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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特别关注··科技强军进行时科技强军进行时

同行收获掌声时，他们仍
在默默前行—

“深耕”要有“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韧劲和“十
年磨一剑”的定力

前不久，海军研究院某研究室研发

的新一代舰船材料通过层层准入测试，

正式进入海军舰船材料库。

听到这个消息，该项目负责人、研究

员方志刚百感交集。

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摞泛

黄的实验记录本。记者从头翻起，直到

最下面一本。扉页上，标注的日期跨度

刚好 15 年——这正是方志刚带领团队

“深耕”这一项目的时间长度。

边 翻 看 边 整 理 ，方 志 刚 打 开 了 话

匣子。

“材料研发，关系着海军的长远发

展，必须脚踏实地，容不得半点虚功。”

为建立真实可靠的数据库，他和团队走

遍天南海北，研究海军各型舰艇装备，

在漫长的海岸线上留下密密麻麻的足

迹；为持续跟踪材料状态，他们在不同

海域投放数千块试验板，并定期实地勘

测记录……

2019 年 ，经 过 近 10 年 的 积 累 和 努

力，该项目的论证和立项进入冲刺阶段。

而对方志刚团队来说，论证新材料

的过程又是一段艰辛之路。当一些同

行忙于申报奖项的手续时，方志刚带着

团队驻扎在多个点位埋头展开性能测

试，扎扎实实梳理了 200 多项材料技术

参数。

“新材料要想用得快用得好，必须确

保每一条数据和指标都经得起检验。”抚

摸着这一摞厚厚的记录本，翻看着一个

个被岁月沉淀和检验的数字，方志刚不

无感慨地说，科研工作不是靠一朝一夕

就能完成的，必须有“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韧劲和“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才能最

终有所收获。

对这个科研团队乃至整个研究室来

说，以 5 年、10 年、15 年为一个时间单位

推进一项研究，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难度越大、周期越长，他们反而越有定力

和动力。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年轻的工程师

李亮也曾有过不解。眼看着自己的同学

已经捧回奖项、披红戴花，师弟师妹也在

微信朋友圈晒出各类“收获”，但自己好

像还在“原地踏步”，内心难免有些五味

杂陈。直到那年，该研究室历时近 20 年

完成的某项目成果取得重大突破，并一

举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作为中途加入的参与者，李亮亲历

了团队这些年的研究和试验，和战友们

向世界性难题发起一次次挑战，最终研

发出多种防腐蚀新材料、新方法、新装

置。

如今，该成果在很多舰艇上得到应

用，腐蚀故障可比以往减少 50%。

“古人说‘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把

个人收获融入集体利益、国家战略，获得

的成就感是无法比拟的！”这一刻，李亮

深刻体会到了“深耕”的意义。

如今，这支科研队伍已经来到“深

耕 ”的“ 深 水 区 ”—— 他 们 研 究 的 对 象

不 再 是 单 一 的 材 料 ，而 是 海 军 装 备 运

行 标 准 和 规 范 。“ 最 明 显 的 不 同 是 ，我

们 的 产 出 不 再 是 实 物 ，而 是 抽 象 的 理

念和条文。”

与研发材料不同，这份工作的艰涩，

不仅仅体现在辛苦中。“大家心理建设的

难度更大了，研究一个实物，可能几个月

就有了雏形；研究一项条文，可能耗费几

倍 的 时 间 还 是‘ 雾 里 看 花 ’，难 有 获 得

感。”李亮说。

求“潜绩”，难就难在心无旁骛。当

同行收获掌声时，他们仍在默默前行。

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规范条文实施多

年后才能显现的效益。

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成果，恰似深

海中的暗流，虽不见波澜，却影响着行业

巨轮的航向。

常年行走在部队一线，他们深知，随

着装备现代化进程加速，单纯的材料性

能已无法满足战场需求，再先进的装备

若不能构建科学的防护体系，部队战斗

力就会在无形中衰减。“我们不需要用奖

状来证明价值，装备战斗力才是衡量我

们价值的唯一标准。”全国人大代表、该

研究室负责人曹京宜说。

周一晚，这个研究室定期组织的“夜

校时间”研讨会正在进行。

研讨会上，李亮翻开一份装备维护

数据记录册。数据显示，腐蚀故障率曲

线呈现出下降趋势。李亮边展示边发

言：“过去，咱们常常因为紧急抢修任务

被‘呼叫’，现在来自基层官兵的咨询电

话都少了，是不是说明咱们的研究很有

成效？”

曹京宜插话道：“故障报修单变少

了，确实说明我们的工作初见成效。但

装备使用寿命动辄几十年，现在说成功

还为时过早。”接着，她结合多年的科研

经验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装备防护是一

场持久战，越是高质量的发展，越需要更

长时间的检验周期，我们要继续保持严

谨的态度……”

在热烈的研讨氛围中，记者环顾这

个小小的研讨室，后面的白墙上，“十年

跟踪、百年防护”的 8 个红字格外醒目。

前 端 设 计 领 域 尖 兵“ 转
行”后端保障防护领域—

“深耕”要有“埋头苦
干”的精神，更要有“举目
四望”的视野

在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大潮中，来自

天南海北的多支技术力量聚合于该研究

室。其中，最令人意外的，是方志刚的加

入。

这位来自装备前端设计研究所的知

名专家，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的一次“向后

转”——从前端设计领域“转投”后端保

障防护领域。

前 端 设 计“ 尖 兵 ”转 行 搞 后 端 保

障？这个选择，对外人来说，也许有些

“不明智”，但在方志刚看来，则是某种

必然。

过去几十年的课题研究经历和新

时 代 海 军 大 发 展 的 现 实 变 化 ，让 他 对

装 备 体 系 有 了 更 深 入 的 思 考 。 他 发

现 ，很 多 腐 蚀 问 题 其 实 在 设 计 阶 段 就

已埋下或多或少的隐患，但长期以来，

前 端 设 计 与 后 端 防 护 像 两 条 平 行 线 ，

一直无法相交。

“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争形态

的演变，装备腐蚀已经成为引发装备故

障和事故的‘头号杀手’。若不能打通装

备设计、生产、使用、维护的全寿命链条，

再先进的舰艇也会被锈蚀拖垮战斗力。”

因此，在面临选择时，方志刚毅然决然申

请加入这个研究团队。

对这个团队来说，方志刚的到来，不

仅带来了近 30 年的装备设计研究经验，

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全局思维。

技术层面的“埋头苦干、修修补补”

看似可贵，但从战略层面看，不过是“亡

羊补牢”。在方志刚的推动下，这个科

研团队开始抬头远眺、举目四望，腐蚀

防 控 工 作 不 再 是“ 头 痛 医 头 、脚 痛 医

脚”，而是变为从源头重塑装备作战能

力的“新杠杆”。

参照新的坐标系，方志刚带领团队，

携手数十家军地单位，成功组织了海军

最大规模的装备腐蚀调研。从材料选择

到设计建造、从使用保养到修理维护，他

们撰写完成海军系统 9 大行业的 11 份调

研报告，并呈报了一份厚厚的“全寿命周

期腐蚀防控发展规划”。

这份融入了全局视角、体系思维的

规划，科学设计了腐蚀防控的体制机制，

详细拟制了发展路线图，从顶层设计层

面为全面治理装备腐蚀问题立起了“梁”

和“柱”，在海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一石激起千层浪。海军装备腐蚀专

项治理工作被有关方面列为重点工作，

该团队受命牵头成立专项治理专家组开

始了新的征程……

一步步把宏伟蓝图变成现实，方志

刚和战友们的步伐更加坚定：“耕耘在这

片深蓝疆域，要主动拓宽认知和视野，才

能不负胜战使命。”

走进该研究室的读书角，《放风筝

的 人》与《舰 船 防 腐 防 漏 工 程》并 肩 而

立，《材料学》紧挨着科幻小说《三体》，

几本关于人工智能的书籍里夹着不少

书签……

“看似有些‘不务正业’，其实有‘曲

径通幽’之妙。”一名工程师告诉记者，可

不要小瞧这些与本专业毫不相干的书，

这也是开拓思维的重要方式，有时会大

大激发他们的科研灵感。

在这名工程师的实验室里，一场“逆

向实验”正在上演。当别的专家绞尽脑

汁研究如何消灭或减缓某腐蚀条件时，

他 却 另 辟 蹊 径 深 入 研 究“ 如 何 加 速 腐

蚀”。这项研究，颠覆了传统防腐的逻

辑，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个异想天开的灵感种子，生发于

他经常浏览的某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他

坚定认为，如果这个想法用于现实，一定

大有可为。

当跳出固有思维，真正的创新才开

始。如今，该研究室很多科研项目或多或

少带有跨学科、跨专业的思维属性。

“要有‘埋头苦干’的精神，更要有

‘举目四望’的视野；要能耐住寂寞打磨

技艺，更要敢为人先开辟新路。”某次跨

部门跨专业研讨会上，面对战友的询问，

方志刚道出了团队在科研路上勇攀高峰

的秘诀。

老师的“成名作”被年轻
工程师接力改写—

“深耕”要一锤接着
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

在会议室的橱柜里，一本薄薄的、陈

旧卷边的册子和一摞厚厚的、几十本精

装的册子并排而立，吸引了记者注意。

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向记者介绍，左

边是方志刚 20 年前编写的 21 条行业规

范，而右边这一摞，是团队的年轻人最新

编写完善的 65 项标准体系。“方老师在

我这个年龄提出的技术要求，是一张蓝

图、一座地基。现在，我们接过接力棒，

把它盖成了房子。”这名年轻人这样形容

两者的关系。

早在 20 多年前，方志刚发现，由于

某 领 域 缺 乏 统 一 标 准 ，不 同 单 位 之 间

协 作 很 容 易 出 现 差 错 ，他 决 心 改 变 这

一现状。

然而，这21条行业规范来之不易——

方志刚还记得，为制定人人看得懂、人人都

会用、人人都信服的行业规范，他携手多家

技术单位的战友，从最基础的环节开始进

行数据积累和技术研究。数年时间里，舰

艇的每一个部位，小到一个螺丝，大到一个

舱室，都被细致地考虑在内……

21 条行业规范问世后，因其实用性

和专业性被很多业内人士称为“宝典”。

但方志刚清醒地知道，再完美的规范都

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是万能宝典。

“一条标准，多久后会‘生锈’？”随着

时间的推移，海军的装备技术不断发展，

作战环境也日益复杂，21 条行业规范虽

然在当时是巨大的突破，但渐渐难以满

足时下需求。

前些年，在方志刚的鼓励下，团队里

的年轻人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开始了完

善标准体系的接力。

无论是狂风巨浪中的远洋航行，还是

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演练，都能看到他

们在一线调研的身影。有的为了研究一

个课题，在海上连续工作数月，记录数据、

采集样本；有的为了一个数据经常熬夜到

凌晨，办公桌上堆满研究资料和笔记……

当 21 条规范变成 65 项标准体系，这

个科研团队再一次把某领域标准化建设

推向新高度。

“面对难题，要有‘愚公移山’精神，

但真正让‘移山’成为可能的，也许是愚

公那些矢志不移的后人。”看着自己的

“成名作”成为过去式，看着年轻人奋力

达到新高度，方志刚的话意味深长。

当记者问起未来的计划时，年轻的科

研人员充满激情：“我们要持续跟踪技术前

沿，把标准体系更新完善下去。”

“深耕”要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

着一茬干，让倾尽全力的“前赴”带动斗

志昂扬的“后继”。如果说接续奋斗、久

久为功是一种刻在科研基因中的精神品

质，它不仅体现在一份标准体系的迭代

里，更体现在一代人对新一代人的成长

托举中。

深夜的办公室里，投影仪把一份重

大项目研究人员名单投射在幕布上。这

个项目，是该研究室迄今为止承担的最

大项目。在这份名单上，记者看到了不

寻常的细节——一名 90 后工程师的名

字后面跟着醒目的“执行组长”头衔，而

很多老专家的标注却是“组员”。

曹京宜对记者透露，类似这种人员

配置，在研究室大大小小的项目中还有

很多。这不是简单地给任务、压担子，而

是根据项目特点和人才特点进行的科学

搭配，力求托举年轻工程师把自己的才

干最大限度发挥出来，得到锻炼和提升。

“首席专家是我的组员”“业务名人

是我的助手”……一次次托举催生的底

气和冲劲，让更多的年轻人崭露头角。

作为重大项目“执行组长”的那名

90 后工程师也不负所望，带领一众研究

员、博士后联合攻关，组织完成项目重大

事项 70 余条……前段时间，该项目顺利

通过中期考核。

凭借在这个项目中的优异表现，这

名 90 后工程师入选上级人才工程。在

颁奖典礼上，他感慨发言：“科研道路上

的真正成功，是靠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

接力拼搏、接续奋斗实现的。作为青年

一代，我将跑好自己手中的这一棒！”

守 护 战 舰 ：“ 深 耕 ”在 深 蓝 疆 域
■本报记者 李 倩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一艘艘战
舰乘风破浪、威武前行。

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些钢铁重器的每一寸“皮肤”和
“铠甲”，都需要科研人员用智慧和心血来守护。

看似平静的海面，其实是地球上面积最大、最严酷的自然
腐蚀环境。每当秒针“滴答”“滴答”走过 90下，世界上就有 1
吨的钢铁被腐蚀成锈。腐蚀悄无声息，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与严酷的腐蚀环境对应的，是腐蚀防护攻关的高难度。
在与腐蚀问题的接力“斗争”中，海军研究院某研究室科研人
员几十年如一日“深耕”科研一线。他们的工作大多不会被置
于聚光灯下，他们的成果却如一块块坚实的基石，构筑了装备
防护坚固防线，支撑着大国战舰破浪远航……

今天，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创新世界，感受科研向战与孜孜
“深耕”的力量。

记者调查

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科

学等新兴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崛起，科研

创新对未来战争的影响和质变效应愈

发明显，站在新军事变革的潮头，我们

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保持科研向战的

韧劲和矢志创新的定力。

保持科研向战的韧劲，离不开认

知革新。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技术的

迭代与更替速度呈指数级增长，许多

科技成果甚至出现“问世即淘汰”的现

象，导致部分科研人员一度陷入追求

“短平快”的怪圈，忽视了科研工作的

客观规律。要实现真正的向战而研，

认知革新是前提。要转变“锦上添花”

的科研理念，革除急功近利的科研心

态，克服急于求成的科研思维，深刻认

识到足以颠覆战争形态和决定战争成

败的科研创新常源自长期的科研积累

与基础突破，培养数十年如一日和甘

坐冷板凳的科研韧劲，平衡好科技创

新的长期布局与短期收益，及时清除

思想之锈，为高水平科技创新提供不

竭的思想动力。

保持科研向战的韧劲，要坚持基

础研究。科技创新中难度最大、最考

验韧劲的就是基础研究，但历史反复

证明，战场上的技术代差大多源自最

纯粹的科学实践，基础研究恰恰是决

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核武器对世

界格局的重塑源自对微观世界的自由

探索，海湾战争中精确制导武器的不

俗表现归根结底依靠的是固体物理与

材料科学的底层突破，可以说基础研

究不仅影响着战争的结果更决定着战

争的演变规律，谁在基础研究领域占

得先机，谁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制胜

密 码 。 必 须 下 大 力 气“ 深 耕 ”基 础 研

究 ，加 大 投 入 力 度 ，拓 展 环 境 数 据 监

测、材料性能考核、数学模型构建等基

础研究工作的深度与广度，鼓励和扶

持跨学科、长周期的探索性研究与颠

覆性融合，为跨时代创新成果的问世

奠定坚实理论与硬件基础。

保持科研向战的韧劲，还需要创

新环境。人是科技创新的灵魂，更是

韧劲的载体，营造让科研人员能坚守、

敢探索、愿奉献的创新环境与建立“以

战领研”的人才培养体系是激发科研

向战韧劲的必要条件。一方面要创新

人才评价机制，倡导科研人员“把论文

写在战场上”，改变“唯专利”“唯奖项”

的传统量化考核模式，构建新时代的

创新能力评价标准和人才上升通道，

营造安心探索、不怕失败的科研氛围；

另一方面要创新融合形式，进一步拓

展科研人才版图，树立联合攻坚、互为

支撑的价值导向，优化和简化融合条

件，着力破除行业和学科壁垒，赋予科

研团队更多的创新维度与发展空间，

全面激发齐心协力谋融合、持之以恒

谋创新的生机活力。

保持科研向战的韧劲
■张建方

锐 视 点

某驱逐舰支队舰艇开展海上训练。 温 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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