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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任务难度都不
小，必须跳一下才够得着

今年是刘志成入伍的第19个年
头。身边的战友换了一茬又一茬，唯
有刘志成还在基层“打转转”，不过
他却说这里是离战斗更近的地方。

又是一个周末，刘志成一头扎
进办公室。分析数据、攻关打仗难
题……被战友们称为“最强大脑”的
他，在某工程师岗位已经摔打了5
年。

“最强大脑”有多强？团队里有
人这样描述：一个课题平均要收集、
消化近千万字的资料；一项系统研
发涉及至少20部雷达装备，数百个G
的数据……

刘志成说，每次任务难度都不
小，必须跳一下才够得着，但事后总
有一种获得感。

其实，刘志成的“忙”大多是自
找的。一次空情处置，博士毕业的他
盯着一方方雷达屏幕“发呆”：为什
么经验丰富的操纵员很快就能判断
出目标属性，自己却看不出名堂？一
个个看似一模一样的小点，到底隐
藏着怎样的不同？从本科、硕士到博
士，自己所学专业都跟数据有关，能
不能在数据上做点文章，找到其中
的规律？

一串串问号，汇成一条攀登之
路，牵引着刘志成奋勇向前。雷达情
报位于整个作战流程的源头。空情
判定的准度和速度直接决定指挥决

策和处置应对的有效性。
刘志成带着他的“博士团队”，

整理了近20年上级下发的不明空情
处置记录，这些详细记载每一起不
明空情的信息数据和处置流程的资
料，摞起来足有一米高。他们穿梭于
科研院所、基层雷达站、演训现场，
通过大数据分析，为操纵员配一张

“淘金者”的筛网，过滤细砂、筛掉砾
石，快速找到金子般的珍贵信息。那
段时间，刘志成常常加班到深夜，撑
不住了就靠在椅背上眯一会儿，梦
里都在分析数据。一年多的时间，刘
志成积累了近千G的数据，被分类存
储在硬盘里，小心保管、视若珍宝。

经过无数次的筛选分析和排列
组合，刘志成在“数据海洋”中摸索
出不同类型空情的基本运动规律。

这一刻，刘志成长舒一口气。

他既要当“技术控”，
还要成“作战通”

“人们常说数据海洋，跳进空情
数据这片海，我要做的不只是游泳，
还要战风斗浪，对数据进行‘深加
工’，让数据真正成为透视战场的

‘显微镜’。”当过雷达站排长、副连
长、训练参谋、助理工程师的刘志
成，整天与雷达站官兵泡在一起。在
他的书柜里，也都是有关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的书籍。

因及时发现处置多起不明空情
荣立一等功的三级军士长刘伟修
说，刘工程师总是缠着自己“讨教”
发现目标、判别目标的经验。

“时代抛弃你，连一声再见都不
会说。”走上某工程师岗位，刘志成
始终将目光瞄准前沿技术。

2012年，刘志成负责阵地勘选
工作。当时，为了筛选雷达阵地，他
与战友幺建永一个月内驱车行驶
6000余公里，实地考察50余个阵地。

如何才能提高效率？刘志成提
出运用计算机建模的方法，实现阵
地勘选工作流水化作业，将勘选效
率提升近5倍。

其实，熟悉刘志成的人都知道，
他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单纯的技术人
员。他常说问题就是课题，既要当

“技术控”，还要成为“作战通”。
在执行某任务时，刘志成发现，

操纵员对战场数据的引接、融合、处
理，主要依靠平时的背记与积累，一
旦面对复杂情况，容易影响判断速
度和准确性。

“如果在方舱里加装一套‘一键
即知’的电子平板，操纵员就可以随
时查询所需要的各类作战信息。”想
到平时用的平板电脑，刘志成灵光
一闪。

上百次的交流研讨，让很多优
秀操纵员的心得汇入刘志成开发的
系统软件，实现了一键即知、数据共
享、全网互通，这套辅助系统让优秀
操纵员的“绝招”摸得着、看得见，帮
助战勤人员在最短时间发挥最大作
战效能。

在最旺盛的青春岁月，
助力部队抢滩未来战场

“人生的价值是什么，自己的价
值又在哪儿？”2004年研究生毕业
后，刘志成被分配到某基层雷达站，
这是那段时间他经常想的一个问
题。

刘志成说，那年春节，他第一次

在雷达站过年。站在方舱门口，望着
夜空中的烟火，耳边不时传来营区
外的欢笑声，而自己身后的操纵员
正紧盯荧屏，战斗值班。方舱外的
喧闹与方舱内的静谧，让他感觉恍
若隔世。那一刻，他突然明白自己
一直坚守岗位，究竟是为了什么。

2009年10月1日，正在院校读博
士的刘志成与战友一起观看国庆60
周年阅兵。当机动雷达方队接受检
阅的那一刻，作为仅有的3名雷达
兵，刘志成激动得叫了出来。

这一刻，30岁的刘志成感到肩
头沉甸甸的担子，觉得“在这个时
代，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012年博士毕业，成为旅里首
批数据分析师后，刘志成更强烈地
感受到强军的呼唤、使命的催征。几
年来，团队先后有6名成员调整，有
的选调至科研机构，有的考学到军
队院校，唯有刘志成还在围着基层

“打转转”，是官兵眼中的“定海神
针”。从30岁到41岁，在最旺盛的青
春岁月里，刘志成不断追逐雷达预
警事业的时代脚步。

“刘志成带领‘博士团队’紧盯
空天预警的源头，从基层末端切入，
攻克了制约战斗力生成的诸多难
题，为预警体系能力建设打开了一
扇窗。”中部战区空军参谋部某处处
长刘辉说，刘志成带领团队贯通数
据采集、整编、分析、处理全流程，紧
盯目标判性这个业内难题，让雷达
装备不仅看得更远，而且看得更清、
更准。

数据，吸引了一批骨干人才紧
盯前沿、瞄准一线练兵备战，刘志成
荣获全军预警系统研究优秀成果一
等奖，荣立二等功。

中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工程师刘志成最近有点忙：到基层雷达站查看自主研发软件的运行情况，到某学院为来自全军某某型装备部队的
学员授课，到空军某研究院完成课题立项工作……刘志成是烟台人，自带山东人的“豪爽”，又多了一份“数学”博士士的细腻，他有着一双淘沙
见金的慧眼和一份瀚海拾珠的执着。博士毕业8年来，扎根战斗岗位攻克数十项实战难题，形成多套战法，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同时，
他也是解码信息数据的“先行者”，带领“博士团队”扎进“数据海洋”，开辟出一条条数据通道，帮助部队抢滩未来来战场。

刘刘志志成成在在雷雷达达方方舱舱内内，，面面对对复复杂杂空空情情思思考考破破解解之之道道。。((刘刘川川 摄摄))

刘志成指导战勤参谋完成作战课题研

究。(刘川 摄)

刘志成与战勤人员在高山雷达站收集空

情数据。(刘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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