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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李兵峰 方雷 魏玉麟

　　被誉为“导弹筑巢人”的火箭军某部导弹工

程兵，与大山为伍，与岩石为伴，每天与石头不懈

“斗争”。

  谈起这些年“筑巢”经历，与岩石打了大半辈

子交道的火箭军某部一级军士长王永锋说：“我对

它们有着特殊的情感，遇到坏石质影响施工进度

时，恨得牙痒痒。有时又爱之切，正是它们支撑起

阵地工程。”

　　该部队自组建以来，导弹工程兵们钻深山密

林、赴高原戈壁，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先后参与完成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批

导弹阵地等系列工程建设。

使命如山 铁骨铮铮

　　在施工中，破碎带、泥夹石、裂隙水等险情随时

可能发生，官兵时刻面临苦、累、伤、残、险的严峻考

验。一次，在岩爆段施工中，王永锋钻完孔正在作业

面和测绘人员进行技术交底，突然，一块比手掌大

的石头从拱顶掉落下来，在他身上划下一道伤口。

简单处理伤口后，他又冲在施工队伍最前面。

　　“向阵地敬礼！”一声令下，在刚完工的阵地

前，官兵们肃然敬礼。

　　站在最前排的一名战士，左袖管里空荡荡

的。这名战士叫王统伟，是一名施工骨干。那年，

他与战友在铺架高空电缆时，一条电缆突然掉

落。危急时刻，王统伟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砸

碎左臂，最终截肢。后来，王统伟请求把失去的左

臂埋在阵地入口处，守护心爱的导弹阵地。伤愈

后，他重返施工一线。

　　那一年，大学生士兵罗琦怀着拳拳报国心，

放弃优厚的工作待遇，走进工程部队。执行国防

工程测绘任务时，突遇山体滑坡，脚下大面积松

散的岩石向山下滑动。因山势陡峭，石块越滑越

快，罗琦躲闪不及，摔进100多米深的山沟中。

　　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这名年仅23岁的战士

光荣牺牲。当战友们从厚厚的乱石堆中找到罗琦

时，他怀里还紧紧抱着测绘仪。

　　测绘技师龚晓斌被确诊为直肠癌，他一边与

病魔抗争，一边研究如何突破传统施工技术。术

后仅1个月，他就执意回到战位，总结出便捷的圆

坐标测量法，将工时缩减到原来的五分之一，被

命名为“龚晓斌圆坐标法”。后来，他被原第二炮

兵授予“导弹工程兵模范士官”荣誉称号，至今仍

在施工一线奋战。

苦乐相伴 攻坚克难

　　危岩耸立、怪石突兀，不断向前掘进的作业

面像是张开的“老虎口”……满身泥浆的藏族战

士多登说：“这里虽然没有战火硝烟，但我们每

天都在经受考验。”

　　这名大学生士兵从小梦想成为一名特种兵，

最终，他成为一名导弹工程兵，与大山森林为家、

与戈壁荒漠为伍、与寂寞孤独相伴。

　　“为导弹‘筑巢’神圣而荣光。”在热火朝天

的施工现场，班长张军的话让多登铭刻在心，

“我们虽然上不了发射场，见不到摸不着导弹，

却托举它们腾飞。”

　　多登向这些老兵看齐，每次任务都冲锋在

前，入伍第二年就当上副班长，很快就成为连队

施工骨干。

　　某工程被专家称为“不良地质博物馆”，相继

遭遇6次塌方、3次围岩大变形，上级先后4次组织

专家组现场勘察定案。

　　如另外选址，不仅耗资大而且影响工期。指

挥长、分队长站了出来，党员突击队站了出来，硬

是把近千根锚杆嵌入岩层深处，用一根根钢材木

头给工程安上大梁。最终降伏“拦路虎”，官兵们

紧紧相拥，喜极而泣。

　　那年，为早日完成一项国防施工任务，这支

部队展开了一场施工会战。在作业面被复施工阶

段，6支专业化突击队率先开干，面对空间狭小、

高温炎热的作业环境，营连干部叫响“跟我上”，

广大官兵紧随其后，奋战在近50℃高温的夹缝

中，克服种种困难，最终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近日，走进该部某工区，正逢施工间隙，看

到一幅难得的休闲景象：阳光下，官兵们有的闭

目养神，有的围坐一起玩起小游戏，有的坐着聊

家常……

　　让官兵们晒晒太阳，是这支部队的硬性规

定。近几年，国防施工任务重、工期紧，加之深山

日照时间短，有时遇到阴雨天气，官兵们半个月

也难得晒到太阳。一次，上级组织正在参加施工

会战的官兵调研，问到“你最缺的是什么”时，许

多官兵不约而同回答：阳光。

　　这些年，一茬茬导弹工程兵就这样把青春热

血洒在导弹阵地。

创新为犁 筑梦深山

　　夜晚，大山深处一间施工板房内灯火通明，

工程师赵彦磊一边埋头思索，一边认真做着笔

记。此时，他正在开展一项新技术研究——— 全新

模块化国防工程设计。

　　怀揣着科技兴军的信念，赵彦磊先后5次主

动转岗换专业，在岩层深处书写铁血担当。

　　虽然双脚扎在山沟里，但是双眼要长在山顶

上。一次，赵彦磊查询资料接触到数字化建筑信

息模型技术，便下定决心，要以此作为实现数字

化施工突破口。

　　经过一年多努力，赵彦磊考取国家有关部门

颁发的7个证书，先后攻克数字化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理论关、建筑图纸关、设备安装关、工程管

理关。

　　在他牵头下，一个以信息主导，集工程建模、

数据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建造中心顺利

建成。首次投入使用，就解决了某工程任务中的

58个施工难题。

　　一次，正当施工官兵为工程结构复杂、施工

工艺要求高等问题发愁时，赵彦磊带着等比例

三维建筑模型出现在大家面前，让难题瞬间有

了转机。后来，借助这个可视化三维模型，官兵

们提前40多天完成阵地工程整体施工任务，交

出优质工程。

　　以前在导弹工程部队，施工用钢钎大锤风

钻，靠肩挑背扛手推。如今，走进施工现场，处处

呈现一幅现代化施工景象。

　　在一处掘进作业面，被誉为“台车大王”的一

级军士长王建新钻进台车驾驶室，将设计图导入

车载电脑，熟练操作几个按键，自动台车便开始

灵活伸臂，不一会儿就在岩体钻出一个个炸

药孔。

　　“以前主要靠手持风钻打眼，不仅烟尘大、噪

音大，而且不安全。人员爬上爬下，随时有岩爆、

塌方等危险。”王建新说，随着逐步实现机械化施

工、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建造，有效控制了安全风

险，施工效率明显提高。

　　“这些年来，现代科技和理念带来革命性、颠

覆性变化，随着新装备、新技术引进，国防施工由

人力密集型向科技效能型转变、向信息集成型跨

越，我们也从传统工兵向科技工兵转变。”火箭军

某部领导介绍，他们坚持科技引领、全员创新，加

紧培养“小能人”“小诸葛”“小创客”队伍，打造更

多具有工匠精神的新时代科技工兵，让官兵们成

为创新的实践者、生力军。

　　那一年，某国防工程迎来施工高峰，大批

量某型号钢板应用，让打孔数量呈几何倍数增

长。使用传统手电钻方式打孔速度慢、时间长，

成为制约施工的卡脖子环节。这让一级军士长

崔道虎萌生了一个想法：发明一台钢板打孔

设备。

　　于是，崔道虎开始着手试验。他查阅10多本

资料，修改了几十遍图纸，反复调整试验，最终

成功研制出钢板自动冲孔机，使施工效率提升

了十几倍。

　　越来越多的官兵加入创新队伍。一级上士谭

志红研究探索大直径药卷钻爆工艺，减少常规断

面钻孔量20%以上，缩短用时30分钟；工程师宋仲

华研制出掘进电动出渣运输系统，嵌入数字化指

挥平台，实现出渣作业信息化控制指挥……

　　这些年，一名名导弹工程兵加快认识之变、

观念之变、思维之变、能力之变，把创新构想融入

导弹阵地，用一个个现代国防工程铸就和平

利剑。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郭冬明 李平

              陈睿童

　　验枪、分解、组合，演训场上，参

训骨干动作娴熟，一气呵成……近

日，江西省军区“保障先锋”业务骨

干集训正如火如荼展开，来自省军

区后装业务领域的现役官兵、文职

人员、民兵骨干齐聚一堂，在训练场

上摔打磨砺。

　　为破解后装专业骨干人员新、

能力弱、组训难的问题，这次集训集

中了江西省5类140余名业务骨干，

采取“小专业大集中”模式，设置财

务、采购、野战炊事、装备管理、战伤

救护等专业课目，重点突出专业理

论、实操技能两个方面，紧盯短板，

紧扣教、考、训关键环节，着力提升

后装领域业务骨干综合能力。

　　弥漫的“硝烟”中，一场战伤救

治演练正在展开。江西省新余市民

兵卫勤人员穿行在“硝烟”中，迅速

完成伤情判定、急救处置、伤员转移

等课目训练。

  “我们通过课题式攻关、沉浸式

学研、集团化作业，让每名参训人员

都能主动融入训练考核，最大程度

提升民兵卫勤人员专业能力素质。”

新余军分区保障处张哮说。

　　战时国防动员保障能力既检验

单兵保障技能，又需要团队协作支

撑。为提高团队协作能力，此次集训

中，江西省军区全程模拟实战条件，

采取编组作业、分组对抗方式展开

训练考核，在培养保障先锋的同时

带动整体保障能力跃升。

　　竞赛比武场上，野战炊事、轻武

器分解结合、战伤救护等课目轮番

上演，参训人员密切配合，运用所学

专业知识争分夺秒进行操作，实战

氛围浓厚。

　　“开始作业！”随着裁判员一声

令下，南昌警备区集训队员围绕野

战炊事车及野战给养单元展开与撤

收、野战给养器材单元热食制作等

课目进行训练考核，切配、翻炒、调

味、提鲜，一道道美食端上餐桌……在队员们分工协作下，他

们拿下该项比武第一名。

　　“通过这次集训，我的野战炊事技能得到全面提升。同时，

对后装专业服务保障备战打仗的使命也有了更深刻认识。”南

昌警备区保障处吴荣尧说。

　　为规范训练标准、提高训练质效，江西省军区专门邀请来

自军兵种的业务专家多专业穿插组织理论辅导，与参训人员

面对面交流、手把手讲解。参训人员还按照专业分成小组开展

成果交流、互动研讨，在头脑风暴中打通制约服务保障备战打

仗的难点堵点。

　　“此次‘保障先锋’业务骨干集训，紧贴国防动员后装保障

任务，突出后装保障现实问题和必备技能，覆盖现役官兵、文

职人员和民兵骨干各个层次。”江西省军区保障局吕进云说，

他们采取理论辅导与技能训练、单兵技能与团队协作相结合

的方式，将学理论、训技能、严作风深度融合，提升后装系统服

务保障备战打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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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筑巢人”托举长剑腾飞
记火箭军某部导弹工程兵群体

  图① 火箭军某部施工骨干在高空进行作业。

  图② 火箭军某部官兵进行作业后机械检修。

  图③ 火箭军某部技术骨干正在质量检查。 图片均由本报通讯员 刘明松 摄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王翌丞 张宇恒 近日，

联勤保障部队某部专门向解放军郑州军事法院送来锦旗和感

谢信。军属小程因车祸导致高位截瘫，由于被执行人无钱可

付，高昂的治疗费让小程一家因病返贫。在郑州军事法院努力

下，小程终于拿到迟来的赔偿金。

　　2019年，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小程本该顺利毕业，却因在

河南老家面试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导致脊椎骨折、胸部以下失

去知觉，不能返校参加论文答辩。

  为此，学校和医院在病房里为她组织了一场特殊的硕

士论文答辩。此时的小程刚进行脊椎修复手术，术后出现肺

部感染，且双手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翻书页这些简单动作

都要在家人协助下完成。最终，小程完成论文答辩，顺利

毕业。

　　然而，后续上百万元医药费让小程一家难以承受。虽然经

过媒体报道，网友向她伸出援手，但肇事司机和其所属出租车

公司给了两万元后，迟迟拿不出剩余赔偿金。无奈，小程只好

寻求法律帮助。

　　去年7月，小程一家向郑州军事法院发来求助信。郑州

军事法院承担着河南省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

能，了解小程的情况后，该院立即启动涉军维权工作机制，

开通军属权益保护“绿色通道”，联合河南省军区与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派出专人督办小程案件的执行工作。在军地

双方共同努力下，被执行人之一的出租车公司先行向小程

支付赔偿款280余万元。

郑州军事法院助军属获医疗赔偿款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5月19日，2024年度“天地共播一粒种——— 青

少年与航天员一起养斑马鱼”科学教育活动在中

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启动。活动面

向全国青少年开展，北京中关村中学、北京一零一

中学双榆树校区40名学生代表，在现场与科学家

和科学教育专家进行了互动交流。

　　该活动旨在充分发挥空间站科技资源优势，

为青少年搭建科学探究、科学实践平台，在青少年

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激励广大青少年追寻科学

梦、航天梦。

　　按照活动规划，参加活动的青少年自行设计

研制可供四条斑马鱼生活一个月的地面小型密

闭水生生态系统，并对斑马鱼、水藻生长进行科

学观察。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专家向学生代表

颁赠了国家斑马鱼资源中心提供的斑马鱼实验

样本。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高鸿、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郑伟波、空间应用工

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仓怀兴详细讲解了空间站空

间生命科学实验，特别是随神舟十八号飞船上行

的“空间先进水生生保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实验的

科学目标和运行情况，并详细介绍了公众特别关

注的4条斑马鱼生长情况。

　　据介绍，空间站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组件

自4月26日由航天员转移至问天舱生命生态实验

柜并开展实验以来，已在轨稳定运行24天，4条斑

马鱼目前状态良好。航天员成功开展两次水样样

品采集和1次鱼食盒更换操作，发现斑马鱼在微重

力下表现出腹背颠倒游泳、旋转运动、转圈等定向

行为异常现象。

　　后续，科学家将利用返回的回收水样、鱼卵等

样品，结合斑马鱼空间运动行为视频等，开展空间

环境对脊椎动物生长发育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同

时为空间密闭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研究提供支撑。

科学家披露：四条斑马鱼在空间站状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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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邹新江

　　“李海滨，到！王帅，到！”……5月16日，一声声

响亮的答“到”声响彻营区，这是辽宁省沈阳市苏

家屯区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进行点验时的场景。

　　为全面准确掌握民兵整组工作真实情况，打

牢民兵建设基础，苏家屯区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

进行点验，并在点验前进行安全风险评估。该人武

部逐个环节、逐个要点部位进行分析研判，详细制

定预防安全事故措施、预案，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

隐患，确保点验工作安全顺利。

　　苏家屯区人武部紧盯人员集结、机动、实装操

作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和保密规定，确

保不发生安全问题。点验中，他们结合《民兵整组

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和《2024年基干民兵分队集

合点验暨民兵整组工作检查验收实施方案》等相

关要求，严格标准、严密组织。

  该人武部采取查、考、问、评等方法，对民兵分

队集合点验程序、受检分队人册相符、官兵相识和

基干民兵档案制度落实等情况进行点验检查，摸

清民兵队伍建设底数，查找薄弱环节和问题，抓好

整改和各项工作末端落实情况，真正实现以检促

建、以检促备、以检促能的目的，不断提升民兵队

伍整体建设水平。“通过参加点验，强化了大家的

组织意识和纪律意识，我将时刻做到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必胜。”民兵刘孙童说。

沈阳苏家屯区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点验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

员王友恒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退役军人法律志愿服务工作，近

日，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联合清丰县司法局，举

行该县首支退役军人法律志愿

服务队成立暨授旗仪式，标志着

该县退役军人法律志愿服务迈

入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

新阶段。

　　成立仪式上，清丰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相关同志为退役军人法

律志愿服务队授旗，42名来自不

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成为退役军

人法律志愿服务队首批队员。

　　“成立退役军人法律服务志

愿者队伍，旨在为退役军人传播

法治思想、传授法律知识，打通关

心退役军人、服务退役军人的‘最

后一公里’。”退役军人法律志愿

服务队队长翟军利说。

　　据介绍，该志愿服务队成立

后，志愿者将向退役军人及优

抚对象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

律文书、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

多项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法律

服务下基层”“巡回法庭走进退

役军人服务站”以及“相约星期

二”法律服务日等活动 ，尝试

“互联网+法律服务志愿者”模

式，通过法治实践和典型案例，

引导退役军人办事依法、遇事

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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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参训人员正在进行战伤救护比武。

本报通讯员 袁英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