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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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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飞行前的机务维护；

图②：野外制氧制氮操作；

图③：测试机场环境；

图④：场务连编队除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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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力到智力，“微
创新”破解保障“重难点”

雪后清晨，进场路面布满冰碴。此

时，一辆满载弹药的专用车快速通过。

冰雪路况下弹药进场，对这个场站来说

是常见季节性保障难题。

“ 场 站 地 处 高 山 之 下 ，冬 季 的 保

障 难 题 较 其 他 季 节 明 显 增 加 。”某 型

专 用 弹 药 车 上 ，负 责 押 送 弹 药 的 某 大

队 马 大 队 长 说 ，“ 为 车 辆 加 装 上 新 型

防 滑 加 固 设 备 ，雪 天 再 也 不 怕 车 轮 打

滑 。”

这个改变，还要从往年的一次冬季

弹药保障任务说起。

那天，马大队长接到通知：紧急运送

一批弹药进场。彼时路面结冰，车辆进

场需克服诸多安全难题，他们采取多种

措施，才如期完成任务。

“ 遇 到 雪 天 就‘ 卡 壳 ’，打 起 仗 来

怎 么 办 ？”马 大队长萌 生 了 一 个 想 法 ：

自 主 设 计 一 种 新 型 防 滑 设 备 ，加 装 在

运 输 车 上 ，使 其 便 于 冬 季 运 输 、确 保

安全稳定。

在基层搞研发并非易事，官兵训练

任务重、没有科研场地，一开始一筹莫

展。

站领导了解到基层创新难题，随即

安排机关协调成立“创新工作室”，把站

里各专业技术骨干、高学历人才聚拢起

来，定期组织课题式攻关，以难题突破带

动战斗力跃升。

站里首次“创客大会”上，马大队长

抛出了他的想法，得到一众“基层创客”

支持。经过反复推敲、修改论证、模型演

示，马大队长的想法作为“创新工作室”

的首批项目加速推进，车辆完成改装升

级，该设计还通过了专利申请，弹药运输

不便的问题迎刃而解。

“群众中有无尽的星火，集众智形

成 燎 原 之 势 。”该 站 领 导 表 示 ，伴 随 着

使 命 任 务 的 拓 展 ，基 层 保 障 面 临 各 类

新难题，他们调动官兵创新激情，开展

群 众 性 保 障 革 新 活 动 ，用 科 技 助 推 保

障“加力”。

去年入冬以来，气温较往年偏低，天

气变化快、复杂程度高。这也给场站飞

行保障提出更高要求。

气象台保障人员在“创客大会”上提

出大胆设想：“能不能研发一种探测设

备，采集影响冬季飞行的关键天气信息，

代替纯粹的人工观测？”

保障有需求，就要敢于创新。大家

翻阅资料、论证原理、咨询厂家，最终确

定在某型设备基础上，研发气象探测平

台系统分析相关数据。

一系列创新突破，也给保障人员带

来积累提升的机遇。“过去夜间执勤，要

驱车去野外观测，现如今有了新设备，

观测更为便捷高效。”气象台战士邢锐

说，他将节省出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训

练和研究中，为单位保障水平提升贡献

力量。

随着夜间温度降低，白天的融雪会

在机场跑道形成一层薄冰。对于保障人

员来说，冬季跑道维护一直是个难题。

为此，他们与工厂专家携手创新，对场道

热吹车进行改装，效率倍增。

“创新工作室”聚焦破解冬季实战

化 保 障 难 点 ，累 计 进 行 20 多 项 创 新 改

造 ，其 中 3 项 被 上 级 评 为“ 微 创 新 ”研

究成果，10 余项被推广运用，多名官兵

因创新成果突出获得表彰奖励。

从粗放到精细，“流
程化”实现保障“最优解”

这几天训练任务繁重，驻地又突降

大雪，飞行保障的难度陡增。

外场值班的王参谋依托场站综合

保 障 信 息 系 统 ，科 学 合 理 地 调 配 各 类

保 障 力 量 。 他 和 场 务 、气 象 等 专 业 保

障 人 员 沟 通 积 雪 清 理 情 况 ，梳 理 飞 行

计 划 中 明 确 的 起 降 架 次 数 ，以 及 起 飞

顺序、挂载弹药种类等信息，逐一输入

保 障 信 息 系 统 ，很 快 生 成 一 套 精 准 化

保障方案。

以往，保障兵力计算主要靠人工测

算，保障人员要根据不同单位、不同天

气，计算人员、装备的不同组合方案，不

仅费时费力，效益还不高。

“ 保 障 长 航 时 、多 机 型 、高 强 度 飞

行 ，科 学 统 筹 谋 划 是 关 键 。”场 站 飞 行

保 障 指 挥 室 王 主 任 介 绍 ，他 们 在 精 准

测 算 保 障 实 力 的 基 础 上 ，集 智 研 发 一

款 能 够 合 理 调 配 人 员 、分 派 装 备 的 信

息系统，运用建模思维，精算保障流程

“最优解”。

保 障 现 场 讲 究 井 然 有 序 ，忌 讳

杂乱无章。为此，他们紧盯指挥调度，

统一保障流程规范，编写《标准作业流

程 手 册》，制 作 保 障 卡 片 ，实 行 按 专 业

带教，读卡操作，确保多个驻训单位同

场组训，职责界面一目了然、资源调配

顺畅自如。

在外场值班室，王参谋正在查看系

统信息，电子显示屏上实时传输数据和

画面。王参谋给记者介绍，系统将各类

追踪信息回传，由系统判断影响飞行安

全的因素。

消除干扰因素后，王参谋又根据当

日道面复查、候鸟驱离的计划安排，对刚

出炉的保障方案进行人工优化，并根据

季节性特点、飞行课目等内容，提醒不同

保障人员注意事项。

“ 系 统 虽 智 能 但 不 是 万 能 ，需 要

我 们 把 它 变 得 更 聪 明 。”王 参 谋 告 诉

记 者 ，系 统 推 广 运 用 后 ，一 直 在 根 据

官 兵 使 用 情 况 改 进 升 级 ，数 据 积 累 尤

显重要。

每次飞行训练开始前，他们都会召

开任务部署会，给保障人员明确需采集

的信息数据，在后续讲评会上汇报，并由

机关汇总、录入系统，逐步摸清多种特殊

情况下的保障方案，让每次任务安排都

能落到“保障末端”。

冬季保障，难度、广度、复杂度都会

有所上升，给保障“供给侧”提出了更高

要求。他们根据保障方案中“算准”的时

间，采用模块化编组、积木式组合的方

式 ，组 成 保 障 小 分 队 迅 速 开 展 保 障 工

作。连人员吃饭、换岗这些日常事务，都

精算到了分钟，最大程度地减少官兵冬

季户外作业时间。

在保障现场，记者看到王参谋还在

不停地向系统内键入数据。已经得到了

“最优解”，为何还要更新完善？

“保障需求是动态变化的，对应的保

障方案‘最优解’也在变化之中，实时调

整才能时时最优。”王参谋说。

从常态到极端，“刻苦
练”提升综合“保障力”

大漠腹地，一支小分队正在执行任

务。面对复杂环境，他们提前做了功课，

然而还是低估了季节性大风天气对野外

保障造成的影响……这次任务之后，场

站党委一班人开始反思。

他们意识到，想要打赢未来战场保

障主动仗，只盯着一般情况远远不够，必

须立足实战，把特殊情况想到、把处置预

案备足。最根本的是要清除保障人员头

脑中的“惯性思维”。

一次应急拉动训练，恰遇寒潮，站领

导借势下达油料紧急输送、机场紧急疏

散、伤员紧急抢救等训练课目。官兵被

打了个“措手不及”，许多专业骨干在“败

绩”面前红了脸、低了头，把复杂情况考

虑周全，成为大家共识。

冬 季 ，在 过 去 是 训 练 淡 季 ，保 障

任 务 相 对 较 轻 。 然 而 ，随 着 实 战 化

训 练 节 奏 加 快 ，冬 季 练 兵 备 战 任 务

不 降 反 增 。 去 年 入 冬 以 来 ，上 级 多

次 组 织 大 项 训 练 ，场 站 保 障 能 力 再

次 面 临 挑 战 。

“打仗不看天气，平时练就极端条件

下的保障‘韧性’，战时才能从容应对外

部环境变化。”一位站领导告诉记者，他

们着眼极端情况，组织各专业领域进行

专攻精练。

在航空弹药分布式保障课目训练现

场，多个单位相关专业保障人员悉数到

场，大家按照事先分工，快速协作完成阵

地开设、装备启封等步骤。

值得注意的是，在航材应急拨付、油

料分布保障等嵌套课目中，记者还看到

了不少地方保障人员的身影。

“极端天气或极端情况下，面对繁重

保障任务，要善于调动一切资源，形成保

障合力。”一名参训负责人介绍，他们依

托大项任务，不同保障专业的应急课目

嵌套展开，培养人员应急情况下的协作

能力，还借助地方优质资源弥补自身的

短板弱项。

翻看该场站与地方运输公司签订的

合同，一条条“补充条款”让记者眼前一

亮。除了冬季极端天气条件下行车注意

事项外，他们还根据不同保障专业规章

要求，明确极端条件下的装卸标准、行驶

速度等细节指标。

“不考虑极端环境，不充分预想预

测，常规条件下保障得再好，也是‘过家

家’。”一项项任务的完成，见证了该场站

“强能”升级之路：针对特殊情况的应急

预案更加贴近实际，极端条件下的预想

更加充分，身处复杂环境的思路更加清

晰……

该场站领导表示，一项保障任务结

束后，他们注重总结经验教训，将“金点

子”“好招法”纳入自身应对极端环境、复

杂条件下的保障要点之中，切实提升保

障能力。

一个高原场站的“强能之路”
■本报记者 张磊峰 通讯员 邓栋之 章 越

西北某地，一夜降雪染白了山巅，山

脚下的机场跑道早已清理完毕。停机坪

上，各类保障车来回穿梭，为即将展开的

飞行任务做准备。

完成保障任务后，西部战区空军某场

站场务连驱鸟技师郭映禄感慨道：“有了新

技术支持，冬季飞行保障任务轻松不少。”

翻看该场站飞行计划，多个单位多种

机型同场组训，占场时间横跨黎明至傍

晚，起降架次近百个……如此繁重的任

务，何来轻松可言？

郭映禄指着跑道说，机场地处多种鸟

类迁徙路线，每年冬季保障中，科学驱鸟

是一道“必答题”。特别是固定时节，鸟群

批次出现，增加了工作难度。

飞 行 前 忙 碌 的 准 备 阶 段 ，郭 映 禄 和

“徒弟”郭治才并未在保障点位观望。他

们一同前往机场导航雷达站，观察雷达数

据，掌握鸟群动态布局。伴随着引擎轰

鸣，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鸟类迁徙

路线跟踪追寻。

场务连李副连长根据无人机实时回传

画面，结合部队飞行任务和鸟类迁徙数据，

通过智能数据平台核算飞行任务时间，尽

量避开鸟群可能抵达的风险区域。

确定后，李副连长按下对应区域的设

备开关，遥控智能化驱鸟设备进行驱赶。

数枚光弹随即升空，鸟群闻声即散，逐渐

飞离影响战鹰起飞的区域。

据介绍，该场站梳理各类保障难点问

题，邀请专家开展难题共解，探索“科技赋

能”路子，研发信息平台，通过采集、分析

数据为保障人员提供处置依据，破解制约

保障力提升的瓶颈阻碍。

李副连长说，过去场务保障主要依托

人工巡查，保障人员需要在各区域执勤、

观察。如今各类保障任务通过新设备收

集数据，在平台完成数据分析，保障模式

更为智能。

完 成 驱 鸟 任 务 后 ，郭 映 禄 掏 出 鸟 情

观察本写下相关情况。记者看到，本子

上 详 细 记 录 着 不 同 季 节 鸟 类 活 动 的 种

类、数量等。

郭 映 禄 说 ，“ 智 能 +”走 上 飞 行 保 障

一线，保障效能提升、精准度更高，但保

障人员的“看家本领”不能丢，还要加强

经验积累和技术学习，为保障力提升贡

献力量。

“智能+”为飞行保障助力
■本报记者 张磊峰 通讯员 章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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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

雪。”冬季，气候严寒，这对于人员身心

状态、装备性能参数都有不小影响。在

民间也有“猫冬”这一说法，就是指为了

避免寒冬侵袭，选择减少活动量，保存

能量、度过冬天。

我们许多部队驻守在雪域边关，冬

季冰天雪地最为常见，但练兵备战不能因

为天冷而降温。越是这种时候，官兵越要

擦亮眼睛、枕戈待旦，为祖国和人民守护

暖冬。在应对冬季保障难题上，要注重转

变思维方式，用科技思维、系统思维、底线

思维这三种思维，推动保障工作从人力到

智力、粗放到精细、常态到极端转变，把资

源用在刀刃上，提高保障效益。

科技思维要训强。科技之变改变

了战争，也改变了冬季保障形式。“手提

肩扛、你推我拽”被逐步淘汰，信息化、

智能化走上战场。冬季，最直接的挑战

就是寒冷，在激扬官兵战斗精神、调动

人的主观能动性基础上，也要善于借助

外力、引入科技，用科技含量提升工作

质量，聚力提升机动保障能力、应急保

障能力、弹药供应能力等核心能力，加

快生成现代化保障能力。

系统思维要树牢。冬季保障工作

千头万绪，哪个都不能懈怠。要统筹推

进，需要很强的系统思维，把优质资源

用到最合适的地方。其中，尤需改变过

去那种不计成本粗放式投入，虽然也能

实现最终保障目的，但代价过大，浪费

严重，不可持续。现在信息智能系统层

出不穷，要积极运用，变“人脑算”为“电

脑算”，把复杂事务算简单、算清楚，方

便各级集约资源、高效保障。

底线思维要培养。冬季战训任务相

对较少，但一旦作战，保障难度成倍增

加。如若想着减缓备战强度、降低保障难

度，被动等着冬天过去，那无异于消极怠

工，祸害深远。要有“战争就在冬天打响”

的观念，多想想如何将冬季保障工作与极

端环境下保障、战时保障等中心任务结合

起来，把条件设难、环境设险、课目设真，

在真打实备中锤炼过硬保障能力。

强化“三种思维”提高保障力
■杨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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