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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来，这是工作室刚完成的项

目。你看，按下这个按钮，这套设备就

变成一个适用于野外环境的便携式电

源……”

记者前脚刚走进第 71 集团军某旅

“张帅伟工作室”，就被技术干部周海军

拽到某型装置前，听他分享刚试验成功

的技术成果。

“ 兵 专 家 工 作 室 ”里 并 非 只 有 兵 ，

而 是 围 绕 某 一 专 业 领 域 研 究 ，荟 萃 了

各类能手，让基层专家集火出击，突破

创 新 难 题 。 技 术 干 部 周 海 军 ，正 是 以

军士张帅伟命名的工作室里的技术骨

干。

记者环顾工作室四周，在一个墙柜

的角落里，找到了这一项目的国家发明

专 利 证 书 。 颁 发 日 期 ：2024 年 2 月 23

日。

距离上一次该旅“王敏兵工作室”获

3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喜讯传来，仅

仅过去一个月。

这不禁让记者好奇，在这接二连三

的喜人成绩单背后，执笔答卷的究竟是

一群怎样的人？

这是一道“超纲题”——

“ 尖 子 生 ”变“ 门 外
汉”，敢不敢从头再来是
对信心决心和能力素质
最直接考验

在 第 71 集 团 军 某 旅 装 备 库 房 ，记

者“偶遇”了被称为“兵专家”的二级军

士长张奇：刚从某驻训场巡修装备归来

的他，两天后又要赶赴某演训地域，收

集装备在对抗训练中“冒着热气儿”的

数据。

前 不 久 ，他 刚 申 报 了 某 技 术 革 新

课 题 ，需 要 到 旅 里 在 不 同 地 域 担 负 演

训任务的火力单元采集数据。接触装

备 多 年 的 张 奇 ，对 各 项 基 本 数 据 早 已

烂熟于心，但他还要“走到每一处演训

场 、看 到 每 一 台 装 备 、记 到 每 一 组 数

据”。这样的习惯，他始终坚持。

这位有着 23 年兵龄的老修理工，手

上布满伤痕。看着记者关切的眼神，张

奇连忙摆手，表示不用在意：“一般可以

戴手套检修装备，但戴着总感觉像医生

隔着衣服把脉，不能找准病灶。我习惯

光着手干，难免有些磕碰。”

部队调整改革后，张奇转岗为某型

武器系统电站维修技师。

“转岗前，我可以拍着胸脯说，同类

型装备没有我排除不了的故障。”转岗

后，面对全新岗位和装备，张奇感觉“遇

到的难题逐渐超纲”，“一下子从‘尖子

生’变‘门外汉’，原本打算继续留队的想

法也变得飘忽不定。”

“就此转业还是从头再来？”一次“败

走麦城”的经历，让张奇打破了心中的犹

豫。

新装备列装后的一次野外驻训，一

辆装备车发生故障“趴窝”，如果不及时

处理便会贻误“战机”。

张奇受命带领班组前出排除故障。

“其实故障原因很简单，但由于对新装备

掌握不透彻，就是找不到故障点。”关键

时刻，厂家修理工及时赶来，5 分钟就让

这台车“起死回生”。

“身在岗位却完不成任务，凭自己现

在的技能素质还有资格上战场吗？”这种

无力感刺痛着骄傲了十几年的老兵，也

让张奇下定决心从头学起。

“要答好这道‘超纲题’，需要超越

自 我 的 勇 气 ，更 需 要 开 辟 新 路 。”张 奇

和 技 术 干 部 张 兵 结 成 对 子 ，展 开 对 新

装 备 的 研 究 。 由 于 新 装 备 仪 器 精 密 ，

缺 乏 实 操 练 手 的 问 题 一 直 困 扰 着 大

家。这对“奇兵组合”决定围绕维修问

题 ，进 行 VR 虚 拟 训 练 系 统 研 发 攻 关 。

他 们 白 天 车 前 车 后 转 ，一 遍 遍 摸 索 问

题；晚上捧着教材研究原理，掌握一项

技术，做一个总结。

一年半后，基于此套训练系统建立

的训练中心，已经成为集团军部队开展

同类型装备骨干集训和技能鉴定的重要

平台。

该 旅 领 导 告 诉 记 者 ，装 备 升 级 换

代 后 ，全 旅 90% 的 官 兵 面 临 转 岗 。 像

张奇和张兵这样，主动对照新战位、新

装 备 需 求 ，寻 求 自 我 突 破 的 并 不 是 个

例——

当时还是中士的王天祥，自主研发

了数据连接设备，将模拟战场态势直接

传输到指挥平台，打破了新老装备数据

共享壁垒。

三级军士长亓文涛作为集团军标图

专业“首席教练员”，单位重组后，他与战

友自主研发出某型电子标绘系统，依托

电脑进行快速标绘和参数计算，效率得

到提升……

如果说，这群“兵专家”是“星火”，那

么，旅党委对官兵首创精神的尊重和爱

护，就是让全旅技术革新呈现“燎原”之

势的“东风”。

这是一道“多选题”——

从“一点星火”到“满
天星辰”，激活群众性创
新活力是关键

“一把扳手的革新”为何能引起旅党

委重视？

“兵专家工作室”组建之初，革新什

么？盯着什么革新？是搞“高精尖”还是

搞“低满小”？不少官兵意见不一。

随后发生的一件小事，打破了“迷

茫”局面——

张奇带领工作室骨干，改进了某型

扳手，将某设备原本需要几分钟完成的

拆 卸 时 间 缩 短 为 几 十 秒 ，经 过 机 关 论

证，报旅党委研究后，得到全旅推广。

一把扳手的故事，在官兵之间引发

热议：“没想到一件小工具也能做大文

章。”

基层创新，不问学历高低，但求千

帆 竞 发 ；不 问 项 目 大 小 ，惟 愿 百 舸 争

流。为了打破开展科研创新“不敢做”

“怕出错”的思想枷锁，该旅不断建立健

全激励机制、容错机制，对取得创新成

果的官兵给予相应奖励，宽容对待因缺

乏经验、客观条件不成熟等因素导致的

失误。

在旅党委的支持下，类似“一个指示

灯”“一个旋钮”的创新故事不断涌现。

随着投身创新的官兵越来越多，原本“静

默”的水面泛起涟漪。创新内容不断拓

展，一项项革新成果也从原来的“扳手”

“指示灯”拓展到“数据模块”“打法战法”

“训练平台”。

“提升战斗力，官兵的每一点思想

火花都值得尊重。”该旅领导告诉记者，

“成立‘兵专家工作室’并不是挂名字、

图彩头，是为了发挥尖子能手的引擎、

酵 母 作 用 ，从 而 带 动 一 片 。 这 是 一 道

‘多选题’。”

张帅伟所在的某防空营是改革调整

后新组建的单位，官兵大多转岗、转隶而

来，专业基础薄弱。报到刚满一周，营长

找到张帅伟，通知他从连队班长岗位调

整到营部技术室。

当时，营部技术室面临人才荒：编配

的工程师没一个专业对口。已有的两名

技师，一个出自修理专业，一个是原炮兵

班班长。刚成立的一段时间，技术室几

乎“死气沉沉”。

为了鼓励官兵围绕战法训法创新、

装备器材革新等方面展开探索研究，旅

队 以 官 兵 名 字 命 名 成 立“ 兵 专 家 工 作

室”，“张帅伟工作室”应运而生。恰逢单

位列装某新型装备，为摸清每次训练的

成绩底数，张帅伟与工作室成员一起攻

关。

在研究过程中，营部技术室的面貌

焕然一新。原本专业不对口的 3 名工程

师一边学习新的专业理论，一边“组团”

执行维修任务。张帅伟带动大家边调

试、边维修、边革新，最终成功研发出某

型专业设备。

当年年底考评，经该技术室检修的

装备，被考核组一致认为技战术水平保

持最佳。营长从旅领导手中捧回了“装

备管理先进单位”的锦旗。后来，该旅组

织官兵专业等级评定，该技术室人员全

部顺利通过。

不 久 后 ，部 队 配 发 某 新 型 雷 达 装

备。为了弄懂雷达干扰信号工作原理，

他们找出上百张装备图纸，研究装备内

部构造、运行原理和工作流程。经过数

月探索，他们围绕该型雷达装备的典型

故障问题，梳理编写的《装备故障问题手

册汇编》被院校选作教材，兄弟部队纷纷

借鉴学习。

如 今 ，“ 张 帅 伟 工 作 室 ”已 经 培 养

出 20 余 名 专 业 人 才 ，其 中 多 名 走 上 技

师 岗 位 。 从“ 一 点 星 火 ”到“ 满 天 星

辰”，该旅“兵专家工作室”已经增加至

11 个 ，百 余 名 成 员 正 活 跃 在 各 自 岗 位

上 ，为 全 旅 战 斗 力 提 升 发 挥 着“ 智 囊

团”作用。

这是一道“必答题”——

与其站在别人肩膀
上，不如努力奋斗自己成
为那个肩膀

创新驱动力＝外推力+内动力。

这是“王敏兵工作室”成员张驰总结

出的一个算式。

“内动力是关键。”正是内心对技术

创新始终保持干劲，让这位技术干部在

一年之内连获国家专利。

一年前，恰逢新装备列装，张驰随

营队转隶至该旅。得知旅里为鼓励基

层自主创新，成立了一批“兵专家工作

室”，张驰第一时间报名“加盟”了“王敏

兵工作室”。

作家茨维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

写道：“人类的历史是由伟大人物在某一

刻创造的，那一刻是一个决定性的瞬间，

也是一个闪耀的瞬间。”

其实在张驰看来，每个人的一生，都

有这样的瞬间。对于张驰来说，这个瞬间

源于现代战争中的一个新闻画面。作为

军人，张驰忍不住将自己代入，他意识到，

技术创新是打好现代战争的必答题。

“这一研究是新领域新问题。与其站

在别人肩膀上，不如努力奋斗自己成为那

个肩膀。”选定研究方向时，张驰壮志凌

云。

作为之前从未涉足相关领域研究的

技术干部，想挑战顶级难题，能做到吗？

许多人在心里打起了问号。

很快，战友们发现，张驰做研究时的

状态“确实不一样”——

为了学透装备原理，他利用所有休

假时间，参加各种和装备相关的论坛峰

会，到厂家院校观摩学习；驻训期间，他

围绕射击课题展开攻关，为了验证新装

备的极限效能，申请将考核难度成倍提

高……

随着一项项成果得到验证，张驰带

头研究的某新型装备领域，经历了从跟

训学习到推动研发的跨越。

相比于张驰的内动力，更多人的紧

迫感来自外推力：“将来我们研发的战

法、装备要在战场上检验，好不好用，要

用战友和自己的生命去验证。”

野外驻训中，张帅伟每天盯着雷达显

控屏研究各型装备信号参数，连续 2个月

超负荷工作，他成功填补了一项全军训练

数据空白。

为了让 VR 虚拟系统更贴近实际，张

奇自学建模教程，将 400多个零部件逐一

测量描绘，用 1∶1的比例仿真建模，并投入

使用。

刚刚从上级组织的论坛交流会现场

回来的张驰，和记者打了个照面后，又将

奔赴某研究院，投入到某新型装备的研

发工作中。

“以前，是我们追着专家教授请教学

习，如今是他们请我们参与装备研发，这

也算一种逆袭吧。”张驰拿着一张张函报

说，前段时间，他们先后迎来了 10 余所

厂家院校的参观研讨队。

日复一日的努力中，他们已经成为

各自专业领域的“行业大拿”、兄弟单位

的“巨人肩膀”、厂家院校的“基层老师”。

记者看到，在工作室里挑灯夜战、在

演训场上创新求索的“草根专家”们，正

在张开双臂，拥抱属于他们的“黄金时

代”。

基 层 专 家 走 向 创 新 前 沿
■本报记者 危乔巧 胡云艳 通讯员 薛维高

凌晨 4 点，第 71 集团军某旅二级上

士古智强掀开帐篷的门帘，海风迎面而

来。面向大海吹着风，古智强的头脑瞬

间清醒。

海面波光粼粼，古智强的心里也泛

起涟漪：“按照理论来说，这套战法完全

可行，但为什么一直是‘无效抗击’？”“论

证又失败了，继续下去可行吗？”

回答他的，是空旷四野下的海浪声声。

困惑和自问，在 4 年前，也曾交织在

古智强心头——

当时，旅队装备升级换代，古智强从

一名普通炮手转岗成为某新型武器系统

操作手。

“你的岗位是全营的‘眼睛’和‘大

脑’！”那段时间，他的大脑像雷达一样，

搜索研学着一切相关的专业知识。每

晚，他总是第一个进学习室，最后一个回

宿舍休息。

一个月后，古智强带领全班一举包

揽该型武器系统专业训练的 4 项第一。

不久后，该旅为鼓励官兵投身训练创新，

决定以官兵名字命名成立“兵专家工作

室”。“古智强工作室”第一个组建成立。

古智强钻研新装备的劲头更足了。

他先后围绕新装备组训教学、协同操作

等方面总结出多个手册，并作为辅助教

材在全旅推广。随即，古智强又把目光

聚焦到武器系统的编组协同作业和性能

的摸边探底上。

那 段 时 间 ，古 智 强 索 性 将 工 作 室

“搬”到了训练场上的武器方舱。白天围

着装备记录研究数据，晚上在方舱里梳

理总结。

经过数千组数据对比和几百次模拟

训练，他带领班组将开机、搜捕、发射一

整套流程的耗时大大缩短。

新装备列装后，他跟随单位参加上

级组织的跨区演练。面对导演部随机下

达的实弹射击课题，古智强从多个干扰

项中，成功捕捉住目标，将其击落。

参加演练的专家们竖起大拇指——

古智强所在班组，创下同类型装备实弹

射击搜捕用时最短和打击距离最远两项

纪录。

如今，为了攻克新的研究课题，古智

强又将工作室从营区“搬”到了驻训地。

这已经是工作室的第三次搬迁了。一顶

帐篷、一套桌椅、一盏台灯，伴随古智强

和战友们继续埋头钻研。

条件简陋，心却更加纯粹……

思绪回到当下，古智强扭过头，看着

帐篷里散落一桌的资料，他坚信：工作室

离一线越近，创新成果对战斗力贡献率

就越高。只要聚焦前沿，这盏微弱的灯

光下，终会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 兵 专 家 工 作 室 ”的 灯 光
■本报记者 危乔巧 胡云艳 通讯员 薛维高

新闻样本

特 稿

“兵专家工作室”成果显威

演训场。

图①：高炮拦截低空目标。

图②：检修装备。

图③：讲解装备维护保养

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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