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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

“ 无 人 机 起 飞 侦 察 ，排 爆 机 器 人

前 出 运 送 地 雷 ，单 兵 雷 场 挖 坑 器 展 开

作 业 ……”随 着 指 挥 员 指 令 的 下 达 ，

无 人 机 腾 空 而 起 ，螺 旋 桨 声 、排 爆 机

器 人 的 履 带 声 、机 器 击 碎 石 块 声 不 绝

于耳。

不久前的一次考核中，陆军某团地

雷爆破连在参考某战术课目时，使用了

自己研发的革新器材，成果喜人。

此 前 ，这 个 课 目 是 该 连 的 训 练 难

点 ，训 练 大 纲 对 此 战 术 课 目 时 间 要 求

很高，依靠老方法，他们勉强能达到合

格 标 准 。 如 果 想 再 缩 短 时 间 ，很 困

难。如今，依靠 3 个革新器材，官兵们

不 仅 将 作 业 时 间 缩 短 了 30％ ，还 大 幅

减 少 了 人 员 体 力 消 耗 ，为 后 续 任 务 添

能蓄力。

汗水浇灌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大

家纷纷露出笑脸。

数月前，一堂“创客研讨”课上，连队

官兵围绕“我为训练献一计”展开交流。

为了使官兵更有针对性地思考，提高课

堂效率，连队张指导员提前布置任务，并

将这次交流设计成小组竞赛模式，鼓励

大家踊跃发言。

一堂内容满满的创新课开始了。各

小队带着图纸、纸质说明依次上台分享。

“创新的眼光必须放在训练的难点

和堵点上。比如，在战术课目中，人工运

输地雷耗费兵力，如果依托新配发的排

爆机器人，改变运雷方式，就能节省部分

兵力，将其投入其他任务。”课堂上，一名

士兵的发言引起热烈讨论。

“运雷方式可以改变，挖雷坑是不

是 也 能 找 到 减 少 体 力 消 耗 、节 省 作 业

时 间 的 办 法 ？”一 个 灵 感 火 苗 的 出 现 ，

燃起了群众智慧的熊熊火焰。众人拾

柴火焰高，很快，第 2 个、第 3 个想法诞

生了。

连队主官带着 3 个创新想法的主要

负责人展开攻关。经过反复测试，革新

器材顺利出炉。

在上级党委支持下，连队主官带领

骨干设置不同场景，抽调官兵进行对照

试验。试验中，革新器材带来的便利，得

到了连队官兵的认可。这个过程中，革

新器材也不断进行调整改进，更加贴近

实战，也更方便官兵使用。

成果获得大家的信任，负责该课目

的 教 练 员 随 之 细 研 战 法 、调 整 训 练 方

式。在试训官兵和革新器材官兵的默

契配合下，最终考核取得优秀成绩。

就 这 样 ，由 一 堂 课 诞 生 的 3 个“ 金

点子”应用到了课目中。创新创造不仅

解决了连队面临的实际问题，更将创新

的种子播撒在官兵的心中。

“众人拾柴”催生创新想法
■张 丹

新闻样本

月亮从层层乌云后钻出来，营区渐

渐安静下来。

陆军某团地雷爆破连一间营房里，

几名官兵正对着一个模型激烈讨论着。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楼道传来，房门被

猛地推开，通信员捧着一封邮件：“我们

的第二个专利证书到了！”听到消息，大

家急忙放下手中的模型，围了上去。

这张凝聚了官兵们心血的证书，在

每个人手里传递，大家脸上充满了抑制

不住的喜悦。

短暂的庆祝后，官兵们又重新拿起模

型、摆出草稿纸，继续方才的讨论……

这是他们收获的第二个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多闯一步，就离成功
更近一步

那年凛冬，室外温度平均低至-20℃，

厚重的云层连日不散，树枝上的积雪不时

落下。

训 练 场 上 ，锹 镐 撞 击 冻 土 、模 拟

TNT 药 块 贴 合 木 板 的 摩 擦 声 此 起 彼

伏。打完最后一个绳结，考官停止计时：

“超时，不合格。”

听到自己完成课目训练的时间，列

兵郭喜盈脸上写满了失落。

“再来！”郭喜盈搓了搓冻僵的双手，

调整好心态准备再战。尝试了一次又一

次，他的成绩却越来越差。天寒地冻，郭

喜盈手指的关节已经麻木，指腹搓着绵

软的绳子……这一幕，被连队张指导员

看在了眼里。

“今天的训练感觉如何？”训练结束

返回营区，张指导员走进班排和大家聊

了起来。

“爆破基础训练，在室内我可以达到

良好成绩，在室外却连合格都难。”

“是啊，天太冷了，手指僵硬，捏不住

绳子。”

“冰块、土块、石块混合在一起，埋地

雷有种凿大山的感觉……”

回到自己的房间，张指导员陷入沉

思——天寒地冻，战士们的毅力和血性

得到锤炼，战斗力却踟蹰不前。这个训

练瓶颈该如何突破？他突然想起之前读

报时，曾看到的一篇革新训练器材的文

章。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亮了起来——

我们可不可以革新现在的训练器材，提

升极端条件下的战斗力呢？

革新器材不能只是一时的头脑发

热。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改进？想法与实

践如何有机结合？接踵而来的问题像无

形的锁，锁住的不仅是张指导员皱着的

眉头，还有他那颗迫切想解决问题的心。

畅通言路，集思广益。张指导员和

连长商量，筹划“小发明、小创新”课堂。

在连队开展教育时，张指导员向全连官

兵讲述了革新器材的想法，并鼓励大家

畅所欲言。

一开始，大家的想法天马行空，一

些 奇 思 妙 想 虽 然 新 鲜 ，却 不 太 符 合 实

际。这样的氛围，恰恰让张指导员感到

振奋。

“制作直列装药是咱工兵的爆破基

础课目之一，用现在的器材，冬季作业时

间过长，上了战场就会很被动。我认为

这可以作为我们革新的第一个器材。”一

名训练骨干说。

这个提议得到了官兵们的认可。一

场关于“如何革新直列装药”的创新研讨

会拉开帷幕。不过，大家七嘴八舌过后，

并没有实际收获。

究竟该如何改进？一天与家人视频

时，看着积木在儿子手中从长方形变成

正方形、再转换成其他形状，张指导员灵

光乍现——直列装药是不是也能像积木

一样，根据实际需求变换形状呢？

张指导员立刻召集课堂上活跃的几

名同志展开讨论。

“提高效率就是删繁就简，想想如何

减去捆扎这个步骤”“方便拆解，材质就

不能用木头”“换成金属，但又不能太笨

重”……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很快拿出一

个初步方案。

会建模的二级上士刘东升根据大家

梳理出的思路，画出草稿，一连几天铆在

电脑前建模；排长彭文江联系工厂，将设

计完毕的建模底稿送到工厂设计室，几

天后，这个器材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创新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制

作出的初代模型存在许多问题——材料

重量偏重，不便于携带；两端开口过小，

不宜装填……

大家沉默了。张指导员内心也有点

泄气，但看看战友们，他给自己也给大家

鼓劲：“创新哪有一次就成功的？迈出了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在我们脚下。

多闯一步，就离成功更近一步。来！继

续构思。”奋斗的激情，又重新在这间小

小的工作室燃起。

器材革新难，想法的
“革新”更难

窗外的雪渐渐融化，冬去春来，干

枯 了 一 个 冬 天 的 树 枝 冒 出 点 点 新 绿 。

地雷爆破连官兵们的创新之路也迎来

春天。

经过十余次调整，初代模型升级为

可转换多种装药形状的装置。该装置不

仅解决了严寒天气对作业效率和装置质

量的影响，还可通过调整装置结构，切换

两种装药形状。

训练场，革新器材在全连面前亮相，

郭喜盈率先出列，第一个尝试使用新装

置制作直列装药。通过多次对照测试，

在同等条件下，利用新装置制作直列装

药，较传统方式速度提升 70％。喜人成

果的背后，是官兵们持之以恒的努力。

器材革新难，想法的“革新”更难。

为解决布设雷场行动中人员体力消

耗大、作业时间长的问题，单兵雷场挖坑

器应运而生。第一代挖坑器展开实践

时，一名老兵提出质疑：“埋设地雷锤炼

的是我们的战斗作风，我们作为工兵，连

锹镐都扔了，还剩什么？”不光是他，连队

有不少官兵都认为，创新是少数人的事，

是为了取巧、减轻负担。

张指导员和参与革新器材的官兵们

深知，连队的创新之路任重道远。目前，

创新工作确实只有少数人参与，他们恰

恰需要用实践转变部分官兵的固化思

想，全连一起干，才能越干越有劲。

机会很快到来，该团参加上级组织

的建制考核，地雷爆破连参考 3 个战术

课目。此时，连队面临骨干少、时间少、

点位散、新兵能力弱等一系列问题。考

核消息传来，全连官兵抓住一切时间铆

在训练场训练。

时间在流逝，成绩却不见起色。连

队召开的复盘会上，创新小组带着革新

器材和创新战法登台。对于全新的作战

行动方案和从未使用过的器材，不少人

并不信任。“这个节骨眼儿，有这工夫不

如多练几回！”迎考的压力在这一刻爆

发，大家议论纷纷。只有少数连队骨干

和教练员认为可以“试一试”。

随后，创新小组向全连系统讲解革

新器材的使用方法以及全新的战术行

动模式，并根据任务实际编组，从学用

器材开始展开训练。两天后，该战术行

动课目第一次展开连贯作业，排爆机器

人穿梭其中、挖坑器的“嗡嗡”声此起彼

伏……整个行动结束，作业时间大幅缩

短，还节省了官兵体力。

“同志们，手掌磨出血泡展现了我们

的战斗血性，但一味地流血流汗并不代

表有战斗力！‘创新’不是空洞的两个字，

它的背后有着实实在在的益处！”张指导

员的一席话，让大家若有所思。

把科技力量融入练兵一线，让官兵

近距离感受科技力量的同时，大家想创

新、敢创新的动力也更足。

革新器材初见成果，陆军工程大学

吴教员来这个单位代职的消息，更是让

连队官兵欣喜。

来到部队第二天，吴教员听闻连队

正在革新器材的消息，找了过来：“这么

好的点子，为什么不申请专利？”这句话

惊住了连队官兵。

“ 申 请 专 利 ？ 这 离 我 们 基 层 连 队

太遥远了吧！”官兵们说。就连张指导

员 也 和 连 队 官 兵 有 着 同 样 的 想 法 ：申

请 专 利 这 么“ 高 端 ”的 事 ，在 基 层 能 实

现吗？

吴教员走上讲台，向基层连队的官

兵们普及了申请专利的基本条件、步骤

等知识。在他的鼓励下，连队官兵大胆

递出第一份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书。在

众人的热切期盼下，连队的第一个革新

器材取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也将连

队的创新热潮推向新高。

不能让基层科技创新
昙花一现

又一堂“小发明、小创新”课如约而

至。课堂上，官兵们热烈讨论革新器材

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

“单兵雷场挖坑器在考核中起了大

作用，据试验结果，其挖掘能力能够覆盖

90％的土质。”该器材的负责人兴奋地分

享着成果。

“ 但 高 原 地 区 环 境 恰 好 是 剩 下 那

10％……”刚从高原执行任务回来，二级

上士桂夏军的发言让热闹的课堂陷入安

静。

“是啊，我们革新器材不是为了应付

考核，而是要努力解决战场应用中的各

种问题”“我有一个想法，高原土质坚硬，

我们为啥一定要挖？伪装也是我们工兵

的 看 家 本 领 ”“ 同 意 ！ 我 们 可 以 试

试”……课堂再次活跃起来。

在不断尝试中，创新的种子已深埋

官兵内心。自主思考、自发组织创新活

动在地雷爆破连蔚然成风。课上，奇思

妙想层出不穷；课后，他们自由组队，训

练间隙、文体活动都成了官兵讨论交流

的好时机。

“不能让基层科技创新昙花一现。”

军校导师王辛的一句提醒“敲”在张指导

员的心头。为了让创新创造保持后劲，

连队党支部引导军人委员会和团支部两

大群众组织，群策群力，开展内容丰富的

相关活动，激发官兵创新创造热情，为有

想法、有点子的官兵及时提供帮助。

一 级 上 士 吕 晖 在 组 训 时 发 现 ，引

信 体 积 小 又 具 有 危 险 性 ，放 在 携 行 包

中 ，风 险 大 、易 丢 失 。 他 联 合 创 新 小

组 里 的 大 学 生 士 兵 共 同 研 制 出 携 行

具 地 雷 模 块 ，根 据 任 务 需 求 可 随 意 拆

卸。

“我们为啥一定要挖雷坑？”课堂上，

这句话激起千层浪。连队创新小组设计

制作符合地貌的地物模型伪装地雷，既

省了布雷时间，也便于后期己方人工排

除，同时提高了对战场环境的威慑力。

2024 年，连队创新创造犹如雨后春

笋，6 项器材革新、4 项战法创新，成功申

请 2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 项已申报国

防专利。通过军事民主，集中群众智慧，

不断破解训练中的难点，让官兵人人参

与、人人收获。

基层官兵作为武器装备的使用者，

在器材革新、创新上更有发言权。“看到

自己参与革新的器材运用到实践中，心

中充满自豪感，练兵备战的动力也更足

了。”下士周家豪说道。

连队的可喜成果在团里引起热烈

反响，该团采取系列措施，广泛开展“小

竞赛、小革新、小发明”活动，定期开展

“诸葛亮会”“创客研讨”等活动，激励官

兵勇于革新创新，助力团队战斗力水平

提升。

修 理 连 的 风 动 传 控 装 置 、伪 装 连

的 便 捷 植 物 伪 装 绳 、舟 桥 连 的 舟 桥 器

材 辅 助 装 载 器 矫 正 器 …… 不 久 前 ，该

团 组 织 的 革 新 器 材 展 评 会 上 ，各 连 纷

纷“ 秀 ”出 自 家 的 小 发 明 ，不 少 连 队 开

始主动向地雷爆破连取经。

一群爆破兵“引爆”创意火花
■薛道远 庄继红 严文苹

上图：实用新型专利证书邮寄到连队，陆军某团地雷爆破连官兵分

享喜悦。

纪忠来摄

左图：单兵雷场挖坑器在布设混合雷场中发挥重要作用。

严文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