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端访谈

10国防军工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 星期五 E-mail:jfjbgfjg@163.com 责任编辑/张新

中国“天眼”张目、“蛟龙”遨游深

海、“北斗”闪耀太空……回望近年来

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历程，科技创

新无疑是镌刻其中最醒目的标签，是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高速迈进的动

力之源。

“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创新的

重要意义，前人早有深刻认识。纵观历

史，中华文明智慧涌流、引领时代的盛

世，总是与施行改革、鼓励创新紧密相

连；反之，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时代，

往往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在当前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全

球科技创新呈现井喷态势的大背景下，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的道理，被诠释得更加深刻透彻。

世事如棋局局新，谁有智慧，谁能

创新，谁就更具有竞争力。实践告诉

我们，在任何历史时期，要做好发展文

章，创新都是破题之策。近年来，我国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

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不

少军工企业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支

持下，取得长足进步，获得丰硕成果。

欣喜之余，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仍有部

分企业受惯性思维的影响，在通过科

技创新提升自身生产力、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上办法还不够多、步子

还不够大。在军民融合发展的大格局

下，军工企业带动科研院所参与科技

成果转化方面的“生态机制”还不健

全，依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

进一步缩短研发与制造之间的距离？

怎样进一步提升成果转化率？解决这

些难题必然离不开科技创新。

诺贝尔曾有句名言：“科学研究的

进展及其日益扩充的领域，将唤起我

们的希望。”放眼当今世界，科技前沿

领域正不断延伸，产业更新换代日趋

加速，在历史的关键节点，能否实现从

追赶型发展到引领型发展的华丽转

身，能否做到后来居上、实现弯道超

车，关键就看能否在创新驱动上有所

作为。只有努力在独创独有上有所建

树，我们才能将一点一滴的势能积累

转化为奔涌向前的奋进动力，为“中国

梦”的顺利实现提供强劲的科技支撑。

“加快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

术发展，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人民军

队建设和战斗力发展的贡献率。”习主席

的这一重要论述，是对科技创新助

推战斗力转型升级的瞩望，也是对

全体军工人的鞭策与鼓舞。对军工

企业来说，只有持续开掘人才“富

矿”，努力打通思想“堵点”，不断消

除不合理的制度“栅栏”，才能走出

“亦步亦趋”的思想窠臼，打破体制

机制的“利益藩篱”，让创新的源泉

充分涌流，在强国强军征程上跑出

科技创新的“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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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 12日，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拉开大幕，习主席在长

沙舰上检阅海军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千里之外的江南造船厂员工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这一幕，心中无比激

动。长沙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海军主力战舰，在这次海上阅兵中，有许多艘战

舰来自江南造船厂。

从1865年到2018年，从工业先驱到现代化造船厂，江南造船厂的每一步发

展，都见证着国家的兴衰荣辱。

改革开放40年来，江南造船厂这座拥有150多年历史的老船厂华丽转身，

开启崭新发展模式，一艘艘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巨轮和战舰，从这里拔锚起

航。从江南造船厂到江南造船集团，她见证了历史，更引领着未来。

“讲百年信誉，造一流舰船。”进入新时代，长兴岛上这个军舰的“摇篮”，

几代“江南人”济济一堂，巨大的船坞中，生产线忙碌不停。如今，这里已成

为全球最大、最先进的造船基地之一，这里的一举一动，吸引着世人关注的

目光。

军工T型台

匠心慧眼

数据可以轻易给人“画像”：所行
所思、消费习惯、行程安排、人际关
系……数据“巨头”或许比你更了解
你自己。光缆传输的是每个人的数
据，更是窥探者的宝藏。
“透明的时代”早已到来，“隐秘

的威胁”无处不在，“真实的较量”已
经展开。当便利与安全、自由与秩序
不断冲击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何为
“第五空间”找到一个更可靠安全的支
点？毫无疑问，自主可控是增强网络
安全的重要支点。

互联网时代，数据安全绝非某个
企业或行业的一亩三分地，需要各方
合作、共同守护。当前，企业如何把
握好网信军民融合发展的时代机遇，
筑起坚固的“网络长城”？本期我们邀
请 360企业安全集团董事长齐向东、中
国长城科技集团总裁陈小军、浪潮集
团副总裁于治楼共话网络安全与信息
化建设。

夺取制信息权的不是炮

弹，而是网络里流动的字节

问：互联网时代，网络安全牵一

发而动全身，如何认识维护网络安全

的重要意义？

于治楼：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有多便利也就有多“锋利”。网络空间
正在上演“丛林法则”，攻防双方总是在
动态对抗中，不断寻找彼此的漏洞和短
板，尽可能获得阶段性的对抗胜利。在
信息领域对抗中，夺取制信息权的不是
炮弹，而是网络里流动的字节。以计算

机网络为核心的军事信息系统，即使物
理隔离也不能高枕无忧，一个信息节点
的被动可能导致整个军事行动的被动，
进而影响整体安全。

齐向东：当下，网络早已“飞入
寻常百姓家”，网络安全平时关乎国家
安全、社会稳定，战时则关乎战争胜
败。网络好比国家安全体系的“神经
系统”，在安全体系中处于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地位。震网病毒、“棱镜门”风
波、勒索病毒等一系列事件告诉我
们，网络安全威胁近在咫尺，筑牢国

家安全的无形边疆任重而道远。

网信领域军民融合要实

现军为民所用、民为军所备

问：企业如何利用自身技术优

势，探索网信领域军民融合发展？

齐向东：在网络世界里，缺陷是
天生的，漏洞是不可避免的。各种已
知、未知的漏洞防不胜防，好比我们
守着正门，但黑客却能用其他方法走
侧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凝聚

多元力量，共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
去年，360企业安全集团牵头承建了网
络空间安全军民融合创新中心，今年
又与绵阳市政府开展合作，落成绵阳
分中心。中心依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系统、补天漏洞响应平台等监测系
统，准确掌握网络安全态势并及时提
供预警，有针对性地做好防护工作。

陈小军：加强网信领域军民融
合，必须把握网信军民融合的工作机
理和规律，实现军为民所用，民为军
所备，推动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
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兵民
是胜利之本”，军民融合产品的生命力
一半来自企业，一半来自部队官兵。
长城集团研发车载通信系统前，研发
人员赴部队调研了解到，过去的通信
系统存在噪音大的问题，对官兵的听
力造成影响。随后，科研人员自主研
发了主动降噪车载通信系统，列装部
队后得到官兵的好评。

“自家门不能上别人的

锁”，自主可控是“第五空

间”的安全密钥

问：军工企业如何加快核心技术

自主创新，实现网络安全的自主可控？

于治楼：核心技术研发成本高、
周期长，国外企业为了遏制我国核
心技术自主可控发展，以各种方式
打 压 国 内 自 主 创 新 企 业 。 从 短 期
看，国内企业直接购买国外关键软
硬件，更容易进入市场，但从长远
来看，一直被国外“牵着鼻子走”，
就永远摆脱不了对国外信息技术的
依赖，发展主动权也会拱手让人。
这些年，浪潮集团致力于自主可控
技术产品的研发和推广，针对部队
不同应用领域需求，研发了多款安
全保密加固产品。

陈小军：真正的核心技术买不
来，“自家门上装别人的锁”行不通。
特别是军事领域，现代化军事指挥系
统搭建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制信息
权成为战场打赢的关键。不自主、不
可控是国家和军队网络安全的最大隐
患。长城科技集团作为老牌军工企
业，有着浓厚的民族情怀。为了打造
自主可控产品，摆脱国外的束缚，近
年来，集团与国防科技大学开展合
作，开发了高端自主可控信息系统，
形成自主可控核心产品，提高了“第
五空间”的安全能力。

守护好“第五空间”的安全密钥
—军工企业专家共话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

■星 辰 符马林 郭淑军

陈小军齐向东 于治楼

“这不仅是工作，

更是一种使命”

初夏，长江口风平浪静、波光粼
粼，长兴岛基地的码头上，一艘艘新
建的舰船整齐排列，工人们来回穿
梭，紧张施工，一派繁忙。

镌刻在巨大龙门吊上的“江南长
兴”四个大字，无声地诉说着这座百
年老船厂的过去和未来。

曾几何时，中国船舶一度被贴上
“落后”的标签，“器不如人”的历史
深深刺痛了国人的心。
“江南人”不会忘记，上世纪 80年

代，国家将国防重点建设工程、新型
导弹驱逐舰首舰的建造任务交给江南
造船厂。“江南人”靠着勇于创新和吃
苦奉献的“江南精神”，先后攻克新材
料运用、特种钢焊接等诸多难题。
1994 年，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哈
尔滨舰顺利交付海军。
“江南人”更不会忘记，改革开放

40 年来，这家历经沧桑的中国老船
厂，经历了最忙碌、最受关注的时
期，承担了大量首制舰船建造任务。
首制舰船，重担千斤，“江南人”凭着
“蚂蚁啃骨头”的韧劲，圆了几代造船
人的梦想。

采访中记者看到，一艘在舾装的
舰艇旁，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正仔细
查看舰体技术状况，并不时与身边的
技术人员交流。他就是中船重工集团
公司首席专家张国新。
“刚工作那会怎么也不敢想象，现

在建造这样一艘大船只用一年多时
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那一
年，张国新走上舰船监造岗位。此
后，他见证了江南造船厂的一个又一
个“奇迹”。

研制某高新项目首舰时，张国新
借鉴民船的设计成果，首次采用船体

结构总段建造工艺，有效降低了造船
的意外风险，大大提高了建造质量。

建造舰船主体的新型钢，焊接后
容易产生裂缝，一度影响到建造进
度。“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张国新
带领技术人员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攻
克了新型钢焊接难题。

从耐压壳圈制造到艇体合拢焊
接，从攻关下水方案到创新航海试
验，艰辛付出换来了新舰艇的成功交
付。

随后，两艘被誉为“中华神盾”
的新型舰艇分别入列，成为了中国海
军的旗舰。

从“十年磨一舰”到“下饺子”
的速度，折射的是江南造船理念和技
术工艺的跃升。2017 年 6月 28 日，集
众多先进技术于一身的国产新型万吨
级驱逐舰首舰在江南造船厂顺利下
水，成为中国军工领域最闪亮的明星
之一。

辉煌的成就，源于精神的引领。
“江南人”依然记得，2008年，江南造
船厂整体搬迁到长兴岛后，“江南人”
面临生活条件艰苦、生产资源有限等
诸多困难。然而，在“江南精神”的
引领下，众多“江南人”舍小家、顾
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实现了
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的科学转变。
“这不仅是工作，更是一种使

命。”正是几代“江南人”弘扬“江南
精神”、践行军工报国，江南造船厂才
可造出一艘艘中国战舰从这里走向深
蓝。

“讲百年信誉，造

一流舰船”

2017 年的一天，江南造船厂总工
程师胡可一在洽谈某超大型液化气体
运输船项目时，船东临时提出在原有
基础上再增加2000立方米容量的要求。

看似简单的数字调整，却意味着
设计方案的重新规划，带来的是繁重
的计算和大量的论证。结果，江南造
船厂当天就拿出了优化设计的方案。
船东感慨道：“这么快的市场响应能力
真是不可思议！”

科学、高效的设计，离不开江南
研究院的出色发挥。 2016 年 12 月 8
日，对江南造船厂是个特殊的日子，
江南研究院在这一天正式成立，标志
着这家老船厂创新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越是快速发展，创新压力越

大。”江南研究院院长蔡乾亚告诉记
者，“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
自主创新。成立江南研究院，就是要
打造一个开放式的科研创新平台，进
一步吸引跨行业、跨地域、跨体制的
专家参与进来，提升江南造船厂的核
心竞争力。”

某型舰艇建造时，采用了大量的
特殊材料，焊接成为巨大的挑战。在
江南研究院的先进焊接试验室，技术
人员和来自科研院所、院校的专家们
一道，通过大量各种临界条件下的试
验，制订了一套完整的焊接工艺标
准，最后成功攻克了难题。

成立一年多来，江南研究院设立
了 1个先进焊接试验室、5个智能制造
研究室，聘请了 7名来自国内知名院校
的专家学者为特聘研究员。

这只是改革开放以来江南造船追
求创新的一个缩影。胡可一告诉记
者，每年公司研究发展形势，创新总
是最重要的议题，公司出台的每项战
略规划，创新都是摆在最前面。

江南造船厂流传着一句响当当的
话：“不得金质奖，不称江南厂。”这
是老一代“江南人”喊出的自信口
号。如今，“江南人”更加信心十足，
“越是难啃的硬骨头，越要拿出拼命三
郎的劲头！”

成功实现某型民船舱围护系统核
心关键技术自主研发，并获得了国际
知名船级社的认可；建造的超大型液
化气体运输船液舱重量减重 10%、能

耗指标降低 10%；大型气体运输船突
破国外技术封锁，手持订单居世界第
一……强大的创新力，帮助江南造船
厂实现了从“江南制造”到“江南创
造”的跨越。
“创新江南，活力迸发。”胡可一

自信地说，长期工作在新舰诞生的造
船厂，每天与新工艺、新技术为伴，
深刻感受到江南人“讲百年信誉，造
一流舰船”的使命担当，体会到创新
为企业发展注入的强大力量。

擦亮中国造船界

的“金字招牌”

今年年初，我国最新型的深远海
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东方红 3号船”
在江南造船厂正式下水。这是运用三
维体验平台进行数字化设计、建造的
首艘船舶。
“三维建模可有效提升可达性、可

操作性、可维护性，从源头保证设计
的合理性，大幅提升建造质量。”船厂
领导介绍，江南造船始终以打造精品
工程为使命，在设计、制造、监管等
各个环节加速创新。

2018年 6月 3日，是江南造船厂建
厂 153周年纪念日，也是这家企业整体
搬迁上岛10周年纪念日。

今年，江南造船厂手持各类船舶
订单，这些船舶的技术难度更大，质
量要求更高，周期控制更难，对造船
厂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关键在于建立一

支结构合理、技术一流、作风过硬的
高素质人才团队。”江南造船集团公司
董事长林鸥对记者说，这支年富力
强、久经磨练、绝对忠诚、经验丰富
的人才团队，使得江南造船厂具备了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陈景毅是“全国技术能手”，有多
项焊接技术全国首创。他的团队受领

某型舰分段焊接任务后，尝试多种方
法始终不能把焊接精度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
“人控质量的传统做法很难适应这

型舰的建造，对焊接质量的管控必须
升级换代。”随后，陈景毅带领团队开
始了攻关之路。他们通过焊机联网建
立庞大的数据库，用计算机测算和控
制每一个焊接工作点的参数，最终建
成数字化焊接质量管控系统。
“以往是人来控制焊机设备，现在

是焊机设备指导人去操作。”陈景毅
说，通过把工艺参数预设到系统里，
焊接过程中电流、电压有丝毫差错，
系统就会自动报警，中止工人操作。

机器“管”人的一幕让记者啧啧
称叹。陈景毅感慨地说：“从‘人控质
量’到‘机控质量’，实现了精准制
造、精准管控，这种具有创新活力的
管控模式真正把这型舰打造成毫米级
工程。”

人才队伍是江南造船厂实现创新
发展的厚实基础。目前，江南造船厂
涌现出一大批造船领域的技术专家和
工匠人才，并加快形成一套完整的具
有江南文化特色的人才选用、考评机
制。

从江南，到深蓝。每造一舰，“江
南人”心里便会多一份牵挂。

某型舰的一次试航经历，让“江
南人”记忆犹新。作为新型号的第一
艘舰，试验周期压力很大。“那次试验
非常辛苦，由于客观因素，试验必须
夜晚进行。白天睡不着，晚上做试
验。这不仅考验人的毅力，还有扎实
的技术功底。” 海军驻该公司军代室
总代表冷骏回忆说。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能不忆江南。”不远处，一艘艘舰
船正如火如荼建造中。从黄浦江畔到
美丽的长兴岛，蜿蜒在海岸线上的新
江南，正用创新行动擦亮中国造船界
的一块“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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