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技术为了什么？就是为科技自立

自强贡献自己的力量。”30 年前，面对人生

重 要 选 择 的 时 刻 ，易 仕 和 立 下 这 样 的 志

向，激励自己不断攻坚克难、永攀高峰。

易仕和研究生毕业那年，海湾战争爆

发，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强大威力，一时

间震惊世界。

当年还是青年学子的他，脑海中画出

一个问号：“我们国家何时能自主研制出

如此先进的武器装备？”

这个问号如一记重锤，砸在他的心间。

毕业后，易仕和来到国防科技大学，

从事科研工作。他将研究方向聚焦在高

速导弹相关基础研究上，把高速精确打击

面临的难题作为自主创新的课题。

攻 坚 克 难 的 道 路 上 注 定 充 满 荆 棘 。

高速飞行带来的严酷高温辐射和光学畸

变，成为易仕和需要攻克的一道难题。

查资料、问专家、做试验……20 多年的

艰苦攻关，让他取得累累硕果：多次打破

传统技术局限，验证了新试验手段的可靠

性；自行研制的关键设备，成功应用于武

器装备试验；创造性地提出气动力学、激

光、纳米等相关技术交叉理论，多项研究

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翻过科研领域的“娄山关”“腊子口”，

易仕和迎来胜利曙光，他的创新成果为导

弹高速精确打击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擦

亮了我国高速导弹的“眼睛”。

毕业那年，留在易仕和脑海中的问号

早已拉直。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应用，为多

型武器装备研制作出重要贡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面对

“卡脖子”技术难题，易仕和始终坚守以身

许党、科技报国的信念，以行动践行初心，

用热血书写忠诚，把创新主动权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回望党的百年发展历程，易

仕和坚定地说：“作为一名党员，我要继续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团队拧成一股绳，

攻克尖端科技领域的下一道难关。”

航空航天领域专家、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易仕和——

自主创新，擦亮高速导弹的“眼睛”
■顾 莹 阳 恒

055型驱逐舰南昌舰入列海军

2020 年 1 月 12 日，055 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归建入

列。该舰先后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

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装备有新型防空、反导、反舰、反

潜武器，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

歼-20列装空军

2018 年 2 月 9 日，空军新闻发言人发布消息，我国自

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开始列装空军作战

部队，向全面形成作战能力迈出重要一步。

翼龙Ⅱ成功首飞

2017 年 2 月 ，我 国 自 主 研 制 的 新 型 长 航 时 侦 察 打

击一体型多用途无人机——翼龙Ⅱ成功首飞，翼龙Ⅱ
是我国首款装配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无人机。

东风-26导弹列装部队

2018 年 4 月 26 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东风-26

导弹正式进入火箭军战斗序列。东风-26 导弹集成了多

种自主创新的新技术，是火箭军实施快速核反击、常规

中远程精确打击的骨干装备，是我军战略威慑和打击力

量体系中的新型利器。

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入列

2019 年 12 月 17 日，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海

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舷号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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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海 上 阅

兵，4 艘从苏联进口

的 舰 艇 在 青 岛 接 受

检阅，它们是当时我

军吨位最大、战斗力

最强的主力驱逐舰。

62 年后，同一片

海域，32 艘战舰舰阵

如虹、白浪如练，在

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

年海上阅兵上，向世

界展示了人民海军的崭新风貌。

72 年 峥 嵘 岁 月 ，人 民 海 军 开 启

“加速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开

启了科技强军新征程，人民海军加速

向现代化挺进。从 2018 年南海海上

阅兵，到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海上阅

兵，航母、“中华神盾”、国产万吨级驱

逐舰等一批新型舰艇闪亮登场……

阅兵上展示的新装备，是全军装备体

系建设跨越发展的一个缩影。

透过海上阅兵场这个窗口，可以

触摸到人民军队在党中央和习主席

的坚强领导下推进科技强军实践的

强劲脉动。

关键词：实战化

阅兵阅器，更阅胜
战能力

南海海上阅兵，习主席登上长沙

舰对海军进行检阅。作为长沙舰老

兵，黎联社备受鼓舞。入伍 29 年来，

他清晰地记得，军旅生涯的第一次导

弹发射是在 1993 年，时隔 11 年后，才

有机会第二次亲手实射。

相比之下，黎联社一手带出来的

徒弟张跃康是幸运的。从来到长沙

舰当新兵起，张跃康几乎年年都参与

导弹实射。

透过长沙舰的实战化航迹，我们

仿佛看到中国海军战舰乘风破浪的

威武身影。这一切，正是科技强军的

有力见证。

阅兵阅器，更阅胜战能力——

透过日新月异的受阅装备，展现

在世人面前的是全军官兵牢记领袖

嘱托，狠抓备战打仗、苦练精兵劲旅

的练兵图景，“实战化”这 3 个字已经

深深烙印在人民军队的尖刀利刃上。

近年来，海军舰艇部队常态化远

航、多元化用兵，一大批海军官兵在

远航训练、联合军演、远洋护航、远海

搜救等重大任务中经受锤炼，实现了

远海训练常态化、实兵实弹演练常态

化、战备巡逻常态化，在练兵备战方

面取得一批实实在在的新成果，出现

了可喜的新变化。

胜 战 能 力 来 自 枕 戈 待 旦 ，为 战

而备——

2018 年 5 月，刚刚参加完南海海

上阅兵后，长沙舰与柳州舰就组成舰

艇编队，代表中国海军赴印度尼西亚

龙 目 岛 附 近 海 域 ，参 加“ 科 莫 多 -

2018”多国联合演习；浩瀚大洋上，辽

宁舰航母编队接受习主席检阅后，迅

即开赴训练海域，与“蓝军”舰艇展开

攻防对抗演练。

关键词：自主化

创新脉动强劲，新
型装备撑起大国盾牌

自主创新、持续发展，这是一条

中国特色武器装备发展道路。

首次亮相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

海上阅兵的我国第一艘 055 型万吨级

驱逐舰引人注目，舰艇上“101”舷号

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制

造”是此次海上阅兵的最大亮点。

南昌舰是人民海军当之无愧的新

一代“旗舰”。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首

艘万吨级驱逐舰，南昌舰先后突破了

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

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具有强大的信

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

阅兵场内外，我国自主研发信息

化水平更高、科技含量更高的新装备

不断涌现：第一艘国产航母、新型补给

舰下水，歼-15 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

新型战斗机、预警机、反潜巡逻机整

建制改装，新型导弹、鱼雷实现战斗

部署……人民海军装备体系创新发

展的强劲脉动，展示出向海图强的澎

湃势头。

忆往昔。1949 年 4 月 23 日，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炮火硝烟

中，人民海军成立了。其全部家当，

不过是“几艘基本丧失战斗力的铁壳

船和木船”。

看今朝。人民海军已昂首进入

“航母时代”，南海海上阅兵上一大批

国产新型潜艇、水面舰艇、作战飞机

集中展示。这其中，党的十八大后列

装舰艇占受阅舰艇一半以上。

武器装备的预研、立项、研发、生

产直至列装，不可能靠短期内一蹴而

就 ，而 需 要 长 期 人 才 积 淀 、技 术 积

累。从某种程度上，这得益于党和国

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得益于广大科

技工作者攻坚克难的使命担当。中

国在阅兵上展示的大量高新武器装

备，成为中国军队创新驱动最生动的

时代证明。

看得见的大国重器与看不见的

科研工作者，两条主线的交织，成为

装 备 突 飞 猛 进 发 展 故 事 的 台 前 幕

后。随着科技强军战略加速推进，相

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军事装备能够从

中国工业体系中获得强力支撑。

受阅武器，只是我军装备发展的

一个缩影。它是一面面镜子，也是一

个个路标，标记成长的路径，折射出我

军“器不如人”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

关键词：体系化

信息化作战体系，
推动海军装备跨越发展

阅兵上，新装备亮相“吸睛”，装

备体系结构的优化更有亮点。

2018 年 5 月 27 日，我国首艘航母

辽宁舰与首艘国产航母实现历史性

的“同框”。

人 民 海 军 成 立 70 周 年 海 上 阅

兵，航母不再仅仅只是航母，而是航

母作战群，多了一个“群”字，意味着

人民海军的作战体系建设又向前迈

进一步。

岂止是航母作战群，潜艇群、驱

逐舰群、登陆舰群、辅助舰群等也都

一一亮相受阅，人民海军战略打击、

水下攻击、远海作战、航母打击、两栖

登陆、近海防御、综合保障等作战要

素更加齐全。

通 过 电 视 直 播 ，军 迷 们 纷 纷 点

赞：“从阅兵上看到了中国军队可以

比肩一些强国军队的装备体系，对国

家的国防力量越来越有信心。”

航母编队初步形成体系作战能

力，海军航空兵转型重塑积极推进，

两栖作战力量有力加强，海外基地保

障能力逐步形成，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更加完善……时至今日，阅兵装备展

现的不再只是单一武器装备的先进，

而是信息化作战体系的完整。

正如许多军事专家指出的那样，

党的十八大以来，阅兵上武器装备的

体系化编组，体现了我军联合作战思

维的树立和联合作战建设的发展步

伐。我军不断优化高新技术武器装

备体系化建设，为全军联合作战体系

提供了坚实的装备支撑。

时 间 为 经 ，空 间 为 纬 。 坐 标 系

上 ，一 条 代 表 中 国 海 军 快 速 发 展 的

跃 升 曲 线 ，随 着 一 艘 艘 新 型 舰 艇 、

一 架 架 新 式 战 机 的 列 装 而 不 断 向

上 伸 延 。 这 些 先 进 武 器 装 备 ，以 及

由 此 构 筑 的 不 断 完 善 的 信 息 化 作

战 体 系 ，必 将 推 动 我 军 战 斗 力 实 现

新跃升。

步履铿锵，而今迈步从头越！

5 月 28 日，习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

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强调，“坚持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 科 学 是 一 种 在 历 史 上 起 推 动 作 用 的

革命的力量。”战争作为一种暴力手段，从

来不会放弃对科技的偏爱。谁拥有科技优

势，谁就能掌握军事主动 、赢得制胜先机；

谁忽视了科技进步，谁就会陷入落后挨打

的被动局面。

建 设 一 支 拥 有 科 技 优 势 的 人 民 军 队 ，

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建军之初，我

军“枪炮靠缴获，运输靠老蒋”，可谓筚路蓝

缕 、以启山林。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党中央坚持把科学技术摆到国

防现代化的关键位置，极大地推动了国防

科技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党中央、中央

军委提出“科技强军”战略，推动军队由人

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 、数量规模型向质

量效能型转变。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主席深刻洞察世界军事发展的基本规

律，深刻把握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把推进

科技强军摆在我军建设发展全局的重要位

置，推动重塑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和军事科研

体系，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战略性 、前沿性 、颠覆性技术发

展，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人民军队建设和战

斗力发展的贡献率。”习主席关于科技强军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凝聚起科技强军的磅礴

力量。

“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

成功之日。”近年来，从“小步快跑”到“大步

前进”，从不落人后到敢为人先，一项项关键

技术突破赶超，一个个人才方阵朝气蓬勃，

一件件国之利器横空出世，带动的是国防科

学技术的整体跃升，成就的是人民军队打赢

未来战争的硬气、底气与豪气。

当年，苏宁曾这样发问：“当你看到外军

指挥系统一秒钟处理几万个数据，指挥战争

效率成倍增长，而我军指挥员们还用铅笔在

地图上点点时，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你不着

急吗？当你看到外军炮兵采用一个不同方

法，就能用 100 发炮弹打出 200 发的效果时，

作为炮兵指挥员能不奋发进取吗？”这样的

发问，既是当时我军指战员忧患意识的体

现，也是对实现科技强军的期盼。

从 首 艘 国 产 航 母 下 水 ，到 第 五 代 战 机

歼-20 正式服役，再到东风-17 弹道导弹研

制成功……几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

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

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

新的历史性成就。人民军队也从未像今天

这样，加速向现代化奔跑。

当今时代，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

革命浪潮汹涌，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深刻影响一支军队的命运。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更需要我们以“只

争朝夕”的紧迫感，牢牢扭住国防科技自主

创新这个战略基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牵住牛鼻子，选准突破口，加强预先研究

和探索，才能在激烈的国际军事竞争中掌握

主动权。

江流入海，长天寥廓；科技强军，任重道

远。“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

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

够冲过去的。”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只要

我们不畏艰险、奋勇攀登，就一定能抢占世

界军事科技竞争战略制高点，续写科技强军

的辉煌新篇章。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王任飞

“一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是 60 多

年前，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读的钱七

虎接受的第一堂革命人生观教育课。

奋斗一甲子，报国六十年。60多年里，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

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始终坚守

爱党、报国、强军的赤子情怀，战斗在大山

深处、戈壁荒漠、边防海岛等工程一线。

“为祖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

长城’，是我的毕生追求，也是我的事业所

在、幸福所在。”钱七虎用实际行动交出了

自己的人生答卷。

初心，是时代镌刻在钱七虎心中永恒

的烙印。20 世纪 70 年代初，戈壁深处一声

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

呼庆贺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

速冲进了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

便是其中一员。

当时，钱七虎受命负责空军飞机洞库

门的设计。为实现设计目标，钱七虎多次

到核爆试验现场调研。当时，他利用有限

单元法进行工程结构计算，成功解决了大

型防护门变形控制等设计难题。

“矛”与“盾”总是在攻防对抗的进程

中，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随着各国军

队侦察手段不断升级、精确制导武器相继

涌现，防护工程在高度透明化的战场上，常

常是“藏不了、抗不住”，特别是精确制导钻

地弹，给防护工程造成了巨大威胁和挑战。

“防护工程是我们国家的‘地下钢铁长

城’，‘矛’升级了，我们的‘盾’就要及时升

级。”钱七虎带领团队开展抗深钻地武器防

护的系统研究，并提出了建设深地下防护工

程的总体构想。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他和团

队成员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实现了深地下防

护工程抗钻地核爆理论和技术的突破，为首

脑指挥中枢、战略武器安上了“金钟罩”。

时代在发展，初心永不变。面对一项

项世界级国防工程的防护难题，钱七虎始

终保持着那颗爱党报国的初心，带领团队

瞄准前沿、迎难而上，一次次科研攻关、一

次次破解难题，参与并见证了我国防护工

程研究与建设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

全过程。他用毕生心血，铸就坚不可摧的

共和国“盾牌”，获得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

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党的百年征程中，总有一连串闪耀

的 名 字 镌 刻 在 时 代 丰 碑 上 ，使 其 更 加 巍

峨；总有一个个感人的事迹彰显着推进社

会 前 进 的 精 神 力 量 ，使 强 军 音 符 更 加 嘹

亮。这些名字，这些事迹，钱七虎无疑是

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

“一个人，只有把个人的理想与党和

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

一起，才能有所成就、彰显价值。”谈及自

己的人生历程，钱七虎斩钉截铁地说。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

矢志强军，铸就“地下钢铁长城”
■夏 俊 本报特约记者 云利孝

辽宁舰入列

2012 年 9 月 25 日 ，我 国 首 艘

航母辽宁舰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

列 ，意 味 着 人 民 海 军 建 设 迈 出 了

新的步伐。

歼-15在辽宁舰顺利起降

2012 年 11 月 25 日，我军首批舰载

机飞行员驾驶着国产歼-15 战机在辽

宁舰上进行阻拦着陆和滑跃起飞试验

飞行。首次上舰飞行均一次成功。

99A式主战坦克参加阅兵

2015 年 9 月 3 日，99A 式主战坦克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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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亮 相 。

99A 式主战坦克具备全天候精确打击

能力，能够实现战场感知、态势共享和

协同攻防等作战效能。

空警-500首次亮相

2015 年 9 月

3 日，空警-500 预

警机在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上首次亮

相，是继空警-2000、空警-200

后，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型预

警机。

运-20列装空军

2016 年 7 月 6 日，运-20 正式列装部队，实现了我空中战略

投送装备自主发展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航空设计制造能力迈

上新台阶，也标志着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站上了新起点。

东风-41核导弹亮相国庆阅兵

2019年 10月 1日，东风-41核导弹在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阅兵上亮相。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陆基机动固体弹道

式洲际核导弹，该型导弹甫一揭开神秘面纱，便以威武雄

壮的身姿、舍我其谁的霸气，展示出独一无二的傲人风采。

第十二届中国航展，以“新涂装、新编

队、新姿态”惊艳亮相的歼-20四机编队，在

天幕上留下一道道炫酷的银白色涡流。约 8

分钟的飞行展示，让国人备感欢欣鼓舞。

作为歼-20 的首飞试飞员，李刚是第

一位将我国隐身战机飞上蓝天的人。这

一飞，开启了中国空军的“20 时代”，也宣

告了“隐身时代”的到来。

李刚有幸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航空历

史性的一刻——

2011年1月11日，我国新一代隐身战机

经过 18分钟的空中飞行后平安落地。李刚

驾驶歼-20在落地滑行期间举起右手敬礼，

在场的空军官兵、航空工业集团的科研人员

沸腾了，纷纷鼓掌欢呼、彼此热情拥抱，那抹

歼-20亮丽黄色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头。

这一天载入了中国航空史册。经过

长达几十年的奋力追赶，我国终于有了比

肩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机。那一刻，刚好是

1 时 11 分，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昭示，在

歼-20 身上，包含太多“第一”。

对于试飞，李刚有着自己的理解。他

常常对年轻战友说，试飞员不仅是飞行员，

更是飞行的工程师，不仅需要高超的飞行

技能，还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善于思考

的习惯，从基础原理上去理解、思考每一个

试飞课目和动作，真正做到融会贯通。

“我们的目标一致，只为打造最好的

战机。”回忆起参与飞机设计的日子，李刚

每天与航空工业集团的科研人员讨论飞

机各个系统、飞行员使用等方面问题。

在设计飞机的座舱布局时，歼-20 设

计师杨伟给试飞团队成员分发空白的座舱

图，大家把开关贴在自己认为合理的位置

上，如果都贴在同一个位置上，说明意见一

致；不一致，就开会讨论。设计师与试飞员

一遍遍对接，对细微之处的精益求精，终于

将歼-20座舱打造成“最好的办公室”。

“歼-20 的很多新技术，我们国家都是

第一次采用。”李刚说，“能够试飞自主研

制的先进战机，我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感恩党对我的培养，我愿意继续奋斗在祖

国航空事业一线，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加力起飞，只为配得上这个时代。”

李刚说，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空军战略转

型将实现由量变积累加速向质变跨越，推

动人民空军不断飞向更高更远。

“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获得者、歼-20 首飞试飞员李刚——

加力起飞，只为配得上这个时代
■何丹谭 唐 浚 本报记者 李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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