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六早上 9 点整，新疆库车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的机电专业教师刘茂迪已

经赶到学校，一打开机电实验室的门，

便翻阅起了教案。

他在等一群特别的“学生”。不到

10 点，一声“报告”，一队身穿便装的年

轻人穿上鞋套，列队走进实验室，在刘

茂迪指导下开始做实验。

从 去 年 8 月 至 今 ，刘 茂 迪 所 在 实

验室已经为 6 批近百名“编外学生”提

供 了 全 流 程 机 电 模 拟 实 验 指 导 和 保

障 。 这 些 周 末 上 课 的“ 学 生 ”，是 新 疆

军区某团的军士们。按部队学习培养

计划，在完成理论学习和考核后，他们

将 通 过 4 次 实 验 课 及 一 次 考 核 ，完 成

装备维修能力培训的全部课程。“这几

年 ，我 校 投 资 新 购 置 数 十 台 仿 真 实 验

仪 ，我 们 很 乐 意 能 为 部 队 提 供 服 务 。”

谈 及 相 关 安 排 ，库 车 中 等 职 业 技 术 学

校教务主任李福林表示。

“新装备科技含量高，对官兵科技

素养提出新要求。”该团参谋长方明介

绍，作为新装备操作手，不少军士记得

住 参 数 、练 得 熟 流 程 ，但 搞 不 懂 原 理 ，

实操时遇到问题解决起来有困难。新

装 备 科 技 性 能 迭 代 ，“ 懂 原 理 ”成 为 军

士们驾驭新装备的能力门槛。

前 些 年 ，官 兵 学 历 升 级 ，该 团“ 第

一次”敲开地方院校“大门”。如今，军

士 能 力 挖 潜 ，该 团“ 第 二 次 ”敲 开 地 方

院 校“ 大 门 ”：在 摸 清 军 士 群 体 科 技 素

养的底数后，区分专业、学历层次组建

学 习 班 ，协 调 驻 地 优 势 教 育 资 源 进 行

专项培养。

“基石计划”目的之一，是助推军士

队伍知识结构紧跟时代发展、满足岗位

需 要 。“ 与 地 方 联 手 ，一 些 令 人 鼓 舞 的

‘破圈’时刻已载入团队双拥工作大事

记。”团长王伟对此如数家珍，除借助库

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培养新型机

电维修军士人才外，团通信军士人才培

养则聘请新疆理工学院教授团队提供

理论辅导，利用驻地通信公司提供的仿

真设备进行训练；当地无人机维修团队

应邀走进营区，为官兵现场进行无人机

使用和维修教学。

“第二次”敲开地方院校“大门”

从学历升级到能力挖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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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者说

“ 以 前 解 放 军 帮 我 们 找 牛 羊 ， 现

在 解 放 军 带 来 的 新 科 技 帮 我 们 放 牛

羊。”6 月初，新疆库车市栏杆村村民

努 尔 沙 汗 · 依 明 的 第 187 篇 “ 解 放 军

爱民日记”里，记录了该团官兵运用

科技手段，帮助牧民实现智能放牧的

场景。

努尔沙汗·依明是全国爱国拥军模

范 卡 德 尔·巴 克 的 二 儿 媳 。 公 公 去 世

后，她续写新时代“解放军爱民日记”，

今年已是持续记录的第 8 个年头。

“以前戈壁滩上走丢了牛羊，全村

人 骑 着 摩 托 车 找 ，有 时 候 亲 人 解 放 军

知 道 了 ，也 赶 来 帮 我 们 找 。”栏 杆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时 聪 说 ，今 年 初 开 展 军 民

共建活动，子弟兵给乡亲们带来“北斗

放牧”系统后，村里再也没有走丢过牛

羊。

如今，该团“基石计划”的溢出效应

正在显现：一批创新型军士人才，置身

军营是响当当的训练能手，助力乡村振

兴是顶呱呱的科技人才。

“北斗放牧”推广之初，乡亲们普遍

不会使用。该团官兵急群众之所急，很

快组织懂少数民族语言、会操作和维修

北斗系统的军士，到村里挨家挨户地教

村民北斗系统的使用方法。“解放军帮

我家 100 多只羊都装上了‘北斗放牧’系

统，现在我用手机就能监督放牧了。”栏

杆村牧民苏比努尔·艾力每隔一段时间

就掏出手机，实时查看羊群位置。

不只如此。栏杆村的蔬菜大棚也

用上了“高寒控温”技术。该团一级上

士李宗文将“高原电缆控温技术”专利

成果进行转化，与当地村民王翔一起启

动“控温大棚”实验。经过一个冬季检

验，赢得乡亲们一致认可。戈壁滩上的

蔬 菜 大 棚 一 年 四 季 保 持 恒 温 ，仅 此 一

项，每个标准蔬菜大棚每年可提高收益

数千元。

“ 感 谢 解 放 军 定 期 上 门 维 护 保

养 ，帮 我 们 更 新 地 图 、检 修 故 障 。”栏

杆 村 64 岁 的 牧 民 艾 兹 曼·帕 里 哈 提 开

心 地 说 ，他 也 用 上 了“ 北 斗 放 牧 ”系

统 。 在 村 史 馆“ 共 产 党 好 ，解 放 军 亲 ”

八个大字下，努尔沙汗·依明笑了：“我

写 解 放 军 爱 民 日 记 ，也 有 了 很 多 新 鲜

素材！”

“北斗放牧”“高寒控温”造福牧民

训练能手助力乡村振兴
我是一名军嫂，丈夫黄宝是新疆军

区某团一级上士。我俩 2015 年 10 月结

婚，2018 年 1 月我辞掉家乡的工作，从

甘肃随军来到新疆。

本 以 为 随 军 就 能 结 束 两 地 分 居

生 活 ，没 想 到 丈 夫 作 为 连 队 骨 干 ，值

班 、新 训 、驻 训 等 工 作 十 分 忙 碌 。 家

属院与部队营区尽管只一墙之隔，黄

宝 却 只 能 早 出 晚 归 。 他 很 多 时 候 不

能带手机。能带手机的时候，我又担

心 他 需 要 休 息 ，不 忍 心 打 扰 他 。 于

是，“小纸条”成为我们夫妻间交流的

特有方式。

“粥在锅里，吃的话热一下。生日

快乐！”我们夫妻开始互留“小纸条”，是

2018 年 3 月 16 日，黄宝生日那天。没

想到，当天他因为有事回到连队，深夜

也没回来。睡觉前，我便在茶几上给他

留了纸条。

直到 3 天后的星期天早晨，我刚起

床，便听到厨房里的动静。原来，黄宝正

在厨房做早餐，生日当天的字条仍放在

茶几上，下面多了句“谢谢”和一个笑脸。

“明天去驻训，可能几周回不来，家

里辛苦你了”“放心吧，注意身体”“小宝

今天考试成绩不错，班里老师表扬他

了”“看到了，周末奖励他，咱们全家去

看电影”“部队发的荣誉金，给你放在桌

上了”……4 年来，“小纸条”攒了厚厚

一沓。

我深知，伴随“小纸条”一起记录

的，不仅是我们夫妻的日常生活，还有

黄宝作为一名军士的成长足迹：2019

年，他因自主研发的“战场辅助成像系

统”解决高原复杂地形的监控盲区难题

荣立三等功一次，并荣获全军士官优秀

人才奖三等奖。

部队领导告诉我，黄宝作为团专业

技术骨干人才，是全团某新型装备的第

一批操作手，多次操控新装备圆满完成

各类大项任务保障工作。

作为妻子，我为他骄傲！

难忘“小纸条”
■新疆军区某团随军家属 赵湘湘

大学毕业到集团工作后，第一次到

戈壁滩保障新疆军区某团新装备演训

的经历，令我至今难忘。

戈壁滩上，装备的性能优势赢得官

兵一致认可。不料，大家实操后纷纷反

映：“座椅太窄，舱内空间高度较低。”

厂家团队当晚复盘，问题再次聚

焦：方舱高度、座椅，出厂前经过反

复实验，为什么部队官兵反映如此强

烈？问题不解决不收兵。大家当即围

着装备反复出入方舱，到车内体验座

椅，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仍找不到

问题所在。

感谢老班长陈洪，是他帮助我们发

现了问题。第二天早晨，他听了我们的

困惑，立即卸下身上的装具和头盔，让

我穿上装具再进方舱。

没想到，这样一“穿”一“戴”，一切

都不一样了！穿上装具，戴上头盔，人

在装备舱里直不起腰，只能半弓着身

体；坐上座椅，携行装具两侧悬空，不一

会儿就拉扯得腰酸背疼。下车后，陈班

长一边帮我解开装具，一边说：“座椅大

小、舱室高低这些看似是无关紧要的细

节，可官兵长时间坐姿不舒服，也会影

响装备操控和效能的发挥。”

一语惊醒梦中人。返回工厂后，我

们专门增加舱内高度、设计加宽座椅，

改良后的装备受到官兵广泛好评。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班长”陈洪一

步 步 成 为 团 特 种 车 辆 驾 驶 金 牌 教 练

员。在越来越多的合作中，我有幸见证

和分享了他荣立二等功、转为三级军士

长的光荣时刻。

后来，他们团为培养一批创新型军

士队伍而启动“基石计划”，陈洪作为特

种车辆教练员，担负着培养特种车辆驾

驶人才的重任。我们企业组建的“青年

突击队”，愿意继续全力支持配合“老

班长”的工作。

感谢“老班长”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周树德

军地合力锻造创新型军士方阵
——新疆军区某团借助地方优势资源缩短人才成长周期启示录

■李同勋 梁 宁 张尚志

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先后有 8名军士荣立一等功，一

大批军士领衔攻关的创新成果获得国家专利。创新型军士

人才“井喷”，得益于该团“基石计划”的启动——

“ 成 功 了 ！”海 拔 4700 米 的 雪 域 高

原，新装备重新恢复工作状态，二级军

士 长 杨 德 顺 和 战 友 们 一 起 欢 呼 起 来 ，

激动地与现场的厂家维修团队成员拥

抱在一起。

更令人振奋的是，前不久，杨德顺

与厂家技术人员还就高原高寒条件下

通信设备的供电电源问题进行研究，发

表了两篇论文。目前，两款改良后的新

装备已经处于试验阶段。

“好选题来自演训一线。我们实行

‘揭榜挂帅’机制，将影响战斗力生成的

难点问题，在全团‘张榜求贤’。”主抓

“基石计划”落地工作的该团一位领导

表示，这一机制加大了军地合作攻关、

协同创新的力度。

“我们联合厂家研发的装备维修预

警平台，利用数字孪生、虚拟仿真等先

进技术实现装备故障预警报知，可降低

装备故障率 60%。”修理厂内，正在利用

预警平台提前对装备展开保养的修理

分队二级军士长王明玉介绍说。

“新装备刚列装，我们想试验极限

性能和极端条件下的装备保障，一方面

自身科技素养存在差距，一方面也担心

装备维修保养不当引发新的问题。”杨

德顺坦言，当初尝试进行装备试验时，

大家对新装备普遍有畏难情绪。

让杨德顺没想到的是，厂家得知后

很快组织一支精干的技术团队跟上高

原。作为技术团队负责人的周树德，已

经 5 次赴高原。“下一步我们还将与任

务部队共同开辟高原试验场，并启动联

训联教机制，形成人才培养合力。”周树

德说。

厂家“入列”参训，军地双方收获多。

军士人才群体成长周期明显缩短：

以往一年多时间才能“入门”的操作，如

今三五个月就能“上手”；以往三年五载

才能培养出的“技术大咖”，如今一两年

时间就能脱颖而出。

“战位思维”同样优化了厂家的科研

立项。厂家技术团队成员纷纷表示，以

往新装备改进，单纯按照“基层反馈表”

进行调整，如今与官兵深入交流产生感

性认识，让调整思路更加清晰。

厂家“入列”跟踪调研双向受益

论文好选题来自演训场

2020 年 7 月，新疆库尔勒国际军事

比赛赛场，战车在戈壁滩上驰骋，尘土

飞扬。

观众席上，两位老人一边挥舞手中

的国旗，一边紧紧盯着大屏幕，仔细辨

认着每一张面孔。“驾驶战车的是咱家

玉桂！”确认无误后，刘宝川老人指着屏

幕，告诉老伴王红芬。

该团二级上士刘玉桂当时确定为

参赛队员后，团党委联系刘玉桂家乡政

府，将他的父母接到赛场，现场为儿子

加油鼓劲。当取得冠军的刘玉桂迎着

欢呼声走下领奖台看到父母时，一下愣

了神。赛场上的“特殊团圆”，感动着现

场每一名官兵。

后来的日子，刘玉桂不负众望。身

为一等功臣的他在岗位调整后，面对新

专业，拿出在国际军事比赛中敢打敢拼

的攻坚精神，两个月时间带领班组吃透

了装备操控技能。

该团一级上士李宗文的妻子王娟

随军后工作得到及时安置。怀二胎辞

职后，部队又主动为她协调电商培训。

每每提及这些，王娟总是说：“他如果在

部队不好好干，我第一个不答应！”

李宗文没有辜负妻子的期望。高

原驻训，身为二等功臣的他带领团队多

次试验，成功攻克高原冻土层对光缆的

影响，优化电缆铺设方案，相继取得 4 项

发明专利。

发挥家庭合力，让家庭成为军士们

干事创业的助推器，是该团“基石计划”

的基石之一。

“老马家儿子立功了！”2021 年大年

三十，宁夏同心县，二级军士长马玉川

家的院子里挤满乡亲，大家争着和功臣

一家人合影，点起鞭炮迎接送喜报的队

伍。今年 4 月 10 日，贵州省毕节市，一级

上士刘川铭的婚礼现场，及时送达的立

功喜报和祝福视频，让婚礼现场“喜上

加喜”。新娘徐燕当场表态，全力支持

丈夫在部队建功立业。

令人欣喜的是，由马玉川设计的高

原防冻保护套，让北斗手持机在高寒条

件下工作时间延长 40%。刘川铭和一级

军士长陈天清共同研发的“智能发报训

练器”已试装定型，成为辅助报务员训

练的一款“利器”。

让家庭为军士成长加油助力

干事创业有稳固大后方

集 训
■陈鹏宇 文/图

新疆军区某团创新型军士人才

“井喷”的背后，是全团上下狠抓人才

队伍科技素养提升的不懈努力。启动

“基石计划”，吸纳军地优势资源，助力

创新型军士“拔节生长”，是其中一条

重要的务实举措。

前不久，该团组织无人机操作手

集训。地方科技人员通俗易懂的讲

解，令参加集训的军士们收获满满。

1. 2.

3. 4.

军营即景军营即景②②：：““基石计划基石计划””的双拥支撑的双拥支撑

山 西 省 太 原 市 建 起 一 支 包 括

620 余家单位、涉及 40 多个行业的拥

军队伍，其中市科技局科技拥军推出

创新举措，为更多军工企业提供配套

服务。

福建省泉州市“全要素”推进科

技拥军，市县每年集中力量推进 10

个以上项目，改善驻军部队训练场

地，助力军队装备现代化升级。

品味一西一东、一北一南两条新

闻，不由感慨颇深。革命战争年代，

我 们 常 说“ 军 队 打 胜 仗 ，人 民 是 靠

山”。如今，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人民仍然是我们

这支军队永远的靠山。

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严寒中，北

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借助现代科技，

在重点部位部署了一批红外相机，相

当于这个旅守卫的边境线上多了数

千名“戍边卫士”。红外相机的背后，

是一个依托大数据云平台、技术手段

全球领先的生态监测系统。俗话说

“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透”，部队需

求如果不能清楚地亮出来，地方科技

拥军的发力点就找不准，重点就难突

出，效果也就会打折扣。当然，部队

战备训练有特殊性，在解决好保密问

题的基础上，怎样把军民通用内容凸

显出来，如何借助地方优势科技力

量，对基层部队的确是个课题。这项

工作做好了，不仅可以助力装备升

级，也有利于人才培养。

在助力地方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过程中，国防科技大学与湖南湘西

州有关部门合作，共同建设“数字湘

西州县一体化地理信息公共服务云

平台”，科技的“阳光雨露”惠及万千

农户。双拥工作从诞生之日起，就

体现了军民团结、军民互动和军地

双向受益。新时代双拥工作创新，

呼唤充分释放国防科技创新潜能，

为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提 供 有 力 支

撑 。 一 些 基 层 部 队 的 探 索 实 践 表

明，只要把准军民通用的基线，就能

够实现“一份投入，两种收益”。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

国防是全民国防。这一性质宗旨和

突出特征决定了，军地探索形成行业

拥军、科技助民的新机制益处良多。

诸如定期交流、动态复盘、立项协作

等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地方及时拿出

最管用的行业绝活，有利于部队及时

拿出接地气的转化成果，有利于推动

形成科技双拥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

新局面。

人
民
群
众
是
永
远
的
靠
山

■
叶
玉
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