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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深山谷，枪声阵阵。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六营，下连不久的新兵们正在进

行自动步枪应用射击考核。

200 米到 80 米的距离上，采取卧、跪、立等姿势进行射击，10 发弹 5 次点射，上

靶 4 发即为“优秀”。

让考核组没有想到的是，新兵们打出该型自动步枪列装边防部队少有的优异

成绩：平均上靶 8 发弹。

枪还是那型枪，场地还是那片场地，这批新兵缘何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

新兵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营长尹常：“有了营长的设计发明，我们射击成绩才

突飞猛进！”

大家口中的“设计发明”，指的是尹常发明的“自动步枪实用战术改进型护

盖”。此前，他的这项发明已获得国家专利认证。一位枪械专家也联系到尹常：某

新型自动步枪设计计划，将引用他发明的这个护盖“拓展理念”。

一名普普通通的带兵人，一名扎根基层的边防营长，他的“草根发明”凭啥获得

国家专利认证，得到枪械专家认可？

“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追踪尹常的创新足迹，透视他的心路历程，或

许能让我们对基层官兵如何着眼实战开展创新有所启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

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更是一支

军队战无不胜的“制胜密码”。

战斗力强弱，系于创新。但对基层

部队来说，创新不能好高骛远。正如世

界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

“有效的创新都是从小事做起。”自主创

新、科技强军，固然离不开广大科技工作

者，基层官兵搞创新也确实存在诸多先

天不足。但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岗

位上的“轻兵小卒”，长期在训练一线，长

期与装备“亲密接触”，最了解装备的性

能、状况，最清楚装备的瓶颈、技术的短

板，比较容易见微知著。因此，提出的解

决办法或目标往往也更有针对性。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

斗 力 的 基 础 ，也 是 部 队 创 新 的 活 水 源

头。当前，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

时代，建设全面过硬基层的工作持续推

进，我军基层官兵思维视野更加开阔，创

新意识愈加活跃，创新成果日益丰硕。

然而，不可否认，当前有的基层单位

创新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良现象：畏手畏

脚，思想守成，思维守旧，不主动考虑作

战训练的实际需要，练兵备战质效难以

提升；片面追求有看点，盲目赶时髦，追

求“高大上”“高精尖”，脱离部队练兵实

际；只关注是否出彩头，拼凑模仿，生搬

硬套，创新成果偏离作战需求，最后只能

徒劳无功，束之高阁，浪费了人力财力。

军队战斗力提高的动力和出路在

于创新，一切创新都要用是否增强战斗

力这个标准来衡量和检验。基层创新

必须着眼练兵备战中的实际问题，打破

禁锢创新活动的条条框框，克服定势思

维、主观偏见和陈规陋习；围绕基层部

队战斗力建设搞创新，以提升官兵战斗

本领为牵引，洞悉阻碍武器装备效能发

挥和影响战斗力生成的难题，把创新研

究落实到每一个练兵细节，聚焦到每一

个具体的技术战术问题；集聚基层官兵

智 慧 搞 创 新 ，发 挥 官 兵“ 接 地 气 ”的 优

势，关注基层练兵打仗需要什么、实战

训练中什么管用，不断研究作战训练中

出现的新问题，提升创新成果的针对性

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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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步枪实用战术改进型护盖和专

利证书。

记者调查

图①：尹常（左一）向官兵介绍“自动步枪实用战术改进型护盖”的
拓展功能；图②：尹常创新团队的成果；图③：改进后的手枪快速出枪装
弹器；图④：改进后的手枪握力训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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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改装

原本只想提升比武成
绩，却结出一串发明硕果

尹常的故事，要从多年前说起。

新兵下连，想当侦察兵的尹常成

为一名卫生员。然而，当侦察兵的梦

想，他从未放弃。

几年后，上级组织边防部队侦察

集训，平日里暗暗“攒着劲”的尹常

突然发力，在很多战友惊叹的眼神中

顺利拿到集训“入场券”。

集训考核合格，就能成为一名侦

察兵——梦想，距离尹常只有“一步

之遥”。那些日子，起早贪黑，摸爬滚

打，尹常拼尽全力。然而，他的手枪

射击成绩始终不稳定。

在集训队，不只是尹常，不少队

员的成绩都“卡”在这个课目上。“没

有三五年磨合，别想有‘射击手感’；

再说，手枪射击也不是考核重点。”临

近 考 核 ， 看 到 尹 常 还 在 和 手 枪 射 击

“较劲”，区队长黄浩宇急了。

当时列装的手枪，老侦察兵出身

的黄浩宇用了很长时间。对侦察兵快

速 射 击 、 多 目 标 射 击 等 手 枪 射 击 课

目，他的实战经验丰富，“大部分侦察

兵需要很长时间磨合，才能在手枪射

击课目上取得好成绩。”

黄浩宇的话激起尹常好奇心。尽

管他反复揣摩手枪，却没能找到他所

向往的“射击手感”。

黄浩宇告诉尹常，侦察兵快速出

枪、迅速指向目标进行射击，会导致

弹着点发生较大偏离。经验丰富的老

侦 察 兵 凭 经 验 能 调 整 习 惯 上 的 指 向

点，以达到命中目标。

“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尹常心

里冒出一个想法。他握持手枪反复揣

摩，发现该型手枪握把的设计“似乎

不 太 方 便 ” —— 尽 管 手 上 的 “ 虎 口 ”

与握把较为贴合，但还不够严实。

尹常找来布条，按照手型缠绕握

把。然而，布条太厚，不易握持，影

响据枪稳定性，射击成绩没有明显提

升。

他又想到在手枪握把后加装垫片，

用薄胶带将垫片绑到手枪握把上……

这下不仅调整了握持角度，据枪动作

也变得顺手。更让尹常兴奋的是，他

的手枪射击成绩一下子出现“跃升”。

“很实用！”面对尹常的“改装”，

黄浩宇给予很高的评价。集训队其他

队员争相效仿，大家的手枪射击瞄准

变得更快了，射击精度和速度也有了

提高。

初次小发明，尹常尝到甜头，也

让 他 对 “ 改 装 ” 产 生 了 浓 厚 兴 趣 。

2009 年 ， 尹 常 所 在 团 备 战 上 级 比 武 ，

提干当了排长的他，被指定为新列装

的某型自动步枪射击课目教练员。

组 织 瞄 准 训 练 ， 尹 常 再 次 遇 上

“麻烦 ”：看不到受训者的瞄准景况 ，

纠正不了瞄准训练的痼癖动作。他决

定自己“改装”瞄准检查镜。

尹 常 尝 试 发 现 ，只 有 某 型 手 枪 瞄

准检查镜和该型自动步枪契合；同时，

某 型 快 速 装 弹 器 金 属 卡 子 稍 加“ 改

装”，即可卡在自动步枪护盖上……两

个“改装 ”后的部件组合 ，就构成该型

自动步枪的瞄准检查镜。

这个“检查镜”助力该团参赛队

在上级选拔赛中取得佳绩，射击课目

最终斩获比武金牌。

这些年，尹常的各类改装有十多

项，不仅助力战友提高训练成绩，帮

助部队在各类比武中摘得桂冠，其中

多项还获得了专利证书……

小小“改装”成果“飞”向演训

场，激发了他强烈的“创新欲”。怀着

对“只要对训练有益就要试一试”的

朴素想法，他开始了孜孜不倦的努力。

研究·创新

原 本 只 想 造 个 步 枪
握把，没想得到国家专利
认证

从 “ 改 装 ” 到 创 新 ， 尹 常 这 么

做，根本还是为了解决训练上的“卡

脖子”问题。

2016 年，原广西军区所属各边防

团推广“快速反应”特战训练。有着

丰富侦察和特战培训经历的尹常，被

委任为团特战训练集训队队长。

训练如火如荼进行，一个棘手问

题“跳”了出来：在与运动射击有关

的课目上，队员训练成绩普遍陷入瓶

颈，整体上难以达到“绝对快、相对

准”的训练要求。

“枪管和枪托不同轴，导致后坐力

与抵肩方向不同轴，无依托连续射击

时 枪 口 容 易 上 跳 。” 使 用 该 型 步 枪 多

年，尹常很快找到问题所在，这需改

变传统据枪动作，增加向后和向下控

枪力度来提高射击稳定性，但护盖操

作不便，且托握时防滑性并不好。

尹 常 曾 见 过 一 款 有 握 把 的 冲 锋

枪 ， 于 是 想 到 给 自 动 步 枪 加 装 握 把 ，

增加据枪稳定性。他对冲击电钻的握

把进行简单改装，并箍到步枪的护盖

上，训练效果立竿见影。

“尹副营长，有没有兴趣针对解决

自动步枪枪口上跳的问题，琢磨出一

个新成果出来？”边防旅组建后不久，

旅长邹锐对尹常“委以重任”。

旅长的信任是莫大的鼓舞。按照

构想，他重新设计握把，并通过 3D 打

印制成成品。然而，要将握把固定在

护盖上，需要在护盖上开孔，这势必

损坏装备原件。

“没办法，只能重新研究造一个护

盖！”尹常换了个思路。

看似简单的护盖，做起来可没那

么简单。护盖的图纸设计好，有资质

和条件生产精度装备的厂家却一直难

以 确 定 ， 创 新 一 度 停 留 在 “ 图 纸 阶

段”。

尹 常 在 网 上 找 到 一 家 警 用 设 计

厂。图纸发过去不久，新的护盖寄回

来了。尹常迫不及待地加装后进行实

弹射击验证，步枪连续点射的稳定性

果然大幅提升。

“ 护 盖 变 形 了 ！” 问 题 如 影 随 形 ：

连续射击的枪管高温，让护盖受热变

软变形，第一版护盖报废了。这个意

外，给尹常“浇了盆冷水”。

尹 常 想 到 用 耐 高 温 的 金 属 材 质 。

他找到做数控零部件加工的堂弟，用不

锈钢制成第二版护盖。然而，再次实弹

射击验证，改进后的护盖具有一定导热

性，使用不久后，又变得烫手……第二

版护盖再次宣告作废。

材料又回归到塑料上。一次又一

次，尹常反复研究遴选，还是那家警

用设计厂给出了一个合适的配比解决

方 案 ， 新 一 版 护 盖 经 过 实 弹 射 击 测

试，各项指标基本符合要求。

这一年，已到尹常任副营职的最

高服役年限。面对进退走留，他还在

操心着“改进护盖”的事情。

2018 年 6 月 ， 尹 常 提 升 为 营 长 。

各级对创新工作的支持，让尹常干劲

更 足 。 工 作 之 余 ， 他 继 续 改 进 护 盖 ：

增 加 护 盖 “ 龙 骨 ” 结 构 提 高 抗 压 性 ；

调整散热孔结构，增强枪支的环境适

应能力……

2019 年初，尹常研究的“自动步

枪实用战术改进型护盖”定型了，旅

领导和作训、装备业务口人员现场进

行验证，该成果可有效解决某型自动

步枪无依托连续射击时枪口上跳问题。

当年 11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尹

常寄送了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发明·活力

原 本 只 想 激 发 官 兵
兴趣，却培养出一群“兵
创客”

尹常到连队蹲点，连队指导员王

明向他反映：连队水电工张国洋很有

发明 “天赋”，课余时间经常在工具

房里“鼓捣来鼓捣去”。

调整改革后，张国洋从原团机关

水电班分流到连队。过去，他就爱好

电 器 改 造 、 维 修 工 作 ， 分 流 到 连 队

后，课余时间基本都“扎”在工具房

里。

“营长，您课余时间喜欢搞发明，

我也喜欢！”尹常找张国洋谈心，结果

变成了两个发明爱好者的技术交流。

连队抽水泵在营区外，每次抽水

要 穿 过 一 片 草 丛 和 灌 木 林 ， 草 丛 里

常 有 蛇 虫 ， 开 关 水 泵 需 要 顶 着 烈 日

来 回 20 多 分 钟 。 张 国 洋 于 是 想 到 制

造 一 套 不 需 开 关 水 泵 的 “ 无 线 智 能

供 水 系 统 ” —— 水 塔 水 位 低 ， 水 泵

自 动 抽 水 ； 水 塔 水 抽 满 ， 水 泵 自 动

关闭。

那天，张国洋按照这一设想，将

器 材 备 齐 ， 并 按 感 应 系 统 、 控 制 系

统 、 继 电 系 统 等 完 成 了 分 系 统 调 试 ，

但整体调试一直都没有成功。

尹常一听，两人当即一起钻进了

连 队 的 工 具 房 。 从 电 路 图 到 各 分 系

统 ， 两 人 拆 装 研 究 调 试 ， 一 连 “ 鼓

捣”了几个晚上，终于找到原因。再

一 调 试 ，“ 无 线 智 能 供 水 系 统 ” 成 功

了。

这套造价仅需三四百元的装置推

广使用后，更大的受益者是驻防山顶

的阵地。

阵地的抽水泵，大都安装在山脚

或者半山腰，过去每次抽水，光上下

山就要花费一两个小时。有了这套系

统 ， 官 兵 们 再 也 不 受 奔 波 劳 碌 之 苦

了。

面对着上上下下的“点赞”，张国

洋搞发明的积极性更高了。连队组织

夜间隐显目标射击，张国洋带人在靶

壕保障射击显靶，带着秒表计时。发

现人工开关显靶的灯，工作繁琐而费

时，爱琢磨的他又想设计一套“夜间

射击自动显靶装置”。

这个想法，得到了尹常的大力支

持。有设计“无线智能供水系统”的

基础，张国洋很快就绘制出了简单的

草图，并用日常照明灯实现了遥控控

制显靶的功能。

但装置体积过于庞大，且隐显靶

时还需人工控制。尹常带着张国洋重

新设计电路，设计面板、支架、外壳

等 部 件 的 模 型 图 。 整 套 装 置 设 计 完

后，尹常将图纸发去厂家，试制出第

一套“夜间射击自动显靶装置”。

开 始 时 ， 这 套 装 置 只 在 营 里 使

用，后来被兄弟单位纷纷借用。旅里

备战上级比武集训，该装置迎来“高

光时刻”，跟着集训队一路“杀”到了

赛场。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官兵的发

明创造潜力是巨大的。”尹常说。

在他带动下，班长杜昆设计了一

套“机械瞄准具瞄准景况模拟器”；战

士胡耿荻设计了一个“白光瞄准镜瞄

准景况模拟器”……不知不觉中，尹

常所在营的创新团队壮大了起来，形

成了可喜的“六营现象”。

让旅队的自动显靶系统再次实现

升级，是旅机关赋予六营创新团队的

一项最新任务。

在尹常带领下，他们从轴承、摇

杆 、 传 动 装 置 、 制 动 装 置 ， 逐 一 研

究 设 计 ， 耗 费 半 年 多 课 余 时 间 ， 一

个 缩 小 版 的 “ 联 动 示 靶 器 ” 初 具 雏

形。

“虽然旅领导也在督促抓紧时间申

请立项，但这距离能投入使用的联动

示靶器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尹常说。

模型已经成功，大家相信，距离

研发出真正精良的装备，一定不会太

远。

追踪一名边防营长的创新之路
■本报记者 陈典宏 段江山 特约通讯员 宋邦稳

E-mail:jbjygc@163.com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