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84期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bjygc@163.com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林飞

基层官兵身处训

练一线，对战斗力需求

最敏感——

创客精神引发“群蜂

智慧”

南国仲春，雾锁群山。
一场战备拉动演练在火箭军某导弹

旅展开，超长超宽超高的长剑战车沿着
蜿蜒山路向预定阵地疾驰。

突然，山路上一个近乎 90度的急转
弯出现在前方。路两旁都是粗壮的树
木，“巨无霸”导弹车进退两难。

此刻，一套被命名为“公路运输车移
位器”的革新工装派上了用场，4名官兵
借助它很快将“巨无霸”导弹车的轮胎调
整到合适角度，顺利通过弯道。

这套移位器的设计者叫夏建陆，
是该旅原发射三营一级军士长。当兵
30年，他先后有阵地消防系统、工作平
台电路控制系统等多项“三小”（小革
新、小发明、小创造）革新成果列装部
队。去年年初，夏建陆服役期满离开
部队，但他倡导的革新精神依旧在军
营传承。

徒弟姬常伟接过夏班长常年不离身
的工具箱，也走上创新之路。去年，该旅
阵地综合整治期间，他研制出的电动葫
芦试验工装，能快速检查电动葫芦性能，
大幅缩短施工周期，确保了平台正常升
降、可靠制动和人装安全。
“他们就像种子，只要环境适合，很

快就会拔节成长。”谈及基层创客群体接
茬成长、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的现象，某旅
旅长殷进保感触颇深：基层是创新的沃
土，官兵身处战斗力建设链条末端，对战
备训练中存在的问题感知度灵敏度更
高，充分尊重官兵的智慧，就能收获意想
不到的惊喜。

某特种介质，是助推导弹腾飞的重
要燃料之一。每次任务结束，处理转注

过程中特种介质的残液需要花费大量物
力和人力。这一问题，吸引了某团转注
技师、一级军士长王言传的目光。

经过认真分析计算，反复试验修
改，王言传通过改装革新，实现对罐底
残留液体的高效再回收再利用。

创新的精神可贵，创新的氛围需要
各级合力营造。某旅党委将一级军士
长高飞云、姚厚祥等高级士官抽组到技
术室，与高级工程师联手攻关，先后推
出了某型导弹模拟仿真训练系统、数字
化训练弹等多项革新成果，为推进旅队
实战化训练做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一段
高级士官与高级工程师联手攻关的佳
话。

创客精神引发基层官兵的“群蜂智
慧”。某团直招士官、四级军士长邹旋，
毕业于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材料成型与
控制专业。他在训练中发现有的战友
对特种装备内部结构、工作原理理解费
劲，便萌生出绘制三维示意图的念头。

经过 3年多的测量、绘制、建模，他
研制的转注装备三维模型图库顺利完
成。

这项工作很快引起团领导的重视，
团里给他成立专门工作室，配备高性能
计算机、“3D”打印机等设备，展开模拟
训练器材的研发工作。

前不久，这个以邹旋命名的创新工
作室第一项成果——某型特装车模型正
式出炉，为新号手快速入门、老号手深化
专业训练创造了良好的训练平台。

基层创新不是盲

目贴标签，必须擦亮

“战”字招牌——

创新准星瞄准打仗靶心

仲春时节，一场全流程战斗发射
演练在某旅“地下龙宫”拉开战幕。让
人眼前一亮的，是数十项由基层官兵
自主研发的“三小”革新成果显威演训
一线。发射五营营长刘国刚告诉记
者：“这些创新成果，成为推动实战化
训练的加速器。”

“基层创新准星必须瞄准打仗靶
心。”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坚持实践性、群
众性的创新思路，以实战化训练中存在
的现实问题为牵引，鼓励基层官兵争当
“军营创客”，破解制约武器装备效能发
挥的瓶颈问题，让“三小”革新成果与备
战打仗需求无缝对接。

然而，一段时间里，该旅在创新上
也曾走过一段弯路：个别单位把出成果
当作争“彩头”、夺“眼球”的亮点，在数
量上一味求多求全；有的官兵一心想获
奖，花了不少心思，创新成果却“中看不
中用”；还有的抱着交差心态，东拼西凑
贴标签……
“创新实为先，创新战为要。坚决不

能搞那些华而不实、与战斗力贴得不紧
甚至哗众取宠的‘花架子’！”

为确保每一项创新成果管用、好
用、实用，该旅党委组成专题小组，通过
调研论证下发课题、基层申报科研项目
双向联动，带动官兵深挖作战训练中的
瓶颈短板。

同时，他们出台《“三小”革新活动
实施方案》，鼓励官兵原创设计，并明确
规定：可推广性强、切实解决现实问题
的，纳入器材进行配套；对实战化训练
中发挥作用明显的成果，推荐参加上级
科研评比，立起基层革新聚焦备战打仗
鲜明导向。

记者翻看该旅《“三小”革新项目审
核表》发现，去年基层官兵申报的“三
小”革新项目就有 23个，这些项目因与
战斗力建设关系紧密，得到了旅党委的
大力支持。

与之相反，某发射营申报的某型导
弹模型依靠现有人力和资源无法可靠
研制被否决。某营官兵申报的“新型防
爆盒”项目因研究时限较长、试验成本
高，在实战运用中效益不明显被亮了
“红牌”。

该旅发射一营二连原连长李建华
和一级军士长杨凡针对操作过程中某
型插头出现故障排除复杂、插头固定分
解困难等问题，萌生联手研发专用维修
箱的想法。

旅党委不仅在研制场所和资金上
大力支持，还多方沟通协调，送他们到
厂家学习。最终，他们成功研制出某型
导弹航空插头维修箱，这项成果还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

无独有偶。技术室工程师刘东研
制出“弹上接插件训练器材”在全旅推

广，有效提升发射单元训练效率。工
程师吴兴和战友共同制作“电缆整理
装置”，虽然结构简单，却极大方便了
电缆整理，有效缩短了装备测试发射
准备时间。

创新驱动该旅官兵瞄准打赢课题
持续发力。据统计，近年来该旅先后有
13 项技术革新成果获得全军科技进步
奖，这些实在管用的成果在实弹发射、
对抗演练、战备值班等重大任务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助推战斗力提升的
“加速器”。

创新与风险如影

随形，成功之路并非一

帆风顺—

容错机制激发基层

创新活力动力

谈及自己革新成果的研制过程，某
旅技术一营阵管防卫连二级军士长徐德
煌说，十分庆幸单位的容错机制给予了
他敢想敢试的勇气和机会。

徐德煌是该旅的技术大拿。他在日
常装备维修中发现，通过万用表等常规
手段来定位故障会因自身因素引发电路
板二次损伤，便萌生出自制方便安全电
器维修设备的想法。

这一想法很快得到连队的支持。
连长王权给徐德煌专门的时间、场地和
经费，让他心无旁骛搞好试验论证。

然而，由于专业受限，徐德煌几番设
计都达不到预期效果，倍感“压力山大”。

战友劝徐德煌，一把年纪就别瞎折
腾了，万一弄出安全事故怎么办？徐德
煌嘴上不说，但心里也有些慌：“如果没
能做出个有用的东西，岂不成了大家的
笑话。”

王权看出了徐德煌的担忧，专门组
织“大家谈创新”主题交流会，引导官兵
不畏失败、勇于创新。同时，连队又派
了 2名大学生士兵参与到创新项目中帮
助他。此后，经过半年时间攻关，电器
维修插座成功问世，其安全、简易的特
性受到官兵肯定。不久，该成果便在全
旅推广。

某旅阵管二连二级军士长董小通也
在创新道路上摔过跟头。在进行阵地仿
真训练系统革新攻关时，由于他对某程
序设计不熟悉，无法使仿真训练系统真
正动起来。旅领导随即安排技术室高级
工程师曾佼龙指导技术攻关。

驱动程序怎么选、怎样设计最合
理……在曾佼龙的悉心指导下，革新
稳步推进。该系统建成投入使用，大
大解决了阵管专业人才培养难题。那
年年底，董小通的胸前挂上了二等功
奖章。

实践中，旅党委发现，不少官兵担心
创新有风险，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
的官兵顾忌创新失败引起身边人的非
议，因而举棋不定。此时，若干部骨干不
能及时跟进鼓励解难，就难以营造良好
的创新氛围，一定程度上就会打击官兵
的创新积极性。
“计算机科学中有一个观念，如果

一个电脑系统不能容错，那么它就是
脆弱的。同样，只有为敢于创新者担
当、为勇于创新者撑腰，才能拧开群众
智慧的阀门，激发创新活力。”某旅旅
长李立弘说。

为充分调动激发官兵创新热情，该
旅通盘考虑战斗力建设需求，多番论证，
制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容错机制。他们
作出详细规定：对创新失败或因创新造
成失误等 10种情况给予包容，为进行技
术革新的官兵点赞，给创新失败的官兵
加油鼓劲。此举让官兵从“不敢做”“不
敢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创新潜能得到
有力释放。

该旅发射五营大学生士兵田良好，
运用3D软件制作教学模型，让营队教练
员教学更加直观；发射一营官兵集智创
新出一套夜间快速画线工具，有效解决
了夜间作战筹划难题；技术二营四级军

士长郭刘杰根据实战需求发明的断头螺
丝取出器，成为修理工的一大“利器”。

如今，“人人谋创新”成为该旅战斗
力建设的一道风景线。20 余项基层创
新成果成为官兵练兵备战的“好帮手”，
旅队实战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创新不仅要常问

“耕耘”，更要常问“收

获”—

切莫将创新成果束之高阁

前不久，某旅一场火力突击综合演
练在南国密林打响。旅指挥车驾驶员、
三级军士长薛春明与其他号手借助自主
创新的战时网络通信手段，向各发射单
元快速下达“中军帐”作战指令，成功完
成多波次火力突击。

走下演兵场，薛春明告诉记者，这套
战时网络通信手段曾有过一段被“冷落
搁置”的经历。

几年前，这套战时网络通信手段投
入应用之初，由于有的官兵对操作流程
不熟练，演习中导致该旅参演部队贻误
战机。在随后开展的训练演练中，有的
单位为避免出错，干脆选择使用传统通
信方法，将创新成果搁置起来。

这一现象，引起了旅党委一班人的
警觉。调查发现，创新中，有的单位一味
求多求全，忽视了成果转化运用；少数单
位不屑用别人经验，认为没嚼头，非得
“自立门户”整一套“独门秘籍”，浪费不
少人力物力财力；也有一些官兵因为怕
风险、担责任，不想用、不敢用，导致创新
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战斗力……
“创新不仅要经常问‘耕耘’，更要经

常问‘收获’，使每一项成果真正服务于
战斗力。”党委会上，该旅领导如是说。

随后，该旅党委先后组织多次专攻
精练，持续开展综合通信试验，优化操作
流程、丰富方法手段，最终形成全新的经
验，并在全军推广。

二级军士长马松强没有想到，自己
设计的简易伪装撑杆，居然成为部队野
外驻训的“香饽饽”。这种撑杆将伪装网
改为窗帘式牵拉，大幅缩短了伪装用时，
受到战友们一致好评。
“创新活动不能一味追求数量规

模，重立项、轻运用，成果看似不少，但
大多束之高阁不能‘落地’，成了水中
月、镜中花。”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在常态开展
群众革新活动的同时，注重抓好创新
成果转化运用，确保研发一项转化一
项；加强跟踪问效，采集每个环节数
据，结合实践实时进行调整改进。同
时，他们加强与相关厂家交流合作，大
力推广得到部队认可、经过实战检验
的创新成果。

近日，该旅一场跨昼夜战斗发射演
练，在作战值班地域展开。演练间隙，
一辆特装车突然“趴窝”。闻讯赶到的
伴随保障组，第一时间就查明是油路堵
塞，并立即实施更换，确保了演练正常
进行。

综合保障营营长向发宝告诉记者，
高效的战场抢修速度得益于修理连二
级军士长袁道明发明的装备油管透明
化改造技术，不仅能节约人力，还能快
速定位故障，维修效率大幅提高。

近年来，该旅已有 30余项革新成果
在大项任务中得到实际检验，成为部队
战斗力提升的倍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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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箭军部队，基层官兵中流传

着这样一句话：常年离不开装备，常年

离不开技术。作为高技术战略军种，

装备和技术是战斗力建设中的“左膀

右臂”，只有熟练驾驭手中武器装备，

才能在未来战争中一剑封喉。

装备和技术要转化为战斗力，都离

不开创新，装备靠创新保持超前，技术

靠创新实现领先。

在一支支导弹部队，创新的人才

最“受宠”，创新的成果最“吃香”，都把

创新人才当作“宝贝疙瘩”，把创新成

果当作“武林秘籍”。因为他们知道，

有了创新，官兵更有活力，部队更有战

斗力。

2005年，我从军校毕业，分配到了

大山之中的某导弹旅，成为技术营一

名排长。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每周连

长都要组织召开骨干会，听取“三小”

成果进展情况。由于大学学的是导弹

控制专业，我也成了连队革新小组的

一员，遗憾的是还没出成果就调离了

连队。

当年我所在的旅，被誉为“东风第

一旅”。辉煌的旅史，是一部凝聚着官

兵智慧和汗水的创业史。组建初期，前

辈们白手起家，没有教材自己编，没有

教具自己造，日夜攻关奋战，硬是把第

一枚“争气弹”送上蓝天。2015年，该旅

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创新

传 统 在 火 箭 军 部 队 一 代 代 传 承 至

今。这些年，我采访过许多支导弹部

队，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把创新当

作部队战斗力建设的重中之重。近

年来，多支“百发百中旅”的诞生，某

种程度上就是火箭军部队官兵创新

智慧的产物。

当然，基层创新不是另起炉灶，而

是为了把装备用得更顺手，发挥武器的

最大效能，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

一次到连队采访，我发现当时的

四级士官陈留军制作了导弹瞄准辅助

器材，只花了5元钱，却解决了新号手

操作时难瞄准的问题。陈留军如今已

晋升中国士兵最高军衔——一级军士

长，成了名副其实的导弹“兵王”。

去年，在“导弹发射先锋营”创新

工作室内，我惊喜地看到，二级军士长

何贤达领衔研发的某新型导弹彩色透

明弹体，能够显示导弹测试发射过程

中的所有现象。基层官兵们正是在反

复训练的操作中，实现了驾轻就熟、人

剑合一。

创新有了肥沃的土壤，必将结出

累累硕果。火箭军部队许多导弹专

家、创新能手和技术骨干，进入各级党

委指挥决策层，拥有“重大决策监督

权、长远规划参与权、科研项目否决

权、咨询报告提交权”。“献身国防现代

化模范科技干部”黄炳华、“砺剑先锋”

谭清泉、“草根发明家”陈学东、“导弹

兵王”王忠心……一个个打赢先锋用

自己的创新成果，推动着火箭军部队

战斗力建设的提升发展。

许多部队指挥员如今成为创新的

积极实践者。在去年火箭军首届“星

创杯”“三小”革新竞赛中，某导弹旅

旅长鹿文龙牵头的科研项目获得银

奖。当旅参谋长时，他牵头研发的某

型导弹模拟测试系统获全军科技进

步二等奖。当团长期间，他先后在相

关刊物发表 10余篇关于如何提升部

队战斗力的思考文章。

如今，火箭军部队“专家方阵”成

为科技奋飞的“领头雁”，三级“技术尖

子人才库”汇聚了大批“科技精英”，导

弹专家相继进入作战部队决策层，大

学生士兵群体出现在导弹训练场、发

射场……

如今，一份份可行性报告，一个个

改进设计方案，被反馈到武器生产厂

家，成为推动武器装备发展的“金点

子”，使重大科研项目与部队实际需求

更契合，官兵操作武器装备更便捷，有

效提高了战斗力建设的质量效益。

在创新的土壤里拔节生长
■本报特约记者 杨永刚

火箭军某导弹旅野外拉动训练。 翟文传摄

特别关注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