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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新闻样本

仲夏时节，记者来到中部战区陆军
某炮兵旅采访。一位旅领导自豪地介绍
说：“我们有两个地方值得一看，一个是
旅史馆，另一个是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站
的创新成果展览室。”

一个旅能够有多少创新成果？带
着好奇和疑问，记者推门走进了展览
室。只见对着正门的那面墙上，挂满
了荣誉证书和奖牌：“十一五”科技工
作先进单位、“十二五”科技工作先进
单位……

令人眼前一亮的不只是荣誉。小小
的展览室中展示着不少“草根”革新装
备，每一件装备都是为解决训练瓶颈问

题而生——
炮兵雷达全天候精确定位定向系

统，可有效提升雷达全天候侦察保障能
力；新型火炮超声波自动清洗设备，可快
速彻底清洗炮膛内的残留物；炮兵通用
观瞄器材方向精度检测仪，可有效提高
炮兵部队确定目标诸元的精度……

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站成员、博士郑

锴告诉记者，目前展览室里陈列着涵盖
主战装备维修保障、作战运用研究、侦测
技术研究等领域的 3类 20 多项革新成
果。其中，18 项成果获军队科技进步
奖，多项成果在全军推广应用。

这些成果来之不易。2005 年，这
个旅组建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站，为技
术干部搭建起一个查阅资料、交流学

习、集智攻关的平台。14年来，工作站
从最初只有一名工程硕士“挑大梁”，
到如今有 5名博士、11 名硕士“加盟”，
基层创新人才不断在此汇集，一项项
助推战斗力提升的“草根”创新成果也
在此诞生。
“工作站的建立发展和许多创新成

果的取得，都离不开郑高工。”聊起这些

年来的科技创新经历，不少技术干部都
提到了工作站成立之初的那名硕士——
如今已有 34年军龄的高级工程师郑献
民。

几天后，记者见到了刚从演训场回
来的郑献民。脸膛晒得黝黑，裤腿上泥
尘点点，眼前的郑献民与想象中的科研
工作者的形象相去甚远。“我们都是‘泥

腿子’科技干部！”郑献民笑着自嘲。
和记者熟了以后，他逐渐打开话匣

子，聊起展览室里一个个科研成果的由
来。从试验评审到鉴定推广，再到斩获
大奖……聊着聊着，郑献民对获奖的喜
悦聊得越来越少，不觉间回味起了一次
次科研攻关的艰辛与不易。情至深处，
甚至潸然泪下——在他心中，那个小小
的展览室，陈列着他的科研成果，也陈列
着一名基层科研人员的苦辣酸甜。

这个工作站活跃着 10 多名跟郑献
民一样的基层“创客”。在全军部队，则
有成千上万的基层技术人员。他们的革
新发明可能只是一个扳手、一个垫片，但
他们努力打通的则是科技转化为战斗力
的“最后一公里”。

基层“创客”们的创新故事，就是科
技兴军战略落地生根的时代缩影。

旅里办起了“创新成果展”
■颜兴旺 本报记者 周 远

酸

“看到官兵使用装

备有诸多不便却无力

解决，我既心酸又有一

种使命感”

说好了聊聊基层科研干部在科技创
新过程中的“苦辣酸甜”，但郑献民首先
开聊的却不是“苦”而是“酸”——他说，
有那么一种心酸的感觉，是他这些年来
始终坚持从事基层科研的重要动力源。

一次，旅里组织某型反坦克导弹车
夜间复杂道路驾驶训练，一辆导弹车在
转弯时突遇对面运输车远光灯照射，强
烈的光照让驾驶员瞬间致盲，幸亏反应
迅速、及时刹车，才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随后，这一训练课目被紧急叫停，郑
献民的研究却由此开始。他研究发现，
驾驶员使用的微光驾驶仪被强光照射
后，可能导致饱和损坏，进而引起驾驶员
瞬间致盲。

瞬间致盲会给驾驶员带来安全风险
和心理压力，无论是平时训练还是上了
战场，都可能因此付出血的代价。想到
这里，郑献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还有一次，郑献民看到，炮兵侦察兵
们在演习中需要肩扛手拎，一趟趟将百
余公斤的器材运到山高坡陡的任务地
域。

经分析，他发现炮兵侦察器材分为
观察、测距、夜视等多个种类，件数多、重
量沉，而且相互不兼容、缺一不可。官兵
在架设撤收时费时费力，训练中，长期高
强度负重让不少人饱受腰肌劳损、半月
板损伤等疾病困扰；上了战场，则可能因
为不便于机动而暴露目标。

长期和训练一线的官兵打交道，郑
献民发现不少类似的问题。“这样的小
问题交给科研院所，他们可能会嫌技术
含量低、看不上，可长期不解决，‘受伤’
的是基层官兵，是部队的战斗力。”郑献
民说，“看到官兵使用装备有诸多不便
却无力解决，我既心酸又有一种使命
感！”

心酸过后，便是行动。郑献民认为，
作为基层科技干部，有责任帮助官兵克
服困难。能不能对微光驾驶仪做些改
进，实现全天候使用？能否将诸多功能
单一的侦察器材集成到一起，方便携
带？面对官兵在工作训练中遇到的实际
困难，郑献民一次次大开“脑洞”，一项项
管用的革新发明也随之涌现。

苦

“基层科技干部是

‘小众’群体，搞科研注

定要吃常人难理解的

苦”

把一个想法变成一项成果并不容
易。郑献民坦言，很多时候都是“理想很
丰满，现实很骨感”。

和很多基层科技干部一样，郑献民
编制在营连。没有经费，购买书籍、U盘
等物品经常自掏腰包；没有时间，画图
纸、组装零件都得利用课余时间钻研；没
有团队，平时和其他营连的技术干部见
面都少，更别提交流协作……

他曾见过一些硕士、博士毕业后到
基层任技术干部，“成天忙于带车、留守
等与科研无关的事务性工作，慢慢地专
业荒废了、斗志也消磨掉了”。后来，有
的转行了，有的转业了，“非常可惜”。
“基层科技干部是‘小众’群体，搞科

研注定要吃常人难理解的苦。”郑献民默
默承受着一切，坚持了下来。

一次，郑献民利用部队在某靶场组
织实弹射击的机会，进行某科研成果的
试验论证。由于保密要求，他无法和外
界联系。不巧的是，那几天，他的妻子突
患疾病，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妻子反复
打电话，都联系不上郑献民。

任务结束后，郑献民回到家，他反复
解释道歉，妻子仍好几天没和他说话。
“假如当时妻子打通了电话，你会回

家去吗？”记者问。
“我很可能也不会回去。基层部队的

科研工作者不同于科研院所，他们有很多
试验机会。那次实弹射击有很多新特点，
我一旦错过，可能就要再等几年，时间上
真是耗不起。”郑献民沉思良久后说。

还有一次，某型反坦克导弹发射车
实弹射击时连续出现导弹失控问题。分
析问题时，郑献民提出研制一套数据采
集与分析系统，实时采集导弹发射时的
各种参数。

将这一设想认真整理后，他向研制
该武器系统的某科研所发出了合作科
研邀请。本以为会得到支持，可是对方
却以项目研制成本高、部队资金保障不
足、推广应用难度大等为由，“婉拒”了
合作。

被泼了冷水后，郑献民没有放弃：
“和基层合作搞科研，成果推广有不确定
性，他们有顾虑也是正常的。”

他清楚，没有这个科研所的支持，武
器装备的很多参数拿不到，科研项目很
难取得成功。为了说服科研所同意合作
并给予技术和资金支持，他一次又一次
登门拜访，向该单位领导反复阐述该项

目的研发意义、基层官兵的热切期盼。
最终，他的执着打动了对方，合作科

研项目顺利立项。这一项目研制成功
后，填补了某型反坦克导弹实时数据采
集、处理和分析系统的空白，研究成果被
广泛运用。

辣

“成果获了奖却难

落地，有战友问起来，

脸上便火辣辣的”

创新成果出来了，郑献民的加班熬
夜、劳累奔波得到了回报，但他面临的考
验并未结束。

基层创新有着强烈问题导向和实用
需求，然而，创新成果推广应用有时候比
创新本身更难。

这些年，郑献民搞科研获了不少奖，
取得的成绩令他欣慰；但看到自己的成
果在部队得到推广运用的还不到一半，
尴尬的现状又令他忧心。
“如果成果不实用或是没用上，在战

友眼中我们搞创新可能就是沽名钓誉，
是为了评奖、方便职务晋升。”郑献民感
慨，“成果获了奖却难落地，有战友问起
来，我脸上便火辣辣的”。

他也曾尝试着改变。
几年前，郑献民调研发现，火炮实弹

射击场地保障难度大，影响部队训练水
平提升。随后，他带领项目组研制出一
套实弹模拟射击系统，利用枪榴弹代替
火炮，在操作流程和实弹射击完全一致
的前提下，能大大降低火炮场地保障要
求。

紧接着，他又多方协调并请示上级

业务部门，从友邻单位借来榴弹发射器，
又从外地的弹药库调拨了榴弹，准备推
广模拟训练。可就在这时候，训练计划
却被有关方面以安全为由叫停了。

最终，郑献民不甘心地将榴弹发射
器和榴弹退了回去，并反复跟上级业务
部门解释原因。
“苦心攻关得来的成果，我当然希望

它推广应用得越广越好。可有时候我也
无能为力。”在科研攻关中啃下不少“硬
骨头”的郑献民，在成果推广时不止一次
心生挫败感。

影响成果推广的因素有哪些？他细
细梳理了一下：一项成果研制完成后，要
经过生产前的立项、招标、样机试验、定
型等多个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基层
的科研项目组除了提供技术支持外，并
没有多少话语权。

郑献民承认，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的

每道程序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完成这些
程序，有关部门可能会付出比科研攻关
本身更多的精力。然而，“不管怎样，如
果科研成果落不了地、走不出实验室，不
仅影响科技干部的工作热情，更是一种
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甜

“相比科研环境改

善，科研成果得到官兵

好评，更令人感到幸福

甜蜜”

那年，郑献民所在旅在上级单位

的指导支持下，率先成立了专业技术
人才工作站，基层科研环境从此明显
改善。

郑献民记得，当时，旅机关的办公
条件是一个部门一台投影仪、一个科
室一台电脑，很少有办公室装空调。
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站一成立，就拥有
了全旅配置最好的办公室：配有打印
机、投影仪，装有冷暖空调和 10台整齐
排列的电脑。原本分散在各基层单位
的技术干部，从此有了一个舒心的集
中办公环境。

旅里还出台了一系列激励创新的制
度机制：工作站所需经费可直接到财务
报销，技术人员再不用自掏腰包或者为
了报销东奔西跑；工作站工作进展情况
直接向旅领导汇报，不用再经过机关和
营连；项目关键阶段，工作站成员可以申
请脱产攻关……

部队调整改革后，中部战区陆军又
专门召开专业技术干部队伍建设工作会
议，并建立创新团队扶持机制，设立创新
团队基金，规范年度科技会议，并将专业
技术人才工作站的做法在更多部队推
广。

这一切，郑献民看在眼里，乐在心
里，干劲更足。“相比科研环境改善，能够
有更多的科研成果得到官兵好评，更令
人感到幸福甜蜜。”他说。

过去，在火炮装填时，官兵力度、方
向不同，火炮弹着点就会出现偏差，火炮
阵地构设、数据计算等操作再正确也可
能无法命中目标，郑献民研制出全射界
恒位送弹器，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被
广泛推广运用。
“这个发明真好！”一次，郑献民在

外单位调研，看到了他的革新成果，听
到了官兵的交口称赞。尽管他没有表
明“这是我发明的”，但心里还是乐开
了花。

这些年，郑献民的创新成果得到推
广的有不少：通用无靶光电校枪仪、助退
式牵引火炮训练弹、野战便携式多功能
电库……每当看到官兵用这些成果解决
了装备训练问题，他脸上就绽放出幸福
与自豪的笑容。

这些年，郑献民遇到的喜事也接连
不断：某项目被确定为陆军武器装备科
研重点项目，旅创新团队被战区陆军批
准为“首批重点扶持创新团队”，个人被
推荐为全军优秀专业技术干部人才岗位
津贴候选对象……

与此同时，随着专业技术人才工作
站的名头越来越响，清华大学、国防科技
大学、陆军研究院等科研院所都积极与
他们开展项目研发与教材编写合作，基
层“创客”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来越
甜蜜。

版式设计：梁 晨

一位“基层创客”的苦辣酸甜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刘日佳 颜兴旺

提起科技创新，很多人会第一时

间想到科研院所。的确，一些重大的

科技创新往往需要深厚的技术底蕴、

完善的实验试验环境，科研院所自然

是科技成果的“高产地”。专业的科研

机构固然重要，活跃在基层部队的“草

根创客”也不容忽视。

战场上，武器装备的使用者不会

是科学家本人，再先进的武器装备，在

使用过程中也难免出现问题。作为武

器装备的直接使用者，基层官兵对装

备使用中的问题体会最深，对如何打

通科技成果转化为战斗力的“最后一

公里”最有发言权。基层科技干部造

不出坦克飞机大炮，但离开他们，这些

武器装备则可能无法正常使用，无法

发挥应有战斗力。

随着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越来越

高，紧贴装备使用难题开展创新攻关

越来越重要，基层科技干部在创新过

程中面临的各种掣肘也越来越迫切需

要解决。

贯彻实施科技兴军战略，基层官

兵没有谁是旁观者。基层科技干部

要学以致用、刻苦攻关，破解影响战

斗力生成的技术难题；基层官兵应

刻苦训练，最大限度挖掘武器装备

作战效能，发现并反映需要创新攻

关解决的现实课题；各级领导干部

要转变思想观念，关心基层科技干

部成长发展，为开展群众性创新活

动创造良好环境……只要做到“让

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基

层这片沃土也能结出科技创新的累

累硕果。

科技兴军，“草根”力量不容忽视
■周 远

深夜，中部战区陆军某炮兵旅高级工程师郑献民（右一）和科技工作站成员殷少锋、郑锴一起研发仪器设备。 张 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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