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3 要 闻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１日 星期三

强军论坛

版面编辑/熊永新 楚沄浩

10 月下旬，塞北大地，第 81集团军
某合成旅一场全要素实兵对抗演练正在
进行。笔者踏访演兵场，寻找指挥所，发
现以往高大宽敞的指挥帐篷不见踪影，
通信、后勤等保障站点也很少见到。取
而代之的，是各类集成方舱，或藏匿于丛
林沟壑，或机动于山野路上，不间断实施
指挥保障。

这天，天还没亮，炮兵营某连副连
长高海武就打开炮兵指挥终端，接收
气象、地形等作战数据，组织实施首轮
炮火打击。“这是作战地域的气温、海
拔……”高海武指着屏幕说，这些数据
都来自上级指挥方舱，通过方舱统一收
集归纳，再下发到作战分队，实现了作战
信息集成共享。
“这种便捷的信息共享，以前想都不

敢想。”合成四营营长韩涛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他刚参军入伍时，参加炮兵演
习，副连长在阵地上等了整整 2个小时，

直到开炮都没接收到气象数据。最终，
由于参数误差，未能命中目标。

如今，指挥手段已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该旅作战指挥方舱内，指挥控制、
情报侦察、通信综合等指挥席位上键盘
敲击声此起彼伏，大屏幕上多个目标信
息不断刷新。气象方舱、雷达方舱不断
把最新的气象信息、目标信息传输至指
挥方舱，指挥所统一处理后，瞬间便可分
发到各作战分队。
“以前的指挥所可不是这样的。”负

责指挥方舱保障的四级军士长叶和平对
旅史馆里一张演习照片印象深刻。照片
里，指挥所就是一个堆满了电台和有线
电话的狭小空间，传达指令全靠电台和
人工。

上世纪 90年代，部队配发某新型轮
式装甲装备，为提升指挥效能，该部自行
组建了一批可移动的集成方舱。“说是集
成方舱，其实就是在卡车里装上几台电

脑，指挥员在卡车里接收信息、下发指
令。”叶和平说，这种方式只能完成最简
单的信息一对一采集传输，对散点多面
的作战信息需求则无能为力。

战场战机稍纵即逝，指挥效率尤为
重要。一级军士长谢良友记得，当年有
一次和战友作为前线抢修队在阵地前沿
待命，“等到维修信息传递到抢修队时，
战场装备都被导演部‘裁’了”。

信息高度集成的新型指挥方舱，改变
了原有的作战指挥面貌。“205，前方树林
有‘敌’迫击炮阵地，歼灭……”演练中，笔
者在旅指挥方舱内看到，作训参谋李东鹏
将指令直接传达给前沿的某合成营装甲
突击车连254车车长荆坤。

与此同时，通信综合席参谋田耘
丰与友邻单位密切进行信息共享，为
空地火力协同提供信息支撑。“指挥信
息链路不仅通联更顺畅，还实现了扁
平化、跨兵种对接。”走出指挥方舱，田

耘丰这样说道。
“小小集成方舱，折射出改革开放以

来军队信息化建设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该旅领导介绍说，这些年，和指挥方
舱同步换代的还有各类功能齐全的技术
支援类和保障类方舱。随着淋浴方舱、
冷藏方舱、炊事方舱等 10余种方舱配发
部队，战时后勤、装备保障模式日趋专业
化、系统化和精准化。

前不久，又一批新式装甲指挥车配
发该旅。该旅 80%的指挥机构已实现
装甲化、方舱化、集成化。得益于便捷
的信息化指挥手段，部队作战协同也由
原先的事先定计划转变为趋于智能化、
系统化的战场即时应变，部队战斗力明
显提升。

图①：1987年该部参加演习时的指
挥所。

图②：新型集成化指挥方舱。
作者提供

指挥帐篷不见了、保障站点减少了，第81集团军某旅新型指挥所—

集成方舱，透视信息化变革之窗
■李连军 邹 贝

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通讯员骆
瑶报道：前些天，第 75集团军某新
兵团新兵一连按计划进行战术训练。
在一片布满碎石的沙地上，一班班长
刘勇虎边下口令边示范，磨破皮的手
掌上已经渗出血，可他全然不顾……
据新兵团领导介绍，他们注重发挥新
训骨干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新战友走
好军营第一步。
“带兵人的率先垂范对新兵就是

最好的教育。”连队干部介绍，随着
社会发展变化，不少新兵有学历、有
经历、有能力，自主意识、民主意识
强，新训骨干只有处处以身作则才能
在新兵中立起威信。

班长武建民对此深有体会。入
营没几天，他发现几名新战士偷偷
抽烟。当武建民正准备批评时，一
名新战士怯生生地问：“班长，你咋
抽烟呢？不是说人人平等吗？”随

后，武建民在当天的班务会上作了
自我检讨，又在强军网上讲述了这
件尴尬事，并发起“新训骨干要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倡议，引起热
烈反响。

这一倡议引起新兵团领导的高度
重视，他们自上而下开展查纠整改活
动，要求新训骨干带头戒烟创造无烟
营区、带头节约粮食开展“光盘行
动”、带头在训练中锤炼血性胆气、
带头讲“五湖四海”开展“三互”活
动，并在强军网上设立监督信箱，确
保落实落细。

如今，在这个新兵团，班长和
新兵业余时间一起开展活动的多
了，独自低头玩手机的少了；就餐
剩菜剩饭少了……新兵在敢打敢拼
的血性、勤俭节约的意识、遵规守
纪的作风等方面进步明显，团队凝
聚力向心力越来越强。

第75集团军某新兵团强化带兵人率先垂范意识

新训骨干以身作则立威信

本报讯 史建民、陈志才报道：
“新兵体能基础参差不齐，不能单纯
为防止训练伤而降低训练强度，建议
进行分层训练……”近日，新疆军区
某团 4名新兵党员列席新兵营党委议
训会，与党委委员一起查摆问题、建
言献策。这是该团激发新兵党员内
在动力，提升临时党组织工作实效的
一个做法。
“新兵党员身在兵中最了解兵，

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有助于新训工
作提质增效。”该团领导介绍说，今年
新兵党员数量较以往增加不少，一些
新兵党员入伍前在大学或单位还担
任过党小组长等职务。对此，团里聚
焦提升新兵营党委抓建能力，及时将
新兵党员编入临时党组织，并安排他
们紧跟新训进程，参与党委支部议
训、议教、议管工作。

为充分发挥新兵党员的“参谋助
手”作用，该团主动为新兵党员搭建
平台，让他们利用自身特长，在理论
学习、体能训练、党课教育等新训工
作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新兵营发
动优秀新训骨干党员与新兵党员结
成“一帮一”互助对子，手把手教方
法，面对面传经验。同时，这个团还
组织为新兵党员佩戴党徽、张贴“党
员承诺践诺书”等活动，激发他们的
标兵意识和争优劲头。

据了解，开训以来，新兵营临时
党委采纳新兵党员建议 20余条，为新
训工作注入了活力，训练成绩与去年
同期相比有了不小的提高。前不久，
在师集中组织的新训工作第一阶段
评比考核中，这个新兵营共取得手榴
弹投掷、战术基础动作、卫生与救护
等 5个课目第一。

新疆军区某团提升新兵营临时党组织工作实效

新兵党员列席党委议训会

深秋，夜凉如水。59岁的军事科学
院首席专家周宏伟给仍未伤愈的脚踝套
上厚厚的棉鞋，静静坐在台灯前，打开一
本标有“DB22”字样的“大兵笔记”，开始
整理一天的研究与思考。

自打 2013 年从军事科学院军队体
制编制研究室主任岗位上退下来后，
周宏伟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军事科
学研究上。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喜欢
称自己为“老兵”，科研一线的老兵。
“DB22”是一个编号，意思是第 22 本
“大兵笔记”。

过去几年，周宏伟聚焦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攻关研究，
每年参与完成一项重大课题，多项科研
成果获得军委首长肯定。

已经年过半百，“老兵”为啥还这么
拼？

周宏伟对习主席主持召开新一届军
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时的讲话记忆犹
新。“要始终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前进，
努力夺取我军在军事竞争中的主动权”，
这句话，让研究军队体制编制 30多年的
他感觉“整个人都被点燃了”。
“我们必须改革，不然将来是打不了

胜仗的！”长期跟踪研究军队改革的周宏
伟，不就是等待一声号令，为上级决策献
计献策吗？

上世纪 80年代，还在部队院校工作
时，他就对军事教育改革持续研究思考，

在媒体发文提出“稳中求进，深中求新”
等改革对策和观点。到军事科学院担任
研究室主任后，他又以更加宽广的视野
和战略思维研究思考问题，积极为军队
改革建言献策。

2012 年，周宏伟担任课题组副组
长，受领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重
点项目的研究任务。课题前瞻性强、敏
感度高，周宏伟与课题组人员马不停蹄
地研究国外军队改革先进经验、走访原
总部机关、深入基层部队调研。一年多
后，课题组完成了 1份主报告、9份分报
告，周宏伟则瘦了一圈儿。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展开后，周
宏伟变得更忙了。他带领科研团队展开
对信息化条件下战略管理改革、深化我
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全军装备保障体
制调整改革等多项涉及军队改革重大现
实问题的研究，向上级提出了一系列新
的决策咨询。

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全新课题，周宏
伟干劲十足，也“压力山大”。有一段时
间，他经常召集专家加班加点讨论交流
研究情况，有时回家躺在床上仍满脑子
问题睡不着，“吃片安眠药才能睡上几个
小时”。后来，他干脆在办公室支张简易
床，节省从办公室到家的往返时间。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等不起、慢不
得，加强对军队改革相关问题的前瞻性
研究更是时不我待。这一过程中，既需
要快马加鞭苦干，也需要主动作为担当。

2013年，周宏伟担任上级赋予的两
个课题组组长，对我军改革建设发展的
两个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当时有人
担心这些问题太敏感，容易得罪人，提醒
他提建议时委婉一些。

周宏伟却说，提出的对策建议必须
为军队建设事业负责。最终，他在研究
报告中对一系列制约部队建设发展的重
大问题大胆提出改进建议，为党中央、中

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供理论咨
询。2016年，他领衔的一项科研成果获
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相比获奖，周宏伟更关心的，还是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进展以及改革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课题研究
之余，周宏伟还先后撰写了《谈军队组织
形态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及实现途径》《军
队组织编制管理法制化建设目标及实现
路径》等学术理论文章，帮助大家正确理
解改革要求，推进改革落实。

周宏伟的脚踝在前年年底不慎受
伤，一年多来，他一边做理疗，一边坚持
上班。医生告诉他，年龄大了，伤筋动骨
需要好好静养。

可他哪里闲得住呢。目前，他正主
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重点项目研
究，此外还参加了军事科学院两项重要
课题的攻关。“只要改革还没完成，我们
的研究就没有止境！”他说。

激情冲锋为改革建言
——记军事科学院首席专家周宏伟

■包国俊 孙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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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一团蘑菇云从新疆

罗布泊大漠冲天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2018年11月17日，“两弹一星”功臣

程开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一生“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

他，离世却成了“爆炸性”新闻，令无数国人

为之洒泪。人们敬重“两弹一星”功臣，不仅

因为他们彪炳史册的业绩，更因为他们身上

的家国情怀、创新精神、奉献意识永远值得

我们继承和敬仰。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

来，国防强起来。”1950年，程开甲放弃国外

优厚的待遇，回到新中国的怀抱。1960年，

经钱三强点将，程开甲加入中国核武器研

制队伍。作为我国核试验事业创始人之一，

程开甲领导、设计和主持了我国原子弹、氢

弹、导弹核武器等试验，在国内第一个计算

出原子弹爆炸的弹心温度和压力，提出并

完成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和测试大

纲，创立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1999

年，他被表彰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2013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

年，被授予“八一勋章”。

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

学家中，有21位是冲破重重险阻，从国外回

归祖国的。程开甲院士的心声也许能代表这

个群体的声音：“如果我不回国，不到试验场

区，可能学术成就更大些，但是肯定不会像

现在这样幸福和自豪。回国，是我人生的最

大成就，我做的一切都和祖国联系在一起！”

“任凭天云多变幻，哪怕风雹沙石扬，烈

日明月伴营帐，饥餐沙砾饭，谈笑渴饮苦水

浆……”张爱萍上将创作的《我们战斗在戈

壁滩上》，形象见证那一代人的筚路蓝缕、自

立自强。滚烫的爱国之心、坚定的报国之志，

让他们舍弃繁华、远赴大漠，无怨无悔地奉

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年华，创造出一个个人间

奇迹，使中华民族脊梁更加挺直，巍然屹立

于世界东方。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精
神
传
承
是
最
好
的
缅
怀

■
李
克
亮

科技创新是一场寂寞的长跑，从来没

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科研事业的特殊

性，决定了科技创新的攻坚者必须付

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作出比常人更

大的牺牲，才能摘取皇冠上的明珠。与

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相比，今天我们

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条件优越了许多。

但是，老一辈科学家的信念、精神和传

统永远不能丢。如果抛弃了以“两弹一

星”精神为代表的精神家产，即使科研

设备再好、科研投入再多、科研团队再

强，我们怎能找到奋斗的动力、前行的

信念和创新的勇气？

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兴则军队

兴。我们缅怀程开甲院士，就是要传承

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像他们那样不

忘初心、至诚报国，不懈创新、矢志强

军，为强军兴军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作者单位：战略支援部队某旅）

11月 16日，记者在高原

驻训地见到四级军士长阿布都

沙塔尔·帕热斯 （右一） 时，
他正在为驻训官兵做手抓饭。

阿布都沙塔尔带着留恋的神情

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喀

喇昆仑山为大家做饭。下山

后，我就要退役离队了。”

阿布都沙塔尔2002年参军

入伍，在新疆军区某部民族六

连炊事班一干就是十几年。民

族连有哈萨克族、塔吉克族、

柯尔克孜族、回族等民族的战

士，维吾尔族的阿布都沙塔尔

细心学做其他民族的特色饭

菜，变着花样为大家改善伙

食。入伍16年，他8次被评为

优秀士官，3次被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2次荣立三等功。

本报记者 冯凯旋、李 蕾

摄影报道

再为战友做一顿手抓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