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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在演训场上能看到这样一
支“点染成万千诡异艳丽色彩”的队伍：
你说他们是“兵”吧，平时他们没有自
己的营房，团队中有老有小、有男有女；
你说他们是“民”吧，他们又常常在实战
化的演训场上操枪弄炮，能让那些“掉
链子”的武器装备起死回生，百发百中；
你说他们是一群普通的劳动大众吧，他
们中间 60％以上的人员具有中高级技
术职称，剩下不到40％的人员都是身怀
绝技的“技术大拿”……

他们是一群什么人？火箭军官兵
称他们是“隐形的翅膀”，巧助导弹
腾飞；老百姓说他们是来无影去无
踪的“影子部队”，走南闯北立下战
功——他们就是召集了 10多个省市、
数十家军工企业“技术精英”的火箭军
某预备役特种装备维修大队。

备而能用

陈毅元帅曾说过：淮海战役的胜
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时至
今日，机械化和信息化程度比较高的
我军，或许再也用不着用小车来推，但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刻也离不开技术
保障。特别是对火箭军来说，就像鱼儿
离不开水一样，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
持——“技术大咖”的全力保障。

12年前，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我军现
代化建设的新要求，某预备役特种装备
维修大队组建成立。“技术大咖”就像一
把珍珠，散落在10多个省市的数十家军
工企业里。现在“庙堂”有了，如何去招
贤纳士，把这些“技术大咖”召集起来，
攥成一个备而能用的战斗团队？

摆在大队领导面前有两份入队申
请书：一份是某企业项目经理李某，另一
份是某企业计算机专业工程师王某。从
加强军地协作看，李某最合适；从加强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看，王某最合适。如何
抉择令大队非常为难。但是，用“备而能
用”的尺子量一量，也就是说，从实战需
要、装备保障需求和保证专业对口率出
发，这个抉择就变得不难了。

预备役大队预编的人员，不是用
来看的，是用来干事的。大队要做到
人员满编率百分之百很容易，但做到
专业百分之百对口和优良率百分之百

则很不容易；“在编制需要上求准，在
编组质量上求精，在编组方法上求
活”，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要变现极
其艰难。曾几何时，大队一彪人马奔
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到科研院
所和生产厂家一线，像大浪淘沙一样，
用“部队所需”这个卡尺，一个个择优
选拔“技术大咖”。

常常是，大队看上的技术专家，人
家还不一定想“被纳编”。大队领导只
好用“办公室找、上下班堵、家门口等”
笨办法，去感动对方、寻求支持……经
过很多年的努力，预备役大队纳编和
储备了近千名“高、精、尖”专业技术专
家 和 骨 干 ，保 证 了 预 备 役 满 编 率
100%，专业对口率 100%，完成任务优
良率 100%，确实做到每一位纳编的
“技术大拿”拉得出、用得上。

预备役中校邢建丰，高级工程师；
预备役少校廉英琦，高级工程师；预备
役少校张志龙，主任设计师；预备役少
校王炎，主任设计师；预备役少校施晓
勇，主任设计师；预备役上尉郭法涛，
主任设计师；预备役士兵原慧敏，“首席
技能专家”；预备役士兵袁卓凡，高级技
师……当我们看到预备役大队这支阵
容时，大队所追求的三个“百分之百”目
标，变得具体而鲜活，也使人相信，在他
们的手中没有拿不下的瓷器活。

用而能战

在预备役大队，随便拉出一个人，
都是人才，不是设计师，就是工程师，
再不起眼也是一个高级技师。但是，
他们上得了战场吗？

说起来真不是一个笑话。在保障
某次实弹发射任务中，一枚导弹点火
后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正在现场
遂行技术保障的一位预备役技术专
家，当场就被实战的氛围吓得两腿发
软，脑袋发懵，别说去应急处置进行技
术保障了，自己反而成了被保护和保
障的对象了。

这件事吓着了技术专家，更是惊
醒了大队的党委一班人。谁也不是天
生是个兵，谁也难做到第一次见到战
火硝烟就处惊不乱。由民到兵，不经
过严格艰苦的训练，不经过硝烟的洗
礼，不在演兵场磨砺，很难破茧成蝶。
为了把“技术大咖”锻造成合格的战
士，该大队创新训练手段，摸索形成了
一条具有特种装备维修预备役大队特
色的军事训练路子——

集中强化训。大队根据预备役力
量驻地编组和跨区域抽编相结合的编
组实际，将区域内编组人员较少、分布
相对分散的预备役官兵集中到大队营
区或某一指定地点，集中强化进行基
础课目的训练。练兵先练胆。开展战
斗精神专题授课辅导，成为集中训练
的必修课。大队还因地制宜，组织预
备役官兵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强化大家的国防意识、军
魂意识和时刻准备打仗的战斗意识，
把培育官兵的战斗精神放在首位。

驻厂重点训。针对预编人员相对
比较多且集中的预编单位，大队充分
利用所在单位人才、资料、装备、器材
等优势，抽组教练员队伍上门组织指
导，重点对参训预备役官兵开展战场
适应性训练、心理测试、心理行为训
练、特情处置训练和应急处置演练，提
高抗压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结合任务训。大队特别注重与任
务部队开展联合训练，利用现役部队
进场驻训、战役演习、实弹发射等时
机，按照“建制对应、保障对接、专业对
口”的原则，采取混合编组、随队带训、
跟岗跟训的方式，组织预备役官兵与
现役保障分队开展挂钩训练，与保障
对象开展联合训练，与动员要素开展
合成训练，与整体保障力量开展对接
训练，按照任务部队设置的课目从难
从严训练演练，做到熟悉战场环境、保
障对象、岗位战位，提高实战训练水平
和实战保障能力。

训和不训就是不一样。在一次应
急演练中，81名预备役官兵从全国各地
出发，千里奔袭某地集结，与 6支常规
导弹部队对接。从任务下达、快速动
员，到受领任务、奔赴战位，前后用时比
“国动委”规定时间缩短三分之一。截
至今年国庆节，该大队预备役官兵参训
率达到 100％，训练考核合格率 100％，
重大任务参与率在80％以上。

战而能胜

一直以来，技术保障队伍被视为
部队的“拐杖”。但是，“技术大咖”从
来不把自己看成是“拐杖”，而是把自
己看成是体系作战中的重要一环，不
仅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还要有关键
时刻顶得上打得赢的绝活。

从“拐杖”蝶变成“隐形的翅膀”，不
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技术大咖”也遭遇
过“滑铁卢”。在装备抢修现场，一台发

射车出现故障，经过预备役官兵抢修，3
小时后故障被成功排除。导弹战车“起
死回生”却被裁判组亮了红灯，被迫退
出作战行动。原因很简单：超过规定时
间，错失了战机。某科研院所高级工程
师包军感慨地说：“仅仅满足平时能修
好不行，还要做到战时修得快，否则同
样打不了胜仗！”

经过一次次战火中的磨砺淬炼，
“技术大咖”终于在实战演练中，书写
了无愧于时代的“能打仗、打胜仗”实
战样本：
——在一次重大发射任务中，临近

发射时检测发现设备报警异常。留给处
置时间只有 2天，难度非常大。重点型
号武器装备总体主任设计师、预备役上
尉郭法涛，接到通知立即冒雨乘车奔袭
700公里至现场，连夜收集数据并深入
分析，试验验证后，确认该故障对装备不
会造成不利影响。在部队官兵一筹莫
展、不知如何是好的重要关口，郭法涛果
断给出了可以继续执行任务的结论。在
这位技术专家的指导下，这次发射任务
得以如期执行，并获得圆满成功。
——3年前，某型号导弹在执行高

原训练任务时，发生了一起技术故障，
不知所措的部队官兵立即向“技术大
咖”发出求助信息。求助信息就是动
员令。某科研院所高级工程师、预备
役少校廉英琦得令立即组织技术团队
对问题进行分析、排查，并连夜拿出了
处理方案。第二天上午又马不停蹄地
赶往高原，转战千里，仅用了不到 48个
小时，就顺利排除故障。看着一枚枚
导弹呼啸而起，精确命中目标，部队官
兵由衷地伸出了大拇指，称“技术大
咖”是助力部队打胜仗“隐形的翅膀”！
——在今年进行的一次实兵实弹

演习中，某型号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
预备役少校张志龙定岗在某导弹旅基
本指挥所，担负技术决策咨询任务。在
导弹临发射前的最后一波次合练时，官
兵们发现某架发射单元在操作过程中
测控系统一组数据异常，不敢继续操作
下去。指挥所专家组了解情况后，都难
以决断。导弹能不能按时发射？着实
让整个指挥所犯了难。张志龙经过一
番深思熟虑，力排众议，提出此情况不
影响发射程序，可以继续操作。指挥所
关键时刻听从了这位技术专家的建议，
果断下达了发射的指令。最后，导弹成
功发射并准确命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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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大咖”从军记
——火箭军某预备役特种装备维修大队练兵的一段经历

■本报记者 范江怀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群军工人凭

借简陋的科研和生产工具，在极其困难

的条件下，打造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

填补了我国在核潜艇领域的空白。

这一天足以载入史册。1970年12

月 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

水。有人问这群军工人成功靠的是什

么？答案是信仰。

有时候，信仰是一种担当。新中国

建国初期，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过：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

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

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

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当年，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

义加紧对新中国政治上孤立、技术上严

密封锁，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

中。中国军工人用铿锵有力的誓言回

击，“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一批批优秀军工人有的放弃国外优越

的物质条件，突破重重关卡返回祖国；

有的“抛家舍业”，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

注在国防事业上，隐姓埋名数十载，甘

心做“沉默的砥柱”。他们都有一个共

同的目标——一心只为托举起“两弹一

星”，让祖国的“腰杆”硬起来。

有时候，信仰是一种匠心。对军工

人而言，匠心是立业之本。今天的军品

生产，早已不是“一盏枯灯一刻刀，一把

标尺一把锉”的时代，信息化武器装备凸

显“高精尖”，军品出现半点质量问题，都

可能事关战场胜败、国家安全。马岛战

争，阿根廷战败。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

哑弹是阿根廷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据

统计，阿根廷军队击中英舰的导弹有一

半都没有爆炸。如果不是哑弹，至少还

有6艘英舰将被击沉或遭受重创，战局

很有可能会被改写。有人说，从一定程

度上讲，中国国防工业是靠匠心支撑起

来的，从神舟飞船“上九天揽月”到蛟龙

号“下五洋捉鳖”，从北斗导航成为宇宙

“千里眼”到天舟一号发出首单“太空快

递”……这些大国重器的背后离不开一

大批“工匠”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坚守，

是他们将数百万精密零部件丝毫不差地

“聚首”，最终将“中国智造”打造成中国

名片。

有时候，信仰是一种定力。《爱莲

说》中提到，莲花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

“品质”，军工人更需要这样的定力。

面对复杂多元化的世界，越是在“乱花

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越是要“咬定青山

不放松”。“历时27年，遇到200多个重

大障碍和技术难题，历经数以千次的

试验测试失败，甚至有外国政府出重

金聘请……”但这些都没能撼动总设计

师张恩和对“太行”发动机的初心，正是

这份定力让中国摘得这颗航空“明珠”，

让中国航空吃上“定心丸”，远离“心脏

病”。

心中有信仰，才会有强大的免疫力

和抵抗力。军工作为最具创新活力的

领域，军工人只有坚定这份信仰，把使

命高高举过头顶，不断打造“高人一筹”

的尖端武器装备，我们才能在战场上占

据优势、赢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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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们将瞄准船舶行业
国际前沿技术，争取早日研制出安
全、环保的我国第一艘超大型智能油
船舶。”前不久，在大连船舶重工集团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专题会上，十九
大代表、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副总工程
师关英华结合工作实际汇报了下一
步的工作计划。

从北京回来，关英华就和她的研
发团队投入到同国内外船东技术代
表的技术谈判中，为船厂年底前承接
新船合同订单做充足的技术准备。
对于船东技术代表提出的节能指标、
环保指标，她一一记录。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战略支撑。作为奋战在船舶研
发一线的工作者，我对科技创新的体
会尤为深刻。”关英华说，十九大报告
进一步激发了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
力，为今后建设海洋强国指明了方向。

7月 11日，船厂为招商局能源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31.9万吨原油
船72号船交工。这是关英华及研发团
队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节能环保型超大
型油轮，是专门为客户量身打造的极
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船型。

为了有效提高船舶的航速综合性
能，关英华带领着团队不断优化船体

型线，为船体设计了最合适的型线，选
用长冲程节能型主机和新型大直径高
效螺旋桨，达到了船、机、桨高效匹配的
效果，并配置合理应用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节能导轮和舵球等节能装置，
降低了燃油消耗，提高了推进效率。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作为我国第一
个设计并建造 30 万吨超大型油船

VLCC的船厂，经过团队的不懈努力，
目前VLCC系列产品已研发6代 8型，
订单 80 余艘，交工 74 艘，超过世界
VLCC营运船队总量的10%！

9 月 1 日，由大连船舶重工集团
牵头承担的国家高技术船舶科研计
划“风帆技术示范应用开发”项目风
帆制作正式开工。风帆项目属于国
内外重大创新项目，在VLCC船上进
行风帆示范应用尚属首次。

近年来，随着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神经网络
等技术和理论的快速发展，船舶智能
化水平已经成为主流航运公司订造
新船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也是各国
船企正在加快研究的高科技船舶领
域。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承担的工信
部智能船舶 1.0研发专项——超大型
原油示范船科研项目,无论从智能系
统的研发、技术实施策略和参研管理
等都有很大的创新。关英华是项目
技术的主要负责人，她信心满满地告
诉记者：“争取到 2020年前后，我们一
定能研制出我国第一艘超大型智能
油船舶”。

关英华：造智能船舶的巾帼设计师
■肖建平 焦建仓 本报记者 王凌硕

本报讯 记者韩阜业、通讯员李明
报道：11月16日，2017年迪拜国际航空展
在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国际机场闭幕。
我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本届航展上，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围绕军机、民机、无人机等3条主线，共
有17款产品参展。其中，“翼龙”“云影”
“风云”3款无人机集中亮相及无人系统
整体解决方案综合演示成为航展亮点。

据了解，“翼龙”“云影”“风云”3款
无人机功能丰富、适用范围广，囊括从
高空到低空、从战术到战略全面覆盖军
用、警用的各类型。“翼龙”系列无人机
航时长、适合完成全天候、全天时广域
综合探测以及时敏目标持续跟踪打击
等任务。“云影”系列无人机飞行高度
高、航行速度快、适合完成广域电子侦
察打击任务。“风云”系列旋翼平台可搭
载任务载荷量大、便携程度高，适合单
兵携带进行局部态势探测回传，以及复
杂战场环境下的无人化运输任务。

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通过自动化、
智能化的无人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综合
演示，结合通信系统示意、模拟方舱、
飞行交互视景和场面渲染背景等手
段，呈现了机、站、链之间相互作用，展
现了数据传输、飞行控制、任务规划、一
站控四机等能力，体现出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在中高端无人机系统的研发水平。

三款国产无人机
亮相迪拜航展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在“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部分，提出“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格局”，作为“新时代使命任务”。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过程中，军地各级谋融合、促融合、抓融合，实践探索逐步推进，融合成
效逐渐显现，军地有需求、各方有热情、创新有活力的生动局面正在形成、蓬勃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发展进而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期。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
国防是全民国防。进入新时代，武器装备现代化进程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呼唤军民一体化，军民一体化支撑武器装备现代化。
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路子，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格局，才能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综合效益最大化，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本期，记者带您走访火箭军某预备役特种装备维
修大队，探寻他们是如何走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之路。

军工桥梁

人物·科技先锋

匠心慧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