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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聚焦官兵科技素养①

遥远的距离，不是你

与天上卫星的距离，而是

你压根就没有想到它

几年过去了，某旅一名连长仍对那
场“失败”不能释怀。

那年，这名连长带领官兵参加实兵
检验性战术演习。踌躇满志的他正准备
发起火力打击，却被导演组判定遭“空
袭”，铩羽出局。事后复盘，自己千算万
算，却漏算了一点——天上的卫星！

天上的卫星虽远，但“失败”那一刻，
这名连长由衷感到“有一种缺失离自己
越来越近”。

显然，这种缺失所带来的恐慌，不仅
仅是这名连长的痛感记忆。

一次实兵对抗，某旅无人机侦察时
遭遇复杂电磁干扰，侦获信息迟迟不能
回传，导致先遣分队被“敌”精确火力打
击，损伤惨重；一次进攻战斗，一名车长
侦察到“敌”方目标后，明明可以使用车
载计算机进行信息态势共享，可他却选
择明话通报，结果被“敌”截获信息，导致
任务失败……

在部队采访调研，这样的案例并不鲜
见。越来越多的官兵在“失败之痛”中领
悟到“科技是核心战斗力”这句话的分量。

正如那名连长坦言：“遥远的距离，
不是你与天上卫星的距离，而是你压根
就没有想到它。”

这名连长口中的“没有想到”，还写
在更多官兵的眼里、心里。

去年，某旅某连老式高炮被某新型
导弹武器系统代替。面对先进的指控系
统和诸多科技设备，官兵们涌到脸上的
表情不仅是喜悦、惊讶，还有从内心深处
生出的“本领恐慌”。

这一幕，只是我军改革强军背景下
的寻常一幕；这一表情，某种程度上折射
着基层官兵科技素养的现状。

我军大部分新技术、新装备的最终
使用者，都是基层官兵。他们科技素养
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在掌握使用新装
备的熟练程度上。记者在调查某旅某营
官兵时发现：绝大多数官兵能懂操作使
用，但仅有部分官兵能够熟练掌握武器
系统的技战术性能……
“新装备列装部队的速度越来越快、型

号越来越多、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然而，官
兵的科技素养并不能随着新装备一起列装
配发。”某旅领导忧虑地说，如果不能把新
装备的科技含量转化成战斗力含量，不
能把科技优势转化为能力优势、作战优
势，再高科技的装备也只是“烧火棍”。

这位旅领导的忧虑，绝非危言耸
听。记者调查发现，个别单位对新装备
“不愿用、不敢用、不会用”的现象仍不同
程度地存在。有的把新装备当成“宝贝”

束之高阁，生怕磕着碰着；有的盼新装备
盼红了眼，来了新装备又傻了眼；有的凭
老经验，一涉及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就力
不从心，说不上话、插不上手、使不上劲；
还有的离开厂家这根“拐杖”，新装备就
玩不转……
“这里面，固然有‘怕出事、出不起

事’的观念在作祟，但说到底是科技素养
低，欠缺驾驭新装备的本领和信心。”一
位旅领导说。

是什么在拉大科技

素养与基层官兵的距离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个矛盾的现
象——

说起科技的重要性，许多官兵滔滔
不绝，诸如“一粒芯片产生的效应也许比
一吨铀还大”之类的话都能脱口而出；但
和他们一聊起如何提升科技素养，却屡
屡遭遇“冷场”。有的官兵一脸茫然，有
的官兵支支吾吾，有的官兵欲言又止。

在某部队的相关调查问卷显示：对
“你希望部队加强军事科技方面的教育
吗”这一问题，约有 40%的官兵做出了无
所谓的回答；“你对当前部队专业技术干
部的地位和作用有何看法”这一问题，认
为地位高、作用大的只有10%……

是什么在拉大科技素养与基层官兵
的距离？
“从官兵个体层面来看，从观念到行

动都亟须较大推力。”据某旅参谋长王桂
辉观察，虽然现在大多数官兵都意识到
了科技对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性，但提高
科技素养的主观能动性仍不够——

有的先天不足，受学历层次、知识水

平等限制，教育训练只懂翻教材、看教
案、凭经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
的能力不足、意愿不强；

有的精力用偏，眼里只盯着各类文
凭证书，虽然拿到了自考、专业技术等级
方面的证书，但知识结构并没有得到相
应改善，科技素养也没有质的提升；

有的不屑一顾，要么认为“武器装备
使用是‘熟练工种’，练熟了就行了，没必
要学那些‘高大上’的科技知识”，要么认
为科技程度越高武器装备操作越简单，
只要会按键盘、点鼠标就行了；

有的敬而远之，对高科技理论、信息
技术等知识难以提起兴趣，学习能躲则
躲，宁可训练流汗，也不愿用脑；

还有的消极等靠，认为“提升科技素
养是上级机关、科研人员的事，基层缺少
条件没法学……”
“为什么官兵提升科技素养的主观

能动性不强？根本症结还在于一些部队
引导不够、办法不多。”王桂辉认为，与官
兵个体因素相比，单位环境因素才是拉
大科技素养与基层官兵距离的那只“无
形的手”。

从记者调研的情况看，王桂辉的观
点对应着诸多现象——

有的单位工作思维固化、求稳怕乱，
在教育、训练上排斥地方科技发展成果和
优秀资源，不敢越雷池半步；有的单位搞
“灌输式”高科技知识学习和“突击式”技
能训练，结果看似学得多，实则浅尝辄止、
囫囵吞枣；有的单位为官兵手机安装了大
量教育视频客户端，却和实际操作运用隔
得太远，官兵反映学不懂、看不明白……
“许多官兵缺乏科技知识的系统培

训，获取科技知识的渠道也有限，新装备
新技术新知识更新速度偏慢。”有的单位
领导坦言，基层官兵科技素养的提高是
一个系统工程，基层部队可利用的渠道

和平台有限。对此，他们也很急迫。

提升科技素养只有

从你我他开始，从现在开

始，才有可能为明天胜利

积蓄力量

“我消灭你，与你无关。”每次说起科
技素养的重要性，某旅“穿插英雄连”指
导员周越都会同战士分享畅销科幻小说
《三体》里的这句话。

至今，周越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这句话
时“脊背发凉”的感觉。在他看来，明天的
战争打响在今天的每时每刻，你不去学
习、提高，敌人决不会在那儿睡大觉等你。
“只有提高科技素养，才能取得明天

战场的‘入场券’。反之，你连战斗的资
格都没有。”周越说。

训练生活之余，周越有时喜欢和连
里的战士一起在“光荣使命”“使命召唤”
等中外军事游戏里战斗。从兵力编组到
作战要素，从战斗背景到兵种协同……
每一场“厮杀”下来，他们都会兴趣盎然
地进行复盘和讨论。

军事游戏，只是这个连队培养官兵
学习兴趣的方法之一。新大纲试行后，
周越所在的装步连训练内容多、时间紧、
标准高，官兵需要掌握多种火器运用。
让周越欣慰的是，官兵们很快摸索出一
套适合连队训练的方法，训练效果明显。
“反应迅速、思维灵活。”其他兄弟连

队也从“高出一截的课目成绩”中，渐渐
感受到了周越所在连官兵“不一样”。
“提升科技素养只有从你我他开始，

从现在开始，才有可能为明天胜利积蓄
力量。”周越认为，连里的资源虽然不多，

但调动战士的学习兴趣还是能做得到
的。周越的“不一样”之处，就在于他在
潜移默化中，实现了连里战士从“要我
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一路调研，一路观察。记者感到，这
样的转变，正在被更多基层部队的创新
实践视为努力的方向。

在中部战区陆军某特战旅，一堂堂
紧贴实操训练的“军事理论微课”受到官
兵好评。他们围绕特种作战旅的新课
目、新装备，以情景示范为主要形式，录
制了某型侦察车、某型无人侦察机系统
等新装备操作讲解示范视频，以及抓捕
行动、破袭行动等系列精品微课。

该旅新组建的某营，前期一直苦于
骨干和教材稀缺，守着昂贵的装备却不
敢碰、不敢练。微课下发后，营长吴跃龙
立刻组织骨干反复研习，掌握了多种无
人机的分解结合、基本操作。运用这一
“活教材”，他们很快就开始上机操作，训
练逐步有了起色。

在南部战区，接连开讲的“南部大讲
堂”在战区数十个会场异地同步举行，引
发热烈反响。讲堂上，他们邀请来自军
事科学院等单位的多位专家教授联袂主
讲，系统学习诸军兵种基本作战理论、主
战装备性能和战术战法，剖析研究信息
化条件下经典战役战例，探寻现代战争
样式和制胜机理。讲堂下，他们组织官
兵参观国内知名军工集团和现代科技公
司“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主题
展，在近距离接触中提升现代科技素养。
“科技创新的落脚点，如果没有落到

人与武器装备的最佳融合上，再先进的
武器装备、再完备的技术体系，也很难形
成体系化的作战力量。”南部战区陆军某
旅领导说，他们从组建伊始就突出新装
备新知识学习，引入引进多种先进科技
手段辅助教学训练，不断强化官兵的科
技能力素养。

最近，周越很兴奋。一则《全军启动
826 门军事职业教育重点课程建设任
务》的消息，引起他的注意。他一连把这
篇消息读了好几遍，并第一时间分享给
了更多战友。在他和更多基层带兵人看
来，由军委机关直接推动的军事职业教
育，或许正是破解基层官兵科技素养提
升难题的有效路径。
“对接试点单位任务需求，建设新理

论、新技术、新装备、新大纲等在线课程
505门；对接军官职业素养提升需求，建
设战略素养、联合素养、科技素养、法治
素养等系列在线课程 30门……”那篇消
息中的这些表述，让周越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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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近，又那么远
—基层官兵科技素养面面观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黄远利
近几年，基层部队流行着一种“以

新带老”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

官兵走上讲台，为老兵讲授新装备新

技术知识。与这些学用新装备新技术

事半功倍的年轻官兵相比，不少老同

志直呼自己“落伍”。

恩格斯说过，枪是不会自己射击

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去

使用它们。今天，随着我军新列装的

武器装备嵌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使

用好这些新装备，不仅需要“勇敢的

心”和“强有力的手”，还需要“智慧的

脑”。

当前，高技术装备对现代战争的

影响日益深刻，战斗员操作武器装备

的能力高低直接关系到战场态势。只

有不断培塑并提升官兵的科技素养，

才能最大限度地激活武器装备的作战

效能，进而让战斗力生成周期大大缩

短。

提升科技素养，不仅仅是基层官

兵的现实所需，也是领导干部面对的

紧迫课题。习主席深刻指出，各级领

导干部既要有政治头脑、军事头脑，也

要有科技头脑。这与当年毛主席所强

调的“各级指挥员首先是军事技术专

家”等观点一脉相承。没有科技头脑，

即便部队武器装备再先进，也难以成

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恩格斯讲过：“每个在战史上因采

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

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

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

新器材的第一人。”指挥员只有具备较

高的科技素养，才能发挥武器装备潜

能、科学调配运用兵力、合理实施战略

战术，并取得战争胜利。

这些年，受时代的鞭策、任务的倒

逼，我军官兵学科技、钻科技、用科技

的主动性不断增强。但总体看，接受

过系统科学技术教育的官兵比例依然

偏少。一些领导干部不会用、不善用

新装备，一些官兵不懂科学、不学科技

的现象依然存在。

提高科技素养等不起、慢不得。

很难想像，一名不懂信息化的指挥员，

能够指挥一场信息化战争；一名不懂

现代科技的战士，能够使用好手中的

高科技武器装备。我们必须以强烈的

本领恐慌意识，主动学习前沿科技知

识和装备理论，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武

装我们的“科技头脑”。

既
要
﹃
勇
敢
的
心
﹄

也
要
﹃
智
慧
的
脑
﹄

■
成
晓
勇

夜深人静，米立山还没有离开连队学习室。此刻，他手中的
一份《某型装备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试验与评估》，已标注了密
密麻麻的字迹。

从事雷达专业 10多年，第 75集团军某旅地空导弹连四级军
士长米立山早已名声在外。然而去年 6月，某新型导弹武器系

统列装连队，曾经让米立山引以为傲的“一招鲜”不再吃香。换
了岗，米立山不得不逼着自己加紧学习。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今天，武器装备的高科技元素不断增
加，人要与武器装备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也必须具备高水平的科
技素养。

“曾经的‘手机万能充’无所不能，如今啥也做不了！”米立山
感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声“再见”都
不会跟你说。

一名士兵的感慨，折射着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层官兵科技素养现状如何？该如何提升官兵的科技素养？”

记者手记

夕阳下，南部战区陆军某部官

兵在进行装备维护保养。随着新装

备不断列装，越来越多部队认识到

官兵科技素养对于提升战斗力的重

要性。

黄远利摄

锐 视 点

谈论我军官兵科技素养这一话题，

离不开更为广阔的时代坐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表明：在

18世纪，知识更新周期为80至90年；

到了20世纪末，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

周期缩短为5年；进入21世纪，已缩短

为2至3年；而对信息科技知识来说，知

识更新周期只有18个月。

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急剧加快，我

国公民的科技素质水平也在大幅提

升。2015年，中国科协发布了第九次

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我国具备

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与西方主要

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

这无疑给我军官兵总体科技素质

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人才底座。都说“部

队是所大学校”，今天我们的部队还能

担当起“大学校”这一称谓吗？还能在

国家越来越坚实的人才底座上，“接力”

培养提升官兵的科技素养吗？

提升官兵科技素养，不仅是军队顺

应时代潮流之举，还是提升核心战斗力

的题中应有之义。

战斗力构成的主体性要素，是人、

武器装备以及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

今天，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

无人机并非真的无人，智能化也不是武

器变成人，而是武器在前台、人员在后

台，人的智能移植到了武器上……人要

与武器装备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也必须

具备较高的科技素养。

对此，习主席深刻指出，要把提高

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

抓，在全军大力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

学知识，使学习科技、运用科技在全军

蔚然成风。

科技素养的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且是一道必须跨越的坎。我们必须

要像当年提升干部战士文化素质那样，

提高官兵科技素养。在革命战争年代，

我军一边打仗一边开展扫盲运动，许多

干部战士以大地当桌、以树枝当笔，一

笔一画练写字，一词一句背课文。新中

国成立后，各部队坚持战争年代学文化

的优良传统，使我军整体文化水平进一

步提高。

培塑科技素养，部队应该成为“大

学校”。我们要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

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融入战

备、训练和军营一日生活，时时处处嵌

入，点点滴滴灌输；积极运用网络、手机

等新手段，搭建普及科学知识的平台，

多方位、多维度培育官兵的科技素养，

让官兵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借助

科技之翼，制胜未来战场。

提升科技素养，一道必须跨越的坎
■本报记者 陈典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