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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

精神是我国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

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不忘初

心、不移其志、不改本真，在捍卫国家荣

光、挺起民族脊梁的艰难求索中，熔铸

起一座座精神丰碑。

钱学森，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树立

了一座丰碑。他那熠熠生辉的学术思

想和崇高品格，正是科学家精神的集中

体现，激励着新时代军队青年科研工作

者勇攀高峰。

科研工作者最大的精神动力来自

对国家、对民族的真挚情感，来自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强烈的使

命担当。钱学森曾说：“我作为一名中

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

民服务。”这种忠诚信仰，是新时代科学

家精神的灵魂和底色。军事科研工作

者肩负着强国强军的神圣使命，更应心

怀“国之大者”，深刻认识自己所从事的

工作对国家、民族、军队的重要性，始终

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努力把

科研报告写在一线战位，把科研成果植

入实战场景。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赢

得主动、赢得未来的关键变量。钱学森

敢于突破传统思维，勇于探索未知领

域，提出许多创新性理论和方法，推动

我国科技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当今

世界，军事领域的大国博弈、科技竞争

最为激烈，也最需要活力。在战争形态

加速向智能演进的形势下，抢不到先机

就站不上高地，抓不住窗口就达不成超

越。军事科研工作者必须视创新为生

命，勇于探索，紧紧扭住关键核心技术

求突破，在攻坚克难、接受挑战中不断

开辟新领域、解决新问题，为提高部队

战斗力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科学研究是持之以恒的事业，只有

静心笃志、肯下苦功，才能创造出一流

科研成果。翻开我军科技发展的历史

画卷，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

们呕心沥血、勤奋钻研，几十年如一日

地忘我工作。“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北

斗工程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成功背后，

有一大批科研人员默默付出。选择了

军事科研工作，就意味着踏上了一条艰

辛的求索之路。面对现实生活中各种

名利诱惑，尤其要破除急功近利、心浮

气躁的思想情绪，正确处理好义与利、

得与失的关系，推动军事科研事业开新

图强。

科学无止境，精神永流传。科技强

军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军事科研工作

者必须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强

化使命担当，锐意创新进取，以冲刺的

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在科学家精神的感召下砥砺奋进
■耿国桐

锐 视 点

军事科学院某中心科研人员在“钱学森资料室”研讨交流。 金大朝摄

这里有值得托付一
生的事业平台

柔和的灯光洒落在“钱学森资料室”

里，博士吕飞缓缓踱步其中。

在钱学森先生的一幅画像前，他停

下脚步，久久凝望，眼神中充满敬仰。

照片中，钱老目光坚定，仿佛穿越时

空，与这位年轻的后辈对视。

吕飞出生于一个军工家庭，他的父

亲对军事技术革新有着近乎执拗的追

求，甚至在儿子出生时打算给他取名叫

“吕科研”。

这个名字，成为吕飞和妈妈多年的

笑料。然而，吕飞起初并没有按照父亲

的设想从事军事科研工作。博士毕业

后，他与人合作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并

成功上市。那时，“赚钱”成为这名年轻

人生活的主旋律。

这一切，因为一个电话而改变。“我们

这里有个岗位非常适合你，要不要考虑一

下？方便的时候过来看看吧。”打电话的

是军事科学院某中心研究员白晓颖。

这个电话，触动了吕飞深藏多年的军

旅情结。这名年轻人站到了十字路口：一

边是年薪百万和上市公司副总的头衔，一

边是父亲的期盼和一直向往的科研沃土。

加入军事科学院某中心成为文职人

员之前，有一次正式的面谈。正是这次

面谈，让吕飞第一次有机会走进了钱老

归国后在军队工作的第一间办公室。

吕飞缓缓抬起手，轻轻抚摸着展柜

的玻璃，仿佛触摸着钱老的精神脉搏。

资料室里展示的那一篇篇手稿、一

部部论著、一个个成果，如同盏盏明灯，

照亮了一名年轻科研人员前行的道路，

一颗驿动不已的心，终于在这里找到了

归属。

穿上“孔雀蓝”，吕飞的才华和能力

很快被认可。某研究成果在一线部队试

应用后，受到该部官兵的好评，更让他信

心倍增，干劲满满。

今年初，作为优秀文职人员代表，吕

飞参加了军事科学院组织的演讲比赛，以

《换羽“孔雀蓝”圆梦再启航》为题，和大家

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获得第一名后，

他激动地拨通电话，骄傲地向父亲报喜。

逐光而行，在钱学森的感召下加入军

事科研队伍的青年英才，不止吕飞一个。

营院里一个不起眼的楼门口，一块

金色的铜匾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钱

学森同志办公室。

楼前，一名摄影师正给一对双胞胎姐

妹取景拍照。“我们要选一张最漂亮的寄

回家，让爸爸妈妈知道，我们在钱学森曾

工作过的地方工作，他们一定会为我们感

到骄傲。”姐姐蔡君和妹妹蔡蓉兴奋地说。

2016 年，姐姐蔡君带着对科学巨匠

钱学森的无比崇敬，来到这座营院，将全

部热情投入科研工作，很快成为单位业

务骨干。后来，姐姐考取北大博士，毕业

后又回到这里的博士后工作站深造；妹

妹紧随其后，通过文职人员招考，成为该

中心的一员。

几年来，姐妹俩尽情施展才华，承担

多项重大科研项目，撰写出多篇高质量研

究报告，为推动军事科研创新发展贡献聪

明才智。她们说：“这里是我们圆梦的地

方，这里有值得托付一生的事业平台。”

闪光的“金句”启迪
着前来参观的每一个人

那年毕业季，一场名为“逐梦强军”

的校园招聘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火热进

行，博士李亮参加了招聘会。

台上，从清华大学教授“跳槽”到军事

科学院某中心的文职研究员白晓颖，正在

分享自己科研为战、科技强军的心得。

良禽择木而栖。李亮如愿加入这艘

“军事科研航母”，成为一名文职人员。

当时，他所在研究室将某前沿技术作为

重点研究方向，一支新技术“青年突击

队”应运而生。

有幸成为“青年突击队”的一员，李

亮既兴奋又忐忑。新技术如何为传统军

事科研赋能？研发工作千头万绪、充满

未知。李亮和团队成员广泛收集前沿动

态、考察走访、组织学术交流，不停地研

讨、探寻、尝试。

在“钱学森资料室”查阅有关文献

时，一部部反映钱老学术思想的论著、专

辑、书信集引起李亮的极大兴趣，其中一

段是这样阐述的——

要用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方法……

得有一个框架，有一个模型……有了模型

以后，再把搜集到的点滴资料输入到这个

模型里头去，全貌就出来了。

读到此处，基于对人工智能技术的

认识与理解，李亮心中豁然开朗：这不就

是我们要找的“药方”吗！

李亮和团队成员开始着手某模型设

计研发。他们利用单位军事数据资源方面

的优势，紧密围绕国防科技与军事理论领

域智能化研究需求，确定技术路线，展开联

合攻关，先后突破多项工程技术难题。

某部应用部署该模型后，实现了数

据的快速查询和智能分析，大幅提升了

部队的作业效率。

“真正的人工智能，是人的大脑的高

层次的活动”“系统本身与系统周围的环

境有物质的交换、能量的交换，所以是开

放的”……

“钱学森资料室”展示着钱老深邃的

学术思想，这些闪光的“金句”启迪着前

来参观的每一个人。军事科学院某中心

科研人员田海便是其中一员。

深秋的辽东半岛，阴风冷雨，田海随科

研团队刚到部队，便一头扎进控制室和设

备间，一边操作仪器，一边询问设备使用情

况，以期尽快找到影响系统运行的“病灶”。

经过检测，田海发现，该系统有几个

内控程序兼容性较差，一旦信息量过载，

就会因算力不足导致宕机。

田海清楚，如果只是给系统打个“补

丁”，操作相对简单，但系统卡顿甚至崩溃

的风险始终存在。最好的办法，是走一条

新的技术路线。经过一番讨论，团队成员

敲定了技术难度更大的第二套方案。

他们决定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实现对作战数据的快速响应。难题接踵

而来，困难程度远远超过预期。经过连续

多日的调整测试仍然无法攻克难关，研发

似乎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

“ 钱 老 曾 说 过 ，真 正 的 人 工 智 能 ，

是人的大脑的高层次的活动。”田海一边

回味着钱学森的话，一边向战友们讲出

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换个思路，换种

办法……”

于是，他们决定围绕数据技术的需

求与应用，全流程参与实演实训的指控

运行。同时，他们将一线部队的作战指

挥人员吸纳到研发团队，从而实现“科研

人员进入作战指挥链、指挥人员进入科

技创新链”的互融互促。

接下来，帐篷成为他们的“战场”。

白天，田海和团队成员到一线搜集实时

数据，摸准作战指挥流程中各个细节；晚

上，他们挑灯夜战，梳理分析问题症结，

一遍遍编写修订程序代码。

经过不懈努力，系统的“病灶”一个

个被拔掉，焕发出新的活力。部队指挥

员向田海和战友们竖起大拇指：“科研人

员辛苦了，感谢你们！”

奋斗，就要像钱学森
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那
样挑战不可能

9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 1 发

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

确落入预定海域。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一落，让

人们再次缅怀“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巨

匠——“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与此同时，在钱学森曾经工作过的

一处营院中，一场“新时代奋斗观”大讨

论正在火热展开。“奋斗，就要像钱学森

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那样挑战不可能！”

军事科学院某中心文职人员雷微分享了

自己的一段经历——

那年，雷微所在团队接到了限时完

成某网信数据平台升级的任务。

这项任务，难就难在要把多个不同

厂家、不同型号的存储设备融为一体、共

享信息，而且数据整体迁移过程中，不能

影响现有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一名业内专家称，这种数据的“无感

迁移”就像把人的脑袋在不知不觉中移

植到另一个躯体上，需要做的工作相当

复杂，行业内尚无经验可借鉴。

“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工作量，

几乎不可能！”与会专家纷纷摇起了头。

会后，雷微的脚步不知不觉踱到了

“钱学森资料室”门口。前不久，他和战

友们刚刚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

此刻，资料室讲解员充满激情的话

语仿佛在他耳畔再次响起：“新中国成立

不久，一穷二白，面对资金短缺、设备落

后的困境，钱学森带领广大科研人员，克

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挑战一个个不

可能，在航天和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创造

了无数个第一……”

“我也要挑战这个不可能！”倔强的

雷微暗下决心。

数据迁移的过程痛苦而漫长。初冬

雪夜，刚刚结束一个科研会议的雷微接

到报警信号，便与团队成员顶风冒雪走

向数据中心冷却机房。

那是数据中心建成后首次经历低温

考验。雷微忧心忡忡登上冷却塔，检查

机组工作状态。如果液冷设备内外温差

过大，设备内部形成的凝露过多流到电

路板上，损失不可估量。

细 心 清 理 过 凝 露 后 ，警 报 仍 未 解

除。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大家一时没有

头绪。雷微开始逐一查看数据运行情

况，发现控制柜里密密麻麻的控制线中，

有几根指标显示异常。他立刻进行调

试，果然这就是问题所在。伴随着信号

灯有节律地闪烁，大家终于长舒了一口

气。此时已经是凌晨 2 点。

今年，参加军事科学院“高原边防

行”活动归来后，科研人员程远明迫切地

想为提高基层部队信息化建设做点事

情，于是他主动请缨参加某演练。

一次，程远明遇到一个科研难题。

“实验室里运行得很好，为何实际应用起

来就困难重重？”他满脑子都是问号，频

繁与一线业务人员对接，激发设计灵感

的同时争取更多资源。

随着问号一个个被拉直，程远明越

来越意识到：技术赋能，不仅需要智能化

前沿技术的有效牵引，更需要结合备战

打仗的实际需求。科研骨干应当走出实

验室，与技术人员和一线官兵深度捆绑，

扑下身子“泡”在数据里。

这些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人

力，通用性却不强，是一些科研人员眼中

“发不了高水平论文、出不了像样成果”

的苦活累活。

有人问程远明，为什么心甘情愿投

身这项工作，他回答：“我们整理钱老的

书稿时发现，他经常提到‘科学最重、名

利最轻’。对我们青年科研人员而言，当

科技强军的使命摆在面前，理应坚定地

扛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它，不在意明

天谁能记住我、我将成为谁。”

外 派 到 某 部 工 作 的 博 士 高 强 ，用

近 3 年时间持续攻关，完成某实验室操

作 系 统 开 发 任 务 。 他 用 实 际 行 动 ，向

钱老远赴戈壁荒漠“大干一百天”的壮

举致敬。

年 轻 科 研 人 员 何 洁 ，学 习 钱 老 对

待 任 何 工 作 都“ 不 留 瑕 疵 ”的 精 神 境

界 ，精 益 求 精 完 成 修 复 珍 贵 兵 书 典 籍

的工作……

钱学森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

着一代代青年科技人员矢志强军报国，

向军事科研新高地发起冲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

化名）

走进“钱学森资料室”的年轻人
■马 丹 刘雪涛 本报特约记者 魏 寅

北京，某营院，一间资料室里。

一群青年军官专注地凝视着一封钱

学森手书信件——

“希望你们继续弘扬‘两弹一星’精

神，努力开创我国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

装备发展的新局面，再创辉煌。”

钱老生前最后一任秘书李明告诉大

家：“这封信，就是钱老专门写给咱们单

位的。”

这里，是钱学森先生归国后在军队

工作的第一个办公场所，科学巨匠的红

色基因和思想火种在这里代代相传。

如今，这间位于军事科学院某中心的

“钱学森资料室”，收藏着钱老生前大量的

文稿、论著、手记、书信等珍贵史料，这封

钱老“写给未来的信”，只是其中之一。

李明介绍说：“因为钱学森先生严谨

细致的工作生活习惯，使他一生的工作

手稿、书信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这才有了

这间资料室。”

李明担任起“钱学森资料室”的义务

讲解员。平日里，他精心照料着这个“精

神宝库”；每有来访参观的人员，他就和

大家一起交流，回忆自己陪伴钱老工作

和生活的难忘经历。

“钱老在世时经常对我们说，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现在接力棒传给你们

了，你们应当担起应有的责任。”李明满

怀深情地说。

如今，这个资料室不仅是科研人员

查阅科技文献、产生创新灵感的智慧殿

堂，也成为汲取钱学森学术思想、弘扬新

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教育基地。

眼前这群年轻军官，是军事科学院首

批“高原边防行”活动的参与者。不久前，

他们到大漠边关开展部队科研需求调研。

参观“钱学森资料室”，这群心怀理

想的年轻人说：“军事科研理技融合发展

的阶梯上，一定会留下我们的足迹；赋能

备战打仗的智能化系统中，一定会凝聚

我们的智慧。”

初冬时节，正值钱老逝世 15 周年之

际，军事科学院某中心的科研人员代表，

专程赶到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家中拜访。

76 岁的钱永刚教授寄语青年科研

人员：“年轻一代军事科技工作者应该牢

记使命责任，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

神，自觉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的生

动实践，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探索攀登、

逐光而行，为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近年来，一批又一批年轻军事科研人

员带着梦想和信念，走进“钱学森资料

室”。他们汇聚于此，近距离感受科学巨匠

的学术思想和精神品格，汲取着科研为战

的奋斗动力，又带着决心和力量奔赴战位。

感悟“一封写给未来的信”
■刘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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