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研究生毕业季

编者按 迎着冬日和煦的阳光，2017年冬季硕士、博士研

究生学员顺利完成学业，走出校门，迈向了部队建设的广阔舞

台。为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按照备战打仗要求配置人

才，以部队对高学历人才实际需求为牵引，本届研究生学员主

要补充高技术兵种部队、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保障机构、武器装

备试验训练部队和专项任务急需单位，重点向新型作战力量单

位倾斜。

军人的选择，从来都是与忠诚、责任和奉献紧紧相连。下

面一组新闻让我们看到，在回答这道重要的“人生选择题”时，

学员们考虑更多的是个人价值能否最大实现，所学知识能否为

提升部队战斗力助力。在此，我们也祝福刚刚踏上人生旅途新

征程的研究生们早日梦想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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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7日，随着海军戚继光
舰缓缓靠上军港码头，82天的远洋航海
实习正式结束。作为一名年轻的天文航
海教员，这次远航，让我漂洋过海遇见
了更好的自己。

在甲板课堂上，我明白了站稳讲
台的“立身之本”。从泰国梭桃邑返航
时，我们遇到了特大风浪，按照计
划，我要给学员进行“古今历法漫
谈”的讲座。上课前 10分钟，我亲眼
看到两个学员拿着塑料袋呕吐，说实
话，前几天刚“交公粮”的我也很难

受。但一旦上了讲台，面对台下齐刷
刷的目光，我就暗暗告诉自己：一定
要站稳了！因为害怕学员听到“吐”
字有反应，为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
特别讲道：“治疗晕船有两种方法，第
一种方法吃药，第二种方法靠精神意
志，就像金庸小说里面讲的，高手过
招应该做到‘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
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顿
时，教室里哄堂大笑，学员们马上精
神头十足。

在恶劣海况中，我看到了茁壮成

长的“明日之星”。海军指挥人才，
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制胜未来海
战的利剑，必须在大风大浪中磨砺锻
造。在经过地中海和阿拉伯海期间，
恰逢海况恶劣，浪高 3 米，阵风 8
级，舰船摇摆大。我仍然按照教学计
划，安排学员进行测太阳、测星训
练。有学员问我：“这么恶劣的海
况，为什么还安排室外训练？”“未来
战争不会挑选好天气。越是这样的海
况，越要安排你们训练，在战风斗浪
中 最 能 砥 砺 你 们 的 意 志 和 航 海 作
风。”我耐心地回答。

在日记中，有一名学员这样写道：
“说来好笑，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这么
认真地看过太阳。”其实，天体高度测量
就像射击训练一样，必须反复练，才能

熟练掌握技能，而且决不能因为训练条
件恶劣就放松标准。从第一堂课开始，
我就从六分仪的摆放、使用到观测的姿
势、步骤、要领等对他们严格要求，让学
员们养成好习惯。当然，还要让他们明
白，这项训练十分有意义：天文航海是
一种完全自主的大洋导航技术，特别是
在残酷的海战中，即便卫星导航受到干
扰，也能通过这种“保底”的导航手段，
确保舰艇航行安全。

在友好访问时，我寻到了军校育人
的“他山之石”。这次远航，我们航经太平
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跨越 11个重
要海区，并对葡萄牙、意大利、斯里兰卡、
泰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我发现，各国海军
培养人才，总体上有两个思路：一是面向
现代化，依托高精尖技术支撑的战训平

台和新作战理论、理念来培养人才；二是
回归传统，培养大航海时代的职业素养。
我们专门参观了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多艘
风帆训练舰，他们一直坚持用这类古典
舰船来磨炼学员的胆识、血性，培养坚毅
果敢、战风斗浪的“航海家”。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外国海军院
校很注重实战化教学训练。在意大利海
军士官学校，我们看到对海警戒雷达就
部署在海边，既能用于教学，又能用于
实战。注重平战结合，我们的教学设备
也应该是应用于实战的“真家伙”，让学
员接触到一线部队主战装备，时刻积蓄
冲锋的动力。

吕晓琳、马英智整理
左上图：李辉在指导学员用六分仪

观测太阳。 孟祥宇摄

漂洋过海遇见更好的自己
—随戚继光舰远航实习体会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员 李 辉

1月 24日，陆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
毕业学员周游踏上了西去的征程，奔赴
3000 多公里外大漠深处的某实验训练
基地报到。1月 2日他曾向组织递交了
赴边申请书，字里行间体现的是一名军
校学员对祖国真挚的爱。

尊敬的队党支部：

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学员，我郑重

地向组织提出申请：毕业后到新型作战

力量单位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时间过得真快，初来军校时的情景

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可再过不

久，我将要告别6年半的军校生活，踏

上人生旅途新征程。

面对毕业分配，我也曾走过从困惑到

坦然面对的心路历程，说心里话，最初我

特别想分配到离家近的地方，一方面可以

照顾家庭，另一方面也适应家乡的生活习

惯和风土人情。但是目睹了学长和战友们

义无反顾地奔向新“战场”后，我才明白

“军人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背后那沉甸甸

的含义。

毕业前的我，已做好随时接受祖国

挑选的准备。我还记得大一时，父亲送

我到宿舍楼转身离去时那饱含泪花的眼

睛，我知道，那泪光里有父亲的骄傲和

殷切的期望，因为我一直是他们的骄

傲。这次，相信我也不会让他们失望。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为

我们负重前行。研究生入学以来，我一

直担任队里的党支部委员，有幸更多地

接受了党的教育，我知道，无数戍边军

人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筑起了祖国的盾

牌，矗立起了中华民族不倒的长城，从

坚守詹娘舍哨所的官兵，到扎根马兰为

“两弹一星”作出卓越贡献的林俊德、程

开甲院士，他们永远值得我崇敬和学习。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

子以厚德载物。我的专业是兵器科学与技

术，我愿用我所学为高技术兵种部队、武

器装备试验训练部队等军队急需专业人

才的单位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请党组织批准！

此致
敬礼！

申请人：周 游

2018年1月2日

（文字略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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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训练帮学员补齐短板

本报讯 钱帝尼、田家豪报道：1月
中旬，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学
员 34队召开了一场训练形势分析会，他
们改变“一刀切”的组训模式，加强精细
训练，建立学员训练档案，依照训练课目
划分训练小组，通过组织集体训练与自
主训练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员提高“瘸
腿”课目成绩，补齐训练短板。

严厉整治学风考风考纪

本报讯 张明杰、胡铮报道：新年伊
始，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成立
教学督导组，研究完善各类考核实施细
则，对教学、训练、出勤等方面进行全面
督查，着力纠治贯彻落实管理规定不力、
考试组织不规范不严密、学风考风考纪
不正等问题，切实通过抓考风促进教风
带动学风。

1月 22日，海军工程大学 2017届
毕业研究生杨忠超背着厚重的行囊，
风尘仆仆地赶到海军黄冈舰报到。抚
摸着舷杆，眺望远方的海面，他的心
中充满愿望实现的欣喜。同时，副部
门长的职责也让他这个直读研究生感
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从 2011 年考入军校，一路走来，
杨忠超都顺风顺水。优秀学员、优等
生、保送研究生……无论是学习成绩
还是综合表现，他一直是同级学员里
的“佼佼者”。杨忠超的研究方向是
兵器科学与技术，研究生毕业前，他
就将目光投向了拥有多艘新型战舰的
海军一线作战部队。他说：“通过多
次赴部队调研，我觉得我的专业在一
线部队能发挥更大作用。”

在该校，像杨忠超这样作出人

生选择的研究生学员不是个例。同
样毕业考核成绩名列前茅的研究生
陈元，在选岗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
某新型编队指挥所作战保障室。这
个部门的干部一年里有一半多的时
间在海上，工作非常辛苦。然而，
陈元选择的理由是：新型作战力量
是夺取未来信息化战场主动权的
“撒手锏”，希望能为海军的新型作
战力量建设尽自己一份力量。

1 月 10 日，在该校 2017 届研究
生毕业典礼现场，近 300名学子身着
博士硕士学位服，踌躇满志，整装待
发。该校领导欣喜地说，与以往毕业
研究生偏爱科研院所的情况不同，近
年来，他们在选择毕业去向时，更青
睐高技术兵种部队、装备试验部队以
及新型作战力量单位。研究生们在回

答这道重要的“人生选择题”时，
考虑更多的是个人价值能否最大实
现，所学知识是否能为提升部队战
斗力助力。

出现这样的现象，与该校在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坚持练为战、研为
战的导向分不开。该校领导认为，
毕业研究生到海军一线作战部队，
将对促使新武器装备形成战斗力、
促进部队建设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从研究生入学之初，他们
就要求全体导师不仅要导学问，更
要导思想、导作风、导能力，不仅
要培养学者，更要培养指挥员；要
求全体研究生既要树立勇攀科技高
峰、矢志科技强军的雄心壮志，更
要树立“姓军为战”的使命意识，
适应指技管多种岗位并且具有较强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生张嘉峰
读研期间一直跟随导师做某雷达系
统的检测新技术研究，由于课题军事
性、实用性强，能够帮助部队破解装
备难题，毕业时，他主动申请到某侦
测船大队工作，继续跟进课题进展。

刚刚到海军某试验基地报到的研
究生杨意磊，在离开母校前，寄语学
弟学妹们：“现在部队对于武器装备
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对于装备的
效能、实用性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我的选择，是希望将自己的所学
运用到装备的研究、测试和保障上，
为海军装备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相
信，只有当我们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
梦、强国梦，人生价值才会得到最大
限度的实现，我们的青春才会在万里
海疆熠熠生辉。”

海军工程大学研究生发挥专业特长纷纷“加盟”高技术作战部队—

青春无悔，做好“人生选择题”
■刘 薇 王 皓

隆冬时节，燕赵大地，气温逼
近-10℃，室外呵气成霜，陆军步兵
学院研究生的答辩考场，氛围却格外
火热。

面对眼前诸多军事指挥和装备领
域的知名专家，该院 2017届研究生学
员贾志平沉着镇定。轻击课件、手指
荧屏、引用实例，对论文观点娓娓阐
述。教授专家们一边认真倾听，一边
仔细审定报告内容，不时现场问询，
提出修改意见。

完成“合成旅装甲装备维护能力
研究”课题论文答辩后，贾志平长舒一
口气，历时两年半的学习成果终于得到
了评审专家们的一致肯定，而让贾志平
感触最深的是此次论文选题和研究全部
聚焦实战，剑指一线作战问题。

部队需要什么人才，院校就要输
送什么人才。该院调整组建后，作为
我军合成指挥军官的主要来源，为适
应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对初级指挥
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他们培养人才紧
跟陆军转型建设，学院首批硕士研究
生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学的练的始终
走在军事理论创新前沿，与一线作战
贴得紧而又紧。

起初，贾志平自认为因多年从事
保障工作，对于搞维修保障很有心
得。在选择了研究方向后，他凭借已
有经验，加班加点完成了选题初稿，
没想到却遭到导师的质疑：“‘闭门
造车’搞出来的论文，会切合战场要
求吗？”

原来，随着陆军部队转型发展，

新型装备投入使用，贾志平选题中的不
少数据已经过时，知识结构也出现了诸
多短板。在导师的帮助下，他沉下心来
补课，通过多种方式收集掌握部队一线
资料，研究方向直面部队实战所需。

在该院，有贾志平这样经历的学
员还有很多。为了让学员所学能尽快
指导岗位实践，该院采取在校学习一
年基础课程，而后近一年半时间在实
战岗位上边调研边工作边撰写论文的
模式，实行院校导师和部队导师“双
导师制”，建立了院校与部队、厂家
与用户的合力育人机制。
“必须突出重点作战问题，突出

陆军转型建设，突出信息化联合作
战，这样才能为陆军实现全域作战、
立体攻防夯实基础。”该院领导介

绍，部队体制编制调整对不少陆军兵
种提出了新要求，训法战法急需创
新，培育研究生必须紧跟时代特点，
以研促学，推动研究生教育由学术型
向应用型转变、向实战化靠拢。

前瞻战场搞教学、紧盯热点做研
究的氛围激发了学员们研战谋战的热
情。翻阅本届研究生学员的毕业论文，
不少选题瞄准“合成营建设”等部队最
新现实问题，确保了研究方向对准部队
需要，科研创新有助于战斗力提升。
“答辩论文在任职岗位上撰写，

选题源自部队实际工作需求，针对性
强，避免了论文‘华而不实’。”某数
字化师学员侯强感慨。返回原单位
后，他对即将赴任的作训参谋岗位充
满信心。

陆军步兵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紧贴部队转型发展—

聚焦实战，解决部队新问题
■匡大镇 赵艳斌

1月下旬，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研究生学员毕

业了。图为授予学位后，学员们身着学位服庆祝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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