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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似乎离基层很远，实则也在基

层之中。这是陆军某旅修理二连孙连

长，到连队任职后的切身感受。

那年，孙连长刚到连队任职时，发现

技术骨干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技术难题，

三级军士长李飞是连队最年长的兵，也

是讨论的“召集人”。大家相约在一个仓

库，定期对新课题展开攻关，思想火花的

碰撞，让一个个“金点子”争相涌现。

初到基层，连队活跃的创新氛围让

孙连长惊喜。渐渐地，他萌生成立创新

工作室的想法。一年后，孙连长把技术

骨干召集到一起商议，从维修室中挑选

一间作为创新工作室。

不 久 ，“ 金 扳 手 创 新 工 作 室 ”正 式

成立。

“基层是一座创新的‘富矿’，很多

战士都能成为闪耀的‘金子’。”望着挂

在墙上的牌匾，孙连长信心满满。从老

兵的维修日志到成立创新工作室，每个

人 都 在 这 条 创 新 之 路 上 留 下 跋 涉 的

足迹。

别管能不能成功，哪
怕 只 有 一 点 希 望 都 要
试试

走进“金扳手创新工作室”，迎面的

展柜中摆放着不少创新成果，其中一个

泛黄的笔记本格外显眼——这就是凝结

着全连骨干智慧、记录着“金扳手们”心

血的维修日志。

李飞是日志最初的记录者。

对于这本日志，他如数家珍：“这本

日志传承了 7 年，记录了 7 年，是全连战

友的智慧集纳、基层的‘技术宝典’。”

为何说它是一本“宝典”？新兵下

连，这本日志是重要的“辅导书”。大到

装备类型、小到零部件结构，官兵在维修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大多能从日志

中找到“解题思路”。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技术骨干

眼中，这是一本“实用手册”：每一项成果

的种类项目、参与成员、应用情况等内

容，都能在日志中找到。

翻开日志的某一页，一行字引人注

目：“项目名称：某型修理方舱加改装方

案 ；发 明 人 ：李 响 。”这 个 故 事 还 要 从

2017 年讲起。

该旅在改革大潮中组建，修理二连

成员来自 10 多个单位，多数是原单位技

术骨干，调整组建后如何形成合力、人尽

其才，上下关注较多、基层思考也多。

组建不久，全旅野外驻训，该连随队

奔赴驻训点。

“咱连装备总出问题，请专家来把把

脉吧！”当时，旅队刚完成新装备列装，官

兵在操作新装备时常遇到拿不准的难

题，便向该连求助……时任连长回忆，那

段日子，连队官兵经常去兄弟单位执行

维修保障任务。

“新装备出现小毛病，是否存在维修

质效不高的问题呢？”时任连长内心有着

担忧。不久，他召集全连技术骨干召开

碰头会。

“问题不大，但故障率确实高”“前脚

刚修好，后脚又出现问题”……骨干们你

一言我一语，大家的认知基本一致：归根

结底，还是要提升技术能力。

时任连长在交流中了解到一个现象：

在维修复杂部件时，各连队都有“小诀窍”，

普通战士的“金点子”往往能发挥大作用。

“技术堵点怎么破、难题怎么解，能

不能通过自己的创新来解决？”时任连长

让李飞将大家的创新点子，补充到维修

日志中。

“创新那么难，靠我们这两把刷子能

行吗？”接下来的创新实践中，大家屡次

受挫，有人感到信心不足。三级军士长

李响鼓励大家：“别管能不能成功，哪怕

只有一点希望都要试试。”

深夜，李飞、李响等技术骨干带着

几名战士围绕一个模型热烈讨论。时

任连长悄悄推开门，又悄悄退出去，他

知道，连队的“创新发动机”已经运转起

来了。

这年冬天，李飞研发的“某型电台维

修便捷支架”、李响研发的“某型修理方

舱加改装方案”通过上级检验。

要完成从“0”到“1”
的突破，不能靠单打独斗

前不久，在前往某驻训地的列车上，

二级军士长向平抓住点滴时间修改一份

即将申报专利的项目书。向平笑着说：

“这已经是工作室今年申报的第 4 个项

目，一旦获批，我们将组织多名技术骨

干，对这一难题展开攻关。”

创新工作室成立初期，大家只是将

“金点子”收集起来，骨干们也是各自分

管不同的业务领域，很少组成“攻关团

队”对复杂难题展开攻关。

一次，带头攻关某新型装备零件的

向平，已经连续多日待在创新工作室。

下士李忠梁到创新工作室来传达通

知，碰巧看到向平正在研究模型。大学

学习机械专业的他，认真看完图纸后，当

即提出一个研究思路，这让向平茅塞顿

开。最终，他们合力将这一难题攻克。

“要完成从‘0’到‘1’的突破，不能

靠单打独斗。”这次新型装备零件的研

发过程，让孙连长意识到，创新是一个

博采众长、集智共享的过程，只有让更

多 人 才 和 技 术 参 与 进 来 ，成 果 才 会 不

断涌现。

李飞在某型检修设备研发中遇到困

难，带领团队在网上查找资料，得到一定

启发。

“何不借力地方科技资源？”项目呈

报结束后，李飞在连队支持下，千里迢迢

赴院校和科研院所学习，购置大批书籍

和网课。大量的知识补充，让他的思路

开阔了很多，难题也在抽丝剥茧中解决。

他们还积极与地方院校建立联系，

组建编外“创新智囊团”，拓展官兵视野，

提升工作室的创新能力。

“随着创新人才的涌现、创新思维的

拓 展 ，课 题 研 究 进 度 不 断 加 快 。”孙 连

长说。

如今，创新工作室已拥有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3 项，战法创新、维修改造等成

果 11 项，还有多项技术成果正在申请专

利。越来越多的官兵加入创新工作室学

习新技术、大胆搞创新，科研氛围愈加

浓厚。

打仗需求就是探索
方向，要让成果转化为战
斗力

前不久，该旅组织长途机动训练，一

台运输车突发故障，李响带领机动保障

组借助自主改进的“维修工具包”，很快

完成受损零部件拆换。

“如今，创新工作室的多项成果成功

应用于备战实践。”翻开维修日志，指着

上面用红蓝笔进行的标注，孙连长向记

者介绍，他们对每一项成果的效果、范

围、改进意见都详细标注，每一次标注都

是一次再学习、再回炉。

去年，“维修工具包”立项后，为推动

迭代升级，孙连长曾向旅党委争取了一

次配发各修理分队试用的机会。让人意

想不到的是，这款工具包的“出场率”“使

用 率 ”并 不 高 ，有 的 分 队 甚 至 未 打 开

包装。

创新成果缘何遭“冷落”？

孙连长走访兄弟单位了解到，该工

具包属于“初代产品”，虽然拓展了部分

技术功能，但一些零件的原有功能受到

影响，导致这些工具没有发挥优势。

“创新工作室必须与时俱进，创新成

果应符合打仗需求，只有经过战场考验、

助力打赢，装备才更具生命力，我们的研

究才有意义。”对此，孙连长态度坚定：创

新是战斗力提升的有效手段，必须坚持

下去！

“降低操作难度，确保在战场环境下

快速操作……”随后，孙连长带领“金扳

手们”向新的创新目标发起冲锋。

这一次，他们尝试在使用过程中调

整方案，收集官兵意见并同步改进；将研

发过程放缓，与演训任务保持一致；不再

局限于“室内实验”“装备场实验”，在演

训一线反复检验……

经过多轮改进，他们推出第二代“维

修工具包”，简单易操作，受到战友点赞。

“打仗需求就是探索方向，要让成果

转化为战斗力。”孙连长说，创新工作室

的目标是，从打仗需求出发，着眼官兵使

用效果，让创新成果推动战斗力升级。

一次演训中，某指挥所进行战场转

移，因受“敌”复杂电磁袭扰，导致多台通

信装备出现“故障”。此时，通信装备修

理分队远在数十公里外。

远水难解近渴，怎么办？此时，通信

分队班长莫文康使用李飞研发的某型通

信装备维修器材检修故障，帮助指挥所

恢复通联能力。

创新成果得到兄弟单位认可，李飞

感到获得感满满。来不及享受研发成果

服务于战斗力的喜悦，他第一时间赶到

任 务 官 兵 身 边 ，收 集 使 用 感 受 和 意 见

建议。

回 顾 创 新 工 作 室 一 路 走 来 的 经

历，看着一个个创新成果落地生根、开

花 结 果 ，孙 连 长 感 慨 万 千 。 握 着 那 本

维 修 日 志 ，面 对 下 一 步 信 息 技 术 含 量

更 高 的 研 发 项 目 ，他 感 到 一 种 本 领

恐慌。

创新无止境。随着装备更新换代和

作战样式不断迭代，还有更多难关等着

“金扳手们”突围——“金扳手创新工作

室”将继续冲锋，迎接更多挑战。

“金扳手创新工作室”的故事
■陆钰栋 张子庚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夜深人静，装甲车内，陆军某旅修理

二连“金扳手创新工作室”成员、三级军

士长李飞头戴探照灯，在狭小的乘员舱

内调试电台，不时拿起日记本写写画画。

李飞手中的日记，扉页已泛黄，每一

页都写满了字。李飞告诉笔者，这本涵

盖装备原理、连接图示、故障处理方法等

内容的日记，记录着他的维修心得，见证

了他和战友创新攻关的心路历程，成为

连队的维修日志。

李飞说，不久，这本日记就要被送往

院校，相关内容将整理成册，成为某型装

备教学手册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基层一线的维修经验，也能成为院

校教材。喜讯传来，“金扳手创新工作

室”的战友激动不已。随着送审时间的

临近，他们抓紧修改梳理日志，将最新研

究项目的细节和结论补充进去。

作为日志的“初录者”，李飞加班加点

完善核准数据，让这本日志的“含金量”更

高：“细节越多、数据越准，这本日志内容

越有说服力，对战斗力的贡献就越大。”

这 本 维 修 日 志 ，诞 生 于 7 年 前 的

元旦。

一次维修保障任务完成后，李飞将

任务实践中收获的“金点子”记录在日记

本上。在扉页，他这样写道：“从‘一个点

子’到‘N 个点子’，能不能琢磨出来‘金

点子’，先摸索一下再说。”

这一摸索就是几年。这期间，李飞

牵头完成 1 项陆军装备维修科学研究与

改革项目研发课题，拥有 1 项外观设计

专利、3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多种保

障战法创新成果。坚守维修岗位数千个

日夜，书写数万字日记，他也逐渐成长为

“技术能手”。

独行快，众行远。在基层一线，每个

岗位都是战斗力链条上的一环。随着日

志内容的完善，越来越多的战友加入技

术革新的队伍。连队定期组织“创新能

手”共同探索新项目，厚植基层创新土

壤，这本日志也成为整个团队的成果。

在一次研究讨论中，大家决定成立创

新工作室。连队主官提议：“谁先实现创新

‘破冰’，工作室就以谁的名字命名。”

不久，李飞拿下全旅第一项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他却不要这个“命名的荣

誉”：“众人拾柴火焰高，咱连有这么多

‘金扳手’，人人都出力，才会有更多‘金

点子’，创新工作室属于全体队员，咱就

叫它‘金扳手’！”

不久，“金扳手创新工作室”在连队

挂牌。每天的课余时间，常有战友带着

他们的“金点子”敲门，给工作室注入新

的创新活力。

结束手头工作，李飞合上日记本、背

着工具包，走出工作室大门。月光照在

“金扳手创新工作室”的牌匾上，一行烫

金小字引人注目：“服务打仗，保障打赢，

创新无限。”

连队维修日志纳入院校教材
■陆钰栋 张子庚

记者调查

创新，是一次寻找答案的旅程。

那年，我有幸成为修理二连的指

导员。初到连队，每个人都在保障任

务和创新课题上忙碌着，我感觉和连

队的创新氛围“格格不入”。

消 解 疏 离 感 ， 彻 底 融 入 这 个 集

体，我做了许多努力。

我到连队那一年，某型装备的保

障遇到技术瓶颈，久攻不下，官兵开

始怀疑当初的攻研方向，继续研究的

决心发生动摇。

我和连长召开骨干会议，一边复

盘前期工作，一边推演研究方案。

那次会上，大家各执一言、莫衷一

是。后来，连长找到我：“咱们是否应

尽快统一思想、商讨实招实策，激发全

连创新动能，让技师们大胆尝试？”

我和连长迅速行动，分头找骨干

深入谈心。那晚点名时，我向连队官

兵表示，方向没错、不容更改，集思

广益、全力攻坚，连队党支部将全力

支持大家的创新实践。话音未落，俱

乐部里响起热烈掌声。

接下来，在连队技术骨干共同努

力下，我们一次次突破技术难关，实

现 预 期 目 标 。 那 天 ， 作 为 主 要 负 责

人，我在大家的注视下拿出连队维修

日志，记录了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

并郑重签下我的名字。

那年，连队通信技师李飞的最新

成果在新思路的指导下获得突破。为

推动成果尽快出炉，我主动成为李飞

的“编外助手”。

为 申 请 上 级 立 项 ， 李 飞 一 头 钻

入 书 堆 里 、 扎 进 演 训 场 。 我 协 助 他

查 阅 技 术 资 料 ， 采 集 技 术 数 据 ， 并

协 调 专 家 对 装 备 改 造 样 式 进 行 系 统

分析。

那 段 时 间 ， 李 飞 不 放 过 一 个 细

节 、 不 省 略 一 个 环 节 的 攻 坚 精 神 ，

让 我 敬 佩 不 已 。 开 题 准 备 前 ， 他 夜

以 继 日 、 连 续 作 战 。 回 到 连 队 ， 我

将 这 些 奋 斗 故 事 带 到 了 课 堂 上 ， 分

享给更多战友。

如今，我已经融入这支底蕴深厚又

充满朝气的连队。面对各种课题，有没

有攻克绝招？我的答案是：携手同行。

这，也是这支创新团队的“能量密码”。

攻关路上，众人拾柴火焰高
■赵建洪

完成巡检任务，战士们继续讨论交流故障维修过程。 张 毛摄

亲历者说

第1691期

新闻样本
官兵进行技术交流。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