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油！加油……”在平均海拔 4500 米的西藏阿

里高原，驻疆某部某团炮兵营正在组织“一炮走红”

举炮弹比赛，场上 20 名参赛选手以建制连为单位分

成 5 组，正在进行紧张激烈的冠军角逐，各组的 5 名

选手灵活调整“战术”进行接力托举，一时间难分高

下。场下观众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加油叫好

声嘶力竭。该营营长李盯辉说：“虽然身处高原，战

士们体能训练的热情不减反增，过硬的身体素质为

牢固树立高原战斗力标准夯实了基础。”

在“氧气吃不饱，平地比山高”的阿里高原，空气

平均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 40%—50%，这对于该团

官兵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大部分官兵初上高原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头晕、耳鸣、食欲不振、

全身乏力。“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更别说高强度体能

训练了。”七连连长杨虎在组织体能训练时感到“压力

山大”。

针对这一情况，该团团长杨利涛在党委议训会上

指出：“高海拔驻训，良好的身体机能是关键，要立足

高原实际科学组训、寓训于乐，激发体能训练热情，将

革命的本钱夯实筑牢。”

兴趣是最好的教练。在 11 月中旬组织的一次

体能考核中，全团 95%的官兵所有体能课目均达到

了合格以上。

“寓训于乐，训趣相辅，强度不大成果却不小。”该

团作训股长杨明明介绍说。机关推陈出新组织了“精

武达人秀”“高原论剑”“最强武道会”等体育竞赛活

动，深受年轻官兵的欢迎，极大激发了战士们体能训

练的高涨热情；针对官兵对高原缺氧环境耐受性不

同，营连积极开展游戏式组合训练，为不同体能层次

的官兵量身定制了“渐进式套餐”，将大纲规定的体能

课目有机整合，转化为有无氧耐力操、变速竞走等项

目，强度减小了，官兵兴趣提升了，训练成绩不降反

增。

因地制宜方能事半功倍。该团还立足高原缺

氧实际，研究开发了高原体能训练数据库系统，对

各海拔高度下适宜开展的课目、时长，以及不同训

练强度下官兵的心率、脉搏、血压等数据进行了详

实的记录，科学组训一键查询，让施训者做到了心

中有“谱”。他们还邀请驻地专业体育老师就“高海

拔体育训练的组织实施与伤病防护”进行系列辅导

授课，归纳总结了《高原体能训练科学规范》，为安

全高效开展体能训练提供了科学依据。作训参谋任凡是数据库的研发者之一，他欣慰

地对笔者说：“在这高海拔的世界屋脊，体能训练也变得‘高大上’起来！”

为实时掌握官兵身体机能适应状况，营连为每名官兵配发了“体能负荷检测卡”，绘制了

高原耐受性“曲线图”，定期进行分析研究，将相关数据反馈至数据库系统进行持续更新完

善，进一步指导科学训练，形成了良好的闭合回路。

海拔高，体能训练热情更高；氧气少，体能训练劲头不小。笔者看到，这个团将体能训

练融入日常任务，在科学指导下强身健体，在趣味娱乐中砥砺斗志，战斗力标准被牢固树

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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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1月 9日下午，英国伦敦。在

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年度颁奖仪式上，一位

年轻的中国学者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

是本年度威廉史密斯科学奖获得者、国防科

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 27岁的博士生

汤俊。汤俊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也是迄今为止该奖最年轻的获奖者。

近日，汤俊载誉归来。谈起获得威廉史

密斯科学奖，汤俊显得十分平静。他说：“荣

誉是暂时的，奋斗才是永恒的。是学校开放

的办学理念和育人模式，让我有了在国际学

科前沿施展拳脚的机会。”

2006年 8月，汤俊考入国防科技大学信

息系统与管理学院，2010 年保送攻读军事

运筹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因学习成绩优异提

前毕业，被选派到排名西班牙高校第一的巴

塞罗那自治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一次偶然的机会，汤俊听人说起 2002

年发生在德国南部的一次飞机碰撞事故中，

由于空中防撞系统与地面空管指示冲突，造

成 2架飞机坠毁，71人丧生的严重后果。他

查阅资料后发现，虽然空中防撞系统已发展

到第二代，技术相对成熟，但随着航空业的

迅速发展和无人机的大量使用，空域变得越

来越拥挤，空中碰撞仍是威胁航空安全的重

要因素，改进空中防撞系统是航空航天领域

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此时，正学习系统工程专业的汤俊，头

脑中忽然产生了思想的火花：运用系统工程

理论研究改进空中防撞系统，也许是一个好

的办法。他认为，导致飞行器空中碰撞的因

素十分复杂，改进防撞系统不能单纯从技术

出发，而应考虑各种可能导致空中碰撞的自

然与人为等综合因素，包括国际组织间的

“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建模分析。系统工程

的学科特点就在于设计和管理复杂的工程

专案，以达到最优设计、最优控制和最优管

理的目标，对解决多机态势下的空中防撞问

题十分有利。

汤俊的这一创新思路得到导师米克尔·
彼拉教授的肯定，他的国内导师老松杨教授

则建议结合指挥控制与决策分析，将改进空

中防撞系统作为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研究。

然而，让汤俊颇感意外的是，用系统工

程理论研究改进空中防撞系统，此前还无人

涉足，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借鉴。

走 别 人 没 有 走 过 的 路 ，必 然 困 难 重

重。对繁忙空域多机态势进行建模，既要

考虑多机自身飞行的经纬度、高度、速度、

性能等，又要兼顾影响飞行的天气因素、该

空域的飞行器密度，乃至飞行员在危机情

况下的可能反应与反应时间等，系统构建

的难度非常大。研究越深入，汤俊发现构

建模型的难度越大，研究进入进退维谷的

艰难境地。

面对一系列“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他沉下心来，将从大学开始就培养起来的系

统思维方法，对空中防撞系统的构成要素、

组织结构、信息交换和自动控制等功能作了

细致分析研究，应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等工

具，将攻关中遇到的难题化整为零，各个击

破，然后再优化统筹，有机融合，并围绕这一

问题先后在国际 SCI 期刊上发表了７篇论

文。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避免空中碰撞

模型构建、分布式防撞航迹协调、最优化防

撞策略和空管决策支持系统等方面实现一

系列创新，有效提高了空中防撞系统在多机

环境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今年 7月，汤俊提前一年半完成博士阶

段学习，由最早研究空中防撞系统的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和欧洲航空安全管

理机构委派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对汤俊的

博士学位论文《多机态势下的空中防撞系统

分析与改进》进行了考核评审，认为可有效

降低多机态势下的碰撞风险，提升了拥挤空

域里的航空管理能力，为飞行员提供了更完

善的预警信息，对空中防撞系统研究与改进

具有重要作用，并一致认为应将其应用于全

球新一代空中防撞系统改进规划中。汤俊

也因此成为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本年度 10名

优秀毕业生之一。

经欧洲航空安全管理委员会推荐和

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严格评审，汤俊顺

利获得该学会颁发的威廉史密斯科学奖，

在国际科学领域展示了中国军校学子的

绚丽风采。

如今，学成归来的汤俊又马不停蹄地投

入到新的课题研究中。他告诉记者：创新无

止境，推进我国各项事业创新发展的重任必

将落到青年一代身上。只有将个人梦融入

强军梦，才能不负重托，在强军实践中做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国际学科前沿施展拳脚
记威廉史密斯科学奖获得者、国防科大博士生汤俊

□ 本报特约记者 王握文 通讯员 陈 明 张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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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科技日报军事报道工作
优秀特约记者、优秀通讯员名单

12 月 9 日，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与广东省东

莞市政府签署《共建东莞信大融合创新研究院协

议书》。双方以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为契机，通

过科技合作、产学研结合等形式，共同推动可见光

通信技术成果产业化。

根据协议，研究院将以可见光通信技术成果

产业化为切入点，重点开展室内绿色信息网络、定

位与互联等方向研究与产业化。在首个 5 年建设

规划中，研究院将致力于建成一支一流的研发队

伍，构建一个高层次、综合性、开放式的集研发、技

术转移、产业孵化为一体的产业化平台，并与东莞

本地企业和机构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开发一系列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广阔市场前景的军民两用产

品，孵化 7 至 10 家高科技企业，实现总产值 15 亿

元，同时带动当地上下游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

益。未来，研究院将努力建成立足东莞、面向珠三

角、辐射华南乃至全国的，最具特色、最具影响力

的可见光通信共享研发平台、可见光通信产业示

范应用与推广基地，逐步在东莞形成有世界影响

力的可见光通信产业集群，促进东莞产业转型升

级，为东莞开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现代产业

体系的构建做出贡献。

东莞市在我国半导体照明领域是制造业龙

头，具有技术发展的迫切需求、成熟的管理机制、

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推广应用的开放平台，是实现

可见光通信技术成果产业化的理想基地。为推

动研究院建设，东莞市将在 5 年内向研究院提供

总额不低于 2 亿元人民币的经费支持和场地、政

策等条件。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通信、测绘、信息安

全、北斗导航等技术领域研究实力非常突出，积淀

了一大批可转化为产品、产业的军民两用技术，为

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国内率先开

展可见光通信技术研究的团队之一，在可见光通

信领域所涉及的关键技术研究、芯片研制、行业应

用、系统研制、产业化及标准化推进等各个环节均

开展相关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并牵头筹建了

“中国可见光通信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为推动合作深入展开，信息工程大学将对

研究院通过品牌、科技专项成果、人才队伍等无

形资产进行投入，并将近年来形成的 10 余项可

见光通信重大技术成果投入研究院。同时把研

究院纳入学校战略发展规划，统筹学校创新资

源，结合国家重大需求和市场导向进行可见光

通信等信息技术产业布局，根据技术发展状况

和东莞产业发展需求，将更多技术成果筛选后

投入研究院实施产业化，进一步推进军民高新

技术共享和相互转移，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

战斗力转化。

让“可见光”更快闪光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与广东东莞军民融合发展记

□ 本报特约记者 杨克功 通讯员 宋 文

近日，装甲兵工程学院为期 10 天的第十三届

“创新杯”科技文化节落下帷幕。此次活动最大亮

点是，作为中国军校首家接轨国际的创客空间——

“创客堂”在该院挂牌落户。他们将通过打造自主

开放、集成化、跨学科的“创客”教育基地，培育实践

能力强、创新意识突出的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

能力互补的“合伙人”

“我擅长软件设计。”“我主攻视频录制与制

作。”“我提供创意构想。”……在该院创客交流会

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着自己所擅长的领

域，创意与技术的搭配，自由组建的工院“合伙人”

在创客堂签下了一份份合作契约。

“创客堂的建立，解决了我们能力‘偏科’的问

题，起到了资源互补，查漏补缺的效果。”学员杨柱

虽然擅长程序设计，但参加全国机器人设计大赛

时面对复杂的电路板结构，他却感到无从下手，在

创客堂的推动下，他找到了自己的合作伙伴，设计

工作稳步推进。

“通过寻找合伙人的过程，学员不仅可以取长

补短，而且能够有效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该院

政委祁亚虎如是说。

该院依托“创客堂”，设置工作区、交流互动区

和实践区三个部分，让学员在交流互动中分享创

意，自主开展实践操作。组建了一支由 8 个专业

系，20余名专业“顶尖高手”组成的师资队伍，让学

员们熟悉科创的基本流程和一般规律，点燃科技

创新的“引信”。

创意孵化的“梦工厂”

智能督导电路、多功能摇臂、便携小木凳……

创客们三五成群熟练操作各式工具制作着自己的

小发明；精密仪器操作室里陈列着学员用 3D 打印

机制作的作品；电烙铁、小型车床、3D 打印机、激

光切割机……从电工基础工具到大型加工设备，

创客空间一应俱全，俨然成了一个小型加工车间。

“创客堂集中了全院的优势资源，发明创造更

为便利了。”该院科技创新俱乐部骨干李晓泽说。

创客空间还设立创客教育、创意分享、创客资

料、工程实践四位一体的创客“流水线”，让学员对

创客理念实现从无到有，由粗到细的学习与理

解。不仅仅是提供创客创造过程中需要的材料，

还与北京创客空间共建设立了创客讲堂，邀请国

内外知名创客来院传经送宝，传播最新的国际创

客理念，拓展学员从事创新活动的思维空间。

登上国际创客舞台

“野战‘活点’沙盘应用卷曲膜的制作和信息交

互，真正实现了不同于平常二维电子地图和三维实

体沙盘的多软件、多硬件融合式多维沙盘……”

2015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该院学员彭斯敢生动介

绍着自己的作品，该作品最终以全国物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特等奖的成绩成功晋级国际赛场。

“创新能力是未来军人的核心能力，唯有创新

才能掌握未来战场主动权。”该院院长徐航如是说。

该院以创客空间为基地，学员科技文化节为

牵引，以国内外高水平竞赛为支撑的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体系成效显著。自年初至今，他们举办毕

业季学员科技作品展览、学员专项科技竞赛等活

动 47场次，吸引 6000 余人次学员踊跃参与。学员

完成科技创新作品 200余件，获国家级奖励 57项、

省部级奖励 16 项，10 余项学员专利进入撰写及申

请程序，创客创新成果可谓硕果盈枝。

“创客”花开在军校
□ 邓泽铭 苏晨旭 本报特约记者 李 飞

又到了年终岁尾，不少部队机关“送温暖到基层”活动相继展

开，给基层官兵心里增添了些许暖意。“年终送温暖”活动表达了各

级领导对基层官兵的关心，本无可厚非，但笔者认为，关心基层不

应只在年末，送温暖不必等到年终。

在有些部队，年终轰轰烈烈的“送温暖到基层”，似乎成了一种

例行公事，个别领导在机关干部的簇拥下，象征性地给基层官兵送

点肉类、水果、图书，没有感情的沟通、言语的慰藉。更有甚者，将

“送温暖”形式化、官僚化，只图形式上的轰轰烈烈，摄像不到不走，

心情不好不送。年终岁末钱多、物多、人多，热闹非凡，然而节日一

过，又回到了老样子，并没有实现温暖时时送，“节后寒”现象仍然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把本应是“暖兵心、解兵忧、帮兵难”的活动硬

生生变成“讲排场、走过场、空形式”。

“送温暖”是暖心工程，是真心实意的关怀，不是虚情假意的形

式，需从抓细、抓常、抓长上下工夫。“抓细”要行动于日常，着眼于

官兵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忧官兵之所忧，急官兵之所

急，使他们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关怀。为官兵办实事、办好事，这种

“温暖”送得应当，送得及时，送得深入人心。“抓常”要持之以恒，不

能只是一阵风或者只挑过年过节等特殊的日子，关乎官兵利益的

事情要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天接着一天干。“抓长”要把送温暖作为

一项长期的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知屋漏者

在宇下”，始终在心中牵挂着官兵的疾苦、冷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

研究才是领导干部应有之举。真诚倾听官兵呼声、真情关心官兵

疾苦、真心解决官兵难题，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官兵打赢斗志，迸发

献身强军实践的毅力和决心。

领导机关要把送温暖纳入到平时工作任务中，变年终送为平

日送，变一时送为时时送，而且要摒弃送温暖就是送钱送物这种狭

义、片面的理解，多些精神的慰藉、心灵的沟通，少一点形式主义、

面子工程，方能使“温暖”真正暖在官兵心坎上。

（作者单位：兰州军区驻疆某部）

送温暖何必到年终
□ 李玉柱 陈 果

部队条令法规明确指出，作为一名军队干部，第一身份是指挥

员，打仗是主责主业，学军事、会指挥是责无旁贷的职责使命。如

果军事素质上不去，不仅训练中政治工作难以做到点子上，而且完

成军事训练演习任务也会受到影响，必然会削弱政治干部的威信

和形象。因此，政治干部务必加强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的紧迫

感，唯有这样才能在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上成为行家里手，才能从

根本上把政治工作做好。

这就要求广大基层政治干部要扎扎实实开展学军事活动，不断

强化身份意识、角色意识、职责意识，切实把谋打赢作为第一职责来

履行，把能打仗作为第一要求来恪守，自觉认真地练谋略、练指挥、

练技术、练战术，努力成为既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又成为能组训能指

挥能操作的复合型军事指挥人才，切实把政治工作威信树起来。

一要用好日常训练这个基本途径。提升基层政治干部的军事

素质，必须从日常训练抓起，落实好军事训练“四落实”要求，确保

人员一个不能少、时间一分不能减、标准一点不能降。

二要用好军政互换这个重要抓手。交叉任职、军政互换，是培

养“军政兼通、指技合一”军事指挥人才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政治

干部军事素质的有效方法。各级要结合本单位实际，严格落实基

层军政主官换岗锻炼的具体要求，科学统筹规划，安排基层政治干

部在军事岗位上锻炼，使政治干部在角色转换、岗位互换中，能力

得到增强、素质得到提升。

三要用好考核比武这个有力杠杆。坚持以考促学，以考促训，

按照人人过关、人人达标的要求，围绕体能技能、战术战法、指挥协

同等方面，组织政治干部进行考核检验，促进军事素质提升。

四要用好大项任务这个锻炼平台。提高军事素质既要靠平时

训练，也要靠急难险重任务摔打。要把执勤处突、抢险救灾、维稳驻

训等大项任务作为锤炼政治干部的“磨刀石”，多给政治干部交任

务、压担子，提高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从夯实底气上把政治干部的

威信和形象树起来。 （作者单位：武警指挥学院政治工作系）

政治干部要提升军事素质
□ 顾云敏

摸爬滚打，尽显“兵样”虎气。连日来，第二炮兵某团组织
新战士进行战术课目和射击训练，把“打基础、练精兵”的要求
贯穿训练始终。 胡明欣 苏毅 岳小琳摄影报道

多措并举育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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