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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精密研磨特级技师 叶辉

　　叶辉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特级技师、

新中国第二代研磨师。他不断追求极致精度，为

国之重器打造标准，在超精密研磨领域守护“中

国精度”。

  26载研磨之路，他耐得住寂寞，终日与长度

标准为伴；意外突发，手筋断裂，被医生判定伤

残，历经艰难康复，问鼎研磨巅峰，精度达头发

丝直径的七千分之一；他爱国奋斗，淡泊名利，

无视多家企业高薪诱惑，发挥“传帮带”作用，以

一颗赤子之心续写“科技强军 航天报国”的奋

斗华章。

  2、航空发动机装配特级技能师

李志强

  李志强是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

责任公司发动机装配厂总装工段“李志强班”首任

班长，公司特级技能师、高级技师。

  他在航空发动机总体装配领域经验丰富，总

结的“应力、缺陷、配合”三维分析法，成为装配检

测基本分析模式；“李志强锁片钳”“李志强锁刻

刀”等改进工具显著提高装配效率；他带领团队攻

克多项技术难题，为航空发动机生产和研制作出

突出贡献。

3、船舶动力研究员 柯汉兵

  柯汉兵是中国船舶集团第719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奋斗在船舶动力科技创新与技术攻关一线，以

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和勇于拼搏的奉献精神，带领

团队完成20余项国家重大专项、预先研究等重点项

目攻关；主持突破多项技术难题，为国家船舶装备

技术创新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4、矿岩分析正高级工程师 李婷

  李婷作为中核地质科技有限公司核心研究人

员，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研究中，将核技术运用于

深空研究，成功发现并确定中国第一个月球新矿物

“嫦娥石”，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发现月球新矿

物的国家。她已主导和参加发现“嫦娥石”、铌包头

矿等7种新矿物，在科研路上展现着军工巾帼的“硬

核”力量。

5、钛合金材料研究员 杨锐

　　杨锐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长期

从事钛合金和钛基复合材料研究，在飞机、航空航

天发动机和载人深潜器用新材料和成形技术方面

取得创新成果，发明系列新材料和新成形方法，应

用于“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长江1000航空发动机等工程型号任务中。

6、数控加工研究员 刘争

　　刘争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首都航天机械有限

公司研究员，18年来，他扎根运载火箭零件制造车

间一线从事工艺工作，面对多家单位抛出的高管

高薪诱惑都不为所动，脚踏实地解决一个又一个

制约型号研制生产的工艺技术问题。他自行开发

出国内领先的角铣头五轴联动加工技术，让机床

灵活高效，产品加工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为

后续加工奠定了技术基础。

7、焊接特级技师 陈久友

　　陈久友作为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特级技师，是

中国航天复杂构件高性能焊接专业领军人物。从

业20多年，他始终扎根基层、埋首一线。

  在他带领下，先后完成众多产品焊接攻关及

课题技术研究，突破多项技术难题，大幅提升航天

装备焊接质量和效率；成立以其名字命名的航天

科工集团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技

能人才。

8、中国兵器首席技师 王士良

　　王士良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内蒙古北方重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业至今，只干了车工一件事，一

干就是21年，做到择一事终一生精一业。他在苦练

加巧练、练技与练胆中练就一身绝技。加工关键重

要零件，其他工友用三四个小时才能选择出合适

的刀具，他仅用几分钟就能迅速找到。3000多种刀

具和刀片的型号、加工范围已刻在他的骨子里。他

在岗位建功立业，攻克数百项难题，为企业节约创

造价值近亿元。

　　9、飞机功能试验与检测特级技术

专家 姜文盛

　　姜文盛作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特级技术专家，30多年来，始终奋斗

在航空工业技术一线，参与和主持多个型号飞机

有关系统的工艺设计，为歼-10等专项任务提供技

术支持保障。他带领团队成为听党话跟党走的排

头兵、建新功立伟业的主力军、本领高能力强的奋

斗者，为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

力量。

10、新型纳米多孔材料创制教授 王博

　　王博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新型纳

米多孔材料和能源储存转化理论研究与设计，以

及其在氢能、化学电源和绿色储能领域的应用研

究。他在氢能领域深耕细作，取得多项科研成果，

带领团队为我国新型纳米多孔材料发展以及能源

动力系统革新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1月12日，由国家国防

科技工业局新闻宣传办公室组织行业有关专家和

媒体代表共同审议评选出的2023年度国防科技工

业十大新闻正式揭晓。

　　2023年度国防科技工业十大新闻包括：习近平

总书记给中国航发黎明发动机装配厂“李志强

班”职工回信；中国海外维和部队首次列装新型

防地雷反伏击车；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全球影

像图发布；重型燃气轮机“太行110”通过鉴定；我

国掌握可控核聚变高约束先进控制技术；全球最

大射电天文望远镜阵列首台中频天线正式吊装；

嫦娥五号团队荣获国际宇航科学院“劳伦斯团队

奖”；中国科学家发现金属新矿物，命名铌包头

矿；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命名

交付；“星月交辉 海天胜览——— 科技荟澳系列活

动”举办。

2023年度国防科技工业十大新闻揭晓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2024年春节即将来临，为做

好春节期间双拥工作，退役

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下发通

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大力弘

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

传统，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

军民团结。

　　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队

要结合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

创建命名表彰活动，广泛运

用军地主流媒体，大力宣扬

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

宣传各地各部队涌现出的双

拥先进典型，在全社会营造

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

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通知要求，各地要扎实

推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各项

工作，通过召开军政座谈会、

军地联席会、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全会和走访慰问驻军部

队等形式，主动了解部队战

备训练和建设改革中遇到的

实际困难，想方设法帮助部

队办实事解难题。发扬拥军

支前优良传统，积极支持部

队遂行战备值勤、冬季适应

性训练、跨区机动等任务。聚

焦重点方向、任务部队和边

海防一线，深入开展“聚焦一

线、聚力解难”拥军优属专项

活动和“情系边海防官兵”春

节专项慰问活动，用心用情

解决官兵急难愁盼，传递党

和政府的关怀厚爱，激励军

心士气。

　　通知提出，各部队要以

4100个定点帮扶村为重点，

组织官兵走村入户了解帮

扶成效，开展组织帮建、义

务巡诊、助学兴教、移风易

俗等活动。协助地方维护机场、车站、港口等春运秩序，

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等抢险救灾、应急救援

各项工作，为欢度佳节创造良好环境。各地要针对低温

雨雪冰冻灾害，加强优抚医院、光荣院和军供站的建设

管理和服务保障，确保服务对象安全温暖过冬、军供任

务圆满完成。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1月12日，国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新闻宣传办公室组织行业有关专家和媒体代

表共同评选出的2023年度“最美军工人”正式揭晓。

　　当选2023年度“最美军工人”的是：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二院超精密研磨特级技师叶辉、中国航发沈阳

黎明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航空发动机装配特级技

能师李志强、中国船舶集团第719研究所船舶动力研

究员柯汉兵、中核地质科技有限公司矿岩分析正高

级工程师李婷、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钛合金材料

研究员杨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首都航天机械有限

公司数控加工研究员刘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

焊接特级技师陈久友、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内蒙古北

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首席技师王士良、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飞机

功能试验与检测特级技术专家姜文盛、北京理工大

学新型纳米多孔材料创制教授王博。

2023年度“最美军工人”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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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发黎明

发动机装配厂“李志强班”职工回信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心国防科技工业发展，

2023年，多次回信、视察有关团队和单位。同年9月1

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航发黎明发动机装

配厂“李志强班”职工，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

伐，让中国的飞机用上更加强劲的“中国心”，为建

设航空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贡献力

量。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哈尔滨工程大学。10

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昌河

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行业备受鼓舞，

为建设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不断创造佳绩。

  2、中国海外维和部队首次列装新

型防地雷反伏击车

　　2023年1月，中国海外维和部队首次列装新型

防地雷反伏击车。新型防地雷反伏击车对防护、通

信电磁干扰、观察等功能进行了改造升级，能够很

好应对爆炸袭击，提升巡逻护卫能力。中国海外维

和部队官兵盛赞该装备使生命安全更有保障，执

行任务也更有底气。

　　3、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全球影

像图发布

　　2023年4月24日，在“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启

动仪式上，国家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中

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全球影像图。本次发布的彩

色影像图，将为开展火星探测工程和火星科学研

究提供质量更好的基础底图。天问一号任务获取

的包括影像图在内的一批科学探测数据，将为人

类深入认知火星作出中国贡献。

　　4、重型燃气轮机“太行110”通过

鉴定

　　2023年6月4日，“太行110”重型燃气轮机在深

圳通过产品验证鉴定，标志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110兆瓦级重型燃气轮机通过整机验证，填补

了国内该功率等级产品空白。重型燃气轮机是能

源高效转换、洁净利用、多领域应用的核心装备，

自主研制重型燃气轮机，对于实现“双碳”目标、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

　　5、我国掌握可控核聚变高约束先

进控制技术

　　2023年8月25日，由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研

制的中国环流三号取得重大科研进展，再次刷新

我国磁约束聚变装置运行纪录，标志着我国磁约

束核聚变装置运行水平迈入国际前列，是我国核

聚变能开发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可控核聚变作

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前沿技术，具有资源丰富、

环境友好、固有安全等突出优势，是解决人类能源

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6、全球最大射电天文望远镜阵列

首台中频天线正式吊装

　　2023年9月20日，中国参与研制的国际大科学

工程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项目（SKA项目）中

频天线结构进入建设阶段后的首台天线正式吊

装，标志着中国在SKA项目核心设备研发中发挥

引领和主导作用，在国际大科学工程中，为世界成

功提供“天线解决方案”。“中国智慧”为国际天文

领域再作重要贡献。

　　7、嫦娥五号团队荣获国际宇航科

学院“劳伦斯团队奖”

　　2023年10月1日，在第74届国际宇航大会期

间，嫦娥五号团队获颁国际宇航科学院的最高团

队荣誉“劳伦斯团队奖”；同期发布嫦娥五号月球

科研样品将面向国际开放申请的消息。嫦娥五号

在技术创新、科学发现、国际合作三方面取得的突

出成就，获得国际同行高度认可。

　　8、中国科学家发现金属新矿物命

名铌包头矿

　　2023年10月3日，由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科

研人员研究发现的新矿物铌包头矿（niobobaotite）

获得国际矿物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

的正式批准，批准号为IMA2022-127a。这是我

国核地质系统成立近70年来发现的第13个新

矿物。

　　9、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

号”正式命名交付

　　2023年11月4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

都号”正式命名交付，运营准备工作全面启动。完

成大型邮轮建造，标志着我国已具备同时建造航

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大型邮轮的能

力。集齐造船工业“三颗明珠”是我国由造船大国

向造船强国迈进的标志性一步。

　　10、“星月交辉 海天胜览——— 科

技荟澳系列活动”举办

　　2023年11月28日，国家航天局联合澳门特区

政府、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共同主办“星月

交辉 海天胜览——— 科技荟澳系列活动”。系列活

动包括澳门科学一号卫星投入使用、“逐梦苍穹

探索深海”中国航天航海科技荟澳科普展览、月壤

首次入澳仪式等。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

“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研制的澳门科技大学师生代

表的回信精神、落实中央支持澳门科技发展部署

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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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1月9日至10日，全国退役军

人事务厅（局）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围绕推动退役军人

工作高质量发展，总结工作，明确方向，部署任务，动员全

系统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

程中展现更大作为、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认为，2023年，退役军人工作取得明显进展成

效。一年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题教育扎实开

展，思想政治引领走深走实，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加

有力，“三个体系”建设向纵深推进，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

升，攻克了一些难题，办成了许多实事，退役军人工作高

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一组数字体现了2023年度退役军人工作取得的成

绩：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制定各级服务中心(站)服务清

单，遴选300名优秀主任(站长)典型；推进15所区域型优

抚医院建设，协调2.7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优

抚医院能力提升；组织适应性培训27.5万人、技能培训

14.8万人，26.7万人参加各类学历教育；面向退役军人专

项招录消防员4600人；举办招聘会1.15万场次，39.4万人

达成就业意向；深入推进与企业签约合作机制，为第四

批69家退役军人就业合作企业授牌；各级挂牌设立退

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1988个；逐步扩大优待证使用场

景，全国已有1600多家A级以上景区对持证人减免门

票；隆重举行第十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活

动，全网传播量超百亿；挂牌成立65所军休大学，组织

功臣模范荣誉疗养。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

发展是时代所需、现实所需、事业所需，准确把握推动

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更好满足退役军

人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健全完善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

系，努力找到一条适合退役军人工作特点规律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会议指出，要以改革创新推动今年退役军人工作高

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一是坚持和完善“第一议题”制度、

“第一政治要件”制度，确保退役军人工作始终沿着正确

方向前进。二是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打造思想政治工

作品牌，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建强用好宣传舆论

阵地，大力弘扬英烈精神。三是加快完善政策制度体系，

大力推进贯彻落实，加强宣传解读阐释，把法规政策变成

惠及广大退役军人的实际成果。四是积极服务部队练兵

备战，紧紧围绕平时服务保障、战时拥军支前要求，全力

为官兵排忧解难，为部队减压卸负。五是精心做好安置就

业工作，不断完善安置机制，加大就业扶持力度，积极搭

建作用发挥平台，切实把退役军人安置好、使用好、作用

发挥好。六是不断提升服务保障精细化精准化水平，加强

抚恤优待工作，加大困难帮扶力度，提升军休服务保障质

量，健全服务保障体系，让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有更多获得感。

2023年退役军人工作
取得明显进展成效

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