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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天地

本报讯 自 1 月 29 日从青岛军港出发，中国海军舰艇
编队穿过宫古、巴士海峡，在南沙、西沙海域和西太平洋进
行战备巡逻和远海训练。青岛舰、烟台舰、盐城舰在满负
荷、大强度、连续使用情况下，显示出良好的装备性能，实
现了装备重大故障零记录。

据编队副指挥员刘庚群少将介绍说，这 3 艘战舰均为
国产。其中指挥舰青岛舰是国产第二代导弹驱逐舰，刚刚
完成中修，经过现代化改装后“脱胎换骨”，综合作战能力
和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大幅提高。而新近相继入列的新
型导弹护卫舰烟台舰和盐城舰，是一对“姊妹”舰，全部国
产化装备性能良好，具有较强的远海作战能力。

此次远海训练中，编队装备组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
标准要求，制订完善了各种突发情况下的处置预案，全程
组织实施对装备的技术监测，应用了振动监测、红外测量、
光谱分析、油料化验等先进手段，能把装备故障消灭在未
发之时。

刘庚群说，编队在自修保障和技术人员伴随保障的同
时，还有“舰船装备远程维修技术支援”会诊系统作为支
撑，可通过视频指导、电话研商、网络沟通等方式，远隔大
洋及时会诊，实现大洋远航舰艇装备检测手段数字化、作
业方式自动化、远程会诊可视化，任务全程都有后方专家
全天候保障。 （米晋国）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每年排险
近百次，每次都是“与死神的一次握手”。

这是一个神秘的群体，他们每次作业
都穿着 30 多公斤重的防护服，难以让人见
到“庐山真面目”，却在一次次惊心动魄的
作业中展现出高超技艺和无畏忠诚。

这是一个令人放心的团队，从军事排
爆到地方排险，历经数千次死亡考验，无一
失手。

在南京军区某工程科研设计所地爆
队，记者见到了卸下“铠甲”的“拆弹专家”、
工程师王清洁，敦实憨厚的微笑实难与“拆
弹高手”的“范儿”联系起来。王清洁的故
事十分精彩。那一年寒冬，某部营区水塘
发现一批战争时期遗留的弹药，弹体已经
严重锈蚀，无法转移销毁。王清洁目光如

炬，一眼就判定出这批弹药的类型、型号，
并亲自上阵现场拆卸。远处防护掩体内，
人们大气都不敢喘，但王清洁却镇定自若，
尽管身着笨重的防护服，但每个动作灵巧
而稳定，将每枚弹体轻巧地剥离、拆卸，最
终上百枚炸弹全部安全拆卸。

地爆队成立 30 年来，每年都要处理类
似的险情近百起，人人身经百战。现有的 5
人中，最老的专家关中林已年近六旬，依然
在“与死神掰手腕”。王清洁则是 5 人中最
年轻的一个。“对他们来说，不光制式的弹
药手到擒来，地方上各种怪异的危险品，到
了他们手上也只能乖乖缴械。”所长周柱自
豪地说，如今的地爆组不仅享誉军内，更在
多样化战场屡建奇功，成为维护地方安全
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前不久，驻地发现一枚铁制“土雷”，请
求地爆队派人清除。当时只有高级工程师
张敏在家，而这天恰逢他妻子要做大手
术。所领导本想把任务推掉，但张敏二话
没说，匆忙在妻子的手术责任书上签了字，
带上排爆工具赶到现场。

凭借多年的经验，张敏一眼就认出这

是俗称“水管炸弹”的土炸弹，很不稳定，转
移风险大，必须就地拆除。地方一名年轻
的排爆队员想上，但张敏手一拦，“这个危
险，还是我来”。年过半百的张敏麻利地穿
上防护服，小心翼翼地扭动“水管炸弹”，每
次转动，炸弹都可能因轻微震动而起爆。
这是一次和死神的直接对话，远处，不少人
都闭着眼睛，所领导更是焦急，生怕他因为
家事分心。然而走上战场，张敏的内心却
静如深潭，每一次用力都拿捏得如同精密
计算过一般。终于，水管被扭开，烈性火药
被成功分离。来不及接受群众的欢呼，张
敏又急匆匆赶回了医院。

事后有人问，妻子生死未卜，你心怎么
静得下来？张敏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
信念，我把妻子交给医生，我就要相信他
们；同样，群众把生死交给了我，我也要让
他们放心。

正是有了信念，队里每个人都把这项
危险工作当做了生命的一部分，不断磨砺、
钻研。每当世界上有了什么新型起爆装
置，他们都要迅速进行研究；拆弹训练充满
风险，但他们还自设困局，加大难度。如

今，由地爆队撰写的《未爆弹药处置手册》
已经成为全军区工兵部队的必备教材；每
个人都已是军地拆弹领域的权威。近年
来，从上海特奥会到北京奥运会再到上海
世博会，每逢重大安保任务，地爆队的排爆
专家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力量。

其实，地爆队所配备的装备并不是最
先进的，缘何屡创佳绩？周柱所长说，除
了精湛的技艺，专家们的“土发明”也功不
可没。

上海世博会开幕前的一次例行检查
中，一处场馆墙体内出现险情报警。砸墙
排险，不仅安全系数低，且势必会影响正常
开幕，这让许多拆弹专家一筹莫展。危急
时刻，地爆队王清洁和徐汉中带着自己研
制的便携式墙体探测器赶到，他们借助由
听诊器和老旧的医用内窥镜改造的探测设
备，只通过一处小孔就探明了可疑物体的
成分，排除了安全隐患。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地爆队自行研制的排爆工具达 30 多
种，其中针对国际人道主义扫雷援助和在
丛林防步兵雷场开辟通路所研发的排爆工
具，还分获了军队科技一、二等奖。

越是危险越从容
——记南京军区某工程科研设计所地爆队

本报记者 张 忱 通讯员 臧 晨 胡春雷

大西北演绎测绘传奇
——兰州军区某测绘信息中心科技创新纪事

本报记者 李争平 通讯员 魏 春 雷鹏英

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还未下锅，兰州军区某测
绘信息中心官兵已打起行囊，冒着凛冽寒风，奔向
戈壁深处陌生地域展开测绘，为即将举行的实战演
习构建逼真的战场环境。 马 军摄

组建仅仅 8 年，兰州
军区某测绘信息中心在
完成西部大地多样化测
绘任务的同时，创造了令
同行刮目相看的科研创
新奇迹。获得军队科技
进步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26 项，4 项成果
获国际发明奖，10 多项成
果填补国家和军队导航
测绘领域的空白。最近，
解放军四总部授予他们

“军队科技创新群体奖”。

地处西北内陆，信息相对闭塞，科研条
件有限，“小家小业”的测绘信息中心缘何
能短时间内在国内外测绘领域崭露头角？
中心政委许仕敏说，这源于中心打破常规
的选人育人机制，在军民融合中攀登科研
高峰。

谈起直接从本科考取博士的经历，业
务处长刘兴科满怀感慨。那年，刚刚大学
毕业的刘兴科大着胆子对一组已写入科研
报告的数据提出质疑，满屋子的“老测绘”
没有轻视这个“愣头青”的意见，鼓励他深
入研究。刘兴科编写了 5 组程序，提高了
软件运算效能，使这个系统更加稳定。初
露才华的刘兴科很快被中心赋予某系统研
发负责人的重任。

2004 年，刘兴科报考解放军信息工程
大学测绘学院研究生时，中心正在执行青
藏铁路测绘任务。他放弃考研日夜奋战在
雪域高原，攻克多项高寒地区测绘难题，获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近年来，刘兴科参
与或负责研究的项目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
奖 3项、二等奖 2项，被表彰为“全军爱军精
武标兵”，成为全军最年轻的业务处长。并

在中心支持下直接考取了信息工程大学的
博士学位。

对于只有大专学历的马怀武来说，
“科研”曾是个遥远梦。2004 年以来，他
带着一批硕士生、本科生，完成了 10 多项
重要任务，3 项成果获军队科技进步奖，2
项获国家专利，2011 年被破格晋升为高
级工程师。

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生陈珂等 10 多个
高学历人才，主动申请到地处偏远的信息
中心工作。因为这里“不惟学历论能力，不
惟资历讲实力，是成就事业的舞台”。

通过课题研究聚集人才，通过重大任
务锻炼人才，通过重点培养优化人才，测绘
中心硕士以上学历达 59%，技术人员人人
有项目，人人有成果，32 人受到省部级以
上表彰奖励，创新、进取、成才蔚成风气。

西北地区地质灾害频发、部队多样化

军事任务繁重。“就算我们百十人个个都
是‘孙大圣’，也难以完成越来越重的测绘
和科研任务。”中心主任王明孝说，“就像
研发夜光地图那样，我们坚持走军民融合
道路，主动联合兰州交通大学测绘与地理
信息学院，建成了西部地区地质灾害安全
监测预警系统，实现了全天候实时监测、
提供高精度三维信息、自动化预警等功
能，颠覆了依靠大地测量和物理传感器的
传统监测方法，为部队完成多样化任务提
供了可靠保证。”

目前，测绘信息中心与 50 多家军地测
绘部门、专业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平台共
享、人才共育、资源互补的协作关系。王明
孝自信地说，只要有课题，就能调动近 2 万
人的科研力量。一大批辐射军地的科研项
目，经过测绘信息中心的再开发、再加工，
已经成功运用到了国防和经济建设领域。

戈壁大漠，实兵演习激战正酣。中军
帐内，指挥员和作训参谋运用三维立体标
绘系统，准确分析战场态势，快速拟制作战
方案；大屏幕上，地物地貌、军标符号全部
三维立体呈现，武器装备、毁伤打击的声像
效果形象逼真，战场态势全景展现。这套

“三维立体标绘系统”，就是测绘信息中心
主任王明孝带领研发的杰作。

在一次次执行演习现场环境测绘任
务中，一个念头在王明孝脑海中不断强
化：现代模拟作战对战场逼真性要求越来
越高，传统的平面标图已无法形象表述战
场态势，开发一套直观便捷的三维标绘系
统，对部队深入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
练，增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已
迫在眉睫。

下定决心的王明孝没有迟疑，他将测
绘中心的战场仿真、地理信息、三维动画、

多媒体等 10 多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召集起
来，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测绘专家帮助
下，对遥感图像处理、地形仿真、三维动画
等 10 多项技术交汇融合，进行了数十次试
验论证，攻克了性能不稳定、数据不兼容、
显示平稳度差等上百个技术难题后，终于
开发出三维标绘系统，总部领导赞誉它“使
军事标绘跨入了一个新时代”。

与三维标绘系统一样，测绘中心的科
研创新动力全都源于部队多样化任务需
求，取得的每一项成果都实现了战斗力转
化。

夜间野外测绘作业中，常常因看不清
地图而影响工作进度，“若是在夜间战场上
看不清地图，部队就可能丧失战机”，王明
孝早就琢磨研制一种夜间使用的地图。
2010 年 8 月 14 日，出差途中，报纸上一条

“兰州大学研制出新型夜光材料”的消息一

下子抓住了他的眼球：这种材料能否用来
制作夜间发光地图呢？他立即与兰州大学
取得联系，指派测绘中心工程师申亚鹏带
领 10 多名技术人员与兰大专家组成军地
联合科研团队，集智攻关。研发工作并不
顺利，发光材料颗粒大，无法与印刷油墨融
合，影响印刷精度。他们反复进行烧制试
验，50 多次改变制造工艺，获取了 200 多
组数据，最终获取了既能精确印刷，又能长
时间发光的夜光材料，新型夜光地图终于
研制成功，持续时间比发达国家已有的发
光地图增加了两倍。

2010 年 12 月，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
来自中国的新型无辐射夜光地图获得发明
金奖，引起各国关注。介绍片中的一个情
景尤其令人称绝：丛林深处，漆黑如墨，夜
间快速机动中的部队指挥员掏出地图，轻
轻揉搓几下，地图竟神奇地发出绿光，地物
地貌、等高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而 10 米
以外，侦察仪器却测不出任何光照。

此后，他们又相继研发出夜光沙盘、夜
光磁性队标等“夜光系列”产品，使我军军
事训练从此告别夜盲。

创新催生战斗力

军事标绘跨入了一个新时代

“小家”也能成大业

军民融合攀登测绘科研高峰

“小家”也能成大业

军民融合攀登测绘科研高峰

国产新型战舰

远海训练表现出色

本版编辑 曹红艳

科技强军

国防聚焦国防聚焦

一树木棉迎春开
——广空某雷达站班长颜杰明学雷锋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 忱 通讯员 曾宝瑜 林鸿观

桌上摆着 3 本泛黄的老书——《雷锋日记》、《雷锋语
录》、《雷锋故事》，“看过多少遍？想不起来了。”他叫颜杰
明，广空雷达某旅 14站四级军士长、操纵班长。

颜杰明出生在浙江偏僻农村，幼年时家里一度穷得揭
不开锅，交不起学费无奈辍学。小小年纪就在船上当学徒，
海上一漂两三个月，几次遇上台风，险些送命。生活的磨
难，让他很早就懂得人间真情可贵，幸福来之不易。

“到了部队，感觉世界焕然一新！”说起现在的幸福生
活，颜杰明眉开眼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啥活儿都想冲
在前面。”

机务员是雷达技师的助手，工作连轴转，是个苦差事。
旅政治部副主任何乃台担任连队雷达技师时，曾为找不到
称心的机务员而发愁。没想到颜杰明毛遂自荐接了这份苦
差事，常常跟着何乃台忙到到半夜三四点。收工后技师能
去补个觉，大头兵还得照常出早操。为何“自讨苦吃”，颜杰
明心中也有“小九九”：干活时，悄悄把技师一举一动记在心
里，暗自揣摩。几年下来，积累了不少雷达排故方法，操纵
水平日益精进，参加全旅专业比武，他夺得了冠军。在高山
雷达站一扎 13年，从新兵熬成全连最老的兵，3次荣立三等
功，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去年又被评为首届空
军“百名优秀操纵员”。

自从穿上军装，颜杰明就觉得找到了生活的真谛。有
一回，他在阅览室里翻看《雷锋故事》，一句话触动心弦，“如
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
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从此，他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他在日记中写道，“雷锋从小吃过很多苦，我的成长经历和
他相似，生活又比他好，虽然做不了雷锋那样伟大，但可以
成为黑夜里的一点烛光，照亮他人”。

山上理发难，他自费购买电推子自学理发，10 多年来
连队战友理发全靠他；驻地大旱，他带着 16 名战士帮老百
姓抢种了 30 多亩甘蔗；战友庄庆春母亲患重病，正为大笔
医药费发愁，他带头捐了 1000 元后，又把卡上剩余的 520
元全打给小庄⋯⋯

颜杰明获得了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上级奖了
他 10000 元。“这钱拿得沉甸甸的，心中总想着用它做点什
么。”清明回老家，听乡亲们说村里敬老院条件差，娱乐设施
单调，他便花 7000 多元为老人们购置娱乐器材，剩下的
2000多元又买了书籍和文体用品带回连队。

“有没有人不理解你的做法呢？”记者问他。“当然有，但
只要内心信仰坚定，一个人能影响 10 个人，10 个人传给
100 个人，会越来越多。”正如颜杰明所言，感动着感动着，
大家就都动起来了。

连队老式电子管雷达散热量大，中午太阳暴晒，方舱温
度猛窜到 40 摄氏度，值中午班很辛苦。先是颜杰明抢着值
了半个月，战友们感同身受，纷纷要求值这班。那一年，新
兵王应江家庭遇到困难，颜杰明悄悄把当月 600 元工资寄
到他老家，把小王感动得眼泪直流。以往懒散的小王从此
换了个人，样样工作抢着干，年底被评为“优秀士兵”。

如今，连队许多人跟着颜杰明学雷锋，工作中大家主动
互帮互助。“这才是一家人。”老兵颜杰明开心地说。

南国春来早。不知什么时候，山上的木棉已悄悄吐出
朵朵新蕾。

颜杰明到驻地学校为学生们补习功课。 沈 玲摄

野外测量。 马 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