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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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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展的人络绎不

绝。来来往往的观众中，一个年轻的身影在展板

前伫立许久。

注视着“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展

板上某型卫星的图片，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

研究院研究员曹璐的眼里充满自豪。看着照片中

一张张带着微笑的熟悉面庞，曹璐想起了研制卫

星的那段时光——

他们曾大半夜蓬头垢面坐在电脑前敲着代

码 ，也 曾 四 处 寻 找 干 扰 因 素 …… 记 忆 中 的 苦 ，

越品越觉得甘甜。

“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

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此时此刻，再次品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这句话，

曹璐的感受更为深刻，“很幸运，我们这代青年科

研人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奋进在科技强军征

途上，我倍感骄傲自豪。”

青春的力量，创新的事业。在军事科学院国防

科技创新研究院，许许多多和曹璐一样的年轻科研

人员，在科技强军的舞台上勇于创新、甘于吃苦，不

断提升科研成果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加速科技

向战斗力转化。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具体

到我们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就是要投身国防科

技创新的时代洪流，扎根科研一线，做有理想、

敢 担 当 、能 吃 苦 、肯 奋 斗 的 新 时 代 好 青 年 。”曹

璐说。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

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科学技术是军事发展中最活跃、最

具革命性的因素。科技创新已经成为

大国战略博弈的主战场，深刻影响着国

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推动国防和

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

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

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大幅提升

科技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

5年前，伴随改革强军铿锵步伐，肩

负科技强军神圣使命，军事科学院国防

科技创新研究院应运而生：胸怀“干惊

天动地事”的远大志向，瞄准世界科技

前沿，聚焦未来战争急需，深谋制衡强

敌胜势，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无人系统、

前沿交叉等一系列科研方向，这与当年

开创“两弹一星”事业可谓一脉相承。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滋养，第一

动力需要第一资源驱动。60多年前，邓

稼先、朱光亚、于敏、孙家栋、周光召等

一大批年轻科研工作者，以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的博大情怀，以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决心干劲，以大力协同、勇于

登攀的创新锐气，坚定扛起国防科技创

新的责任担当，开创了举世瞩目的“两

弹一星”事业。在新时代强军事业感召

下，一大批平均年龄仅有 30 多岁、具有

名校博士学历的优秀青年集聚国防科

技创新研究院，一路攻坚克难，聚力攻

关突破，为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不懈

奋斗，在创新超越中挥洒青春汗水、展

现青春力量、彰显青春担当。

创新永无止境，奋斗正当其时。当

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

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日新月

异。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

作为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新兴科研力量，

为国而立、因战而研的使命无比荣光，奋

斗青春、逐梦强军的舞台无比广阔。奋力

抢占国防科技创新制高点，坚决打赢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始终是我们必须直面的

现实课题、必须扛起的时代重任。

习主席强调，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

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

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

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习主席

的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青年科技人才

成长规律，鲜明标示了科技人才培养方

向。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牢记党和

人民重托，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致力培养锻造有理

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青年科技

人才，以青春之力勇担创新之责，让更

多新锐英才在更多更大的岗位平台挑

大梁、当主角，用实际行动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青春之力勇担创新之责
■卢周来

记者调查

一个广阔的舞台，在这群
年轻人面前拉开幕布

“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

一新、面貌一新。”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

告，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

张拥军感触尤为深刻——

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是改革调整

后新组建的单位。跟随研究院共同成长

的这 5 年，张拥军亲身经历了改革带来

的体制、结构、格局和面貌变化。

2018年 1月，一群平均年龄 30岁出头

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走进这

个正式挂牌成立仅 3个多月的科研机构。

他们中有留学归国的博士，有教书育人的

军校教员，也有长期扎根一线的科研人员。

一个广阔的舞台，在这群年轻人面

前拉开幕布。然而，全新的舞台，意味着

全新的挑战。

建院后第一次党代会，他们增加了一

项专门内容——集体组织观看电影《横空

出世》。

寂 静 的 荒 漠 ，读 秒 的 声 音 轻 轻 响

起——5、4、3、2、1，起爆！巨大的蘑菇云

升腾而起，太阳般的光辉照亮了整个罗

布泊，一群科研人员欢呼着从山坡上一

拥而下……

这是电影《横空出世》中震撼人心的

一个画面。“搞出原子弹、挺直腰杆子。”张

爱萍将军曾说，原子弹不是武器，是一种

精神。多年前研制原子弹的胜利史诗，对

今天的科研人员仍有无尽的启示。

从那以后，观看《横空出世》成为该院

官兵的一项传统。该院副政委王欣田感

慨地说，每看一次，都会收获不同的感动。

“‘横空出世’的人，就要干‘横空出

世’的事。”研究院每名科研人员对这句

话都有着自己不同的领悟。

“我第一个项目的申请书，还是在当

时临时借用的宿舍里完成的。”青年研究

员强晓刚回忆。

午夜梦回，强晓刚仿佛又看到自己

趴在宿舍桌子上熬夜的情景：陈旧的桌

子，嗡嗡作响的电脑，清脆的键盘声，一

页又一页的参考资料……

那时，强晓刚是单身一人攻关。几年

过去，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项目申请书中

提出的构想，逐渐变为现实。

敢于创新，才能拥有梦想成真的喜

悦。2021 年，中国在量子领域迎来了又

一个重大突破。据新华社报道，研究人

员研发出了首款面向图论问题求解的可

编程光量子芯片，迈出了实现实用化光

量子计算机的重要一步。相关论文在

《科学进展》期刊发表，强晓刚以第一作

者的身份“横空出世”。如今，再次走进

强晓刚团队的实验室，更多成果等待着

进一步测试。

时间拨回 2009 年，强晓刚站在了人

生又一个重要的路口前：研究生是选择

本科时的电子信息方向，还是选择前沿

但陌生的量子信息方向？经过一番思

考，他选择了一个“虽然充满困难，但是

更为长远的方向”。

光辉的梦想，萌生于个体而又超越

了个体，来源于现实而又超越了现实。

从学生时代到现在，在钻研量子技术的

道路上，强晓刚遇到了许多困难，有学术

上的，也有研究之外的，但他从未退缩。

建院之初，研究院领导在一次会上

说：“把你们召集来，不是找个篮子把你们

过去的成果装上，继续忙自己那一摊，而

是要树个共同目标，一起干点大事……”

“什么才算‘大事’？”这个问题，强晓

刚埋在了心里。直到 2020 年 10 月，他看

到一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量子科

技研究和应用前景举行第二十四次集体

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充

分认识推动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

统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

强晓刚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所研

究的光量子芯片技术，正是量子科技领

域的前沿方向。向来淡定的他这下子也

不淡定了：“再怎么拼，也值！”

“我现在做的，都是我想做的事。当

个人的理想和国家利益结合到一起，再

苦也不会觉得苦。”强晓刚说。

在研究员曹璐看来，理想是在共同奋

斗的道路上自然而然诞生的。“我希望，可

以把同事们的工作成果完美地集中在一

颗卫星上，最大限度满足国家的需求。”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曹璐愈发

明晰了未来的方向。“习主席提出，以国家

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

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战。我们使命在肩，义不容辞。”

“创新就要年轻，这个时
代尤其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

研究院办公楼内，墙壁上蓝色的灯

带一路向前延伸，将人引向走廊尽头的

“两弹一星”精神文化馆。

“一支部队的基因，决定了一支部队

的未来。”该院政委卢周来说，他们选择

用“两弹一星”精神，为这支新队伍构筑

起坚实的精神根基。

红色与蓝色，是这个展馆的两种主

色。

红色，是忠诚的写照。从“两弹一

星”元勋到年轻一代科研人员，从他们身

上可以看到，什么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蓝色，是科技的象征。5 年间，一大

批聚焦备战打仗、瞄准智能科技的重大

科研成果喷涌而出，展现了这支新型战

略科技力量的时代担当。

那一年，研究员姚雯跟其他几名科研

骨干一起拜访“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院

士。孙家栋院士对他们说：“创新就要年

轻，这个时代尤其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

研究院的第一代创业者，对孙老的嘱

托和期望感同身受。“奠基人是什么？就

是埋在土里那半截。”副研究员印二威说。

“有人，才有事。没有人才，那我们

就去吸纳人才。”印二威和同事大胆尝

试，采用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方式，快速组

建团队。就这样，他们从最初的五六个

人，发展到如今成为全军该领域唯一一

支成建制的团队，研究成果获得军委科

技委首届“创新杯”国防科技创新大赛一

等奖等奖项。

在印二威看来，团队的快速发展，离

不开院领导的大力支持。研究院党委有

句口号：“要主动为干事的青年人担责。”

研究院的众多课题中，有些技术难

题，书本上是找不到答案的。这个时候，

敢不敢大胆探索，能不能有所创新，必须

要做出选择。

“如果有一天，我们国防科技创新研

究院都不敢创新了，那是我们最大的失

职。”党委全会上的一句话，掀起了大家

的“头脑风暴”。

研究院领导带头走进科研一线，多

方筹措科研经费，修建实验室，购置实验

设备；一些风险较高的重点项目，领导干

部和项目负责人带头签字，现场担责；需

要协调外部资源的重大活动，领导干部

亲自出面，为科研人员“打气”。

那时候，为了申请科研项目，印二威

带领团队不知熬了多少个灯火通明的夜

晚。

带领自己的团队越走越远，印二威

逐渐体会到：“幸福感，其实就是来自干

事创业的激情和信仰。”

副研究员郭鹏宇，一年里有近三分

之二时间都在外出差，他的爱人独自带

着两个孩子和两位老人撑起了家；助理

研究员张飞，为了团队的整体目标，放弃

了自己深耕多年的研究领域，是同事们

眼中“不挑活儿”的人。

“身处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更需要

我们强化担当，奋发作为，锐意进取，抢

占未来军事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印二威

信心满怀地说，“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

下，我和战友们将把青春智慧融注到军

事科研创新中。”

“螺丝钉，既要耐得住时
间的寂寞，还要有时时拧紧的
紧迫感”

子夜，万籁俱寂。国防科技创新研

究院办公楼走廊内，几束光从办公室紧

闭的门缝中钻出来。

屋内，是另一个世界。键盘的敲击声

不绝于耳，一群年轻人安静地坐在电脑

前，沉浸于自己创造的“0”与“1”的世界。

这样的场景，对这群年轻的研究人

员来说已是常态。或许，在别人看来，夜

以继日地加班十分辛苦。然而，对助理

研究员陈任之来说，身体上的苦，并不能

称之为苦。

陈任之对一位哲学家的话印象深

刻：“人受欲望支配，欲望不满足就痛苦，

满足了就无聊，人生如同钟摆在痛苦和

无聊之间摇摆。”

陈任之研究的领域，往往需要漫长

等待才能看得到成果。“在没有破土之

前，谁也不知道自己做得怎么样。”陈任

之说。

答案，会在成品验证时揭晓。验证

顺利，就是成功；不顺利，几个月的辛苦

便付诸东流。而这个领域偏偏必须马不

停蹄地前进，永远没有能停下脚步的一

天。于是，陈任之陷入了“奋斗几个月、

开心两天、继续奋斗”的无限循环。

“最郁闷的是，没人知道你干什么，就

连隔壁同事都不清楚你在忙什么。有时

候，想和别人分享成就，也没有人理解，只

能摸摸鼻子，回去继续干。”陈任之说。

在这个巨大的工程里，每名研究人员

只是一颗螺丝钉。“螺丝钉，既要耐得住时

间的寂寞，还要有时时拧紧的紧迫感。”

一开始，陈任之并没有体味到这句

话背后的深意。随着在这一领域研究不

断加深，陈任之愈发清醒地体会到，这种

紧迫感正在成为驱动他和战友们加速前

行的动力。

“我们在进步，对手也没有停下。我

们的优势就是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

方向不断走下去。”深入学习党的二十

大报告，陈任之对下一步的攻关更有信

心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擘画出了

宏伟蓝图，我们要瞄准军事科技前沿领

域自主创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虽然战位不同，但我们奋
斗的目标一致

从大学校园到步入部队，助理研究

员左源在科研工作中常用的一个词是

“落地”。“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面的话，

就是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他说。

工作之初，每逢有部队官兵问左源：

“你们研发的这个新装备怎么用？”左源总

是简单地回复一句：“你用一下就知道了。”

渐渐地，当左源自己实地使用新装

备时才发现，从“理论上能用”到“实战中

能用”再到“战场上好用”，中间隔着很长

一段距离。

谈及自己当初的幼稚，这个面色黝

黑的年轻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上高原，下海岛，闯密林，踏戈壁……

这些年来，左源始终奔波于部队一线。“我

们做科研，一定要到部队去！”几次下部队

的经历，让左源感触颇深，“一线部队官兵

的作战理念，比我们想象中更先进。新装

备好不好用，他们更有话语权。”

军事科研成果必须服务演训实战。

今年 7 月，左源跟随团队前往高原参加

实兵演练。如果不是来到部队一线，他

根本想不到，首先要调整的并非新装备

本身，而是操控设备。与一线官兵的交

流碰撞，让科研人员对未来新式装备的

研发有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在高原上，左源曾帮医学研究人员

收集过官兵们的血氧数据。“你知道高原

官兵的手，是什么样子的吗？”说着，左源

伸出自己的双手，比画着高原上战友们

手的样子，“指甲根部下陷，甲面平直没

有丝毫弧度，手指粗糙得像种了几十年

地。”

那一刻，左源意识到，当他日常坐在

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敲着代码时，有这样

一群年轻的战友，呼吸着微薄的氧气，双

手持枪暴露在强烈的紫外线中，用血肉

之躯筑就活的界碑。

紧紧握住边防战友们的手，左源产生

了一种“想多为他们做些什么”的责任。

“虽然战位不同，但我们奋斗的目标

一致。希望通过我们在科研上的努力为

他们解决更多实际问题。”这份感动与责

任，化为支撑青年科研人员不断攻坚克

难的动力。

为了把科研为战、服务部队的理念

从科研“最初一公里”贯注到“最后一公

里”，研究院组织力量常态化深入作战部

队一线调研，让军事科研成果真正走向

演训场、走向实战。

由于长期奔波在部队一线，“别人开

玩笑说，我们是一群‘反候鸟’——为了

做实验，冬天往北跑，夏天往南跑。”副研

究员聂一鸣说。

去年中秋节，聂一鸣和团队正在偏

僻的荒漠里做实验。研究院领导来慰

问，条件有限，只能在最近的县城买了几

斤包子带过去。

“实验成功后，我们围坐一起，吃着包

子，赏着戈壁滩上的明月。那晚的月亮，

特别圆。”想起那一幕，聂一鸣回味无穷。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我更深

切体会到，只有深入部队一线，埋头苦

干，不断学习提高、能力扩容、本领升级，

才能使科研工作在新域新质战斗力生成

上有新的作为。”这是聂一鸣的心声，也

是研究院众多青年科研人员的共识和努

力方向。

锐意进取，投身科技创新时代洪流
■本报记者 贺逸舒 邵龙飞 通讯员 任 飞 张志华

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观察样本

上图：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

研究院青年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工作。

司玉祺摄

左图：10 月 26 日，军事科学院国

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的青年科研人员探

讨科研课题。 李奕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