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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方式之变——

从伴随保障到退居

幕后，扔掉“拐杖”学会

行走

在黄山舰总士官长杨先伟的记忆
里，过去这种重大远航任务都会有军工
企业技师伴随保障，以确保任务的万无
一失。

2009年，黄山舰执行亚丁湾索马里
护航任务，一名企业技师跟随黄山舰，
全程对装备进行维护和修理。

在那次护航任务中，由于机器长时
间高强度运转，黄山舰的一台海水泵发
生故障。主机班班长张青带着战友深
入舱底，在随行企业技师的指导下，成
功更换了海水泵。在那次耗时 10个多
小时的应急维修任务中，企业技师给出
了不少宝贵建议，主机班官兵也在维修
任务中提升了保障能力。

随后几年，黄山舰执行历次重大任
务，企业技师从全程伴随保障，到只参
与任务前的装备检修，直到完全退居幕
后。这次“卡卡杜-2018”多国海军联合
演习任务全程，黄山舰上就看不到企业
技师的身影。
“企业技师从伴随保障到退居幕

后，折射出黄山舰官兵自主保障能力的
提升。”某部门长崔金山对这种变化的
感受最为深刻。

一次，黄山舰参加海上演习。在演
习的前一天，崔金山所在的对空作战指
挥舱发生管路爆裂，海水直接溅到控制
台的机柜上，一台设备烧坏。当时，他
和战友迅速进行了管路包扎处理，控制
住了管漏，但是被烧坏的设备让他们犯
了难。

该设备所发生的故障超出了黄山
舰自主维修保障范围。演习在即，身处
大洋，等待军工企业技师来维修已经不
可能。崔金山带领官兵，把该设备主要
配件拆解开，找到烧坏的故障零件，更

换配件后，重新组装并开机调试。最
终，在防空演练中，崔金山操作系统，顺
利击中目标。

通过这次经历，崔金山举一反三，
探索出新的维修保障方法，让官兵自主
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他还从军
工企业要来一套最新装备检查说明书，
规范了黄山舰《某系统实弹射击技术准
备与检查细则》，规范检查程序，使该型
装备故障率降到最低。

黄山舰入列多年后，在一次重大任
务筹备会上，有人建议：邀请企业技师
伴随保障，确保任务万无一失。
“我们的士官技师已经成长起来

了，他们的维修保障能力值得信赖。如
果继续依赖企业技师保障，真正打起仗
还要依靠企业这根‘拐杖’吗？”时任业
务长钱洪超的这句话，萦绕在黄山舰官
兵心间，也成为黄山舰提升自主保障能
力的肇始。
“强化自主保障能力，人与装备的

磨合更加紧密，使备战打仗能力进一
步提升。”黄山舰舰长艾鹏告诉记者，
经过多次任务历练，黄山舰已经培养
了一批军事与维修能力俱佳的高级士
官人才。这些维修人才，是黄山舰的
宝贵财富。

“授渔”途径之变——

从现场帮带到远程

指导，新模式催生保障高

效率

操舵技师杜军是黄山舰首批舰
员。到船厂接舰期间，军工企业任技师
带他对黄山舰舵机系统进行各项调
适。在任技师手把手的帮带下，杜军短

时间学会了舵机的操作、维护和维修。
黄山舰正式入列时，杜军已经能够排除
大多数舵机故障。

这是企业帮带部队官兵提升自身
保障能力的一个缩影。去年，黄山舰参
加一次重大任务，军工企业考虑到舰上
大部分装备已使用多年，相关元器件可
能会进入故障高发期，便派出 10多名技
师登临黄山舰进行深度检查，并更换了
一批元器件。

那段时间，二级军士长汪焕辉带
着同专业的技术骨干，每天跟随这些
军工企业技师工作到凌晨两点。在企
业技师的现场帮带下，他们学会拆卸
核心零部件，了解到更多深度维修的
知识和技能。

本领学到了，关键看实践。舰艇出
海，意想不到的问题和故障随时会浮出
水面。这对于黄山舰的官兵来说，是不
小的挑战。张青对记者说：“现在设备
电子元器件集成度高，操作是简单快捷
了，但出了故障维修起来却很复杂。在
一些急难问题上，我们通过远程电话请
教军工企业专家，能够快速准确解决装
备故障问题。”

那次出海训练，黄山舰突遇舵机
故障。操舵技师杜军果断关停相关
装备，切换至备用系统继续保障战舰
航行。

在黄山舰服役这么多年，他还是
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情。经过一番检
查，杜军大概判断出设备故障点。为
了印证自己的判断，杜军拨通了军工
企业任技师的电话。一番交流后，任
技师肯定了杜军的观点，并就维修细
节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得到任技师的
指点，杜军和战友仅用一小时就排除
了故障。

有时候，杜军难免会遇到一时摸不
准的“疑难杂症”，他会主动向任技师致
电请教，讨论商定维修方案，故障往往
能够迎刃而解。
“军工企业技师从手把手帮带到远

程指导，折射出的是官兵维修能力的提
升。”黄山舰总士官长杨先伟打了个比
方：就像远程医疗，如果前方主刀医师
能力技术不过硬，后方指导的医学专家
也只能干着急。

客观上讲，这种“授渔”途径不仅解
决了企业人力资源有限的难题，还提升
了部队自身造血能力和装备保障效
率。军工企业省了心，官兵们也尝到了
甜头。

融合程度之变——

从单向输出到优势

互补，找准最大公约数实

现能力再升级

一级军士长肖德兵没想到，自己竟
能成为军工企业技师的“老师”。

作为黄山舰某区队区队长，这么
多年使用、保养和维修积累的经验，
让肖德兵对舰上配备的某型导弹了
如指掌。

在对某新型导弹改装的过程中，
企业技师给肖德兵打来电话，就一些
使用和保养方面的技术问题，征求他
的意见。
“企业在前端设计生产、维修等方

面有技术优势，但在末端操作和维护的
经验方面，还要请教一下舰上的官兵。”
肖德兵说，自己干了 20 多年的导弹专
业，不管是演习中的发射任务，还是处
理装备故障，从未失手，这是敢应对企

业咨询的底气所在。
多年前，刚上黄山舰时，肖德兵也

有向企业技师学习的一段经历。为了
摸透某新型导弹的维修要领，钱洪超给
他拿来大量的专业书籍和技术资料，让
他先自学理论。装备维修是光看书无
法领悟的，肖德兵请示领导奔赴军工企
业，跟随企业技师虚心学习拆装设备。
企业技师看他如此好学，便毫无保留地
将相关维修要领教给了他。
“我就像块海绵，企业技师‘倒’出

来的知识我全都吸收了。”在企业学习
的 3个月，肖德兵不仅学会了拆换集成
板，还把最难的线路检修也给摸透了。

单向输出，固然是官兵快速提升能
力的有效途径。反观企业，缺少丰富的
一线维修经验，恰恰是企业技师的能力
短板。如果双方能够找准最大公约数、
实现优势互补，将有效提升装备维修保
障水平。

在一次实弹演练中，某型设备因超
负荷操作，导致零部件内线路故障。如
果按照企业技师要求进行维修，需要一
刻钟，而对于争分夺秒的演练而言，15
分钟后战斗可能已经结束。

战机稍纵即逝。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肖德兵决定采用更为简单快捷的
方式进行维修。数十秒钟后，这款设备
恢复正常，演练顺利进行。
“没想到，这手绝活竟成为战场制

胜的绝招。”有了这次成功的维修经历，
肖德兵在军工圈也小有名气，不少维修
官兵和企业技师致电学习经验。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企业技师与
维修官兵间的交流学习已成为常态。
官兵提出某型雷达显示屏显示效果不
佳，企业技师很快对多艘舰艇的同型号
雷达显示屏进行了升级改造；某型控制
台开关设置不合理，官兵的改造建议很
快被企业技师采纳；杜军曾对某型气象
设备进行一项小革新，企业很快将其成
果运用到后续产品中。

艾鹏说，军地间的深度融合，让官
兵得到了更可靠、全面的支持，不仅提
升了部队自我造血能力，也让企业在实
践中找到发展的新天地。这种双赢模
式，促进了军民融合向更高维度、更深
层次发展。

黄山舰远航，装备保障的一张新答卷
■本报记者 段江山

融合之道
9 月 23 日，代表中国海军参加“卡卡杜-2018”多国

海军联合演习任务的黄山舰，顺利返回湛江某军港。参
加海上联演，不仅是对官兵作战能力和实战化训练成效
的一次检验，也是对这支部队装备应急保障水平的一次
考核。

中国军舰如同“下饺子”列装部队，给一线操作及
保障的官兵带来了新的挑战。过去几年，中国军舰远
航，无论单枪匹马还是结伴而行，舰上总少不了军工企
业技师的身影。军工企业技师不断深入保障一线，不

但解决了新装备的棘手问题，也为部队帮带出一批技
术能手。

然而，军工企业“保姆式”伴随保障，也带来了一个
新问题。有了企业这根“拐杖”，官兵过度依赖企业。离
开“拐杖”，官兵不会自己走路。这种保障模式，不仅不
利于部队自身保障人才成长，也造成企业技师分身乏
术、疲于应对。针对这一问题，黄山舰利用远航机会，全
面检验官兵自主保障能力，摸索新形势下军民融合保障
的新模式。

深秋时节，静谧的海面上，一场海
上实弹演练悄然进行，海口舰调整主炮
方位角，一炮击中目标。

就在此时，有着 10多年维修经验的
技师李明，提出主炮可能发生故障，必
须检修后才能继续射击。李明认为：
“虽然命中，但那发炮弹出膛声音有些
异常。”

经过详细排查，李明发现主炮系统
内部有个零部件发生松动。经调试后，
主炮继续射击，打出连射多发命中的好
成绩。
“听声音识故障，练就这手绝活绝

非朝夕之功。”李明的老班长皇甫晓伟
对笔者说，李明能快速解决故障问题，
与平时认真学习、积累经验密不可分。

然而，在装备维修领域，李明曾是
尴尬频出的“新兵”。

10多年前，在一次实弹演练中，李
明第一次独立承担主炮系统的维修保
障任务。

面对难得的锻炼机会，李明格外上

心。演练前，他对主炮系统进行全方位
的检修。谁知，演练开始后，主炮系统还
是发生了故障。虽然经过紧急抢修，主
炮系统恢复正常，但最终成绩并不理想。

在随后的一场考核中，海口舰主炮
再次发生故障，导致全舰官兵不得不进
行补考。
“那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李明回忆

说，从那以后，军工企业派出多名技师
登上海口舰对各系统装备进行检测维
修。军工企业技师登舰指导，这是一次
难得的机会。李明用心地学习企业技
师的维修要领，并按照企业技师的指导
方法，对设备一遍又一遍地拆卸、检修。

通过这次学习，李明对主炮系统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还将企业技师指
导的技术知识和维修要领认真记录下
来，反复琢磨思考。

过了一段时间，李明等到一次实践
机会。就在实弹演练的前一天，海口舰
主炮系统突发疑难故障。此时留给维
修的时间并不多，根本等不及军工企业
技师前来保障。

李明马上拨通军工企业技师的电
话，讲明了故障原因，并就维修方案进

行了探讨，随后带领战友对装备进行检
修。直到凌晨一点多，他们终于排除了
主炮系统的故障。

这次经历让李明心里有了底。
一次实弹演练，海口舰受命用主炮

击沉某大型靶船。为了完成任务，李明
带领战友对主炮系统所有零部件进行

了深度检修和维护，确保整个系统保持
在最佳状态。

演练开始，随着一发发炮弹呼啸而
出，目标靶船逐渐倾斜，直至沉没。事
后统计，海口舰主炮创下了该型主炮无
故障连射的新纪录。

海口舰舰长樊继功对笔者说：“好
成绩的背后，是维修官兵实战化保障能
力提升的体现。只有经得起实战化考
验，才能锻造一支能力素质过硬的装备
保障队伍。”

说起自己的从军经历，李明最难忘的
是当初接舰的一幕。当时，他和战友们进
入某造船厂，看到多艘新型战舰正在船坞
开建。在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军工企
业的工人们正加班加点地作业。
“造一艘好舰，凝结了千万军工人

的心血。”李明说，军工人倾力付出铸造
大国重器，身为军人，他们必须本着对
战斗力负责的态度，把战舰使用好、维
护好，让装备发挥出最大效能。

左上图：李明（右）和军工企业技师

检修主炮系统。 肖 强摄

李明：从维修“新兵”到技术尖兵
■王 栋 王柯鳗

机器人“阿尔法狗”一连战胜数位世

界围棋冠军，一度让世人对机器人刮目相

看。但前不久，工匠张新停却用绝活证

明，在某些领域，机器人并不能代替人类。

用高速旋转的电钻，在易碎的蛋壳

上打孔，谁能做到壳落而膜无损？在一

次电视节目上，张新停做到了。

蛋壳的厚度仅为0.35毫米，只见他

拿起鸡蛋放在钻机下，观察好角度后，小

心翼翼地操纵钻头下压。钻头逐渐接触

蛋壳表面，张新停目不转睛地盯着蛋壳

的变化，控制钻头下压的力度，不时微调

鸡蛋位置。10多秒后，电钻停止转动。

悬念落地，蛋壳上标准的小圆孔，让现场

观众为之赞叹。

当然，若鸡蛋打孔的绝活只停留于

表演，那大国工匠的头衔，得来未免太轻

而易举。表演的背后，是张新停20多年

对精度的极致追求。

作为给弹药检测制造高精度量具

的钳工，张新停从事的工作，远比鸡蛋

打孔精度要求高、难度系数大。张新停

凭这门手艺，做到对弹药精度近乎完美

的控制。在他眼中，计量单位只有千分

之一毫米级别，仅是一根头发丝的六十

分之一。

是手艺，更是追求

保障天地

军 工 圈

点评军工圈里的人和事

■本期观察：刘英乔 谢 江 周建龙

当企业技术能手遇到部队修理大

拿，这场较量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前不久，某企业工程师受邀来到武

警绍兴支队演训场，同官兵开展一场技

能比武。

这场军民融合语境下的比武吸睛不

少。张苏洋是武警绍兴支队一名修理士

官，战友眼中他是技术大拿，装备出现的

问题他总能手到“病”除。而对手是企业

工程师李军，从事装备维修领域多年，有

着扎实的技术理论基础。比武伊始，面

对故障设备，李军逐一排查，反复测试，

短时间内接连解决10多个问题，在场官

兵无不惊叹。

正当李军认为胜券在握之时，一场

战备拉动不期而至。演练中，一辆防暴

车因故障无法启动，李军满怀信心地前

去排除故障，本以为十拿九稳，没想到，

半个小时过去了，李军一直没有找到故

障原因。这时，张苏洋匆忙赶到现场，多

次参加任务的他，凭着实战积累的经验，

迅速找到症结所在。随后，两人相互配

合将故障成功排除。

一场比武，并非比强弱、争高低，而

是找差距、促学习。企业工程师在理论

和技术层面上，有着天然的技术优势。

不过，对装备来说，一线官兵在使用中，

往往有着更多的发言权。面对一些突发

情况，他们实践摸索出的经验方法，更能

符合战场维修要求。

较量结束，没有输赢的评判，只有对

装备实战化保障的思考。在军民深度融

合的大背景下，军地双方坚持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让战场打赢的胜算多一分，这

才是关键。

是比武，更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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