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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前方发现‘敌’武装直升机，穿甲

弹短停歼灭！”近日，在空降兵某旅战车

模拟训练室内，红蓝双方依托战术对抗

训练模拟系统展开激烈角逐。现场组训

的某营营长毛磊介绍，他们通过模拟训

练系统，构建多种实战场景，满足高难课

目的训练需求，让官兵们“足不出户”也

能积累实战经验。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坚持

科技强训、提高训练科技含量已经成为

该旅提升实战能力的重要方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该旅组

织官兵结合练兵实践，逐字逐句学习理

解全会精神，推动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

生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入实施

改革强军战略作出部署，这既是深化改

革攻坚的动员号令，又是矢志强军的催

征战鼓。”在该旅党委中心组专题理论学

习时，党委一班人一致认为，科技创新不

仅是强军兴军的重要引擎，更是生成和

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必须坚持科技练

兵，不断推动军事训练转型。

提高训练科技含量

近年来，该旅结合练兵备战实践，不

断强化“科技+”建设，先后引进 VR 模拟

训练器，打造战车驾驶、通信指挥等多个

仿真模拟训练室，推动军事训练向“智”

转型，大幅提升部队战斗力。

走 进 该 旅 伞 降 模 拟 训 练 室 ，上 百

名官兵正利用 VR 跳伞模拟系统进行

伞 降 模 拟 训 练 ，现 场 组 织 严 密 有 序 。

某连伞训长张超介绍，他们邀请厂家

与空降空投技术骨干一同设计建造跳

伞模拟训练室，将装备操作系统搬进

室内。据了解，该系统基于智能控制、

人机交互、VR 等十余项前沿技术，生

成与真实跳伞基本一致的虚拟训练环

境，模拟真实跳伞时官兵体验到的视

觉、听觉、触觉等，有效提升了跳伞员

的技术水平，减少特情发生概率，增强

跳伞员成功处置特情能力，获得基层

官兵的一致好评。

该旅干部王一鸣提到，除了模拟训

练系统，首长机关还携手军队科研机构

共同研发了智能化兵棋推演系统。这套

系统可组织作战推演训练，既具备体系

对抗、态势感知等功能，又可临机导调特

情，论证作战课题，还能针对性查找部队

在兵力配属、战术运用、班组协同等方面

存在的短板、问题。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我们不断引

进、应用先进训练系统装备，使部队战力

迅速提升。”王一鸣说。

破解多项技术难题

近日，在某军用机场，该旅指挥员

主持召开“学全会精神、做空降尖兵”群

众性恳谈会，官兵畅所欲言，现场氛围

热烈。

“近年来，我们手中的武器装备越

来越先进，作战效能明显翻倍”“无人机

等新质作战力量正在加速融入军事实

践”……大家结合岗位实践，畅谈改革

成就。

“这些年，我们上高原、赴戈壁、走海

疆，在中国空降兵重装空投领域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二级军士长周光银

说。作为一名从事空降空投 21 年的专

业骨干，周光银先后经历了 4 种机型、10

种空投系统，见证了中国空降兵远程投

送能力不断提升的光辉历程。

重装空投是空降兵实施大规模重装

作战的主要方式，也是展示空降兵战略

威慑能力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

来，乘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东风，周光银

先后 30 多次参与多型重装空投系统试

验和技术攻关，破解了重装三件连投、人

装同机同降、高原空投等多项技术难题，

为中国空降兵重装投送能力迈向领先水

平作出贡献。

如 何 持 续 深 化 国 防 和 军 队 改 革 ？

通过近期的学习理解，周光银心中有了

答案。在和战友们的恳谈中，周光银坚

定地说：“作为一名空降空投专业骨干，

我很幸运地赶上了国防和军队改革发

展的好时代。下一步，我将继续投身科

研工作，力争使空投吨位和空投精度再

创纪录，让科技为部队实战化训练提质

增效。”

“我们将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不断引进‘科技+’技术手段，助推战斗

力建设提档加速。”该旅领导说，他们将

紧盯制约战斗力建设发展的短板弱项，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形成现代化

科技练兵模式，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

目标作出贡献。

空降兵某旅推动军事训练向“智”转型

创新训练模式 锻造空降利刃

阳光刺眼，空气稀薄，蓝天白云下，雪山巍峨耸

立。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高月团队正在帕米尔

高原上紧张忙碌着。他们背着行囊，带着仪器，为守护

高原官兵健康全力以赴。今年以来，他们多次赴高原

开展系列调研。

立下志向
潜心高原医学研究

4 月 20 日，军事药学专家、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

究院研究员高月带领团队沿中巴友谊公路进入帕米尔

高原，前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开展调研。这些

区域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要塞。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第一次到海拔 4733 米红其拉甫哨点，第一次了解此处

的疾病谱。”高月说，“在这里，我们与西藏军区总医

院、新疆军区总医院等兄弟单位，共同守护高原官兵

健康。”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高月团队成员分 6 批，围绕急

性高原反应的相关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并对团队研制

的中药复方的抗高原缺氧能力进行现场测评。他们还

积极参与各类实战化演训，实时收集基层一线官兵卫

勤保障中的现实需求，形成系列调研报告。

“此次高原调研任务，我们不仅收集到详细数据，

更锻炼了团队打硬仗的本领，坚定了团队成员潜心高

原医学研究、服务高原官兵的决心。”高月说。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高原部队伤病防治难题，高月

团队每年都会定期深入基层部队开展调研。这一坚持

就是 20多年。

1990年 3月，高月第一次登上高原执行任务。在这

里，她首次与高原官兵面对面。黝黑的面庞、皴裂的皮

肤，烈日炎炎下，高原官兵昂首伫立，保卫祖国边关。

“我之前只在电视上看过高原上的边防战士。”高

月回忆道，“他们只有二十出头，我当时也是二十多岁，

特别明白这是一个爱美的年纪，而他们看起来却比同

龄人沧桑很多。”

“高原总得有人上来守护。”这是高原官兵对高月

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也坚定了高月守护高原官兵的

决心。

从此以后，登上高原调研官兵所需成为高月团队

每年必须要做的事。“他们守护祖国边关，我们守护他

们健康。”高月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让高原官兵

的脸色更好，怎么让他们的嘴唇不干裂，怎么让他们的

手不那么冰冷。”

重点突破
研发智能诊疗系统

多年来，高月团队将高原病防治作为主攻方向之

一，聚焦高原医学，不断突破创新。

高原病防治，诊断是基础，药物是关键。为了提高

官兵在高海拔环境的适应性和作业效能，经过多年不

懈努力，高月团队研发的相关药物已在基层部队广泛

应用。

“基于高原气虚证，我们重用大补元气的人参、

黄 芪 等 ，并 通 过 道 地 产 区 调 研 、活 性 成 分 筛 查 ，确

证 其 安 全 有 效 。”军 事 科 学 院 军 事 医 学 研 究 院 副 研

究员李茂星说，“高月老师常对我们说，我们的官兵

值得用最好的药——从红景天到人参，我感受到了

高老师对高原官兵的爱和责任。”

为了测试药效是否稳定，制剂是否适合官兵，高月

常常会亲自试药。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助理研

究员张娴勰说：“还记得我们获得某药的第一批中试样

品时，高老师摘下口罩就尝了一颗。这不仅体现了她

对研发团队的信任，还体现了她对高原官兵负责任的

态度。”

近 两 年 来 ，高 月 带 领 团 队 不 断 创 新 抗 高 原 病

药 物 研 究 ，研发出 2 种功能助剂、3 个特需药品成功

立项。

一次，高月给高原官兵看诊结束，返回驻地。一路

上她思来想去，“如果官兵们需要复诊，但身边又没有

医生可怎么办。”高月担忧地说。“那就用手机看病呗。”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维随口一句

话，却将诊疗智能化的种子播在了高月的心里。

说干就干。刚回到北京，高月就召集团队中特

种 医 学 、生 物 信 息 、人 工 智 能 、药 物 研 发 等 不 同 学

科 方 向 的 成 员 ，开 展 相 关 系 统 研 发 可 行 性 的 讨

论 。 通 过 思 想 碰 撞 与 持 续 研 究 ，他 们 将 系 统 的 科

学 性 、准 确 性 作 为 重 要 前 提 ，结 合 中 医 临 床 经 验 ，

对诊疗结果进行判别和矫正，成功研发了智能中医

药诊疗系统，完成了“病—证—症”的智能化诊断和

处方推荐。

赤诚服务
高原缺氧不缺精神

“每次上高原，我都会带着学生一起去。因为我知

道，只有亲眼看到边防官兵的真实状况，才能让年轻一

辈明白我们工作的意义。”高月说。

2022年，刚刚博士毕业的倪喆鑫和柏志杰加入高月团

队成为助理研究员，开启了他们的高原病防治之路。2023

年，他们作为团队成员跟随高月6次前往高原执行任务。

“每到一处驻地，高老师都会带着我们给高原官兵

义诊。”倪喆鑫说，“我们短期急进高原，能在高原上保

持与平原地区相同的工作强度，已经很难了。所以我

们更加明白，高老师在高原上连续给近百位官兵把脉

开方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一人一方，各人各药，面对上百名问诊官兵，高月一

坐就是一整天。“高老师一刻不停地给战士们看病，累得

面色煞白，嘴唇青紫。我们都在劝她多休息一下，她总是

嘴上说着知道了，但却从没停下过。”柏志杰说。

如今，高月团队共有 45 名成员，平均年龄只有 35

岁。这支年轻的队伍踏过高原上的冰雪，走过高原上

的苦寒，为守护高原官兵的健康贡献着力量。

近期，他们多次进入帕米尔高原，深入喀喇昆仑腹

地，穿越川西高原，进驻藏北高原。他们的调研突出

“四个不同”，即不同海拔高度、不同区域、不同驻训时

长和不同军兵种。目的是全方位了解高原官兵的具体

状况与需求，增强高原卫勤科研的全面性与针对性。

尽管时间紧、任务急，进驻海拔高，但高月团队始

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将高原

特需中药研究上升到新高度。”高月说。

“他们守护祖国边关，我们守护他们健康”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高月团队服务高原官兵纪实

高月（右）为战士把脉问诊。 受访单位供图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强军战略

是强基固本的系统工程，是国防和军队“四个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

加强装备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对装备事业发展意

义重大。科技创新使装备水平不断提升，为此，装备

领域人才的培养也应与时俱进，形成装备发展与人

才培养的良性循环。应区分装备领域不同层级人才

培养模式与路径，这样才能牵好装备人才培养的“牛

鼻子”。

实现科学化、个性化培养

战争离不开武器装备，装备的使用离不开官兵

这一主体。因此，提升基层官兵的装备素养，是强化

我军装备整体质效的基础性、长久性、全局性工程。

要以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装备专业知识宣传

活动。善用“网络+”、新媒体等形式，把枯燥繁冗的书

本知识转化为贴近官兵、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教学内

容，增强人才培养内容的吸引力。同时，要不断深化专

业建设与产品端口融合力度，加快教学内容和方式的

更新迭代，使装备领域人才培养更加符合实际需求。

要改变以往重硬件建设、轻数据信息使用的传

统思维，充分利用数据管理系统，结合官兵的个人兴

趣、专业特长等，因材施教，实现培养方案的“私人订

制”，使人才培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个性化。

打造高层次科研队伍

只有打造一支梯次合理、素质全面、善于创新的

高层次科研人才队伍，才能为我军武器装备走在世

界前列提供智力支持。

要完善选拔审核机制，把思想可靠、业务过硬、善于创新的官兵吸纳到装备研

发和转化队伍中。完善体系化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将院校教育和岗位实践相结合，

培养既精通原理又善于实践、既能创新又能实战的装备领域科研创新人才。

要打破学校专业壁垒，加速建立综合岗位组群与学科组群，形成多学科

交叉人才培养体系。加强“请进来”和“走出去”的交流研学力度，依托部队

院校、科研院所、社会企业、地方高校，采取边干边学等方式，让官兵既能在

学习中提升个人能力素养，又能在研学中实现自身价值，释放其装备研究的

动力活力。要加强军事装备领域的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对装备领域科研创

新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为我国军事装备升级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智力支撑

当前，军事智能化正成为继机械化、信息化之后推动新一轮军事变革的

强大动力，深刻影响着战争制胜机理和作战方式。如果跟不上“潮流”，必然

会落后挨打。为此，应牢牢把握智能化战争发展趋势，加快推动装备领域人

才队伍建设跨越式发展，紧盯战争之变、科技之变、对手之变，展开装备研发

与生产，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人才支撑。

要紧盯战争之变，加快装备人才培养理念的更新迭代，鼓励青年人才研

究战争、研究军事、研究打仗。要坚持以实战作为“风向标”，引领装备领域

的科研创新。要让人才下部队、到基层、进“战场”，熟悉战争模式和规律，实

时掌握所研发武器在战场中的实际效用。

要紧盯科技之变，坚持创新引领、智能驱动，用智能化手段助力人才培

养，构建资源可视、行动可控、管理精细的现代化装备人才管理体系，建设层

次分明、综合全面的装备人才发展新格局。

要紧盯对手之变，鼓励人才深入研究对手特点和行动规律，通过案例剖

析、研讨交流、跟训观摩等方式，借助增强现实、生物仿真等现代科技，提升

人才培养质效。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提
升
装
备
领
域
人
才
培
养
质
效

火炮有着“战神”的美誉。近日，第77集团军某旅在荒漠戈壁充分利用
复杂地形和多变气候，从难从严组织实弹射击演练，锤炼打赢硬功。图为炮
兵分队火力打击演练。 田雨东摄

“战神”怒吼 烈焰出膛

近日，某海域热浪滚滚，战车轰鸣。第72集团军某旅两栖装甲车上下登
陆舰训练正在火热进行。此次演练，检验了两栖装甲车驾驶员海上实战技
能。图为两栖装甲车编队行进。 张永进 赖桥泉摄

踏浪蹈海砺精兵

空降兵某旅开展战场动员。 陈立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