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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矢者，军之神灵也；甲胄者，人
之司命也。”从古至今，武器装备始终
是构成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军工产品，质量第一。作为武器
装备“监造官”，军代表一头系着“战
场”，一头连着“市场”，虽不亲自上阵
厮杀，其作用却直接关乎战争胜负。

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海军舰
艇武器装备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为共
和国监造验收“国之重器”的军代表，
如何顺应科技发展潮流，坚守打赢的
“第一战位”？

负责监造舰艇的海军某军代室用
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着眼实战，
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

军代表验收产品时，

每签下自己的名字，就是

立下了一道“军令状”

凌晨，大海与码头的界限在黑夜
中难以分辨。此时，某新型潜艇建造
现场，却灯火通明。

刚刚合拢完毕的潜艇静卧船台，
海军某军代表室军代表严阵以待。
“总体试水准备。”“打开一道阀。”

“加压。”……
随着一道道口令下达，潜艇各部

位压力表指针指向预定刻度。
“开始检查。”指令发出后，军代

表钻进舷间舱室，小心细致地对数万
米耐压壳体焊缝进行检查。他们要
逐个点位完全确认后才会在军检单
上“签字”。

对军代表来说，验收产品每签
下自己的名字，就是立下了一道“军
令状”。

有人算过，一型装备从生产到交
付，要经过“十二道关”，而军代表就是
最后一道质量屏障。军代表把关的
“尺度”有多严，直接决定着武器装备
的质量性能。

一次航行试验中，军代表王新海
发现潜艇在中高速航行时存在异常噪
声……

从试验场回来，王新海立即组织
工业部门员工开展复测、分析、排查，
确定该艇某装置存在问题。
“噪声得不到控制，潜艇何来战斗

力？再难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副
总代表刘洪生带领总体组人员讨论，
图纸资料摆满一桌子。

整整半个多月，军代表跑遍军内
外 10多个部门，邀请 10多位专家开座
谈会，最终找到 7项关键问题，提出了
85个质量控制点及 53项军检项目。

改进施工期间，为了掌握第一手
监控数据，军代表石崇等人忍着施工
现场恶劣环境，每天一待就是 10个小
时，记录数据400多项。
“潜艇官兵的军旅生涯都在艇上

度过，高标准监造是对打仗负责、对战
友们生命负责。”在军地双方协调会
上，总代表张森森说。

想在用装部队的前头，需要超前
的创新思维。一次，某型潜艇即将交
付部队，军代室副总代表马俊带领军
代表在梳理交装文件时发现，个别设
备只有操作规程没有具体操作方法，
会影响这些设备使用寿命和效果。
他立即组织设计生产企业紧急行动，
赶在交艇之前编写出了涵盖降噪措
施、操作工艺、管理规定、保障要求、
测试方法等 15万余字的《减振降噪保
障手册》。
“再成熟的产品，也要严抓细抠，

决不能漏掉任何细节。”艇上生活设施
直接影响官兵身心健康。为此，主管
军代表袁阳、张海宽到处调研取经，反
复修改方案，最终形成了“原材料预处
理-精加工-烹饪-成品菜肴保温-快

速分发”一体化流程，配以现代化厨房
设备，极大提高了烹饪水平和就餐质
量。同时，潜艇通风、就餐、照明等环
境实现了整体跃升。

在位一分钟干好六

十秒，装备战斗力不能在

军代表这一环“掉链子”

“零问题处理、零风险交付、零距
离服务。”该军代室坚持用“归零保障”
兑现“一心为打赢”的庄严承诺。

8块高清液晶屏依次排列，画面每
10秒变换一次；屏幕上，弧光闪闪、焊
花四溅，工人正在进行焊接作业；一排
排跳动的曲线，实时显示着焊接的电
流、电压、环境温湿度参数……

这是一套由军代室自主推进研
发的“数字化焊接管理平台及监控终
端”。

这套系统的诞生，源于困扰军代
室多年的一个难题：一直以来，在关
乎潜艇“生命”的耐压艇体焊接上，不
同电焊工完成同等任务却有着参差
不齐的焊接质量，在焊接一致性、稳
定性上存在差异，且一旦发生问题还

难以追溯。
要实现精准监督，必须走数字化、

信息化军检的路子。为此，军代表组
织多家科研单位，经过一年多反复试
验，成功研制耐压艇体焊接可视化、数
字化监督系统。

这套系统一头在车间设置焊接参
数记录仪，工人持卡上岗，刷卡操作，
焊接数据与焊接工人一一对应；另一
头在军代室布设监控终端，能够实现
全程可视、实时监控、超差报警。

通过该系统对焊接全过程的实时
监测和永久记录，实现了焊接数据精
准分析评估，保证了耐压艇体焊接质
量和可追溯性。如今，一次耐压壳圈
焊接，不但焊接缺陷大幅减少，时间也
成倍缩短。

合格不是目标，优秀才是起点。
军代室始终把“军工必是精品”的理念
贯穿到监造全过程，并确立“质量优、
性能好、工艺精”的精品工程目标。

一次，该军代室一名军代表在部
队调研时，官兵提出艇内管系安装不
够合理、可维修性差等问题。

对此，军代室协调企业多次到驱
护舰、保障船上学习取经，组织工程技
术人员从三维设计和实艇安装两方面
入手，全面优化管路布置方案，分批分
段展开整改，使这一问题得到实质性

解决。
这些年来，军代室在推进精品之

路上，一直向行业前沿迈进：艇体外表
面防腐，用上了高铁、港珠澳大桥的技
术；保温材料，用上了航天发动机上的
复合陶瓷保温层技术……
“认真是军代表最基本的工作态

度，放心是军代表对战友们最好的承
诺。”张森森说，在位一分钟干好六十
秒，装备战斗力不能在军代表这一环
“掉链子”。

一生为国铸“剑”，是

军代表不变的初心

γ射线探伤，工业上一种用于检查
焊缝内部缺陷的方法。因为其放射性
比 X射线强，工业上只在很小范围内
使用。但因该新型潜艇自身结构的特
殊性，只得选用γ射线探伤。

担不担心放射性危害？担心。普
通人对医学检查的X射线照射都心有
余悸，何况是放射性更强的γ射线。

一条焊缝有缺陷，实战中就可
能造成艇毁人亡。每次探伤作业，
军代表都坚守现场，每一道焊缝成
像片子都要一一看过，有疑点的还
要复查一遍。

有多少艰辛付出，就有多少故事
令人感动。军检单上的每一个签字，
计划表上的每一次出航，背后都有军
代表说不完的故事。

在国与家、得与失的抉择面前，他
们总是把使命高高举起，把个人得失
放在脑后，从未退却和动摇。

军代表袁阳，父母、妻女都远在千
里之外的南昌，两地分居 6年来，不时
有家人朋友好意劝他，让他想办法调
动或者转业回南昌。他语气坚定：“为
国铸‘剑’，我绝不当逃兵！”

劝他的声音没有了，但亲情还要
延续。
“宝贝乖，想爸爸了没有？你来说

一下，我们的故事昨天讲到哪了？”每
天晚饭后，视频通话成了袁阳的“必修
课”，在视频中他眼看着女儿一天天成
长起来。
“坚韧不拔，埋头苦干；不怕吃苦，

不畏艰险；献身强军实践，建功追梦深
蓝……”这首歌不仅唱出了军代表们
的理想信念，更唱出了他们的人生追
求——这里没有枪林弹雨，战斗却异
常激烈；没有花前月下，幸福却在心
间。一艘艘“蓝鲸”，在他们祝福的目
光中，隐蔽水下、遨游大洋。

左上图：军代表在监造现场巡

检。 焦建仓摄

钢铁“蓝鲸”是这样炼成的
■乔燕飞 焦建仓 本报记者 陈国全

从车工转钳工，航利集团工匠杨海东有

些沮丧。准确地说，他被“赶”出来了，彻底

失去在车工组垫底的机会。

低沉、失落、迷惘……面对现实，杨海东

难以接受。走出车工组那一刻，杨海东回望

一眼自己的工位。留下的，除了一堆少得可

怜的残次品，还有“后进车工”落寞的背影。

“命运让你跌落低谷，是希望让你上演

一场绝处逢生的好戏。”一把锉刀，是钳工组

给“后进车工”的见面礼。学打毛刺，不过是

人生逆袭的第一步。

杨海东明白，学艺之路若是顺风顺水，

未免太平淡。“幸运女神”在降临之前，总会

考验一下这个曾经被推向绝境的人。

狭小的厂房，冬冷夏热，给足了杨海东

“特殊关照”。他躬着腰在工件堆里打毛

刺，如果锉刀和金属件摩擦出的声音还算

带节奏的音符，那杨海东的耳朵早都听出

茧子了。

“幸运女神”总是眷顾那些有准备的

人。某型零件制造任务重、时间紧，按现有

生产速度将面临超期风险。关键时刻，组长

给了杨海东一次机会。结合平时经验，他摸

索出的新方法，让维修效率成倍提升，任务

提前完成。

成为大国工匠后的杨海东，不忘提升自

身的本领。“老杨，你连做图都不会，还设计

啥？”杨海东意识到，不学习不行，新技术发

展会将人随时淘汰。杨海东不耻下问、刻苦

钻研，最终将工装研制成功。

摘下“后进”的帽子，无非是从“较低”到

“更高”的突破。成都百万职工技能大赛颁

奖，“金牌钳工”杨海东赫然在列。站在领奖

台，他完成了自己的人生逆袭。

被迫换岗、主动蜕变，所谓“逆袭”不过

是多年坚持与勤勉的馈赠。杨海东一直把

自己定位是“资质不高、刻苦钻研”的人。逆

袭，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关于“命运”的

话题，而是一个关于“奋斗”的故事。

事实上，从“垫底”到“金牌”，这条逆袭

之路何尝不是一场漫长的跋涉。

金牌是磨出来的

监造进行时

“如果没有华为，西伯利亚的居民

就难以收到信号，乞力马扎罗火山的

登山客就不容易找人求救。8000米

以上喜马拉雅山的珠峰，零下40摄氏

度的北极、南极，都能见到华为的足

迹。”能赢得外媒如此赞誉，华为靠的

是什么？两个字——创新。

“创新”这个字眼今天很流行，也

很时髦，许多企业都把它当做口号甚

至理念写进自己的企业文化。

然而，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

创新走的是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做的

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难免荆棘丛生、

困难重重。如抱着一种投机心态、钻

空子思想，舍不得下苦功、坐不住冷板

凳，不可能摘取创新的沉甸甸果实。

现实中，我们不少人讳言失败，不

愿宽容失败。苛求成功，给人念“紧箍

咒”，无形中造成对创新的压力，导致

有的人因风险而裹足不前。

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

创新？创新之路上，失败是最亲密的

“伙伴”，理想与热情往往会遭遇无数

次失败的无情打击。一定程度上讲，

创新能力取决于这种“抗击打能力”。

有资料显示，科研创新的成功率

仅为10%左右。如果没有对190多次

失败的无畏，屠呦呦怎么能成功提取

青蒿素？倘若不能直面一次次失败，

王泽山如何能让我国火炸药技术迈入

世界领先行列？一位著名作家说，所

谓大师，其实是承受失败最多的人。

承认失败，允许失败，宽容失败，

才能倡导一种锐意创新、勇担风险的

价值观，才能提供一种开放包容的文

化精神，才能摒弃浮躁、营造踏实创新

的社会氛围。

事实证明，这种包容的态度，正是

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和土壤。深圳之

所以成为闻名于世的创新之城，主要

不是因为深圳有多少“师带徒”的典型

范例，而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

支持创新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

场环境。这种环境激励人们投身于创

新实践，令一些昔日的默默无闻者干

出了一番大事业。

在科技创新的征程上，没有平坦

的大道可走，挫折和失败在所难免。

我们固然需要为成功者鼓掌，但更需

要理解失败者，向他们投去欣赏和鼓

励的目光。

鲁迅说过，想看乔木，想看好花，

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

了。创新之花的绽放，同样离不开适

合生长的“好土”。对创新者多一些

关注和扶持，善待他们的每一次“异

想天开”，营造起科技创新的“小气

候”，就会有更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去

思、去闯、去干，才能走出山重水复，

迎来柳暗花明。

失败，创新的亲密“伙伴”
■符马林

在第 75集团军某旅，只要一提
起炮长陈冬，战友们都会说：“那是
咱们旅的技术‘大拿’。”

不信你看，他参与研制的“某
型步战车自动压弹机”和“激光快
速校炮器”等创新成果已经在全旅
推广。前不久，他发明的“坦克激
光模拟精瞄系统”，已按程序申报了
发明专利。

陈冬是该旅某合成营的一名炮
长。入伍前，他就读于江西某技工
学校。来到部队后，他喜欢发明创
造一些实用的训练器材，俱乐部里
的电脑、音响等设备出现故障，经
他手“拍一拍”“拧一拧”立马“复
工”。大家称他是“小小发明家”。

有一年，某型坦克列装该旅。
有战士反映，炮长的击发按钮就
像是没装填子弹的步枪，扣动扳
机毫无感觉；还有战士说，击发
按钮设计较为笼统，机枪射击和
炮火射击不好区分，且射击效果
无法反馈。

由于这型装备缺乏训练教程，
炮长在射击瞄准训练中只能靠反复
练习，进而形成“动作记忆”。这种
方法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效率极
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装备形成
战斗力。厂家技术员前来指导，但

并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法。
陈冬自告奋勇找到营长罗乐，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发明坦克
射击训练系统。”看着他自信的眼
神，罗乐很高兴，请示上级后，同
意了陈冬的想法。
“战斗”就此打响。不到一周，

陈冬就把仅有的一本说明书翻成了
“白菜卷”，并积极与军工企业专家
联系。在得到专家同意后，他在网
上买来电路板、继电器、电源模块
等零部件，绘画出详细电路图，开
始尝试组装、焊接。不到一个月，
他就研制出了 3块肥皂盒大小的玩
意儿，取名“模拟精瞄系统”。

然而，测试结果并不能让人满
意。“电流多大才合适”“装置的精
度、灵敏度、稳定性怎么样”等问
题摆在他的面前，陈冬和战友们常

常昼夜加班查资料、画图纸。经过
反复试验，他们终于攻克了这一技
术难题。
“模拟精瞄系统”问世后，虽然

外表看起来比较简陋，但使用起来
却十分高效。坦克炮长通过这一系
统不仅能够快速精确瞄准目标，操
作步骤还能通过无线视频方式传输
到教练员和其他参训人员面前，使
炮长的训练更加直观高效。指导员
马午阳欣喜地说：“有了这套系统，
不仅提高了炮长射击瞄准训练效
率，官兵的参训热情也得到大幅提
高。”

前不久，正在部队调研的某军
工企业专家听说此事，专门来到该
营，看完官兵们的演示后，竖起了
大拇指：“能研发出这款系统，这个
陈冬不简单！”

让军工专家竖大拇指的士兵
■张洪瑜 江平骥

人物·基层创客 人 物 小

传：陈冬，第

75集 团 军 某

旅 合 成 营 坦

克连炮长，参

加 过 多 次 重

大 军 事 演 训

任 务 。 2015

年 被 集 团 军

表彰为“爱军

精武标兵”。

点评军工圈里的人和事

■本期观察：罗娟 占传远 谭泽夏

军 工 圈

有人无奈“被赶”，有人被迫“强留”，看

似失意的人生，却都活出了不一样的精彩。

刚进航利集团，计量中心检定员史志鹏

有些不满。本以为学机械专业的他，能在主

修车间大展拳脚，可谁能想到会把他分配到

计量岗位。

面对落差，情绪随之而来。他觉得，自

己正如千里马困于“槽枥之间”，岗位“不合

适”，今后注定成不了气候。

史志鹏还来不及思考这些，便体验到了

新岗位的“折磨”。专业不对口、缺实践经

验，他只得捡起报废件，反复练手……数周

之后的转正考试，史志鹏竟过关了。

史志鹏有些得意。不过，脸上的笑容并

没有持续多久。“小数点后面几个零？”师父的

批评让他坐不住了。原来，在计量数据上，他

把“0.002”后面少写了一个零。

这个弄丢的“零”，让史志鹏开始反思：

正因为对当初岗位安排耿耿于怀，才导致自

己工作不上心，弄出纰漏。

一次偶然机会，史志鹏接到修理故障仪

器的任务。拆卸、检测、调试……第一台仪器

维修成功，之后数台依旧顺利。

这 段 经 历 ，给 了 史 志 鹏 莫 大 的 信

心。“从简单修修补补到自主研发产品，

这可行吗？”一个想法在史志鹏的脑海

中萌生。经过艰苦攻关，最终新产品的

寿命较之前延长一倍，误差从 5%下降

到 1%。

“这是质的飞跃！”史志鹏找准了自己的

人生定位，闯出一片新天地。其实，不管岗位

如何，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摒弃“合适与否”

的抱怨，努力奋斗、持之以恒，自然会得到“幸

运女神”的眷顾。杨海东和史志鹏，一个换岗

后上演逆袭，另一个在看似不合适的岗位获

得成功，他们凭着不服输的劲头，最终成为人

生赢家。

自信是干出来的

匠心慧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