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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航模能飞多高？

“这取决于参照物有多高，在我手

里，它至少得比雪山高一头。”下士王辰

麟说，他们改装的无人机在一次测试中

曾经翻越过驻训地附近的雪山。

一架航模能飞多快？

“这要看雷达的反应速度有多快。”

中士肖泉戍脸上满是骄傲，去年一次训

练中，他们改装的航模，在“敌”雷达还

未锁定目标之前，便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任务。

一架航模能飞多远？

“这与初始配置密切相关，也离不开

改装时的精妙构思。”中士祝东成眼中闪

烁着光芒，“梦想的边界有多远，我们的

无人机就能飞多远。”

王辰麟、肖泉戍、祝东成——3 名来

自 空 军 某 部 的 普 通 战 士 ，不 仅 把 航 模

“玩”出了战斗力，还带动更多战友加入

到他们的科技创新小组。

航模爱好者经常互称“飞友”。今

天，让我们伴随“飞友”三人行，跟踪他们

的成长脚步，探寻他们的创新密码。

就像 3 块拼图，一个
懂改装、一个懂维修、一
个懂编程，因为梦想组合
在一起

辽 宁 丹 东 ，人 民 空 军 的 战 斗 起 飞

地 ，也 是 王 辰 麟 成 长 的 地 方 。 从 小 就

对 天 空 有 着 无 尽 向 往 的 王 辰 麟 ，报 考

成为“无人机应用专业”的一名定向培

养军士。

无独有偶，祝东成也是一名定向培

养军士。同样怀揣“蓝天梦”的他，与雷

达打起了交道，“雷达的监控界面中，我

可以清晰地看到战机的踪迹。虽然我不

能亲自驾驶它们，但能真切地感知每一

次飞行的脉动。”

肖泉戍则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在上

学期间就加入了学校的航模俱乐部。作

为一名航模“发烧友”，肖泉戍曾经的宿

舍里，桌面上摆放着各类航空科学杂志。

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过，看似毫无

交集的 3 人，却因航模把军旅航迹交织

在一起。

一个周末的午后，祝东成在操场上

专注地操控着自己刚刚组装好的航模。

结果离地还没多远，航模就冒起了白烟。

“赶紧切换手动模式，把模型飞回

来 。”一 旁 正 在 跑 步 的 王 辰 麟 看 此 情

景，立马跑到祝东成身边，共同商量对

策 。 两 人 蹲 在 操 场 上 研 究 航 模 的 场

景，也吸引了路过的肖泉戍，他们交流

着 航 模 的 改 装 技 巧 和 飞 行 原 理 ，越 聊

越投机。

“真是相见恨晚啊！我们就像 3 块

拼图，一个懂改装、一个懂维修、一个懂

编程，因为梦想组合在一起。以后有时

间我们就一块研究研究航模。”肖泉戍率

先提出邀请，3 个人一拍即合。

自 那 以 后 ，他 们 周 末 常 常 聚 在 一

起。赶上晴天，他们就带上电脑，在营区

找一片空地试飞航模、调校参数；遇上阴

天下雨，就在宿舍里交流各自的想法。

他们围坐在宿舍桌前，面前摊开各种航

模图纸和电子元件，你一言我一语地展

开讨论。

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和那些

大型无人机的操控手一样，操纵着自己

的“战鹰”翱翔天际；他们也坚信，自己的

航模能够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提供一定的

帮助。

事实上，航模体积虽小，但操纵原

理和基本构造与大型无人机相差并不

多。从最初的简单试飞、调教参数，逐

渐到后来思考如何将大型无人机的战

术战法“移接”到航模上，肖泉戍 3 人的

思考越来越深入，讨论也越来越热烈。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单位内逐渐

小有名气，前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

为了更好地与大家分享交流，他们

还将搜集的关于航模方面的前沿科技、

最新动态整合起来编辑成册，与感兴趣

的战友们分享传阅。

肖 泉 戍 负 责 在 各 大 专 业 论 坛 、科

研网站上搜索最新的技术论文和新闻

报 道 ；王 辰 麟 则 对 收 集 到 的 信 息 进 行

初 步 筛 选 和 分 类 ，将 那 些 价 值 不 高 或

者 重 复 的 内 容 剔 除 ；祝 东 成 再 将 筛 选

后 的 信 息 按 照 不 同 主 题 ，精 心 编 排 成

文档。

在整理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因为对

某种前沿技术的理解产生分歧。比如在

探讨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能否应用于航

模时，王辰麟认为其转换效率还不够高，

应用意义不大；肖泉戍则觉得随着技术

发展，这项技术未来潜力巨大，现在就应

该关注。

两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

祝东成查阅大量资料，用数据和案例给

出客观分析，才让这场争论有了结果。

“我想飞，是因为想看到更远的天

空。虽然我们身在戈壁滩，但我们的目

光应该放在时代最前沿。”王辰麟说。

曾经 3个人的技术交
流，演变成一群人携手共
进的奋飞之旅

“本来只是凭兴趣拉起来的‘课外活

动’，没想到如今‘加了一副担子’。”走出

单位领导的办公室，肖泉戍 3 人的内心

有些复杂。

随 着 3 人 航 模 小 组 在 单 位 崭 露 头

角 ，单 位 领 导 考 虑 参 照 创 新 工 作 室 模

式，让他们 3 人牵头成立一个科技创新

小 组 ，以 此 带 动 更 多 年 轻 士 兵 关 注 科

技前沿，拓宽科技视野。更重要的是，

战 争 之 变 让 单 位 领 导 意 识 到 ，必 须 加

快探索新型作战力量的建设和运用模

式，依靠“科技强军、精兵制胜”来掌握

战场的主动。

在王辰麟看来，单位给机会给条件，

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一直以来，他们

3 人只能利用有限的时间和资金，凭借

热爱前行。购置配件时，每一分钱都要

精打细算，有限条件制约了他们对航模

性能的提升和创新改装。

如今有了单位的支持，意味着他们

能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

但祝东成也有担忧，纯粹的兴趣变

成一项工作，是否还能保持那份激情？

一旦有了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他们那

些天马行空的创新想法还能不能顺利实

现？

“不妨试一试。”肖泉戍说道，“单位

支持我们的想法，我们就放手去干。”

“我们得对得起‘创新’这两个字。”小

组成立后，祝东成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白

板上写下了3个问题——什么是创新？我

离创新还有多远？我们离创新还有多远？

随 后 ，成 立“ 科 技 创 新 小 组 ”的 一

纸 通 知 如 同 春 风 吹 遍 了 整 个 单 位 ，吸

引了大批对科技满怀热情的士兵前来

报名。

经 过 遴 选 ，共 有 10 余 人 加 入 其

中 。 考 虑 到 肖 泉 戍 3 人 在 技 术 方 面 的

专长，单位决定让他们专注于具体的技

术革新工作，而小组的日常运转和未来

规划则交由经验丰富的军官范存鑫和

高级军士邓建伟负责。如此分工，既能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又能保证小组高效

运转。

来到小组，肖泉戍 3 人的惊喜一个

接着一个。这些来自单位不同专业的骨

干，不仅仅有着丰富的想法，而且拥有很

多独特的技能。

曾经 3 个人的“周末座谈”，如今摇

身一变，成了 10 多个人的“诸葛亮会”。

曾经 3 个人的技术交流，也演变成一群

人携手共进的奋飞之旅。

“在这里，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大

胆去尝试。”王辰麟一直想要按照自己的

思路自主设计一架航模，如今的小组里，

有精通建模的高手，也有熟练掌握 3D 打

印技术的能人。王辰麟只需要把自己脑

海中的想法和他们详细沟通，大家齐心

协力，很快就能把一个个零件精准地制

作出来。

祝东成一直苦恼于航模的续航问

题，通信专业出身的战友用高效能源传

输和管理知识向其解释。现在，他们正

研究如何将先进能源技术应用于航模，

大幅延长续航时间。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

远 。”看 着 工 作 室 里 的 热 闹 场 景 ，肖 泉

戍 这 样 想 着 。 此 刻 ，他 们 不 再 是 孤 独

的追梦者。

想要适应日益复杂
多变的任务需求，必须做
出改变，进一步实现团队
的转型升级

一时间，这 10 多个人的科技创新小

组在营区内火了！

很多战友慕名前来参观他们的“新

鲜玩意”，观摩他们飞行的领导也不少。

在众人的瞩目下，小组成员们感到一种

无形的压力，仿佛一举一动都被放在了

聚光灯下审视。

思考着小组未来发展的负责人邓

建伟心中更是急切——小组不能仅仅

停留在被观摩、被称赞的层面，必须回

归 到 组 建 的 初 衷 ，用 实 际 行 动 证 明 自

己 在 实 战 中 的 价 值 。 为 此 ，邓 建 伟 找

到 牵 头 人 范 存 鑫 ，表 达 了 主 动“ 请 战 ”

的想法。

那时候，单位正要参加一项训练任

务，他们一致觉得，这是小组正式亮相、

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他们的想法，得到了领导的肯定。

在领导的支持下，小组迅速投入到紧张

的训练任务准备中。

清 晨 ，小 组 成 员 紧 张 地 进 行 航 模

起飞前的最后准备工作。随着指挥员

一声令下，航模迅速升空，奔向任务地

域……

一 次 次 快 速 升 空 ，一 次 次 攻 其 不

备 ，王辰麟他 们 操 控 着 自 己 改 装 的 航

模，成了训练场上的“搅局者”，逼着参

训官兵在交手之后反思自身的战斗力

短板。

“起到了较好的磨刀石作用。”看着

导演部下达的表扬通报，邓建伟眼中不

仅有欣喜，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思考。

为 了 更 好 发 挥 成 员 的 专 业 特 长 ，

提 升 团 队 整 体 效 能 ，他 们 将 小 组 划 分

为操控、反制、维修、情报 4 个专业。然

而 经 过 训 练 任 务 的 锤 炼 后 ，范 存 鑫 意

识 到 ，想 要 适 应 日 益 复 杂 多 变 的 任 务

需求，必须做出改变，进一步实现团队

的转型升级。

他和邓建伟迅速召集王辰麟等几名

骨干，论证将操控和反制两个专业合并

的可行性。

夜幕中的营区早已沉睡。小组的工作

室里，争论声却此起彼伏。

有人提出，将两个专业合并后，能够

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提升应对突发状

况的反应速度；也有人担忧，合并可能会

带来人员协调和职责划分的难题。

经过数小时的深入论证，他们最终

达成共识。

此刻，望着窗外繁星点点，祝东成对

身旁的战友说：“别看咱们的航模个头

小，但我们的梦想并不渺小，整片天空都

是我们实现梦想的舞台。”

从3名航模发烧友到一个科技创新小组—

“飞友”三人行：梦想之翼越飞越高
■刘 嘉 王艺棚 齐旭聪

有着 23 年机务维修经验的空军某

部二级军士长李方滨，第一次感觉自己

“手艺不够用了”。

一次工作间隙，李方滨注意到，停机

坪远处一片空地上，一群年轻战士正围

在一起，好像在摆弄着些什么。李方滨

走上前去一探究竟，发现他们正在研究

自行组装的航模。

“班长，要不要试着操控一下？”看到

李方滨好奇的样子，中士肖泉戍发出了

邀请。面对邀请，李方滨欣然接受。毕

竟，他可是单位资格最老的机械技师之

一，好几本机务保障规范手册上都印着

他的名字。在李方滨看来，凭借长期修

战机的经验，操控这么一个小物件自然

手到擒来。

没想到事与愿违，当李方滨按照传

统机械操作习惯，试图通过简单的操作

指令控制航模，却发现设备对指令的反

馈与他的预期完全不同。而一旁的肖泉

戍操控的航模完成各种飞行动作后，平

稳降落在指定区域。

“小东西里面有着大门道。”这次经

历，让李方滨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看着“不

起眼”的航模。回到机库后，年轻军士操

控航模在空中飞行的流畅轨迹，在李方

滨的脑海中不断闪现。甚至，他有这样

一种感觉：那些“不起眼”的航模，有一天

会和自己维护的大型战机一样“大显身

手”，在未来战场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天一早，李方滨找到了这群年

轻人所在的科技创新小组。看着战士们

调试代码的专注模样和散落了一桌子的

零件，李方滨意识到，这个自己曾经看不

上的“玩具”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大家伙”

一样，也有着精密的结构，有着需要反复

钻研的门道。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思维可不能

落后。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接受我这

个‘老徒弟’。”李方滨找到一旁正在焊

接 零 件 的 肖 泉 戍 ，说 出 了 自 己 想 要 加

入 小 组 的 想 法 ，希 望 和 他 们 一 起 学 习

研究。

作为单位里的“技术大拿”，这些年

李方滨带出来不少徒弟，很多人都已经

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但在李方滨看

来，很多人之所以拜自己为师，是因为自

己在机务领域有一技之长，并不代表自

己处处是“师傅”。在学习新技术的攀登

之路上，李方滨放下以前的光环，拜中士

“新锐”为师，只为将步子踩得更实，将脚

步走得更远。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常常能看到这

样的场景：深夜的工作室，鬓角已经泛白

的李方滨和年轻战友们围坐一圈，热烈

讨论着航模的操控技巧和改装思路；训

练场上，李方滨一遍遍捡起航模，擦去额

头的汗水，又重新尝试……

一个清晨，李方滨带着他的“新伙

计”来到训练场。航模腾空而起，不断向

上再向上。天空中，航模划出一道优美

弧线……

二 级 军 士 长 拜 中 士 为 师
■王艺棚 齐旭聪

恩 格 斯 1887 年 写 在《反 杜 林 论》

中的那句经典论断如今仍振聋发聩：

一 旦 技 术 上 的 进 步 可 以 用 于 军 事 目

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

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

官 的 意 志 而 引 起 作 战 方 式 上 的 改 变

甚至变革。

100 多年的时间里，这句话被反复

证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马克沁机枪终

结了骑兵冲锋，二战期间古德里安的

“钢铁洪流”重塑了机械化战争格局，海

湾战争则用精确制导武器宣告着信息

化战争时代的到来。

当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工业文

明 、信 息 文 明 与 智 能 文 明 的 多 重 叠

加 ，产 业 革 命 、科 技 革 命 与 军 事 革 命

的 相 互 激 荡 。 这 迫 切 地 需 要 士 兵 用

科 技 素 养 和 创 新 思 维 构 筑 起 战 斗 力

矩 阵 。 这 是 时 代 的 呼 唤 ，更 是 战 场

的要求。

现 代 战 场 呼 唤 新 型 士 兵 。 今 天

的 军 营 里 ，大 学 生 士 兵 占 比 持 续 增

加 ，硕 士 博 士 群 体 规 模 持 续 扩 大 。

空 军 某 部 的 科 技 创 新 小 组 ，极 大 限

度 地 发 掘 着 新 时 代 士 兵 对 现 代 战 场

和 前 沿 科 技 的 敏 锐 触 觉 ，更 不 断 激

发 着 高 学 历 士 兵 的 创 新 活 力 。 这 生

动 诠 释 了 新 时 代 士 兵 的 核 心 要 求 ：

需 要 力 量 紧 握 钢 枪 ，更 需 要 敏 锐 目

光 透 视 战 场 ；需 要 依 靠 肌 肉 记 忆 做

出 战 术 动 作 ，也 需 要 迸 发 创 新 火 花

发挥装备效能。

现代战场呼唤新型士兵
■杨 彬

锐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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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间隙，创新小组成员分享经验。 仝祥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