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一支军队只有勇于变革，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
地。”

当今世界，加紧推进军事变革成为大国赢得战略主动权
的共同选择。很多代表委员表示：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的时代要求；改革，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改革，更是决定军
队未来的关键一招！放眼世界，纵观全局，必须以更大的智慧
和勇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

过整整一个时代。”来自军事科学院的郎友良代表说，实践证
明，只有努力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坚定改革自信，才能续写
好“春天的故事”。

永葆昂扬锐气，改革就要有那么

“一股子闯劲”

提起几年前内蒙古草原深处的那场演习，来自东部战区
陆军的张学锋代表记忆犹新。7支陆战劲旅与“蓝军”旅过
招。交战的结果却是六比一，“蓝军”大胜，“红军”惨败！
“朱日和系列演习暴露的问题，说明我们离实战化要求还

差得很远。不改革，军队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张学锋
告诉记者。
“改革，就要有一股子闯劲。要敢闯、敢试！”来自海军某

基地的孙健代表告诉记者，改革越往深里走难度越大，唯有将
这股“闯劲”，变成“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锐气，我们才能不断创
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改革新业绩。

改革，要永葆锐气，更要有“三严三实”的作风。陆军第78集
团军政委郭晓东代表对此深有感触：“军队建设的痛点在哪，我们

就改哪。要从制约军队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真正做到改在关
键处、改到官兵的心坎上。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做到严以修
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改革，始于梦想，成于实干。“近年来，国防和军队改革能
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离不开‘实干’两个字。”许多代表委员
在小组讨论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
要永葆昂扬锐气，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要当好改
革的促进派、改革的实干家。”

将改革进行到底，奏响新时代的强音

“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将改革进行到底，说出了
代表委员的心声，奏响了新时代的强音。
“改革后续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调整之深、转型之难、任务

之重，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前所未有。”军委后勤保障部政治工
作局主任徐兴林代表对改革之难、任务之艰巨感受很深。

代表委员们谈到，改革强军不能一蹴而就，也无法一劳永
逸。

在南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陈显国委员看来，站在
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还面临着进一步扩大改革的覆盖面、
深化改革的实践成果等问题，要把既定的改革部署进行到
底。

改革催生的一幅幅新画卷，让从事武器试验工作多年的陆
军某部高级工程师吴颖霞代表深感欣慰：“改革本就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越是如此，越要聚精会神、瞄准方向、奋力向前，越要
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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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

支队开展航行补给训练，提升部队

遂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王志鹏摄

海上补给

本报讯 邢高峰、特约记者汪学潮
报道：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雷锋
同志题词 55周年之际，沈阳联勤保障中
心集中开展“瞻仰雷锋”祭扫活动，中心
机关和部队官兵代表赴抚顺参观雷锋纪
念馆，开展向雷锋墓敬献花篮、重温入党
誓词等活动，发出“做新一代雷锋传人、
展新时代联勤风采”倡议。

活动现场，官兵代表肃然脱帽行默
哀礼，向雷锋同志雕像致以崇高敬意，寄
托无限哀思，接着，礼兵向雷锋雕像敬献

花篮。官兵代表一致表示：要担当起转
型新体制、建设新联勤、履行新使命的时
代重任；要一心听党话、铁心跟党走，坚
决听从习主席指挥、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立足本
职岗位争当打赢精兵、行业标兵、保障尖
兵；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优质高效保
障部队、保障官兵、保障战场。

甘洒大爱满人间，浩然正气存天
地。在中心党委常委带领下，官兵手持
鲜花瞻仰雷锋雕像，并将鲜花轻轻放在

墓前。在雷锋纪念馆里，官兵近距离接
触了解雷锋，无不被雷锋精神所感染，表
示一定要把雷锋精神融入血脉、融入岗
位，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据了解，该中心党委还将组织开展
“走近雷锋”电影周、“认识雷锋”读书、
“感悟雷锋”讨论交流、“弘扬雷锋”演讲、
“学习雷锋”扶贫、“宣传雷锋”及“选树学
雷锋典型”等 10项贯穿全年的学雷锋活
动。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瞻仰雷锋，立志担当新使命

本报讯 戴麟权、任发源报道：
“您好，请您出示证件……谢谢配合，
请进！”3月 5日，担负全国两会代表住
地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哨兵
吕康泰，用礼貌的执勤用语、挺拔的军
姿形象、标准的执勤动作，给全国两会
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小吕告诉笔者：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牢牢钉在
哨位上，确保警卫安全，就是对雷锋精
神最好的践行。”

近年来，该团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

时代意义，与时俱进学雷锋，把聚焦练
兵备战、立足战位建功作为鲜明导向，
引导官兵把本职岗位作为践行雷锋精神
的重要平台，在完成重大专项警卫勤务
和遂行急难险重任务中勇站排头、争当
先锋。该团结合战位练兵增设 “强军
理论大讲堂”“兵王擂台挑应战”“一帮
一、一对红”等提高战斗力的配合活
动；每逢重大专项警卫勤务开展“雷锋
标兵哨”和“雷锋式的好战士”评比，
大力宣扬执勤官兵的好思想、好作风、

好形象，激励官兵恪尽职守、创先争
优。

身边的雷锋最感人，强军的典型最
荣光。笔者发现，该团评选的学雷锋先
进个人，训练尖子和执勤能手占了绝大
多数。某连连长江焕海反复研究执勤案
例，实战对抗推演战术，任职以来带领官
兵圆满完成重大专项警卫勤务 1000 余
起，警卫执勤零差错。新兵薛瑞鑫感慨
地说：“我也要苦练打赢本领，早日成为
雷锋式的好战士。”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

感悟雷锋，立足战位强本领

“无特效、无剪辑，原汁原味！”“厉害了，我
的解放军，敢用直播，底气满满！”一场镜头聚
焦训练场的网络直播火了，直播弹幕刷爆了网
络。近日，“战鼓阵阵”网络直播走进东部战区
陆军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现场呈现官兵训练生
活，直播期间观看量超过 4300 万，弹幕互动
240余万条。

据悉，这是军委政治工作部网络舆论局
“战鼓阵阵”网络直播活动的第一站，央视网、
斗鱼、花椒 3家媒体和直播平台同步展开，解
放军报融媒体、共青团中央新媒体、今日头条
等媒体也参与其中，让更多人看到军队实训实
练的身影。

王杰生前所在部队训练场上，虽然天气
寒冷，但官兵士气高涨。“200 米距离卧姿”
“150米距离跪姿”“100米距离立姿”的实弹
射击训练，官兵百步穿杨的实战本领赢得网
民频频点赞；“六杆通道”“双直角限制路”
“S形曲线”的坦克驾驶训练，艺高人胆大，
令网民叫绝。

除了训练课目，在近 4个小时的直播中，
各大直播平台还动态展示官兵野外条件下住
宿生活情况。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不畏艰苦
的积极乐观态度，深深打动了网友的心。“兵哥
哥们最棒最辛苦！”“有他们在，我们放心安
心！”网上正能量涌动。

运用网络等创新手段，让全民共享国防建
设巨大成就，是一支现代化军队的自信。王杰
用生命践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穿
越时空，历久弥新。“直播展现实力，网络直播
接地气，是传承‘两不怕’精神的最好形式之
一。”王杰生前所在部队政委张振东谈到，“军
营开放将带来更大的溢出效应。我们坚信，日
益强大自信的人民军队，还将给民众带来更多
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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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夕阳染红了天际，最后一架无
人机从跑道一端自主返场降落，30岁
出头的李杰快速整理好试验数据，写
在当天的飞行试验日志上。

李杰所在的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
学学院无人机“慧眼”系统创新团队，在
中原某地试验场历经近一年 7000 多架
次的起降后，终于在新学期伊始圆满完
成了“灵燕”“灵雁”两个试验型号无人
机集群自主飞行与探测试验。一系列
原创性技术突破，为无人机形成战斗力
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外人或许不知道，那些在低空翱
翔，并能集群自主飞行、自主并行感
知、自主任务规划、自主覆盖探索与
抵近侦察的无人机所仰赖的“慧眼”
系统，是出自这个平均年龄不到 30岁
的创新团队。
“年轻是我们团队最大的特点。”

身着迷彩服、手持对讲机的王祥科副

教授告诉记者，团队包括研究生在内
共60多人，年龄最小的才21岁。

37 岁的王祥科，是团队中仅有的
几名“老人”之一。如果在他的名字
后冠以“项目技术总师”头衔，那
么，这位王总师也称得上“少壮派”
专家了。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习主席的这

句话，激励着刚满 30岁的贾圣德。2015
年博士毕业留校后，贾圣德参与到无人
机集群“慧眼”系统项目研制中，现在已
是团队的技术骨干。“我赶上了好时代，
有好平台，能干大项目，必须以奋斗的
姿态推进科技创新，否则就会给人生留
下遗憾。”贾圣德说。

2017年 9月，贾圣德曾赴南部战区
观摩部队演习，回来后，他认为项目
试验应更好地对接部队需求。团队立
即成立由他任组长的需求分析组。贾
圣德不负众望，根据未来作战需求，

对无人机战场态势感知智能系统进行
改进优化，一举将目标信息与图像分
辨率提高了好几倍。
“这是团队集智攻关的结果。”贾

圣德的话并非谦虚，对目标探测能力
的提升，今年 26岁的唐邓清也功不可
没。他在项目中负责目标检测、跟踪
与定位算法研发。这是一个要求很高
的技术难题。
“就看你的了。”大家投向唐邓清

的目光，让他感到“压力山大”。但困
难并没有阻挡住他的创新步伐。“我是
巧办法与笨办法双管齐下，巧办法就
是不断改进优化硬件与算法，找准攻
关突破口；笨办法就是反复实验和进
行数据分析，白天黑夜连轴转。”最
终，这一难题在唐邓清夜以继日的攻
关中顺利解决。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1988 年出
生的喻煌超，2016 年底在加拿大获得
博士学位后加入到团队中。团队研制
的一款无人机，需要自主完成新型倾
转机械设计，这一任务落到了喻煌超
身上。

扎实的专业基础加上脚踏实地的
严谨作风，让喻煌超实现了倾转结构
与整体质量的最优化，巧妙设计有效
提升了无人机稳定性，他为此还申请

了一项发明专利。
相比喻煌超，特招入伍的尹栋是

一名“老海归”。在尹栋看来，“奋斗
在新时代，每天都是幸福的”。

使命催生着幸福，幸福伴随着使
命，这位曾留学美国的博士格外珍惜试
验场上的每一天。夏天，他冒着 50摄氏
度的高温在跑道上做试验；冬天，冒着
凛冽的北风在跑道一旁操作电脑，自始
至终奋战在试验一线。2012年以来，尹
栋先后参与承担多项重点项目研究，如
今已成为团队的中坚力量。

当青春遇上新时代，这群年轻人
充满了奋斗的激情。2013 级博士生赵
述龙在项目中承担无人机算法设计与
参数调整。他提出并设计出 5个原创性
算法，构建起一个曲线跟踪体系架
构。随着试验的完成，他的博士论文
也在试验场顺利通过答辩。

奋斗的青春最精彩，也最甜蜜。
今年 30 岁的计算机专业博士刘志宏，
设计并实现了模块化的机载系统架
构，使机载软件算法得以完美实现。
在科研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他也
迎来了爱情的瓜熟蒂落。今年春节，
刘志宏与心上人走进了婚姻殿堂。事
业与爱情的双重收获，让他对未来充
满无限憧憬。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习主席这句话，激励着国防科技大学智能
科学学院的一群年轻人—

燃烧青春，点亮无人机“慧眼”
■本报记者 王握文 通讯员 张酉龙

（上接第一版）

坚持一切工作向备战打仗聚焦，是
党的十九大立起的鲜明导向，是习主席
向全军发出的号令。军队领导干部如何
聚力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成为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

军之大事，命在于将。武警重庆市
总队政委修长智代表说，“胜战之问”首
问领导干部，备战打仗首责在领导干部，
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铆在战位，
大抓练兵备战，狠练指挥能力，做到心有
忧患、腹有良策、身有本领，取得指挥“合
格证”和打仗“资格证”，做新时代备战打
仗的奋进者、搏击者，不负党中央、习主席
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
“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

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第80集团军某旅
宣传科科长王海龙代表介绍说，前不久，
他所在部队党委一班人与基层官兵同步
学新装备、练新装备，解决了影响和制约
新装备战斗力生成的多个瓶颈问题。
“严训先严官，练兵先练将。”军委后

勤保障部政治工作局主任徐兴林代表感
慨地说，军队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关键是用能打仗、打胜仗的决
心和行动，回应“统帅之忧”，作答“胜战
之问”，带头把使命举过头顶，把责任扛
在肩上，始终保持高昂的奋斗精神，切实
敢于负责、勇于担责、勤于尽责，凝聚兵

心士气，催生磅礴力量，有力推进强军兴
军伟大事业。

行远而不忘其初——

闻令而动，把练兵

备战抓紧抓实

新时代辉煌开启，新使命战鼓催征。
采访中，一些代表委员不约而同谈

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饱含着我们
党对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新探索和新认
知，也为中国军队标定了醒目的强军兴
军路标——

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
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
力争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

今天，回眸砥砺奋进这 5年，我们对
强军兴军关键在党有了更真切的认知。
“全面提升核心军事能力，在备战打

仗的征程上步履铿锵，就是听党指挥最
直接的体现。”这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
表委员的共识。“越是‘脱胎换骨’越要维
护核心，越是‘换羽高飞’越要听党指
挥。”东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张学锋代表
说，坚定维护核心，是我们奋进新时代、
夺取新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军队旗帜鲜

明讲政治的最高体现。要立足新的政治
站位，深刻认识和践行“三个维护”，真正
从事关旗帜道路方向、党运国脉军魂、复
兴伟业成败的高度，强化忠诚核心、拥戴
核心、维护核心的政治自觉。
“服从核心、维护核心就是最大的政

治。”来自陆军的武仲良代表说，“要把全
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贯穿到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过程各领
域。”
“党的十九大把‘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写入党章，为推动部队转型发展
提供了行动指南。”来自基层政治工作
一线的谢正谊代表认为，人民军队忠于
党，时刻准备上战场。学习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关键是把练兵备战抓紧抓
实。谢正谊告诉记者，新年度训练大幕
刚刚开启，他所在部队的全体官兵闻令
而动、弓满弦张，训练场上战车轰鸣、
铁流滚滚，处处是一派龙腾虎跃的练兵
场景。
“撸起袖子加油干，甩开膀子加紧

干。”代表委员们的铮铮誓言，也是全
军官兵的共同心声：坚持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
务不懈奋斗。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本报讯 黄巧、特约记者王豪报
道：近日，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
所属扫雷二队、扫雷四队，在云南文山
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的茅坪雷场，
以及麻栗坡县的中越 265号界碑附近
雷场，举行雷场验收移交仪式，将 380
万平方米已扫雷场移交当地政府。

仪式上，扫雷官兵现场进行徒步
验收。在当地群众注视下，官兵手拉
手从雷场一侧出发，脚步坚定踏入昔
日雷场。据了解，中越边境雷场地雷
种类多、密度高，由于缺少“布雷图”等
资料参考，不能采取“排除地雷和爆炸

物与已知数据对比”方式进行验收。
因此，自中越边境首次开展大面积扫
雷行动以来，扫雷官兵都是通过在雷
场中行走踏勘的方式验收雷场。

据悉，中越边境云南段第 3次大
面积扫雷任务部队 2015年 6月组建，
于 2015年 11月誓师出征，任务是清排
中越边境云南段 5600万平方米雷区，
并协助雷区所在地政府对 2400 万平
方米雷区进行永久性封围。此次扫雷
行动，部队任务雷区跨越云南省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共计6个边境县的 109块雷场。

云南边境扫雷取得阶段性成果
马关县、麻栗坡县境内380万平方米雷场重归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