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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一勋章”获得者王忠心手中接

过班长的接力棒后，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

长陈志远四年来坚守深山号位。近日，他

带领全班荣立一等功。

记者了解到，该旅有数十名高级军

士，平均服役 21 年。陈志远只是其中的

代表。他们坚定信念，听党话跟党走，把

对党忠诚转化为奋斗强军的实际行动；他

们牢记备战打仗职责，刻苦锤炼上阵能指

挥、上装能操作、上场能排故的过硬素质；

他们立足战位研究破解打仗难题，推广运

用一批革新成果……

这些高级军士扎根导弹阵地、锚定发

射号位，带动身边官兵以昂扬姿态投身导

弹事业，奋力托举大国长剑腾飞。

发射架下
书写忠诚答卷

日前，该旅“红剑讲坛”在导弹军营开

讲。数名高级军士走上舞台，赢得广大官

兵的掌声。

“铸牢忠诚，就好比咱们发射车的‘方向

盘’，只有把准了、把正了，才不会跑偏……”

三级军士长张安全向一群新号手交流学

理论用理论的心得体会。

2024年，在上级组织的“特驾尖兵”比

武中，张安全脱颖而出勇夺第一。入伍以

来，他苦练战车驾驶技能，安全行驶数十

万公里，参与实弹发射等重大任务，编写

百余条操作细则，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

这些年来，一名名高级军士把“党叫

干啥就干啥”的庄严承诺，化作“导弹听我

话、我听党的话”的行动自觉。

那一年，该旅执行实弹发射任务，作

为一线操作号手，一级军士长唐兴春为了

拿到“入场券”，带领班组号手投入紧张的

专攻精练，在考核中夺得全旅总评第一，

可是在随机抽点发射单元时，却与主打任

务失之交臂。即使如此，他仍以随时准备

接受抽点、走上“战场”的姿态，天天上紧

备战“发条”，当好“最佳备份”。

二级军士长符斌，当兵后先后经历 4

次换岗。但他每次换岗都保持对岗位负

责、对工作尽责的态度，在每个岗位上都

干得出彩，连续多次在上级组织的比武竞

赛中夺得第一。

宋庆林等 6 名一级军士长服役期满

后，面对部队和组织需要，毅然选择延期

服役。守号位、编教材、带徒弟、传经验，

他们激情满怀，开始新的冲锋。

转型冲锋
锻造长缨锋刃

夜已深，两鬓斑白的一级军士长李明

亮仍然在专业教室里和图纸“较劲”。虽

然连续十多年获评一级操作号手，但本领

恐慌、使命忧患逼着他一刻也不敢停歇，

天天苦练精训、突破自我。

他常说：“每天小步快跑，是怕打仗的

时候顶不上去，是怕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那一年，全旅换型武器装备，进入能

力重塑的调整期。作为基层部队专业班

组带头人，高级军士最先面临专业再学、

岗位重定等考验。

已是技术尖子的一级军士长汪志峰，

积极适应身份转变，向营连领导请缨，选

择最难懂、最复杂的一个专业，开启转型

的“士兵突击”。

专攻新专业，他一边恶补电路设计、

仿真应用等知识，一边参加见学、跟训等

任务，把一张张难懂的电路图、原理图“啃

下”消化；他解锁新技能，并带头研制模拟

训练平台，助力实现“没有装备能操作、有

了装备能打仗”的目标。

数月之后，他成为换型后所在专业中

第一个获取上岗资格证的号手，重新跨入

新专业技术尖子行列。

在这次装备换型考验中，数十名高级

军士均交出合格答卷。记者了解到，该旅

高级军士群体都经过多个战位历练，始终

奋斗在知识重构、能力重塑的转型路上，

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

一名名高级军士，一张张先锋名片。

近年来，该旅高级军士群体中，有 6人获评

火箭军工匠型、管理型、复合型军士人才。

破解难题
托举神剑腾飞

近年来，发射车驾驶员、三级军士长

高真勇苦练驾驶本领，练就占领阵地一

把准、复杂道桥一次过、铁路装载一次成

的硬核本领。他探索的某操作方法规范

在全旅推广，研究成果获上级科技论文

一等奖。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该旅高级军士

始终把专业精湛、技术过硬作为胜战标

尺。近年来，他们立足战位破解一线打仗

难题，研发了模拟仿真训练装备、某型装

备系统等，其中一项科研成果荣获军队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成为提升部队战斗

力的“助推器”。

这些高级军士还依托旅里的创新工

作室，积极开展经验交流、深化问题研究、

集智创新攻关。

“创新工作室是旅党委搭建的平台。

这既是对我们的信任，更是对我们的期

望。”一级军士长徐品森说。近年来，他结

合遂行重大任务实践，与多名高级军士一

起梳理分析数十类、近千台件装备维护保

养需求，联合编写《备件更换手册》并在全

旅推广，成为官兵进行特种装备维护保养

的操作指南。

“诞生于创新工作室的一项项实用成

果，正成为备战打仗的有力支撑。”该旅一

名导弹专家说。

近年来，该旅高级军士群体成为部队

技术革新创新的“排头兵”，研制取得近百

项创新成果。这些成果被推广运用到实

践中，成功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

为战革新举长剑 逐梦强军谋打赢
——记火箭军某旅高级军士群体

近日，渤海湾畔，第 81 集团军某旅一

场实弹战术演练正如火如荼展开。油机

轰鸣、硝烟弥漫，官兵紧张地进行战斗前

准备。

阵地上，一个忙碌的身影来回穿梭。

他就是“全国技术能手”、一级军士长王培

君。此次演练中，他要检查自己研制的

“电站超速保护装置”的运行情况。

“王培君不仅是旅里的电站专家，也是

科技创新基地的一员，‘电站超速保护装

置’是他的第 9 项创新成果。”某营营长阮

健介绍，入伍 27年来，王培君练就一套“听

声音、摸温度、闻气味”的辨识故障绝活，在

各项演训任务中累计成功排除油机故障千

余起，被官兵亲切地称为“电站专家”。

解决实际问题

王培君还记得多年前的那次任务。

那天，刚刚被调到机电维修岗位的他参加

了高炮连执行伴随保障任务。在上级下

达空情信息后，一台电站突然“熄火”，在

场的操作员瞬间慌了神。见状，王培君立

即赶了过去。经过检查，他发现电站的柴

油管因磨损发生破裂。来不及多想，他随

即扯下一块塑料布，对油管破裂处反复缠

绕，并用手紧紧摁住。他的这一举动，保

证了实弹射击任务的顺利进行。听到火

炮发出的阵阵“怒吼”，王培君看到了自身

工作的意义。

从那以后，王培君慢慢地爱上了自己

的专业。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新装备列装

部队，王培君所在单位的电站数量不断增

加、种类也更加繁杂。为了让专业技能跟

上转型建设步伐，他总是快人一步、学深

一层：为了吃透电站理论，他曾对照教材

记满十几本笔记；为了修好某型电站，他

曾一天一夜不休息；为了搞懂电气原理，

他曾连续画了十几张电路图……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自己的刻苦

与坚韧，王培君熟练掌握了单位十余种型

号电站的维修方法，无论主战装备、还是

民用设备，只要是“带电”的家伙出了故

障，他一出马，基本手到病除。

电站是电力系统的“心脏”，更是作战

装备的动力。实践中，他发现油机转速升

高严重威胁装备和操作人员安全。于是，

他希望设计出一套电站自动保护装置。

研究电站自动保护装置涉及钳工、焊

工、电子电工等多个专业的知识。一次，

他在焊接零件的时候，不小心被弧光打到

了眼睛。到了晚上，眼睛流泪睡不着，紧

接着脸上和脖子的皮肤也出现破损。指

导员袁智源劝他先休息一下，等身体恢复

了再继续干。他却说：“没事儿，早一天研

究出来，就能早一点服务战斗力生成。”

半年后，他设计出“某型电站超速保

护装置”，成功在集团军防空部队得到推

广应用，极大提高了装备运行的可靠性和

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该成果获得军队

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基层实践中发现问题，在持续创新中

解决问题，王培君逐步成长为一名军中工

匠。问及科研创新的初衷，他不假思索地

说：“解决基层实际问题，为训练提质增效。”

结合实践帮带

近年来，随着实战化练兵力度的加

大，武器装备的故障率也逐步提高。这对

部队应急维修保障能力是个不小的考

验。王培君认为，一个人会修理、能保障，

不算什么，作为单位一名老兵，培养出更

多的电站修理能手，提高维修保障效率，

才算真本事。

“对照案例讲解，结合实践帮带”。这

是王培君多年来总结出的教学心得。每

次演训任务时，他都会带着班里的战士深

入一线，手把手教授他们故障排除要点。

一次，导弹营雷达车突发断电故障，

王培君立即带领班里战士赶到现场。简

单了解情况后，他便开始逐一检测发动机

舱线路和元器件性能。由于舱内空间闷

热狭小，为更好讲解和展示自己的检修过

程，王培君只好倚靠在发动机上，不一会

儿便汗流浃背。

“大家注意，第一步要静态检测线路

是否通畅，第二步要动态量取电压电流是

否正常……”就这样，他边讲解边示范，最

终，准确判定故障原因，并通过旁路短接

的方法，保证了雷达顺利开机。

成为集团军电站专业的首席教练员

后，王培君利用集约化训练、远程连线教

学等机会，先后为单位培养输送了 400 多

名电站维修骨干。他编写了 7 本专业书

籍和实用手册，在集团军部队推广运用，

进一步夯实了电站专业的理论教学基础。

前不久，在该旅组织的强军故事会

上，王培君受邀走上讲台，讲述自己的成

长经历，引发在场官兵的强烈共鸣。他

说：“每个岗位都连着战位，每个专业都是

战斗力增长的关键因素。小岗位也能有

大作为。”

“电站专家”的胜战之路
——记第 81集团军某旅一级军士长王培君

隆冬时节，豫中腹地，第 83 集团军

某旅一场实战化多要素综合演练正在展

开。舟桥分队官兵根据地形，组织器材

泛水卸载，推动门桥、准确对接、连接桥

节……汽艇操作手杨洁熟练操作汽艇设

备，快速完成浮桥架设。这意味着该旅新

近配发的装备已经形成战斗力。

快速形成战斗力的背后，离不开该旅

对科技人才的重视。科技日报记者了解

到，近年来，该旅创新方法手段，不断提升

人才培养质效，助推科技人才进入主战

链、指挥链，倒逼部队科技练兵能力生成。

“未来战争比的不仅是装备，还有

使用装备的人才骨干。随着现代化设

备列装部队，官兵的装备操作能力与部

队 人 才 的 培 养 能 力 正 在 持 续 接 受 考

验。”该旅领导介绍，前不久，在接到新

装备列装计划后，该旅以送学培训专业

技术骨干建设为牵引，同步建设模拟训

练专修室。官兵们在此加强装备换用

技能，互帮互助。

除了提升官兵的装备操作能力外，该

旅还聚焦人才培养，持续推开创新训练模

式。“创新思维只有在部队落地生根，才能

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该旅后装部

门助理贾柯告诉记者。

几年前的一次演习，由于场地狭窄展

开不便，架设浮桥的桥车作业手王国旭不

得不拖着连接线在场地两端来回奔跑。

“不仅个人不方便操作，还可能延误整体

的架设时间。”王国旭回忆道。

返营复盘时，他不断思考如何改进操

作方式，减少桥梁架设时间。一次训练间

隙，他将自己的创新思路向连队主官进行

汇报，得到了连队的大力支持。连队专门

腾出一个房间作为他的工作室，同时向营

里申请了专项经费，用于研究改进。不到

两个月，王国旭制作出第一代无线操作

盒，并在训练中投入检验。

“以前，大家都认为创新是上级部

门的事，离基层官兵很遥远。而且受研

究场地和经费支出等限制，基层官兵对

科技创新工作的积极性并不高。但王

国 旭 的 创 新 实 践 给 大 家 打 开 了 一 扇

窗。”贾柯说。

如今该旅专门设立了科技工作室，

鼓励官兵积极解决练兵一线发现的问

题，把想法方案变为现实。工作室负责

人王浩说：“基层实践是推动技术革新

的最好方法，只有注重培育技术革新小

组，充分挖掘科技人才队伍创新潜能，

才能让实践中涌现的‘金点子’运用在

未来战场。”

记者看到，越来越多出自该旅官兵的

科技成果显威一线演训场，一大批小革

新、小发明在演训中得到检验推广。

未来，该旅将进一步细化科技人才队

伍建设培养方案，将科技人才培养全面纳

入备战打仗关键领域统筹抓建，让科技人

才队伍在基层一线发光发热。

第83集团军某旅：科技人才有了大舞台

火箭军某旅高级军士群体闻令而动、奔赴战位。 刘明松摄

天山北麓，寒风凛冽，银装素裹。近日，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

队组织特战队员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进行实兵对抗演练，不

断淬炼特战队员血性胆气和实战能力。

此次演练旨在通过实战化训练模式，锤炼官兵在严寒天气下的作

战技能和心理素质，不断提升特战小队在陌生地域、恶劣天气、复杂敌

情背景下所需要具备的侦、搜、打、排、救等能力，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

提供有力支撑。图为特战队员演练现场。 （黄超 任勇摄）

迎风斗雪 淬炼血性

“积雪封山，牧民被困，请求空中支援！”近日，一场空地协同救援演

练在川西高原某飞行场站展开。数架直升机搭载救灾物资编队起飞，

勘察回传灾情、精准悬停投送、开设临时保障点、转运被困人员……全

程紧张有序，处置高效。

返场落地，战衣未解，飞行员随即进入作战室展开复盘检讨。这次

演练由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该支队领导介绍，支队调整组

建以来，常年下海岛上高原，穿峡谷越湖区，运用复杂空域和气象条件

检验主战战备性能边界，理顺协同单位指挥关系，深化典型行动样式研

究，用优异答卷闯出了强军兴军的制胜航迹。

该支队的训练成果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践行以战领训，以训促战

的缩影。近年来，该总队按照信息化、基地化、对抗化要求，持续构建以

分队训练场和教导队为依托、训练基地和片区统训点为重心、军兵种训

练基地为延伸的训练场地保障体系，引入射击方舱、VR 专修室、兵棋

推演等科技元素，有效满足了基层实战化练兵需求。

闽南海滨，陆军某特种训练基地内，陆军和该总队特战队员交叉混

编，兵分两路，通过武装泅渡、乘坐皮划艇隐蔽渗透“敌”据点。顺利上

岸后，队员迅速合拢，狙击组抢占高地。

“右横风，距离 600米，风速 2米每秒……”目标出现后，观测手通报

气象数据，狙击手调整呼吸，通过瞄准镜修正密位，轻扣扳机。然而首

枪未中，此时邻近狙击手果断补射，目标顺利清除。

“城市反劫持战斗时，我们强调一枪毙敌、万无一失。”战斗复盘时，该总

队参训队员刘士柱说。而友邻队友解释：“在敌后破袭战斗中，强调狙击行

动的快打快收，射手往往凭经验概略快速瞄准，允许短时间内多次补枪。”

“走出营区和其他部队交流过招，我们才能不断学习进步！”该总队

某大队大队长张欣江说。

记者了解到，为提升战斗力，该总队针对任务实际，推开“按纲+比

武”“集训+培训”“在营+驻训”练兵模式，组织军兵种联演联训、军地救

援演练、指挥所演习等活动，重点完善了水上海上、港口码头、城镇街区

和山地丘陵等典型训练场景，立足长远、层次分明、实用高效的联合训

练场地体系逐渐成形。

既要走出去，更要引进来。2024年以来，该总队派出工作组勘察场

地、沟通协调，先后选定 3类 10余处军兵种训练基地，向友邻单位、军地

企业提报 16 项紧缺人才带训需求，引入信息化、智能化训练手段。同

时，他们邀请陆航、特战、工程等专业分队来营展开互为条件训练，有力

推动了训练层次提升。

午夜时分，繁星烁烁。“机场遭袭，跑道受损！”一场该总队与空军某

部联合举行的跑道抢修演练迅疾展开。排爆手穿戴夜视装备排除未爆

弹，应急灯光车架设夜间助航灯具，该总队抢修分队派出自卸车向弹坑

填埋砂石骨料，多功能作业车和压路机展开道路找平和压实作业……

参加演练的该总队某大队大队长周健壮说：“作为应急救援力量，大

队在总队‘引进来’训练方式有力支撑下，与驻地友邻单位联动开展道路

抢修、抗洪排涝、危化品泄漏处置等训练，带动了核心作战能力提升。”

区分方向，联教联训，分建共享……近年来，该总队的训练足迹跨

遍祖国大江南北。随着练兵力度不断加大，指挥流程、编携配装、保障

体系建设等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问题被逐项破解。

近日，在该总队组织的一场单兵、班组战斗能力检验综合演练中，

官兵面对小股敌人窜袭，有序展开丛林搜索、通过障碍、协同攻击、战场

救护等作战行动。与以往不同，他们引入实兵对抗系统、末端数据采集

系统、心肺复苏模拟人等检验平台实时反馈演练动态，电子靶标实时显

示各种打击、救护效果，演练质效大幅提升。

该总队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持续优化训练场地资源，完善训练档

案，推动各类训练正规化，进一步打造“保障尖兵”“南方机动”等训练品牌。

以训促战 锤炼精兵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练兵见闻

◎黄学桐 杨 湛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营内外军营内外

无人机被誉为“空中哨兵”。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在荒漠戈壁借助

复杂地貌和多样气象条件，从严从实开展无人机实战应用训练，磨砺制

胜本领。图为该团战士测算气象条件。 陈建斌摄

实战训练 磨砺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