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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针回拨到莫斯科时间 2013年 8月 30日上午，在市
郊的拉缅斯科耶机场，数万名观众享受了一场视觉盛
宴，目睹了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组建51年来的“海
外首秀”。同时，随机携带的小型化多功能飞机空调电源
设备等伴随保障装备走出国门，首次成功实施远程跨国
航空机务伴随保障，其轻便、高效、精准的性能，同样
引起了外军军工专家的浓厚兴趣。

很少有人想到，小型化多功能飞机空调电源设备的
主要研发人竟是一名基层单位的女军官。她叫许华，济
空某四站厂技术中心主任。

作为特招入伍的大学生干部，许华扎根基层 13 年，
目光始终聚焦战场需求，紧盯装备保障能力提升，勇于
创新，攻坚克难，迅速成长为一名航空四站装备保障专

家，取得的11项科研成果全部推广运用转化为战斗力，其中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
奖4项，发明专利3项，参与编写的3部装备技术规程在空军部队推广，被表彰为空军后勤先
进科技工作者，2次荣立三等功。

2001年，许华刚特招到部队时，就参与应急助航灯光系统的研制。接手项目后，她就和
3名男同志一起做实验、测数据，常常通宵达旦地忙，十天半个月洗不上一次澡，从没有因
为自己是女性而提过一次特殊要求。

3 个月过去了，许华脸晒黑了，人变瘦了，却捧回来上万组检测数据，完成了总体方
案、机械系统、控制系统、加工工艺的设计，首次采用LED冷光源和数字式无线控制技术，
灯具亮度提高3倍，寿命提高50倍，布设时间缩短50%，是我军应急助航灯光保障装备的一
次变革性提升，彻底改变了过去使用马灯、卤钨灯作为灯光保障的历史，提高了航空兵部队
助航保障能力和夜间训练作战能力。2002年，许华凭借该项目，首次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
奖，科研成果在陆航、海航、空军部队推广使用。

——摘自《人民日报》2014年3月23日6 版，记者冯春梅、王宇、李东印，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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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天再过两天，，我们将迎来第我们将迎来第8989个建军节个建军节。。在人在人
民子弟兵的节日里民子弟兵的节日里，，我们应该道一声我们应该道一声，，节日快节日快
乐乐！！

有人说有人说，，军人是一个很有血性的群体军人是一个很有血性的群体，，他们他们
坚强坚强、、勇敢勇敢，，敢于拼搏敢于拼搏、、不怕牺牲不怕牺牲。。

这固然是军人的特点这固然是军人的特点，，却又不是他们的全却又不是他们的全
部部。。尤其是在现代化尤其是在现代化、、信息化的条件下信息化的条件下，，军人同军人同
样需要创新样需要创新、、掌握前沿科技掌握前沿科技，，这样他们才能出奇这样他们才能出奇
制胜制胜，，在尖端军事技术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尖端军事技术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并赶并赶

超世界强国水平超世界强国水平。。
本文介绍的本文介绍的，，就是一群勇于创新的科技军就是一群勇于创新的科技军

人人。。他们中他们中，，有的是数学天才有的是数学天才，，有的是信息学专有的是信息学专
家家，，也有的是科技尖兵也有的是科技尖兵。。他们不仅有普通军人坚他们不仅有普通军人坚
强强、、勇敢的特质勇敢的特质，，同时也能在智慧上有着超群的同时也能在智慧上有着超群的
水平水平。。

他们是军人他们是军人，，却不是一介武夫却不是一介武夫，，因为他们能因为他们能
够用自己掌握的科技推动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够用自己掌握的科技推动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信信
息化息化。。

“自己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书写人生履历。”
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前一年，学航天动力学与飞行试

验专业的陈德明找到当时在学校开会的西北某基地高级工
程师杜之明，问基地怎么样？杜之明回答说：事多，只要
想干，干不完。一年后，陈德明来到基地，从此和导弹试
验技术打上了交道。

看到基地工作条件艰苦，有人劝陈德明熬上几年就转
业。陈德明却说，“混日子也是过，踏踏实实干也是过。自
己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书写人生履历。”

“他对世界各国主要导弹武器的性能指标以及发展历
史、试验组织和鉴定模式非常关注，对新技术新方法的把
握和判断也永远先人一步。”基地高级工程师张尚敏说，他
发现，每次跟陈德明见面，都会有新变化，不变的则是能
打仗、打胜仗的坚定信念。

——1994年，他刚分配到基地时，陈德明是最早参与某型导弹武器飞行试验任务发射场
论证工作的主要成员之一；

——1996年，再次见面，陈德明已经着手开展巡航导弹靶场规划和评估工作；
——1999年，北京偶遇，陈德明告诉他，在关注进攻手段的同时，还要注重防御手段乃

至防御系统的发展；
——2013年，他们共同在大漠靶场，陈德明又一次牵头组织反导试验，这是坚持战斗力

标准组织的一次验证飞行。
这两年，陈德明把科研攻关的方向紧紧锁定在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上，在强军兴军征程上

继续奋勇前行。
在杜之明将军眼中，陈德明是个敢啃“硬骨头”的人。
一年盛夏，某型战略导弹飞行试验失利，弹头出现故障后解体，远远飞离预定目标区。

这是该型导弹的一次重要试验，对装备部队起着决定性作用。找不到弹头，就无法分析故障
原因。

“不管 3 个月还是 5 个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弹头”。根据给出的几十个残骸落点坐
标，基地每天组织部队在上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空中和陆地拉网式搜索。七八月的戈壁
滩，最高地表温度达 60 多摄氏度。如大漠寻针，一天搜索下来，战士们嘴上、脚上都起了
泡。两个多月过去，毫无收获，搜索陷入了僵局。

此时陈德明临危受命，他承诺一周给出结果。陈德明带领团队经过 7 天 7 夜反复建模计
算，最终把落点定位在东西 5 公里、南北 3 公里的范围内，这一落点区域将搜索范围缩小到
1%。

很快，搜索一线传来消息：实际落点距离陈德明给出的区域中心点东西仅1300米、南北
仅100米。

“算得太准啦！”人们对陈德明表示由衷佩服。陈德明却谦虚地解释：“专家们给出的意见
都很有道理，但这次弹头飞得不规矩。敢立下7天的军令状，是因为我们恰好做过不少这方面
研究，心里有底。”

“任何一次导弹试验，如果手里放过小问题，上了战场就要出大问题。”陈德明说，搞科
研试验，就是要做到“导弹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

反导技术代表着导弹技术发展的巅峰，是战略防御的坚盾，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美国用“爱国者”导弹成功拦截伊拉克“飞毛腿”导弹，让世

界第一次见识了反导的威力。
“中国人必须拥有自己的反导系统。”国家反导项目还没正式启动时，陈德明就已经带着

团队进行反导靶场试验技术的研究。很多人认为没必要，陈德明却很坚持……他认为，发展
精度高、速度快、杀伤力强的反导武器和组建相应的防御系统，是未来装备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正式启动反导技术验证试验项目后，基地肩负起靶场试验任务，陈德明成为专家组
专家，牵头攻关反导靶场试验技术。首次试验要在2010年年初“务期必成”。

重任如山，陈德明一再鼓励团队成员：“我们要像老一辈搞‘两弹一星’那样，就算豁出
命来，也要实现技术跨越，干成反导这件维护和平的大事。”

那段日子，陈德明经常奔波于靶场和各科研院所之间，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经常不
时地陷入深度思考状态：“那时候为了证明一个弹道方面的关系，我都快崩溃了。我有肯定的
直觉，但那个过程真是既痛苦、又幸福。半夜三点终于想通了，狂喜万分，特别想旁边有一
个人能够分享……”

近千个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攻关，陈德明带领团队突破多项核心关键技术，走出了一
条中国反导靶场建设之路。

——摘自《人民日报》2016年7月25日第6版，记者余建斌，有删节

兵棋推演，是练兵现代
战争的一场“革命”——运
用信息技术从“多维棋盘”
上学习战争，在虚拟战场空
间追寻制胜之道。

张国春，国防大学信息
作战与指挥训练教研部战役
兵棋系统教研室原副主任，
我军最早从事体系建模评估
方面的专家，中国兵棋事业
的拓荒者，“多维棋盘”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

就在我国首个实战化大
型兵棋演习系统研发成功并运用部队训练实践中时，年仅45岁的
张国春不幸患上脑胶质母细胞瘤，倒在了钟爱一生的兵棋系统研
发阵地上。

“从军报国！”1987年，黑龙江克东县高中毕业的张国春，以
高出录取分数线44分的成绩，放弃地方重点大学，毅然决然报考
了军队院校。1995年，他又来到国防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
后留校任教。

2001年，张国春攻读博士研究生。他选择的军事运筹学是公
认最难学的专业。留校后的张国春敏锐地察觉到体系问题、体系
效能评估问题是未来本学科的发展方向。

2004年，张国春的博士论文顺利答辩，并完成了后来22万字的
学科专著 《体系对抗建模与仿真导论》，在针对信息化战争物理
域、信息域、认知域特点的体系建模和对抗仿真方面，取得了很大
进展。

张国春的博士生导师胡晓峰任兵棋系统总设计师。张国春成
为最早一批进入兵棋团队的技术骨干。

核心技术买不到，单纯模仿又走不远，依赖引进行不通，
严酷的现实让张国春认识到，这块“硬骨头”比想象中还要难
啃。

“我们就是要从观念和技术上全面打破国外‘紧箍咒’。”没有
理论借鉴，张国春通过艰苦探索，创造性提出了体系作战仿真的
构想，实现了仿真技术与战争实践体系化融合的方法突破；没有
现成技术，他对以往作战模拟模型进行脱胎换骨改造，并取得多
项原创性突破成果；没有数据积累，他就和同事们从一兵一车、
一炮一弹开始，逐条逐项采集核对，为兵棋系统研发提供了基础
支撑。

“要以明天的战争，设置今天的课堂。”张国春常常这样说。
10多年来，他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青年才俊投身兵棋系统研发
应用。王阔 （张国春的研究生） 考入国防大学时，尽管张国春的
身体已亮起了红灯，但他依然选择张国春作为导师。“导师是一座
高山、一座丰碑，只能仰望。”王阔说。

——摘自 《人民日报》 2015 年 4 月 21 日第 4 版，记者倪
光辉，有删节

4月11日，记者在莽莽大山深处见到了一位“白发老
兵”。他的名字叫谭清泉，今年58岁，坚守深山38年。再
过几天，这位只剩下半个肺的工程师又要“驭剑出征”
了。

他的剑，是“大国长剑”——一出天穹起惊雷的战略
导弹！

而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导弹“一飞冲天”前对其进行
全面“体检”。

谭清泉常说：“小事不注意，会出大问题。为打仗准
备，一刻也不能放松，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

一次，该旅对某阵地管路进行气密性检查。谭清泉突
然发现，压力表上显示的数据，比前一次数据差了0.01刻
度。有人说，这是温湿度变化引起的正常波动，不必在
意。谭清泉却不依不饶：“宁愿想到的没发生，也不要发

生的没想到！导弹阵地，维系着国家安危，绝不能当儿戏！”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他亲自带领官兵，沿着数公里长的管路先后进行两次彻查，却

始终没发现问题。依然不放心的谭清泉，又采取倒序方式，再次进行排查。这一次，他终
于在墙角旮旯里一个接头处发现了疑似漏点。二话没说，他便趴在了冰凉的地上，耳朵贴
在接头处。三四分钟后，终于找到了漏点，并成功将其堵上，消除了一起重大安全隐患。

与导弹朝夕相伴38年，谭清泉早已成了“装备神医”。但每一次实弹发射，他都要一个部
位一个部位仔细检查，一项参数一项参数认真比对；每一次遇到问题，他总是发现一个处理一
个，从来不让问题累积，先后破解200多个技术难题。经他“质检”的导弹，发发状态最佳；
经他把关的发射任务，从没发生过失误。

“每一次执行任务，都好比是打仗。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谭清泉把任务当战斗的作风，
使他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阻挡战斗力提升的难题。前后8年，他带领官兵完成数个发射阵地、上
千台件设备整修任务，确保了“阵地个个能用，设备件件优秀”……

“肺癌！”2011年6月，一纸诊断书，如五雷轰顶般击中了谭清泉。数小时的开胸手术，他
被切除了人体最大的一叶肺。然而，仅仅休养了4个月，他就要求到任务一线。

2012年，上级赋予该旅实战化试点任务。他再次请战。那段时间，他天天穿着厚厚的防护
服，和战友们吃住在一起。

大家担心他的身体，纷纷劝他多休息一会。他却说：“领导信任我，让我来把这个关。我连
眼都不敢眨，生怕眨眼的工夫，一个漏洞就从眼皮底下溜走了。”

战士们说，谭清泉是个把一辈子奉献给国防事业的人，“年龄越来越长，贡献越来越大”
“名声越来越响，名利越来越淡”。他先后4次放弃调到北京工作的机会。每当战友们表示惋惜
和不解时，他总是说：“一天不见导弹就睡不踏实，一日不进洞库就吃饭不香。”

——摘自《人民日报》2014年4月20日第4版，记者冯春梅，有删节

陈德明：在天空刻下人生的轨迹陈德明：在天空刻下人生的轨迹

谭清泉：导弹阵地绝无儿戏谭清泉：导弹阵地绝无儿戏

许华：巾帼科技尖兵的战场目光许华：巾帼科技尖兵的战场目光

臧克茂：普通一个“院士兵”

张国春：兵棋战场的生命之光
臧克茂，1932 年出生，浙江大学毕业，装甲兵工

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入伍55年，特别是在
身患癌症和多种疾病的 17 年里，仍坚守教学科研一
线，先后主持完成20项国家和军队重点科研项目，攻
克多项核心关键技术，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做
出重大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
步一等奖2项。被表彰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
秀教师。荣立一、二、三等功各一次。

从军55年、78岁的臧克茂，是一名坚强乐观的老兵。
入伍后的第一年，小地主家庭出身的他竟然第一

个入了党，“竞争”的有同一批参军的大学生，也有不
少解放前的老战士。这件事影响了他一辈子，“从此下
决心要努力。这不是假的，是真的这么想！”

讲到这么多年最难忘的一件事，他想了想说，“还是入党，没想到第一年就能入党。”
“党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他补充说道。
1995 年，他率领队伍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 PWM 炮控装置，这个炮控装置正式列装

后，一举使我军主战坦克火炮瞄准时间缩短47%，命中率提高35%，静默待机战斗时间增加
了1倍以上。这个成果最终拿下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坦克训练场上，射手轻松操纵，十几吨重的坦克炮塔，眨眼间就能实现360度转向，发
现目标后停得又准又稳，对瞄准镜内的敌目标可以做到“发现即摧毁”。

“两军相遇，先敌开火、首发命中，这是陆战之王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他为之自豪。
他自认为是普通教员，觉得只有不停学习提高水平，才能再给别人“一碗水”。上世纪

90年代，自动化控制技术刚刚流行，为了把新技术引入授课，他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赶
到十几公里外参加地方高校举办的培训班，学完回来再给研究生讲课。

他自己则是学生的最好教材。他如果没有到过现场、没有亲自看到试验过程，心里总是
不踏实。2005年夏，坦克炮塔内温度超过50摄氏度，73岁的他坚持钻进坦克。冬天，炮控系
统在黑龙江进行寒区试验出了问题，他迎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赶到滴水成冰的试验场。

不经意间，来自江南农村的他已是耄耋之年，他没有什么最大的心愿，只是想完成手里的活。
——摘自《人民日报》2010年9月12日第2 版，记者余建斌，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