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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月，国产新型万吨级驱

逐舰南昌舰，在青岛海上阅兵中

公开亮相。南昌舰的舷号 101，曾

属 于 我 国 海 军 历 史 上 的 另 一 位

“老将”——人民海军首艘驱逐舰

鞍山舰。两代 101舰见证了人民

海军的历史传承，也是人民海军

发 展 取 得 历 史 性 成 就 的 一 个 缩

影。

万吨大驱开启新传承

一年出差两个多月——

一个人忙，是一种现

象；一群人忙，是一种力

量

“你好，我周一下午有空！”
约了 3次，记者终于采访到了袁保

伦。发出短信定下采访“档期”后，他随
即又补充道：“下午四点还要赶去北京
的飞机。”

见面后，他带着歉意解释，不是不
愿接受采访，而是实在太忙了。在袁保
伦嘴里，提到最多的一个字是“跑”——

跑部队做试验、跑厂家做样机、跑
评审会鉴定项目……他幽默地说：“东
跑西跑，一年就这样跑没了。”

袁保伦粗略估算了一下，今年出差
时间大约有 60多天，“也就在外两个多
月，和往年比，不算多。”

不过，这一年他的旅途路程不短，
从渤海到东海再到南海，中国的漫长
海岸线上，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
迹。

这不，今年 1月份，春节快到了，人
们纷纷往家赶，他却从暖意渐起的长沙
直接飞到了冰封雪裹的东北，一待就是
十几天。他要安装调试设备，准备迎接
年后的长航时航行试验。那些日子里，
冷飕飕的海风如冰刀刮面，但袁保伦记
得，“团队里没有一个人说等过完年后
天暖和些再来。”

那次出差，完成设备调试后，他又
马不停蹄赶往南京调研，直到除夕才归
家。

3月的一天上午，袁保伦突然接到
通知，明天就要开始长航试验。他放下
电话就订票，然后背起背包就往机场
赶。夕阳西下时，他已到达数千公里之
外的某军港，开始调试设备。整个过
程，堪比一场紧急拉动。

对此，袁保伦已习以为常。他说，
做海上试验，遇上这样的临时通知很正
常，因为每艘出海舰艇都有各自的任
务，常常是出发前确定了有空位、能把
设备装进去，便立刻通知团队准备试
验。

袁保伦的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一个
黑色背包。那是他的“战备包”，里面放
着证件、洗漱用品、简单的换洗衣物等
出差必备物品。一旦有任务，他把笔记
本电脑往包里一塞，背上就走。背包的
款式是他精心挑选的。“这是第三个了，
前两个都是背带连接处断裂，不能再用
啦！”他说。

忙碌地奔走在路上，是袁保伦这
一年工作生活的常态。在路上，发生
了很多令他难忘的故事。一次他的身
份证丢了，挤在补办临时身份证的长
长队列里，想到可能错过火车，赶不上
试验，他急得不停张望、跺脚。还有一
次，出差返程中，他突然得知母亲去世
的消息，紧接着又接到单位的工作电
话。电话里，他聊起工作时依然条分
缕析、思路清晰，内心却已如刀绞、悲
痛万分。

一个人忙，是一种现象；一群人忙，
是一种力量。袁保伦说，“在路上”并不
是自己的“专利”，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是
如此——

罗晖，激光陀螺创新团队的带头
人，一年有近 200天在外出差，他不时从
部队带来最新的用户需求，然后领着大
家一起攻关。于旭东，部队官兵口中的
“惯导系统发言人”，承担着到部队维护
设备、出航试验等沟通协调任务，每个
月至少跑两次一线部队。张鹏飞，质量
把控总师，跟着舰船跑了数次海试，有

一次为了支撑部队使用装备，一个月就
跑了4趟。

这是一个如陀螺般高速旋转的团
队。这样的团队，在国防科研战线不是
个例。就在袁保伦所在的学院，有的研
究所，全体人员全年出差累计超过 6200
多天，科研人员在一线部队与实验室之
间穿梭不停。

在他们每一个挑灯夜战的日子里，
都能看到校园里“天河”“北斗”“高超”
团队楼里不灭的灯光……

一年只干一件事——

在茫茫荒原中开辟

出一条最便捷的路，所有

的坚持都是值得的

别看袁保伦的 2019 年很忙碌，但
他 说 ，自 己“ 其 实 一 年 只 忙 了 一 件
事”，那就是研制某型激光陀螺惯导
系统。

这件事做起来挺枯燥。对惯导系
统来说，纠正误差的关键是算法，而
算法设计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就
像要在茫茫荒原中开辟出一条最便
捷的路，有时候你绞尽脑汁也无能为
力。”袁保伦负责的正是算法，冥思苦
想最“魔怔”的时候，他在办公室一坐
就是一整天，到了深夜才想起没吃
饭。

袁保伦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行军
床，这张行军床一次次陪着主人通宵达
旦。今年，他研究出的 10余种算法，全
在夜深人静时诞生。

这一切，在袁保伦看来都是值得
的。他一直记得，几年前，团队完成试
验后的一台原理样机直接被部队要了
过去，再也不肯归还，“想拆都不让我们
拆”。前不久，海军某部的一位老士官
又给他打来电话：袁老师，我们马上要
执行重大任务，有更好的设备能借我们

用吗？
“不是太拼，而是部队的需求催着

我们往前赶，不得不拼！”袁保伦说：“事
关战斗力建设的东西，别说一年，就是
拼上10年也要尽快干出来。”

令他欣慰的是，今年，他主导研
制的某型激光陀螺惯导系统“总算是
成了”。那天，他凝视着我国“激光
陀螺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的照片，心
中感慨万千：“老师，学生没有丢您
的脸！”

此时，距离他第一次敲响高伯龙
院士办公室的门，已经过去了整整 20
年。

他成为高院士研究生那年，激光
陀螺创新团队历经长期攻关，刚刚
实现激光陀螺工程化研制，紧接着
便开始转向以激光陀螺为核心部件
的惯导系统研究。于是，学理论物
理的袁保伦被导师引向惯导系统研
究方向，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跑就
是 20 年。

人生能有几个 20年？又有多少人
能像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样，驰而不息，
一转就是20年？

20年干成一件事，袁保伦觉得很值
得；20年只干一件事，袁保伦觉得新挑
战无处不在。

新挑战来自部队一线的新需求。
今年 5月，某型装备小批量生产会议上，
一位舰长问：这个维护方便吗，旧船能
不能直接用？一位负责舰船总体设计
的高级工程师提出：能不能让设备接口
和既有船舶的协议兼容……虽然有些
要求，最初的研制任务书并没有涉及，
但袁保伦一一记了下来，作为下一步改
进设计的目标。

从跟随导师高伯龙从事激光陀
螺研究的第一天起，他就记住了一
句话：“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是要用
的。”

如今，他们的成果正在得到越来
越广泛的应用。在今年的国庆阅兵
中，有多型先进武器装备列装了他们
研制的高精度激光陀螺。说到这里，
袁保伦格外自豪：“我们没机会执掌大
国重器，但我们能帮助它们行得更远、

瞄得更准。”

一年不缺席一节课——

培养出更优秀的人

才，是助力科技兴军的最

好“成果”

在从事科研之外，袁保伦每年还担
负着研究生教学任务。

他教的课程叫“光电惯性技术”。每
一节课他都精心准备，不管科研任务有
多忙，都从不缺席。有时候，赶上出差和
上课冲突，人在外地，他宁愿多跑一趟，
飞回来上完课再飞走，也不轻易调课。

课堂上的袁保伦和在实验室里没
什么太大区别，依然严谨，只是偶尔会
讲一点在部队调研的故事，让大家跳出
枯燥的课本，看看新技术广泛的应用前
景。

这门课程难度大，需要用到大量
艰深复杂的数学公式。袁保伦的理
论物理功底深厚扎实，工程应用又得
心应手，讲什么问题都是一针见血。
学生给他看程序状态的曲线图，他一
眼就知道问题出在哪。课后有学生
提问，他总是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才
走。

学员李佳翼感觉，每听袁老师讲完
一节课，都像是做完了一个项目。“他总
能结合应用提出现实问题，从理论的迷
宫里带着你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径，
经过这种学用结合的讲述，你便茅塞顿
开了。”

带自己的学生如此，指导别人的学
生，袁保伦也是如此。硕士研究生孙志
刚的毕业论文是与导航技术相关的应
用型课题，研究中遇到涉及惯导方向的
问题，他便尝试着向袁保伦求教。袁保
伦虽然不是他的导师，但总是悉心指
导、有问必答。毕业后，孙志刚对惯性
导航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如今也加入

了惯导创新团队。
今年 7月，学校组织科技夏令营。

袁保伦专门抽出时间指导参加夏令营
的学生设计了一个“惯性导航车载实
验”。看着学生们拿着测量仪器，跟着
车在校园里兴奋地四处跑，袁保伦欣慰
不已。他希望这些聪颖的年轻人也会
被这项技术的魅力吸引，就像他当年被
高院士引导着一样，走上惯导技术研究
之路。因为，“一项科研事业总是需要
传承的，对于一代国防科研人来说，培
养出更优秀的人才，就是助力科技兴军
的最好‘成果’。”

袁保伦口中的“人才”并不局限于校
园之内。由于某型装备即将列装，他很
快就会迎来一批特殊的学生——基层官
兵。为部队做装备技术培训已列入他明
年的工作日程，他对此充满期待。

去年，围绕某设备的使用，他已前
往部队给一批官兵做了 10个课时的培
训。培训中，他既讲设备的操作手册，
又讲设备的工作原理、运行特点、软硬
件结构——他想让官兵们不仅会用设
备，还能会修理。

那次培训，来听课的有年近半百的
基层技术干部，也有 20 来岁的年轻士
官。袁保伦经常被官兵们“围堵”着提
问，也一次次被大家眼神中对新技术的
渴求所感动。
“部队都很欢迎我们去讲课。”袁保

伦指了指自己那枚印有“国防科技大
学”字样的臂章说，官兵很信服咱们，每
次学校的科研人员去部队，都会受到热
情欢迎。

他觉得，这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
是在科研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
建立的，是靠过硬的装备一次次经受住
实战化考验而建立的。

站在岁末，展望明年。袁保伦给自
己列了一长串的任务列表，列表的末尾
是一个小心愿：争取把驾照考到手。

这个心愿已不是第一次被列入他
的年度计划了。4 年前他就报名学驾
驶，直到今天他仍没时间去练车。

聊到这里，袁保伦笑了：“估计这仍
然是个奢望，明年还有好多事要做，肯
定只会更忙呢。”

跋涉在校园与大海之间
——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创新团队技术专家袁保伦的2019年

■颜 瑾 贾朝星 本报特约记者 王微粒

年终岁尾，又到了盘点之时。评选年度
汉字、年度词语，是近年来人们热衷使用的盘
点方式。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即将过去的 2019

年，你会选什么？”
面对这一问题时，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

袁保伦毫不迟疑，一个词脱口而出：“海洋。”
为什么是“海洋”？袁教授给出了两个解

释：一是，这一年他出差很多次，绝大多数都
是往海军部队跑；二是，这一年他的科研成果
多次随舰艇在远海训练中接受检验，自己“几
乎天天都在想着海上会有什么状况”。

袁保伦是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创新团队
成员。48年前，钱学森将激光陀螺的技术原理
写在两张小纸片上，郑重地交给了国防科大人。
在国防科大几代激光陀螺人的接力拼搏下，我国
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

作为新时代的激光陀螺人，袁保伦和团

队的使命是让激光陀螺在部队得到更广、更
优的应用。

为此，他和团队成员一次次在实验室与
训练场之间奔走跋涉。每一场跋涉都不轻
松，但袁保伦觉得，“这本来就该是我们军队
科研人员的正常状态。”

2019
装备科技

新鲜事

中国北斗步入新阶段

12月 16日，我国第 52颗、53颗

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北斗三号

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中国

北斗由此进入服务全球的新阶段。

作为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三号的建设

就像一场马拉松，既考验耐力又比

拼速度。从2017年首次发射北斗三

号全球组网卫星以来，北斗系统以

平均每月发射 1.2颗卫星的高频次，

刷新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速度

的世界纪录。

航母家族迎来新成员

12月 17日，舷号 17的国产航母

山东舰入列，中国航母家族再添新成

员。航母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海

军实力的象征。从第一艘航母到第

一艘国产航母，“国产”二字标志着中

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独立

建造航母的国家。进入双航母时代

的人民海军，驶入了更加开阔的新航

程。

（占传远整理）

201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

处处闪耀着科技之光。一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阅兵，

仿佛一批大国重器组团亮相的盛会。

直-20战术通用直升机首次“官宣”出

镜，“20家族”再添新丁；东风-41核导

弹压轴登场，“东风快递”的新“业务

员”刷爆“朋友圈”……此次受阅的装

备均为中国制造，其中40%为首次亮

相。沐浴着科技兴军的春风一路奋

进，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大国重器

“首次亮相”。

大国重器组团新亮相

9月 25日上午，中国海军首艘

两栖攻击舰下水仪式在上海举行，

终于向公众揭开了神秘面纱。两

栖攻击舰是现代军事强国推进两

栖作战样式变革的重要要素。该

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型两栖攻

击舰，具有较强的两栖作战和执行

多样化任务能力。人民海军武器

装备更新的不仅是数量，更是质

量。

两栖作战喜添新利器

人类走向太空的起点大多是在

陆地，如今，我们多了一种方式问鼎

苍穹。2019年6月5日，我国长征十

一号海射运载火箭成功完成“一箭

七星”海上发射技术试验。中国星

座飞天逐梦的起点，变成了万顷碧

波。相比陆基发射，海上发射远离

人口稠密地区，可灵活选择发射点

和落区。同时，在临近赤道的地方

发射卫星，还能减少卫星调姿变轨

消耗的燃料，最大限度利用地球自

转节省火箭的动力。

飞天逐梦有了新起点

4月

6月

9月

10月

12月

左图：人民海军驶向大洋

的航迹，映照着无数科研人员

的攻关足迹。

万永康摄

上图：袁保伦在查看某型

装备。

曾 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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