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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报道：“中
心 是 军 队 的 ， 但 设 备 是 军 民 共 用
的。”在位于四川绵阳市的中国空气
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心负责人带
着大家边参观空气动力设施，边介
绍。在这里，军工资源与民共享已不
再是难题。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中心的这些
设备都居于世界顶尖水平，建设难度
高，资金投入大。包括 C919 的研发
在内，国内许多民用单位在中心利用
这些设备做过试验，中心的许多技术

已有很多为民品所用，产生了很好的
效益。

四川是军工资源大省。数据显
示，四川全省军工核心能力建设投资
在全国居首位，军民融合产业经济规
模已达 2600 多亿元，居全国第二位。
作为被纳入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
的 8 个省市区之一，四川把大力推进
军民融合确定为全面创新改革的重点
工作之一，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进
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一年来，四川与国家相关部委和
军队相关单位紧密配合，创新“民参
军”机制、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改
革、军民科技创新资源共建共享等工
作进展顺利。新建立了四川省军转民

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及绵阳科技城
军民两用技术交易大厅，积极开展军
转民、“民参军”服务。目前，全省承
担国防科研、生产、军贸任务和服务
的企事业单位 400 多家，民营企业超
过三分之二。

在战略合作和产业发展方面，今
年 4 月，四川省率先成为与国防科工
局、所有中央军工集团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的省份，正在开展规划对接、科
技协同、资源共享、产业发展等方面
合作。

四川还创新财政金融支持方式，
正在加快筹建设立 100 亿元省军民融
合产业发展基金。十大军民融合高技
术产业基地进展顺利，目前已布局项

目 40 个，落实投资超 570 亿元。150
个军民融合技改升级和产业化项目加
快推进，正在征集和评估 200 项军用
技术再研发转民用项目。积极培育50
户军民融合型大企业大集团、50户军
民融合创新型企业，已成立省军民融
合高技术产业联盟和省军民融合高新
装备先进材料产业联盟。

根据日前印发的 《四川省推动军
民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四川将通
过 5 年努力，推动军民融合主营业务
收入突破 4000 亿元，初步建成具有
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防军工战略基地、
军地优势资源共享转化示范区、军民
两用技术协同创新先导区、军民融合
高端产业发展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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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平时沉默不语，吼一声威震雷
霆”。说的就是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营长
袁宇。

9 月初，笔者来到该旅采访，站在眼
前的“黑瘦哥”就是袁宇。“别看咱们营
长貌不惊人、语不出众，一上训练场，就
成虎营长。”战士们的评价得到旅长张赫
的认同，他拉记者进入指挥所：“旅里正
准备开展无预告拉动演练，今晚就是他们
营。”当夜，熄灯号响过，营区渐入寂
静。“中军帐”里旅长张赫轻点鼠标，作
战指令悄然传输到发射营。营值班室马上
铃声大作，紧急集结哨声吹响全营。袁宇
率先冲到楼外，集结人员闻令即发。

刚出营门不远，就接到“卫星临空”
警报，袁宇振臂一挥，声如洪钟：“人员
装备利用地物地貌就近隐蔽，车辆熄火灭
灯，全车遮盖伪装网，警戒人员按预案部
署到位⋯⋯”一番排兵布阵后，袁宇手握
秒表，双眼如鹰隼一般环顾“战场”，全
营官兵仅用十多分钟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警报解除，继续行进，车灯点点散落密林
深山。

车行不过半个小时，接到导调组“前
方山体塌方、道路受阻”的情况通报。袁
宇摊开地图，寻找迂回方案，身边一名战
士扯扯他的衣角说：“营长，又没有真的
塌方，时间这么紧，直接开过去吧。”

“胡扯！”袁宇一声厉喝：“演练就是
打仗，来不得半点虚假！”他嘴里不断蹦
出一个个数字，两手不停地来回比画。不
多时，袁宇找来几名发射指挥长，一套

“要素精确到点、任务具体到人、时限具
体到分”的转进方案新鲜出炉，随后战车
向预定地域疾驰而去。

驰骋的战车上，关于袁宇的故事，官兵说个不停：在几个月
前全旅军事技能大比武，袁宇过关斩将夺得营长组总评第一名，
他的营夺得团体总分第一、4个单项第一；全营跨区演练，全营
数十台装备车仅用5分钟全部从军列上卸载完毕，就连考核组都
竖起拇指；当营长4年，他不仅带领全营连续3年跨入军事训练
一级营行列，自己也被评定为火箭军一级发射营长。

2014 年初夏，该旅受命奔赴高原备战全军一项重大军事演
习任务，袁宇所在营调整面最大、新定岗号手最多，旅领导心里
感觉不托底。袁宇立下军令状：“就是给我一块生铁，也要把它
磨成钢刀！”从那一天起，袁宇带着背囊住进班排，一名号手一
名号手地帮，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过，查短板、找问题、定对
策，研理论、练操作、抓配合。20 天过去了，袁宇变得更加黑
瘦，该营所有发射单元却在全旅率先通过独立发射能力考核。

再看眼前，时间已过子夜时分，演练仍在继续，导弹发射架
下，一位执掌大国长剑的发射营长，正在与他的战友们淬炼锋
刃，只待一声鸣镝，便能剑随令出、制胜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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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炼锋刃待鸣镝
—

—

记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营长袁宇

近年来，军队中悄然兴起一阵学
习热潮：年近六旬的石家庄机械化步
兵学院刘湖平教授，如饥似渴地学习
了 154 门 MOOC 课程，通过了 90 多
门MOOC课程的考试。此后，他通过
了北京市组织的防雷减灾考试，获得
了北京市防雷工程师证书。青海格尔
木 某 部 一 次 爆 破 任 务 中 ， 自 学 了
MOOC课程的运训股参谋万浩主动请
缨，运用所学成果成功安全地解决爆
破难题⋯⋯

这个深受官兵喜爱的MOOC就是
由国防科技大学打造、凝聚了大量精
品课程的新型军事人才在线教育平台
——梦课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不仅
让更多官兵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
台，也让学校探索出一条世界先进军
事高等教育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相适
应的强军人才培养路径，官兵们亲切
地称之为圆梦平台。

培育急需人才呼唤超常之举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
兴。2013 年，习主席视察国防科大
提出殷殷嘱托：“采取超常措施培养
部队急需人才”“使培养的人才向着
部队、实战、未来贴近”。

什么才是部队急需人才？学校党
委“一班人”亲赴一线部队走访调
研、到科研院所交流发现：首先，部
队新型联合作战指挥和保障人才是一
种复合型人才，官兵需辗转多军兵种
部队历练，时间成本太高；其次，由
于军人职业特性，在岗学习提升综合
素质因师资力量、教学资源、学习环
境等多方面因素制约而困难重重；另
外，受职能任务限制，不同院校虽然
都有其独特优势学科资源，却难以互
融互通⋯⋯

如何整合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手
段、紧贴部队实际提升教学服务水
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
校长杨学军中将认为：“采取超常举
措，向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要
战斗力，MOOC 是破解难题的金钥
匙！”

所谓 MOOC(即“大规模开放式
在线课程”)，首字母“M”代表大规
模，第二字母“O”代表开放，第三
字 母 “O” 代 表 在 线 ， 第 四 字 母

“C”代表课程，是一种全新的在线教
育模式与手段。“大规模”表现在学
习者人数上，与传统课程只有几十个
或几百个学生不同，一门MOOC课程
动辄上万人。“在线”是指学习是在
网上完成的，不受时空限制。具有规
模教育、关联学习、协同评价等显著
特点，是网络教育模式的最新发展。

2013 年，MOOC 在国内初露头
角，杨学军校长当机立断，开启国防
科大面向全军的MOOC平台，汇聚国
防科大乃至全军院校和部队的优质教
学资源，提高院校的规模化培训能
力，提高军队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
为官兵们全员全域全时学习提供高质
量教育服务。

2013年6月，经过周密筹备，该
校信息中心技术人员充分运用云计
算、大数据、社交网络等新技术，融
入视频授课、问题研讨、远程辅导、
在线考核等功能模块，仅用 1 个月，
就 建 成 国 内 最 早 上 线 的 自 主 可 控

MOOC 学习平台——“梦课学习平
台”，成了国内第一个上线并提供
MOOC课程资源的平台、第一个面向
全军基层部队官兵开放优质院校教育
资源的学习平台。迄今为止，学校在
教育部“爱课程网”的上线课程，已
吸引军地共计120余万人注册学习。

如今，国防科大“梦课”平台已
汇聚了包括学历教育课程、军事职业
教育课程，以及模拟训练课程等资
源，初步具备了支撑“三位一体”

（即：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
践、军事职业教育） 新型军事人才培
养体系的教育平台功能，MOOC团队
已经成为了一支涵盖各级领导、机关
干部、教学团队、建设维护人员、学
习者等的综合团队，一张无形无边的
学网已覆盖全军。

万人超级课堂产生聚变效应

如同一所无形的高校，MOOC由
课程建设、教学互动、教学管理、教
学环境、制度机制等层面构成，将以
往传统教学中“教为中心”转变为

“学为中心”。
在该校信息中心拍摄间，为录制

《网络安全保密基础》 MOOC 课程，
计 算 机 学 院 刘 波 教 员 已 忙 活 了 一
整天。

“刘老师您好，请问病毒对网络
硬件会造成永久性损伤吗？”一位南
部战区学员在线辅导平台中提问。刘
波迅速作答。

计算机学院学员黄恺杰的“软件
工程”专业基础很强，正好中部战区
某技术员提问有关通过 ORACLE 数
据库构建战场地理信息系统的疑问，
黄恺杰立刻和他展开探讨并很快解决
问题。

“通过 MOOC，我几乎每天都能
在线和部队官兵打交道，了解了很多
部队实际工作案例，对部队越来越熟
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
强！”黄恺杰兴奋地说。

对于教员来说，MOOC带来的挑
战是颠覆性的。“以往在校面对面授
课，学员最多 300 人，我一人备这堂

课平均花 2 个小时。”讲授 《军事信
息技术》 的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刘培
国教授告诉记者：“现在选修我这门
MOOC 课程的全军学员共有上万人，
等 于 我 30 多 年 教 的 学 生 的 人 数 总
和。而且知识基础参差不齐、需求千
差万别，因此我成立了一个MOOC教
学团队，每天在线辅导时间超过 12
小时。”

更强的挑战是来自部队的实战化
训练难题。线上辅导时，一位海军学
员提出一个棘手问题：直升机在护卫
舰上着陆时，舰艇雷达和飞机通信之
间产生互扰，导致着陆困难，怎么
解决？

刘教授敏锐地发现，这些问题已
经深及战斗力生成的核心，具有极高
的战略价值和科研价值！他迅速和该
学员取得线下联系，不久后，带领专
家组奔赴其所在部队展开专题研究攻
关，并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得到
了部队高度评价。事后，他带领的一
位硕士学员专门就此课题撰写了一篇
高水平论文。

宁夏军区通信站李小荣打了个形
象的比喻：“MOOC 平台就如同‘淘宝
式’海量课程超市，现在，大家一有空
就钻进网络教室学习 MOOC，学习氛
围愈加浓厚，能力素质提升很快！”

教学管理“于无形处建奇功”

在信息中心，展示在记者面前
的，是一幅幅柱状、饼状和曲线图。

“这些数据，来自全军学员们每次点
击鼠标的动作。”中心负责人介绍,他
们配置了庞大的数据仓库，通过数据
挖掘、趋势分析等数学手段，提供基
于大数据的用户学习行为分析、课程
数据分析及教学数据分析支持，以便
对课程设置、平台功能等模块进行
改进。

据了解，为了激发官兵“比学赶
帮超”学习热情，他们在平台上特意
设置了打分细则和排名功能，既可为
个人成绩进行全军排名、本单位排
名，也可为单位成绩在全军进行排
名。经综合评定，西部战区第四通信

团武毅、宁夏军区通信站李小荣、中
部战区装备部军械装备技术保障大队
王子磊等人荣获MOOC学习达人。这
是该校利用MOOC平台实施教学管理
的一个缩影。

王子磊欣喜地告诉记者，他几乎
选修了国防科大MOOC平台上线的所
有课程，通过率达90%以上，优秀率
达 80%以上，并展示了他获得的 90
多门MOOC结业证书。而西部战区的
MOOC学习达人武毅，优秀率更是高
达90%，荣获了100多门MOOC结业
证书，圆了他的求学梦。

MOOC 课 程 考 试 ， 动 辄 数 万
人 。 在 线 组 织 开 展 大 规 模 考 试 方
面，一直都是国内外的技术难题，
至今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为了
建立学习诚信体系，MOOC 团队经
过多轮调研和技术论证，结合部队
管理特点和互联网思维，创新性地
运用虚拟考场与实体考场结合、技
术机制和管理模式结合的方法解决
了这一问题，目前在全军已经顺利
组织考试 5000 余场次。

当 前 ， 军 队 改 革 风 起 云 涌 ，
MOOC 平台还成了军队职业化进程
的助推器。一位军委机关局领导介
绍，随着军队职业化进程的深入推
进，在 MOOC 平台未诞生时，诸如

“在线教育技能”“联合战斗后勤保
障”“军队采购评审”“军事后勤动
员业务”等分工精细的微专业难以
展开规模化、标准化培训，致使微
专业划分、人才培养等工作难以有
效推进。MOOC 出现后，问题已逐
步得到解决。下一步，MOOC 课程
将 覆 盖 所 有 军 兵 种 专 业 领 域 和 岗
位，相关教育机构也将成立，职业
资格认证、专业技能认证等通用认
证工作将大力推进。

目前，国防科大已经完成了军事
职业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有关项目论
证，包括“军事综合信息网服务平
台”“互联网服务平台”“军事职业教
育平台数据中心”“军事职业教育发
展中心”“军事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
架”等，今后将依托以MOOC为核心
的军事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大力发展军
事职业教育。

四 川 有 力 推 进 军 民 融 合 发 展
将推动军民融合主营业务收入突破4000亿元

不 拘 一 格 育 人 才
——国防科技大学打造新型军事人才在线教育体系纪实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李 治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北京总队六支队十七中
队每名党员不仅仅将“两学一做”记录在政治教育笔记本上，更是
落实到行动中，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真正发挥了一名合格党员的
模范带头作用，做到“有任务，我先上；有困难，我帮忙”。

收腹，举腿，顶肩，翻腕，只见一人双手握杠，身如直尺，倒悬于
上，随即，近乎停止的身体开始转动，一圈，两圈⋯⋯六圈。训练场
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队长太厉害了！”

这是武警北京总队六支队十七中队中队长周洪宇给中队战士
示范单杠的情景。每次一上训练场，他都会说“看我的”，给战士们
作出标准示范。

不仅周队长如此，其他党员干部也个个都是好样的。中队指
导员赵基宏，随身带着小红本，一有空就拿出来写下自己学习中央
指示的心得体会，并将这份感悟融入部队教育管理实际，为战士们
答疑解惑。

在队长和指导员影响下，中队的班排长也都干劲十足，率先垂
范，充分发挥一名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一次，中队组织军事会操，二排的动作都明显好于一排。客观
上讲，一排担负着中队的大部分勤务，战士们每天都要上好几班
哨，花在军事训练上的时间和精力自然要少些。可战士们憋着一
股气：“勤务多，训练少不是理由，没有时间我们就挤时间！”大家充
分利用开饭前、点名后等点滴时间，对基础体能和当天的训练课目
进行“加餐补课”，排长总是冲在第一个。在一个月后的支队军事
训练季度考核中，一排取得了优异成绩，排里每名战士都笑了，连
执勤站哨也更加自信昂扬了。 文/董煜磊 盛 鼎

武警北京总队六支队十七中队：

“有任务，我先上；有困难，我帮忙”

右图 授课教员与部队学习者“线下”交流。

下图 教员正在录制“慕课”课程。

吴苏琳摄

210公里艰难跋涉，7分钟快速过境通关。10月21日，在中
蒙最大陆路口岸——二连浩特，上演了一场跨国生命大救援。

21 日上午 10 时许，内蒙古武警边防总队二连边防检查站指
挥中心接到口岸外事部门来电，得知在距二连口岸210多公里的
蒙古国东戈壁省赛音山达市附近有3名中方人员在乘车回国途中
遭遇车祸，其中1人伤势较重，急需回国治疗。12时左右中国驻
蒙古国领事馆人员将伤员运送至中蒙边境，希望中方边检部门给
予帮助。时间就是生命，边检站迅速启动中蒙边检会晤应急机
制，向蒙方边检部门紧急通报相关情况，协调伤员交接事宜。同
时抽调精干警力成立救援小组，协调市医院急救中心、海关、检
验检疫等单位确定通关最顺畅、用时最短的紧急救援方案。

12 时 03 分，等待 2 个小时后，救援小组接到受伤工人到达
蒙古国扎门乌德口岸的电话，立即赶到中蒙边境0公里处准备接
应。12 时10分，蒙古国救护车队驶入预定交接地点，双方边检
简单交流后，中蒙两方的救护车开始对接。边检官兵协助救护人
员把伤者小心转移到中方医院的救护车上。与此同时，检查员现
场迅速核对入境人员证件，跑步到入境大厅办理通关手续。12
时 17 分，检查员办好所有入境手续，急救车快速驶向医院，整
个通关过程仅用时 7 分钟。由于救治及时，3 名伤者均无生命危
险，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文/郭鹏杰

内蒙古武警边防总队二连浩特边防检查站：

中蒙口岸上演跨国生命大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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