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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慧眼

特别策划·新时代国防军工一线巡礼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
里，我是哪一朵。”这是中国航天科工航天三江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航天三江）离退休职工合唱队演出
曲目——《祖国不会忘记》中的一句歌词。八一建
军节当天，他们用嘹亮歌声，向驻地部队官兵和航
天三江军工人表达深深敬意。

回望历史，就是这样一群军工人，带着希望火
种一路走来，点燃一团烈焰，又散成满天星火：20世
纪 60年代，他们怀揣着强军报国的崇高理想，毅然
投身于国防军工事业，为打造大国重器倾尽所有心
血、奉献毕生智慧。

时间，让人老去；时间，又让事业不朽。当年挺
拔身影日渐佝偻，岁月痕迹爬上脸庞，但那嘹亮歌
声仿佛在向人们诉说：“无论过去多久，艰苦创业的
记忆不会忘却，军工报国的信念永远年轻。”

这些年，已过耄耋之年的型号总师侯世明，仍坚
持带头科研攻关，参加一些专项课题评审。在导弹研
究领域躬耕数十年，他与黄纬禄院士共同参与了我国
固体潜地导弹的研制工作。奋蹄躬耕、甘为人梯，他
说：“航天三江有着人才传帮带的传统，我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对待年轻人，要‘扶上马，送一程’。”

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新一代“航天三江人”正自

信走上舞台——
49岁的“国防科技工业年度十大创新人物”孙

力，带队接连攻克多个航天总体设计领域难题，刷
新多型航天装备技术指标新纪录；38岁的“全国技
术能手”称号获得者张强，在装备加工领域刻苦钻
研，大幅提升导弹数控加工精度；31岁的“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获得者李丰，自主研发装备设计软件 10
余套，为加速装备研制进程做出重要贡献……

不忘初心，不负韶华。他们已成长为航天三江
的新脊梁，奔跑在科技强军的时代赛道上，奋力冲
锋、快速成长。

航天三江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技术研讨。

作者供图

2015年 9月 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式上，多款大国重器亮相。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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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学 没 有 国 界 ，但
科学家有祖国”

最近，一段 50 多年前拍摄的影像资

料，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后，引来不少网友

“围观”。视频中，一个硕大的钢筒被反

复吊起，投入江中。黄纬禄总师正带领

年轻的团队成员们，为实现我国第一代

固体潜地导弹“零”的突破艰苦攻关。

当时，这项工作绝对保密——“上不

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用后人的话讲，

他们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探寻伟大品格背后的力量，我们发

现，信仰是黄纬禄心中永不熄灭的火苗，

支撑着他为我国导弹事业躬耕一生——

1947年的一天清晨，英国伦敦码头，

天空脱下乌云外衣，日光渐渐从柔和变得

明亮。一阵汽笛声划破长空，黄纬禄站在

轮船甲板上，双手紧握船舷，向着祖国的

方向深情凝望。

作为最早一批接触导弹的中国人，

黄纬禄亲眼目睹了国外导弹的威力。他

深知，新中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要想

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必须

要有自己的大国重器。

回国后，困难远比想象中更多，国内

大多数技术人员从未搞过导弹。黄纬禄鼓

励大家：“搞研究，像爬山一样，只要坚持不

懈地往上爬，再高再陡的山也能登顶。”

为了我国国防战略需要，黄纬禄决

心闯出一条路来。当时，黄纬禄主攻控

制技术，对导弹总体设计并不熟悉。为

了弥补知识短板，他坚持从概念开始学

起，努力学、用心悟，光是学习笔记就记

了一大摞。

“只要事关导弹，天大的困难，黄总

都会想尽办法克服。”那次，为了掌握一

手资料，黄纬禄亲自钻入导弹壳体。壳

体内温度极高，等黄纬禄出来时，人已几

近虚脱。靠着非凡毅力，他们获取了足

以支撑导弹试制的关键数据。

1982 年 10 月的一天，渤海某海域，

碧波万里。一枚导弹冲出水面，拖着长

长尾焰，飞向云端。随着这枚导弹命中

海上预定目标，我国第一代固体潜地导

弹试验成功。

那一刻，黄纬禄和许多团队成员都

激动地流下眼泪。打造国之重器，挺起

大国脊梁，若干年后，有媒体评价他们：

“有一颗爱国心、强军心，一辈子把强国

强军需要作为奋斗的动力、前行的核能、

价值的追求。”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那个年代，以黄纬禄为代表的老一辈军

工人归国后，选择“深潜人生”，甘做“沉

默砥柱”，用一颗赤诚爱国之心，铸就大

国安全基石。

去年 7 月，黄纬禄精神讲堂在航天

三江北京科技园区落成。漫步场馆，看

着黄纬禄生前的一组组照片，设计师王

彤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青年学子，正漂

洋过海向着祖国的方向“呼啸而来”。

10 多年前，作为一名名牌大学博士

生，王彤毕业就收到了很多企业的高薪

聘请，但她一一回绝，毅然选择加入航天

三江的科研队伍。

“这个时代不缺乏拼搏精神，但从事

导弹事业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能更近距

离地感受祖国的心跳，以更直接的方式

报效祖国。我们必须要拿出当年先辈们

的拼劲干劲，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王彤

说。为了攻克一项技术难题，她带着团

队在“干中学、学中干”，坚持从零开始、

潜心攻坚克难。

今年 3 月，由她负责开发的某型系

统测试成功。任务完成后，王彤又马不

停蹄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她说：“一个

伟大的梦想，需要一群人去共同奋斗，也

需要一代代人接力奋斗。”

因为信仰，所以殊途同归；因为祖

国，所以百川归海。周恩来总理曾说：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航天三江的科

学家方阵，是一支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

力拼搏的队伍。面对人生抉择和时代之

问，他们的回答坚定又统一——“国家利

益高于一切！”“航天三江人”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

“ 科 学 有 险 阻 ，苦 战
能过关”

高耸的导弹披着银色外衣，在璀璨

的阳光照射下，发出道道光芒。

随着发射指令传出，导弹拖着长长

尾焰腾空而起，精准命中远处目标。望

着天空划过的完美弧线，时任某型装备

负责人张伟紧锁的眉头逐渐舒展。

世纪之交，国际局势波诡云谲，历经

多轮迭代发展，以固体运载火箭技术为

基础的各项装备正紧锣密鼓开展研制。

“打造一款新型大国重器”的重任落在张

伟肩头。

理想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创新的

道路上，困难时刻相伴。张伟放弃了更

易开展的传统方案，大胆提出了需要大

量技术攻关、极具挑战性的创新思路。

对此，有人提出质疑：工程需要保证

安全裕度，而该型装备的新技术所占比

太高，这种大胆尝试，是不是步子迈得太

大了？

张伟偏不信！

抱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念，张伟

向上级立下“军令状”。他带领团队从

2000 多条研制意见中，不断优化形成最

佳方案。张伟鼓励大家：“不做则已，要做

就做到最好。”

在大型串联系统上搞创新，只要有一

处错误，就会满盘皆输。在后来的日子

里，他全程参与了装备所有试验，每一项

数据他和团队成员都要反复计算，只要有

一点误差就必须停下查找问题，确保试验

万无一失。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历经多

轮试验，张伟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样机。

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凝聚着

“团结争气、艰苦创业、求实自强、改革创

新”的“三江精神”。

去 年 6 月 ，航 天 三 江 参 与 承 办 的

人 工 智 能 挑 战 赛 在 北 京 拉 开 序 幕 ，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赛场呈现。作为赛

事 评 委 ，航 天 三 江 研 究 员 李 华 见 证 了

创新火花的迸发。李华感慨地说：“任

何一项技术创新，没有做不到，只有想

不到。”

回顾我国固体导弹发展之路，“航

天 三 江 人 ”逢 山 开 路 、遇 水 架 桥 。 曾

经 ，受 国 外 技 术 封 锁 ，科 研 团 队 立 下

“ 外 国 人 可 以 ，我 们 一 定 也 可 以 ”的 铮

铮誓言，一举突破多项技术“瓶颈”；我

国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首次试验遭遇

失败，面对如山压力，科研团队连续奋

战 终 于 找 到 故 障 原 因 ，数 天 后 再 次 试

射成功……

如今，我国固体导弹技术得到快速

发展，多型装备成为守护祖国安全的大

国重器。

“科学大道上从来没有坦途和捷径，

科研攻关需要迈过一个又一个险峰。”站

在新的起点上，李华说，翻越科学的高峰

还需要一代代“航天三江人”携手奋斗。

每天清晨，航天三江科研中心大厅，

匆匆的脚步声不绝于耳，一副副朝气蓬

勃的面孔在这里汇聚。他们将这份事业

视为驶向复兴的巨轮，在劈波斩浪中勇

往直前——

80 后设计师陈小岚，从事航天飞行

器控制领域工作 10 多年来，先后参与多

项国家重点项目研制，创新技术成果得

以运用；

90 后工程师赵俊海，从名牌大学博

士毕业后，加入航天三江新成立的软件

科研团队，他开发出的多款设计软件已

投入使用；

95 后工匠周明明，苦练数控加工技

艺，多次参与航天器关键部件的精密加

工，创新多种工艺方法，显著提升产品制

造效率；

……

当一件件大国重器从阅兵场上隆隆

驶过时，一条“为什么我们能打造出先进

武器”的热搜引发网友关注。其中一名

网友的回答获得众多点赞——

“我们有一群‘最可爱’的人，他们是

‘科研珠峰’上的攀登者，只为将鲜艳的红

旗插上顶峰，无论什么样的强敌、什么样

的绝境都将成为脚下基石，助他们成功。”

“ 功 劳 留 给 别 人 ，责
任留给自己，这样团队才
能走得更远”

这一刻，95 岁的黄纬禄，用尽所有

力气握着钢笔，在白纸上颤抖地写下“传

承‘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

16 个字。

2011 年 7 月 27 日 ，黄 纬 禄 卧 床 不

起。自知来日无多的他坚持为年轻的科

研后辈们写下寄语。

“即使到了最后，黄老依旧惦记着

我们青年人，教导大家多在艰苦岗位上

历练自己，争取早日成才。”回忆与黄老

的工作经历，航天三江研究员王飞百感

交集。

一次型号研制会议，各专业技术人

员对设计方案有意见分歧。首次研制，

大家心里都没底，各单位都留有余量。

眼看项目推进受阻，黄纬禄提出“有问题

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

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的“四共同”原

则，并主动承担风险和责任。

之后，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四共同”

也成为我国航天系统工程协同工作、解

决问题的基本原则。

有一年，王飞带领团队研制的某国

家重点项目荣获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在推选获奖人员名单时，王飞主

动相让，将荣誉留给团队里其他技术骨

干。

那一刻，他想起黄纬禄说过的那句

话：“功劳留给别人，责任留给自己，这样

团队才能走得最远。”

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一群人可以走

更远。铸造大国重器，归根结底是靠一

代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甘为人梯，

奖掖后学，是科学家精神的内涵之一，也

是一代代“航天三江人”的共同选择。

“精准，了不起！”今年，某型装备试

射考核，实现一次性通过，而发出“发射”

口令的是一位年轻人。今年 29 岁的陶

涛，在装备研制任务中首次担任发射总

调度。他沉着冷静的表现，赢得团队上

下一致点赞。

从毕业入职到后来独挑大梁，陶涛

仅用 3 年时间。能取得这样成绩，离不

开他的老师航天三江研究员时晓辉的

帮带。自加入科研团队以来，时晓辉将

他带在身边，教他如何站在项目负责人

的角度思考问题、协调工作。

“有什么样的坐标系，就有什么样的

人生轨迹。”时晓辉深有感触地说，团队

协作，让更多青年人有机会登上梦想天

梯。

今年 6 月 8 日，在航天三江青年精神

素养提升工程启动会上，陶涛作为青年

代表上台发言，其中一句话引起大家共

鸣——“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生逢

其时，何其幸运。要争当伟大理想的追

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主力军。”

从蛟龙出海到利剑飞天，从“巨浪”

奔腾到“东风”浩荡，一项项成果的背后，

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三江人”接力奔跑、

加速冲刺的身影。

接力奔跑 50 余载，航天三江已成为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重要力量，绽

放熠熠星光；接力奔跑 50 余载，承载着

科技强军使命的大国利剑，正愈发锋利。

回望航天三江科研先锋团队的奋进

轨迹，能清晰看到军工人精忠报国的拳

拳之心、科技强军的蹈厉之志。他们身

上所迸发出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

协同、育人”的精神，在时代更迭、岁月流

转间愈发闪亮。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一支科研先锋团队的追梦弹道
—感悟“航天三江人”为国铸剑的科学家精神

■姜子晗 金 彤

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

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正

如习主席所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

和人民，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

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更需要继承

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

义精神，更需要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

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科学研究需要长期专注投入、严谨

求实、艰苦奋斗，这个过程离不开强大

的精神力量支撑。几十年来，我国科技

工作者以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精

湛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野，在祖

国的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

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一部军事科学史，其实也是一部科

学家的精神史。拉开历史的长镜头，有

些科研成果会因为时间推移成为过去，

而伟大的科学家精神总是长留历史的

天空，历久而弥新。核动力潜艇总设计

师黄旭华隐姓埋名专注科研 30 年，突

破国外封锁，为国之重器奉献毕生心

血；第三代主战坦克总设计师祝榆生，

在 30 岁时失去右臂，但他依然披荆斩

棘，勇攀科研高峰，15 年磨一剑，成功

研制出第三代坦克，使我国主战坦克一

跃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歼-8、

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不畏艰险

三上云霄，成功攻克了歼-8 超音速飞

行时的抖振问题,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

歼击机的先河……他们身上有一种极

为相似的精神气场，将“爱国、创新、求

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镌

刻在强军事业的战位上。

没有挺得起腰的科学家精神，很难

有站得住脚的科学成果。当今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要战胜困

难，就要用好科技这个有力武器，以科

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科技工作者

必须具备创造性思辨的能力、运用严格

求证的方法，不迷信学术权威，不盲从

既有学说，敢于大胆质疑，认真求证，反

复试验，“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

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科技创新虽然充满各种困难和挑

战，但什么时候都不能失去敢于创造、

敢于超越的雄心壮志。“八一勋章”获得

者钱七虎院士始终秉持“走前人没走过

的路”的科研理念，带领团队瞄准前沿、

迎难而上，奋战 60 年为国家铸就坚不

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海军工程大学

马伟明院士在舰船动力领域，摒弃跟踪

模仿的方式，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并研制

成功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实现了我

国舰船动力从落后到引领的跨越……

每一个重大成就背后，都是一代代科学

家们探求未知、寻求本源，不断创新的

结果。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

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让科学家精神

助推科技创新，需要广大军事科技工作

者以科学家精神为引领，砥砺“以身许

国，何事不可为”的勇毅担当，激扬“敢

为天下先”的创新豪情，主动肩负起历

史重任，让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迸发涌

流，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贡献

智慧和力量，以新的辉煌成就续写新时

代科学家精神。

让科学家精神助推科技创新
■马 兵

关键词 协同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