好看有图好好看

真打实抗真打实抗

敢打硬拼敢打硬拼

力撑千钧力撑千钧

掌劈华山掌劈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