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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见 到 崔 滋 刚 是 件 非 常 困 难 的

事。作为海军某部水下兵器试验专家，

他所在的岗位要负责对海军各类武器

装备系统进行试验鉴定、对各类演训任

务开展评估评价。因此，哪里有新型装

备、演训任务，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不久前，趁着崔滋刚回家的间隙，

记者终于在广东湛江见到他。当问起

他的事迹时，崔滋刚总是反复强调：“我

只是在自己岗位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而当谈起技术问题，崔滋刚便会立即双

眼一亮，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每一个技术

细节。这就是崔滋刚，一名始终专注技

术攻关，聚焦练兵备战的科技干部。

坚持为战把关、为战负责

崔滋刚所在部门是武器装备系统

投入部队使用前必须要经过的一道“关

口”。只有通过试验鉴定，武器装备才能

放心地交付部队。崔滋刚开玩笑地说：

“我们干的是得罪人的活。”但即使如此，

在技术问题上，他从来不会“和稀泥”。

“崔滋刚的认真和较真在我们这儿

是出了名的。”某研究所干部李志伟对

崔滋刚严谨到有些较真的性格深有体

会。他曾记得，有一次，他与崔滋刚一

起赴某潜艇执行该艇加装新型鱼雷的

码头系泊试验任务，需要对该艇原有的

鱼雷武器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新

型鱼雷的发控要求。

该艇为现役主战潜艇，长期执行各

项战备训练任务，留给崔滋刚和同事们

开展试验的窗口期很短。但在试验方

案审核时，崔滋刚便提出了不同意见，

“虽然项目安排满足试验大纲要求，但

是系统备用功能检查方法过于简单。”

随后，他立即组织试验项目组人员针对

该问题开展研讨。

“该艇为现役潜艇，备用功能为原

有鱼雷武器系统的自带功能，不是刚

刚研发的新功能，而且加装新型鱼雷

时对其改动也不大，再加上咱们试验

时 间 又 这 么 紧 张 ，是 否 可 以 简 化 检

查？”针对方案中备用系统简化检查的

安排，项目组同事说出了前期设计时

的考虑。但崔滋刚并没有接受这样的

设计，他给出了他的理由，“备用功能

与正常状态下的系统各功能一样，都

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直接影响作

战使用，即使升级改造改动不大，也要

全面细致地进行检查。试验时间短不

是理由，后期我们可以通过熟悉试验

方案、岗位操作、密切各岗位配合的方

式来提高效率。”

军港内，潜艇伏波静卧，海浪轻轻

拍打着艇身。崔滋刚在完成对项目组

的动员和工作布置后便立即钻进潜艇，

组织人员快速展开试验工作。当进行

指挥台某功能检查时，项目组发现了问

题。崔滋刚立即组织研制单位对该问

题进行故障分析处理，结果显示是指挥

台的备用功能出现了异常。项目组随

即按程序严格进行故障归零，消除了武

器装备的使用隐患，保证了试验鉴定工

作质量。

“事关战斗力建设，我们不能存在

任何侥幸心理，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就

要对战斗力生成负责、对战争的胜利负

责、对参战将士的生命负责。”崔滋刚对

技术的较真和细致，让大家真正懂得了

“为战把关、为战负责”的使命追求。

做前沿领域“瞭望员”

崔滋刚是个闲不住的人，在“为战、

向战”目标的驱使下，他总在多数人尚

未发现的前沿领域不断探索。

在某次搜潜演练任务中，崔滋刚望

着海面陷入深思，在搜潜反潜领域，如

何能够快速、准确地对敌方目标进行有

效识别？“除了依靠声呐兵丰富的经验

开展听音判型识别外，还需要有一套数

据分析系统，进而加快形成作战决策。”

崔滋刚心中逐渐有了答案。

说干就干，任务结束后，崔滋刚对

此前工作中积累的大量试验数据进行

挖掘分析、分类整编，并进一步开发了

相关系统的雏形。

为了完成这一数据分析系统，崔滋

刚多次赴科研院所、地方企业等学习了

解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努力

将脑海中的构想一步步转化为现实。

“老崔就像一个桅杆上的‘瞭望员’，

总能敏锐地抓住未来的需求，带领我们

攻关前沿领域。”同事连丽婷格外佩服

崔滋刚，“他总能找到最前沿、最具重大

战略需求的攻关方向。”

多年前，崔滋刚发现了“水下蓝军”

建设不足的问题。水下蓝军即水下假

想敌部队，其建设水平的高低，关系到

部队战斗力生成。在该领域研究一片

空白的情况下，崔滋刚毅然带着连丽婷

等人踏上攻关之路。“当时他带着我们

跑遍了几十家院校和工业部门，走访调

研，收集研究资料。”连丽婷回忆道。

在前沿领域的不断探索，也让崔滋

刚成为一名技术“全才”。他涉猎领域

十分广泛，即使是不同专业的人找他探

讨交流，也总能有所收获。

将热爱融入深蓝

同 事 、战 友 们 都 爱 叫 崔 滋 刚“ 老

崔”。没有架子、善于沟通、待人真诚，

是崔滋刚给人留下的印象。“和老崔在

一起工作感觉很舒服，没有什么额外压

力，只需要一门心思做好工作就行。”曾

是崔滋刚老下属的某研究所专家谢勇

对此感触颇深。

崔滋刚出差时总是带着一个大号

行李箱，同事都很好奇里面装的是什

么。后来大家才发现，由于长期高负荷

工作，崔滋刚时常要喝中药调理，因此

每当外出执行任务，他总要随身携带中

药、养生壶、保温杯。

长年在外出差，崔滋刚能留给家人

的时间很少。“孩子小的时候，我要出差

时她还会缠着我。到后来就习惯了，再

出差时已经没太大反应了。”崔滋刚说

起妻子和孩子时总是充满愧疚。他的

妻子李芳也曾对他颇有怨言，“谈恋爱

时对我很好，是个‘大暖男’，后来工作

了就经常‘失踪’，总是见不到人。”李芳

开玩笑说，结婚后他做过最浪漫的事就

是上交工资。“不过军人的工作就是这

样，服从命令是天职。”虽然有埋怨，但

当问起如果能够再选一次，是否还会选

择崔滋刚时，李芳没有犹豫，脱口而出

“当然会。”

向战的执着、平凡的坚守、无悔的

奉献，作为一名科技干部，崔滋刚用科

技创新硬实力守卫着“水下国门”安全，

将他对祖国、事业及家人的热爱融入这

一片深蓝之中。

崔滋刚：执科技之剑守护“水下国门”

“我宣誓，我是黄继光英雄传人，坚决完成此次演

练任务……”8 月 21 日，一场特殊的出征仪式在空降

兵某部营区拉开序幕。仪式现场，“模范空降兵连”政

治指导员尚磊带领官兵庄严宣誓。

队列前方，特级英雄黄继光的铜像以冲锋的姿态

巍然挺立，他“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举仿佛再次浮现

在官兵眼前。不久后，该连将随空降兵某部出发参加

跨昼夜综合演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近日给“模范空降兵连”全体官兵回信，对他们予以

亲切勉励，并致以八一建军节的祝贺。习近平在回信

中表示，你们以黄继光老班长为榜样，传承英雄精神，

争做英雄传人，实现全面进步，连队常年保持先进，我

为你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希望你们牢记使命，珍

惜荣誉，弘扬光荣传统，砥砺血性胆魄，苦练过硬本

领，努力锻造敢打必胜的空降利刃，为党和人民再立

新功。

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黄继光！”“到！到！到！”

晚点名前，寂静的营区总会响起撼人心魄的集体

应答声，原来是“模范空降兵连”全体官兵正在向黄继

光老班长汇报当天的工作。

记者了解到，几十年来的晚点名，连队总是第一

个点“黄继光”的名字；该连的“黄继光班”也一直保留

着黄继光的床位；每逢新兵入营、新干部下连，听的第

一堂课是黄继光的故事，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参观黄

继光荣誉室，吃的第一顿饭是忆苦思甜饭，看的第一

部电影是《上甘岭》，学的第一首歌是《特级英雄黄继

光》……

“通过这些有形的工作，让无形的英雄精神代代

相传。”尚磊对记者说。

2013年，汶川大地震时举着“长大我要当空降兵”

横幅的程强，怀着对英雄的向往如愿来到空降兵部

队。2017 年，他所在单位举行“兵王争霸赛”，程强夺

得“兵王”称号。再后来，在单位的公开遴选中，程强

凭着过硬实力当选为“黄继光班”第 38任班长。

“我会将黄继光的精神传承下去，为连队争光添

彩，为黄继光英雄的旗帜续写辉煌。”程强对记者说。

追随着英雄的足迹，官兵们心中的信仰更加牢固坚

定。在前不久举行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上，

“黄继光班”第39任班长赵宁宁说：“我想对黄继光老班长

说，如果未来作战中再次遇到敌火阻击，我会像您一样毫

不犹豫用自己的胸膛堵上去，一切为了胜利！”

创新战术完成目标任务

那年深秋，一场实战化演习在千里之外的某陌生

地域拉开序幕。机舱外，空中合成风速超过了跳伞极

限条件。

“还能不能跳、敢不敢跳？”面对尚磊的战前动员，

官兵们“不书英雄榜，便涂烈士碑，像黄继光一样冲

锋！”的口号响彻云霄。空降着陆后，肆虐的狂风把不

少人强行拖拉了近百米远，地面上锋利的石子在他们

身上划开了一道道血口子。五班班长毛大猛遭遇旋

风，头部摔伤，他忍痛指挥全班连续突破多道障碍，摧

毁装甲目标。七班战士张测着陆后腰部受伤，连滚带

爬赶到射击阵地，一举打掉“敌”碉堡，为战车冲锋开

辟了通路。

“我们是黄继光英雄传人，必须要有血性胆魄，关

键时刻要顶得上！”“模范空降兵连”连长廖永恒说。

在某次演训活动中，面对陌生的战场环境、陌生

的对手，“模范空降兵连”以往研究的战法打法几近

“失灵”。“目标怎么打？”“打下后怎么守？”……一连串

问题摆在大家面前。经过仔细研究，廖永恒提出了一

种连队从未训练过的进攻战术。对此，有人担心太过

冒险。

“演习就是战争的预演，现在不去勇敢尝试，将来

上了战场一定会吃大亏！”经过思想交锋，连队党支部

一班人达成了共识。正式演习那天，“模范空降兵连”

从天而降，运用演练的新战术出奇制胜，快速完成了

目标夺控任务。

长期以来，无论是战备训练，还是演习演练，“模

范空降兵连”都注重设难局、求极限，着力培养、锻炼

官兵的血性胆魄。

一次跳伞训练，战士刘攀在离机时遇到险情，由

于延迟开伞，伞具呈灯泡状快速下落。危急关头，刘

攀果断拉出备份伞手拉环，凭借着勇敢、果断的处置，

顺利打开备份伞，化险为夷。

“明天的伞你就别接着跳了！”看着刚刚经历生死

瞬间的刘攀，伞训长拍拍他的肩膀，关切地说。他却

回答：“不，黄继光的传人不能当懦夫。”

使武器装备发挥最佳性能

7 月 27 日，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迎来

首个公众开放日。地面静态展区，一位白发苍苍的抗

美援朝老兵看着空降兵装备感叹：“现在的武器装备

比过去好多了，过去真是想都不敢想。”

“空降兵部队成立初期，武器基本沿用陆军装

备。如今，我们手中的装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武器装备越先进，我们就越要让它们发挥出最佳性

能。”在现场担任解说员的赵宁宁说。

前几年，某型轮式战车列装“模范空降兵连”。装

备换了、专业变了、能力转型升级，一切需要从头起

步。在黄继光铜像前，赵宁宁和战友们喊响口号，“宁

可少睡两小时，训练进度不推迟”。

为了尽快掌握战车的技战术性能，他们白天钻到

战车里动手实操，晚上又拿着教材钻研学习。那时正

值盛夏酷暑，战车内部温度达到 40 多摄氏度，但大家

一练就是几个小时，衣服被汗渍盐霜浸满，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不久后，上级机关进行验收检查，该连官兵大展身

手。从天而降的伞兵驾驭新型战车驰骋“战场”。上级

机关形象地比喻，“这是‘飞行军’再添‘风火轮’啊。”

对手中武器的挖潜攻关还在继续——2022 年 10

月，当听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无人智能作战

力量发展”时，“模范空降兵连”的官兵心潮澎湃。

在“模范空降兵连”被授予荣誉称号 10周年之际，

尚磊的话语铿锵有力：“锻造敢打必胜的空降利刃不

仅需要敢战血性，也需要让创新成为战斗力的倍增

器。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全连官兵都将始终牢记领袖

嘱托，不断把黄继光英雄精神发扬光大，用实际行动

创造出无愧于英雄、无愧于时代的辉煌篇章！”

争做英雄传人 锻造必胜利刃
——空降兵某部“模范空降兵连”全面建设发展纪实

““模范空降兵连模范空降兵连””组织连战术演练组织连战术演练。。 王宝强王宝强摄摄

进入信息时代，无人智能力量必将是未来战场

的主角，智能化作战必将是未来战争的主流。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增加

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重，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

展，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

部队在推进智能化作战研究的过程中，要适应

“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的“三边”常态，跟上“坚

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三化”步伐，

就必须加紧占领未来军事科技的制高点，打好引

领智能化战争的主动仗，推动部队训练向智能化

转型发展。

普及智能化作战理念

目前，我军机械化已基本实现，信息化正加速迈

进，智能化也同步展开，呈现出“三化”协同推进、融

合发展的局面。但由于信息化改造尚未完成，智能

化转型起步较晚，部队对于智能化作战的理解认识

还停留在一些基础知识、浅层概念上，对于深度学

习、知识图谱、人机交互、混合现实等智能化专属概

念和内容学习研究不足，难以对部队智能化训练形

成有力的实践指导。

因此，部队智能化训练转型最急需的是要引入

理念、普及常识、提供指导。可由院校主导，循环开

班授课，向基层部队传授智能化作战前沿知识、先进

理论；可由机关指导，院校与部队配合，编修适应不

同部队类型的智能化知识系列教材，供官兵学习使

用；可将智能化训练内容融入军事训练大纲，为部队

训练提供基本依据和遵循。

拓展智能化发展道路

当前，我军在组织作战筹划、指控部队行动时，

已经开始借助信息系统、三维地理、兵棋等科技化手

段，但在运用大数据深入分析，依靠智能体筹划决策

时，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支撑，导致态势感知反应

迟、信息整编时间长、指挥控制时效低等问题。

为此，应展开智能化训练，发展与部队专业相契合、编制相匹配的智能化装

备。可由机关主导，军兵种部队、军事院校和科研院所高度联动，根据具体需求

制定专项装备研发规划；可根据军种、兵种不同的作战理念和专业特点，编配具

备专业特性的无人智能装备；还可依托部队现有装备，加装智能任务规划系统，

探索进行智能化自主操控改造。

不仅如此，从近年来军事训练、联演联训实践来看，以智能装备为主体、智

能手段为支撑的智能化作战样式，还未在我军广泛展开。诸如无人化、自主集

群、有人无人协同等作战手段还大多以配属角色或独立要素呈现，主导不了演

训进程。

因此，应畅通演训链路，健全由战区主导，各军兵种无人智能作战联动指

挥演练的相关机制，完善不同类型的无人智能装备协同训练模式；应加强部队

实践，探索有人作战与无人作战的深度融合；应依托地方科研力量和技术优

势，服务军队智能化转型建设。

加快形成实质战斗力

未来的智能化战争，可以通过人工引导的交互式机器学习技术，完成对战场

图像、视频等情报信息的智能整编融合，还可以通过战场可视化技术和虚拟现实

技术，将整编的信息还原为可供分析的作战场景和空间，从而实现对整个作战行

动的智能化效果评估。

在未来的智能化作战中，人工智能将深度介入指挥决策全流程，依靠图像识

别算法、任务规则与控制算法等先进手段，实现人机的高度交互融合，把人脑的

创造性、灵活性、合理性与计算机的高速度、高精度、高存储优势结合起来，使指

挥员通过指挥控制平台，全面立体掌握战场态势，实现作战筹划的智能辅助决

策，武器平台的高度自主控制。

应对未来的智能化战争，需要依托各战区、军兵种训练基地，配套完善无人

智能化作战演训条件，使部队结合年度演训任务轮流展开研究性训练；结合不同

部队的专业属性，综合开发基于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的模拟训

练装备，先模拟后实装，逐步升级。此外，还需要结合平时演训、遂行非战争军事

行动任务等，探索无人机、无人工程机械和智能机器人等装备的运用时机、场景、

训法、战法，加快形成实质战斗力。

面向未来，智能化不仅是我们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必选项，更是我们制

衡强敌打赢高端战争的必答题，必须把应对未来智能化战争的“需求侧”与推进

部队智能化转型的“供给侧”精准对接，才能实现由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转变，牢

牢占据打赢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作者系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大校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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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邀请厂家技术人员对排爆手组织培训。
图为武警官兵向技术人员请教排爆机器人的操作使用方法。 黄超摄

机器人成为排爆帮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