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呦，这不是我们的‘金牌蓝天
工匠’回来了嘛。”
“陈大师你回来了，恭喜。”
“这个奖有分量，不好得！”
陈卫林刚进办公室，一屋子师傅

都围了过来，兴奋地与他打招呼。
不善言辞的陈卫林腼腆一笑，便

撇开众人，走上自己的工位，开始忙
碌起来。

前不久，在获得“金牌蓝天工
匠”荣誉称号的当天，陈卫林在朋友
圈里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相信机会
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确，很多事
看似云淡风轻，但“它当初的芽儿却
是浸透着奋斗的泪泉。”

20 多 年 前 ， 陈 卫 林 来 到 5720
厂，拜在工厂首席技师夏军的门下。

他肯吃苦、好钻研，夏师傅评价：
“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个顶梁柱！”

陈卫林老实本分，守在夏师傅身
边一心学习车工。机加车间日常的生
产任务中，制造螺栓占了很大一部
分。制造车螺栓是车工的一项最基本
的技能，陈卫林总是不厌其烦地把每
根螺栓做好做精。如果没有后来的一
段经历，陈卫林或许至今还是一位默
默无闻的车工。

前几年，工厂受领了一项新任

务，为某新型飞机制造螺栓。这种螺
栓用来连接飞机机身和中央翼，飞机
能飞起来就是靠几百个这样的螺栓支
撑起来的。可以说，飞机重量及飞行
中所有受力都是靠这些螺栓承受，强
度要求非常之高。

当时在国内，这种螺栓只有一家
企业具备制造能力。想要购买它，价
格昂贵，还不是随时能买到。每架飞
机需要上百根这样的螺栓，修理成本
增加的不是一星半点。工厂毅然决定

自行研制，部门领导找到夏军师徒。
领导走后，夏军把陈卫林叫到跟

前，“我年纪大了，这种事情该让年
轻人闯一闯。”陈卫林大吃一惊，对
师傅说：“干精细活、体力活可以，
搞研发我恐怕不行吧。”
“相信我，观察你这么久，我说

你行你肯定能行。”夏师傅笑了笑，
马上又一脸凝重，“徒弟总是躲在师
父背后是师徒二人的不幸。如果徒弟
超越了师父，那是我最大的欣慰。”
听到这些话，陈卫林没有回绝，毅然
受领了任务。

加工新型螺栓的难点是螺栓滚压
强化。但螺栓滚压强化的关键点像星
星一样密集且捉摸不定，他就画图
纸、建模型一个个分析，凭借敏锐的
思考和超人的耐力完成了这项工作。

确定关键点后，他找来几位同事
一起设计、制造滚压强化工装。在几
百次试验后，滚压强化的奥秘逐渐被
他揭开。几经周折，陈卫林敲定了最
终方案，一举攻克了滚压强化的技术
难题。

小螺栓，大匠心。如今，陈卫林
已是机加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攻关项
目一项接着一项，早就超出了螺栓的
范畴。但他永远不会忘记做螺栓的那
段攻关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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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林：小螺栓，大匠心
■朱卫国 杭 星 姚皓然

平时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战时就少不了流血牺牲
技术不应是自私自利的

独 享 ，什 么 时 候 都 只 考 虑

“我”，就没有了“我们”

抚摸着训练场上一字排开的某
新型雷达，周树阳心里五味杂陈。
当了 21 年的兵，雷达专业他一干就
是 19 年 ， 是 全 旅 官 兵 心 中 的 雷 达
“神医”。

然而，“神医”也有不“神”的
时候。在一场实兵对抗演习中，雷
达突然报警，目标方位迟迟不能传
送给作战单元，官兵们眼睁睁看着
“ 敌 ” 机 从 眼 底 下 溜 走 ， 只 能 望
“机”兴叹。

和周树阳同样苦恼的还有周熊。
接到装备故障的电话后，周熊迅速奔
赴演习场。等他到达演习场时，演习
早已结束，茫茫荒原只剩下几部雷
达，和一群打了“败仗”的士兵。周
熊满脸尴尬地登上车，快速修改了几
组参数后，雷达“满血复活”。

雷达是修好了，周熊明显感觉到
战士们没有以往那么热情。一旁的周
树阳气得直咬牙：“那么简单的操作，
就不能教给我们？如果是在战场，我
们早就没命了。”

听到这些话，周熊想发火却又打
住了。官兵说得有道理，但他内心
也有苦衷——周树阳说的“简单操
作”，其实是技术人员为进入系统预
留的“后门”，可以对程序源代码进
行修正，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技术
保护方式。企业担心源代码泄露、
影响经济效益，同时不想被人无端
胡乱修改，对系统程序造成更大的
危害。

退一步讲，其实部分代码是可以

根据权限开放的，但为便于企业管
理，他们把所有的权限都管“死”了。

一个千方百计学，一个无论如何
不让学。就这样，他俩带着自己的
“小九九”，在演练场上摩擦不断，两
个人谁也不服谁……

你不教我自学。回到宿舍，周树
阳从网上买了 10余本专业书籍，加班
加点学理论、搞研究，仅读书笔记就
写了上万字，并对自己独立保障充满
信心。

一次演习，一部雷达加高压时出
现无法复位的故障。周树阳主动请
缨，带着战友展开攻关。确定故障部
位、打开故障器件，横七竖八的电路
和晶体管，让他们顿时懵了。无奈之
下，他们邀请企业帮助排除。由于突
遇暴风雪，周熊被困在途中，雷达得
不到及时维修。

挨了“当头一棒”，周树阳和周熊
心里很不是滋味。周熊比周树阳大 8
岁，有些事自然看得更长远，“技术不
应是自私自利的独享，什么时候都只
考虑‘我’，就没有了‘我们’。只有
真心融到一起，才能有效提升部队战
斗力。”周树阳也清楚，“企业技术人
员这根‘拐杖’不但不能丢，还必须
让他成为‘左膀右臂’，更加灵活自
如，这样才能打胜仗。”
“如果我们还看不到强军目标的

大势所趋，还不打破自利发展的狭
隘 格 局 ， 我 们 又 怎 能 肩 负 起 能 打
仗、打胜仗的担当？”带着这样的思
考 ， 周 树 阳 和 周 熊 重 新 认 识 了 对
方。在他俩的积极协调下，该旅与
企业坐在了一起，就装备维修、技

术革新等方面展开磋商协调，最终
双方签订了保密协议和伴随保障协
议，企业同意为部队开放部分关键
技术的权限。

人人会“修枪”的时代已

经过去，信息化装备需要专业

技术人才
让官兵短时间精通高科

技装备并不现实，部队要利用

好企业这根“拐杖”，快速提升

自身造血能力

去年，该旅列装某新型雷达，周
树阳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然
而，当周树阳打开机盖，看到纵横交
错的电路图时，他顿时认识到，人人
会“修枪”的时代已经过去，信息化
装备需要专业技术人才。

导弹四营技术室主任孙玉宝对此
也颇为认同。他大学学习导弹专业，
来到部队先后任导弹连连长、导弹营
营长，现在是导弹营技术室主任。可
以说，他的 27年军旅生涯始终围绕导
弹展开研究攻关，为此他还获得了全
军科技进步三等奖。

如今，有很多导弹方面的问题他
还要请教企业技术人员，一些关键部
位的维修还不得不依托企业专家。他
坦言，“企业有庞大的科研团队，他们
付出千万人心血研究出的科研成果，
想让学历不高、任务繁重的官兵短时
间内精通，是不现实的。部队要善于

利用好企业这根‘拐杖’，快速提升自
身造血能力。”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形”
融“心”不融的困境。该旅保障部
部长刘飞说：“只有双方都怀着一切
为 了 战 斗 力 建 设 这 颗 公 心 ， 把
‘心’融在谋打赢上，站在部队建设
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处理矛盾，
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融合
才能真正融出团结、融出感情、融
出战斗力！”

随后，部队联合企业出台了一系
列实实在在的举措。针对装备列装
后出现的“疑难杂症”，一方面邀请
企 业 技 术 人 员 在 部 队 开 展 理 论 宣
讲 、 岗 前 技 术 培 训 和 业 务 知 识 辅
导，提升部队自我“造血”能力；
另一方面部队定时将装备在训练中
出现的问题反馈给企业，并提供武
器装备的实战需求，与企业一道开
展装备创新研究。

同时，企业在依托部队自身维修
保障过程中，制定了装备保障快速响
应机制。

在企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帮带下，
部队一批维修骨干相继涌现。去年，
该旅参加上级组织的一场实弹战术演
习。对抗中，部队接到友方提供的共
享空情：多批空中目标正向阵地袭
来。官兵迅速启动雷达，锁定目标，
把空情数据传向指挥所。

正当目标一点点接近，忽然，指
挥所屏幕一片“雪花”。危急时刻，
周熊和周树阳这对好拍档迅速对雷
达进行检修，丝毫没有影响演习进
程。

企业与部队不应是竞争

对手，而是战场上的最佳拍档
下好军民融合这盘棋，必

须拆藩篱破壁垒，这考验的是

企业的眼界与胸怀

利益之争将导致军地互损，互利合
作才能实现军地双赢。

企业与部队只有强强联手，才能确
保新装备在战场上发挥最大作战效
能。一次雷达保障任务中，雷达敌我识
别系统突发故障。考虑到这款系统精
度较高，出现故障的概率微乎其微，相
关企业的技术专家判定主要是人员误
操作致使整个系统瘫痪。

针对这一情况，周树阳琢磨，如果
能够提前检测软件是否正常，这次故障
是不是能完全避免？他的想法得到了
周熊的认可。周熊认为，“目前，革新测
试识别系统精度的仪器很有价值，可
行！”

来自基层官兵的声音往往最能反映
装备的问题与不足。这一次，企业决定
与部队联手，共同研究攻关。他们专门
成立了军地攻关小组，由官兵提出具体
需求，企业负责研究解决。经过 5个多
月的艰苦攻关，他们成功研制出雷达信
号检查器，并获得全军科技进步三等奖。

前不久，上级紧急拉动该旅赴某海
域参加实弹演习。到达指定地域后，官
兵利用雷达信号检查器对每一部雷达
进行检测，发现一部雷达系统出现故
障。随即，他们及时修改参数，有效规
避了故障的发生。

如今，这款雷达信号检查器已经装
备到该旅各个雷达站。以此为契机，企
业推动了“精准服务”的发展理念，在国
内雷达领域也赢得了良好口碑。

走出一亩三分地，才能获得广阔的
天地。“要想下好军民融合这盘棋，就必
须破除思维藩篱和利益壁垒。”周熊感
慨地说，对企业来讲，拆藩篱破壁
垒，考验的是企业的眼界与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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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陈卫林，中国人民

解放军5720厂机械制造技术员，获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安徽省技能大奖”“芜湖市首

席技师”等称号，首届“金牌蓝天工

匠”获得者。

匠心慧眼

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利益和战争

胜负，是各国竞争角力的“新战场”。

习主席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

谈会上指出，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

观，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保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

全态势，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

慑能力。这为加快我国网络安全能力

建设指明了方向。

当前，网络安全威胁呈全球蔓延

趋势，看似宁静的网络空间，其实并不

平静。2017年5月，“永恒之蓝”勒索

病毒席卷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政府、银行、通信公司、能源企业等重

要部门机构基础设施陷入瘫痪，在全

球引起了轩然大波。无独有偶，就在

勒索病毒爆发前7个月，黑客通过网

络对美国某域名服务器管理服务供应

商发起攻击，导致推特等全球数百个

重要网站无法访问，美国东海岸更是

大范围断网，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

我们把视野延伸到军事领域，美

国已将网络攻击成功演变为第五空间

战。伊拉克战争，美军首先摧毁了伊

军非常关键的5个指挥与雷达设施，并

使用了电子干扰等方式牢牢掌握信息

优势，使伊军致盲致聋，整个防御体系

迅速瘫痪。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控制

与反控制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网络空间作为战略控制的“发动机”，

日益成为各国博弈竞争的制高点。可

以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如何提高网络安全能力？不妨看

看网络强国以色列的做法。军民融合

是以色列网络安全能力建设的主要思

路。据了解，以色列军队建有规模不

等的网络安全专业部队，其中很多军

人退役后成为地方高科技企业的精

英，并创办多家网络安全公司。这些

公司回过头来与以军在网络安全领域

展开全方位合作，提升以军网络作战

能力的同时，推动了整个网络空间安

全的发展。

军事领域网络斗争的特殊性和复

杂性，对我军信息网络体系建设提出

了更高要求，加强网络体系建设任重

道远。外军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做

法，可以通过军民融合来打造全军网

络安全“防火墙”。就在前不久，由军

队有关部门和 360集团携手创建的

“网络空间安全军民融合创新中心”正

式成立。这既是应对全球网络安全严

峻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军运用军

民融合发展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建设的

实际举措。网络安全亟须军民融合发

展，当前，我国正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

国加速迈进，必须加快“军转民”“民参

军”的融合步伐，才能在网络安全能力

建设中发掘军民融合的优势，为打赢

未来信息化战争提供有力支撑。

网
络
安
全

亟
须
军
民
融
合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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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王潇
潇报道：1月 20日，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
术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全自主无人艇
HUSTER-68在松山湖高新区松木山水
库首航。

首航中，多艘无人艇随机分布在码
头附近。巡逻指令发出后，多艘无人艇
在设定的区域内进行往返巡逻。在巡逻
过程中，多艘无人艇之间协同形成十字
编队、一字编队、圆形编队等多种编队，
通过编队的变换无人艇可通过狭小区
域，甚至可对目标进行圆形围捕。

据悉，HUSTER- 68 全长 6.8m，采
用单柴油机喷泵推进。作为智能机器人
的一种，HUSTER-68 不仅能够实现自
主路径规划、自主航行，而且还可自主完
成环境信息感知、目标探测等任务。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无人艇技术
还处于初级阶段，多无人艇技术处于理
论探索阶段。该项目创新团队克服了颠
簸大、通信弱、易掉队等问题，最终实现
了多无人艇的协同编队。

全自主无人艇

首航成功

人物·大国工匠

技术“壁垒”是怎样打破的？
—第83集团军某旅装备部门与军工企业的一场思想碰撞

■胡瑞智 任顺垒

周树阳，第 83 集团军某旅二级军士长，旅里公认的技术“大拿”，雷达专业修理样样精通，怪脾气，
工作上喜欢与人较真、抬杠。周熊，湖北某军工企业高级工程师，善攻关爱钻研，个性强、有点“傲”、
比较倔。因为一个叫雷达的“孩子”，两个人在演习场上没少“拌嘴”，也是因为“拌嘴”让他俩成为最
亲密的伙伴。

总的来说，这两个人很有个性，又想干事业。他俩凑在一起，合作的“初体验”并不是太好。后来，他们
又经历了什么事，遭遇了一场怎样的思想碰撞，让他们冰释前嫌，成为战场上的最佳拍档？下面，我们来听
听他俩的故事吧。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