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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航

天领域竞争日趋激烈，我们正处于由航

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迫

切需要一大批高素质航天人才。航天工

程大学作为航天领域新型人才培养主阵

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必须以等不起

的紧迫感、慢不得的使命感，加紧推进新

时代办学育人，为航天事业提供人才智

力支撑。

航天人才培养标准得高。身处建设

航天强国的伟大时代，航天工程大学广大

教职员工为能投身航天人才培养事业而

倍感自豪，同时也倍感身上的担子沉甸

甸。航天具有鲜明的“技术+政治”特点，

必须坚持政治建校，确保学员维护核心特

别坚定、服从号令特别坚决、献身航天特

别执着、政治防线特别牢固。培养的学员

要有爱党报国的追求。始终把固本培元、

铸牢军魂作为办学育人的首要任务，采取

一系列夯实学员思想政治基础的举措，从

“兵之初”“官之初”就不断强化旗帜引领，

从源头上确保航天宏图伟业掌握在忠于

党的人手中。要有面向部队的眼光。持

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习近平强军

思想教学，做到“航天事业需要什么样的

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要有引领

创新的素质。坚持瞄准世界军事科技前

沿，加速推进航天领域战略性、前瞻性、颠

覆性技术攻关，鼓励指导学员参加国内外

高层次学术竞赛。要有崇严尚实的作

风。坚持按照“四个从严”要求规范办学

育人秩序，大力弘扬航天特色精神和优良

传统，按照“严于部队、高于部队”的要求

办学治校，为学员扣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

“风纪扣”。

航天人才培养眼界得高。世界军

事强国在航天领域你追我赶，航天人才

培养必须打开眼界、更新理念。要树立

超前培养理念，常态化和部队沟通协

商，请部队把关人才培养方案，掌握部

队转型发展趋势和人才培养需求。要

树立精英培养理念，着眼培养航天拔尖

人才，建立名师教授承担专业教学任务

制度，设立“航天奖学金”重奖优秀学

员。要树立融合培养理念，整合资源、

优化配置，加大与军工集团和军内外知

名高校联合育人力度，聘请知名教员来

校授课，在航天军工企业开展联教联

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效益。

航天人才培养起点得高。建设航天

强国，是党心所向、民心所望。组建航天

工程大学，承载着习主席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和航天强国的殷切期望，承载着一

代代航天人接续谱写的荣誉积淀，承载

着全国人民对航天事业未来的深情重

托。我们只有高起点筹划人才培养，才

能不辱使命，交出合格答卷。一流的大

学归根结底要靠一流的人才来检验。大

力实施高质量本科教育，对接国家一流

院校和一流学科标准搞好顶层设计，试

办“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班”，不断夯实

专业素质基础，蓄足发展后劲。大力加

强高水平研究生培养，鼓励研究生选修

地方名牌大学特色课程、出国攻读学位，

强化航天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

究，把他们放在重大演训任务中摔打锻

炼。大力加强高素质士官教育培养，深

化“人装合一”教学模式改革，进一步健

全完善特色专业体系，培养一大批“军中

工匠”型操作人才。

航天是决胜高端、支撑全局的高技

术领域，拼的是技术，比的是人才。这就

要求航天人才思想更可靠，素质更过硬，

作风更扎实。航天工程大学既要为航天

事业选好苗，还要精耕细作，培养堪当大

任的航天栋梁。首先，要严把“入学

关”。去年,大学重建后首次招收本科

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航天热、报考

热。同时，还要严把“毕业关”。大学在

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过硬的学风训风

考风，课程考试门门都有“铁判官”，军事

课目考核“米秒环”项项都是硬杠杠，论

文答辩场场充满“火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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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雨后的桂北腹地薄雾朦胧，草露带寒。某综合训练基地起降场，战机轰

鸣，铁翼飞旋。

“准备起跳！”随着机舱内起跳信号灯闪烁，引导员发出起跳口令，学员吴波走向

舱门，蜷身跳出。

5分钟后，数公里外的草地上空朵朵伞花相继绽放，“奇兵”从天而降——陆军特

种作战学院正组织特战学员进行陌生地域、复杂环境下的伞降实跳训练。

据了解，以往学院组织伞降实跳训练主要是依托部队保障开展。新学期，为贯彻落实

军事训练新大纲，学院在伞降课程设置上，坚持自主设置、自主筹划、自主保障，着力提升

实战化教学保障能力。此次伞降训练为期一周、近40个架次实跳任务，参训学员均是首

次实跳，组训教员也是首次独立承训。 彭仁皆、胥春龙、贾 乾摄影报道

天降“奇兵”

腊月廿八，-26℃，顶着 6级强风，早
已头晕目眩的她，喘着粗气，凭借顽强毅
力，终于登上了海拔 4600 多米的“云中
哨所”——詹娘舍哨所。

寒假期间，当身边的同学都在与家
人共度春节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学员邱婧却成了一名“最美逆行者”。
她走进西藏边防连队，历时 10天，探访
4个哨所，只为完成一份寒假社会调查
报告。

站在詹娘舍哨所，邱婧 1米 75的个
子，白皙细腻的皮肤，阳光下的那个军礼
显得格外柔美。然而，透过微微外翻的
行礼手掌，战士们却看到了另一个她。
有人问：“你手上怎么有那么多茧？”邱婧
笑着说：“那是当兵的记忆。”

邱婧曾作为三军仪仗队的一员，走
过俄罗斯红场，多次在外国元首访华期
间执行仪仗司礼任务，这段足够令人自
豪一生的经历，背后的付出在她讲来却
云淡风轻。直到后来在学校，大家亲眼
目睹了她那“踢腿带风、落地砸坑”的正
步，才知道当年的她每天要风雨无阻地
穿 5厘米的高跟马靴、托 7斤多重的钢
枪，训练 8小时。平均算下来，她一年要
行进1万公里，流下 1吨汗水。

仪仗队员的耀眼光环，让她一入校
就成为“新闻人物”。但她始终谨记，荣

耀只代表过去。为了锻炼自己的综合能
力素质，刚上大一她就主动报名参加学
院优秀“四会”政治教员竞赛。

教室、食堂、操场……准备比赛的
那段时间，每次见到她，都是手拿讲稿，
反复念叨。长时间的通宵熬夜后，她病
倒了——高烧 39.5℃，医生让她好好休
息，结果第二天高烧刚退，她又出现在
自习室。有人劝她，“不用太拼，大一学
员连半决赛都很难进。”她却微微一笑，
打趣地说：“不会讲课的仪仗队员不是
好学员。”

随着自习室角落里的讲稿越摞越
高，她也一路过关斩将，杀进了决赛，最
终用实力征服了评委和观众，摘得学院
优秀“四会”政治教员比赛的桂冠。领奖
台上，当主持人问她获奖感受时，她认真
地说：“年轻就应该奋斗，青春不怕失败，
就怕不敢尝试！”

雪域高原、异域他乡、演讲台上……
邱婧的青春之花“婧”情绽放在每一个驻
留过的地方，流转无尽芳香。

“婧”情绽放的青春之花
■季艳妮

青春偶像派

新年伊始，我军军事教育领域掀起一场思想大解放的热潮。按照有关部门的部

署，全军院校开展以“锐意改革、争创一流”为主题的新时代办学思想大讨论。按照

部署要求，各院校积极参与，按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

合的方法，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开展讨论。从今天起，本版开设《聚焦办学思想大讨

论·军队院校主官论办学》专栏，陆续刊发各院校主官围绕形势要求、办学理念、办学

定位、办学特色、发展设想等方面展开的讨论。 ——编 者

“紧急时刻，我 054A 护卫舰释放
舰载无人机，由无人机发射一枚导弹
精准摧毁敌最后一辆M60坦克，圆满
完成营救任务……”观看电影《红海行
动》时，王增文心潮澎湃：“无人机是战
场上的‘鹰眼’，把这双眼睛擦亮一点，
战斗就多一分胜算。”

王增文是武警特种警察学院无人
机侦察教研室的首任主任。为了筹备
开设这门课程，他和教研室的同事们
利用大半年的时间深入一线作战部
队、走访科研院所和高新企业调研，搜
集到大量一手资料。他们修订《人才
培养方案》，自主编写了《无人机基础
飞行》《无人机地面站系统构造与操
控》等数十门课的教材教案，走在了无
人机侦察领域教学的前沿。

“既教技术，更教战法，法重于
术。”教员范育洋的教学理念源于自己
亲身的一段经历。某次山地反恐演
习，他所在的侦察分队在进山搜索途
中遇到一个“Y”字形路口，指挥员要求
他派出无人机进行侦察。他按常规手
段用无人机搭载可见光载荷侦察后，
并未显示异常，但由于对途中遇到的
压缩饼干盒子起了疑心，遂搭载热红
外载荷再次侦察，发现了 7个小红点在
缓慢移动，最终判定是蓝军人员。

凡事预则立。随着信息技术快速
发展，无人机已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反恐
行动或局部战争，并成为新型作战力量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院积极对接战场
需求构建新兴作战专业学科，结合武警
部队任务实际论证增设了无人机侦察

专业，并从兄弟院校引进 5名专家教
员，为培养基层部队急需的无人机操控
师、指挥员搭建了人才培养平台。
“全程贯彻实战化教学标准，按

照多旋翼与固定翼交叉，训练机与任
务机并用的原则，提高学员实装操控
能力……”翻开该院《课程建设规
划》，“实战”的硝烟味扑面而来。据
了解，他们在模块化教学中加大“无
人机侦察战术对抗”“山地或城镇综
合演练”模块比重，同步推进无人机
资格认证中心和无人机实验室建设，
搜集国内外经典案例为蓝本写进教
材，并引进仿真模拟训练，区分“技
术士官”“指挥干部”“短期培训”三
类学员进行“滴灌式”教学，坚持仗
怎么打、课就怎么上，从源头上减少

毕业学员“水土不服”的现象发生。
“这样的飞机太酷炫了！”在教学

准备会上，学员范少博观看了教员对
某新型四旋翼无人机飞行操控后赞不
绝口。范少博入伍前就是一名无人机
爱好者，当他得知学院还可以学习利
用无人机进行通讯中继、立体建模、侦
察干扰等一系列和作战相关的专业知
识时，对未来的学习充满了憧憬。

飞机搭台，人才唱戏。“培养一支具
备专业水平的无人机侦察新锐力量，对
于拨开战场迷雾，实现战场区域的我方
透明，从而制胜未来战场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该院领导说，下一步他们还将
加强军民融合发展，力争将无人机侦察
专业课程打造成体系完整、建设配套、
紧跟前沿、教战一体的一流学科。

武警特种警察学院完善学科体系增设无人机侦察专业—

拨开战场迷雾 培养反恐新锐
■马 戈

“报告，在我A岛上空西北空域发
现一批不明空情，经多手段核实查证，
确认为空飘气球。”
“继续跟踪，即获即报！”
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战场态势业务培训专业教室，身着不
同军种作训服的 8名战区参谋学员正
在“信息岛”模拟会商。授课教员李延
辉介绍，这是该院新学期专门为任职
培训班次增设的《联合海空情融合处
理与研判》课程，也是他所在教研室新
近推出的第5门联合作战保障课程。

10余套想定、100余种战场情况……
一门新课的背后凝聚的是李延辉和他
的团队历时 4年从数百个真实案例中
经过反复推敲得来的研究成果。

“每一次训练，我们都需要接连处
置未知空域或海域的多组情况，有时
甚至要并行处置几组情况。”来自南部
战区某部的学员刘文在大呼“烧脑”的
同时，也着实感受到了成长和收获。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刘文已经
熟练掌握了一批战场目标活动图册，
并且具备了独立高标准完成一整套战
场态势融合处理流程的能力。

雨后春风催花蕾，列队戎装成三
军。“‘以外语为基础、以情报为核心、以
军事为支撑’是我们在新时代的育人思
路。”在新时代办学思想大讨论任务部署
会上，新时代的育人思路为正在投身课
程改革研究的教员们标定出了清晰路
径。

“改革中有许多谋长远、思超前
的设计，一专多能的联合作战保障人
才是明日战场的急中之需。”“请为我
们加紧指导战场图像作战运用组训
法，提升我们的士官素质。”……年逾
花甲的该院教授邢霞，顶着夏阳酷暑
走访各军种有关单位，笔记本上收录
的每条意见，都深深地烙在了她的心
底。该院专家魏长春、俞明以及青年
教员马晓娟、马兰等，也“打起背包就
出发”，将新课教案带入各作战部队
和训练场，在不断补充完善中坚定推
进课程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这学期，该院仅国家重点学科军
事情报学就相继在 6 个专业方向新
开设出《战场态势信源》《联合侦察评

估反馈》《战场图像判读任职综合演
练》等 14 门联合作战保障课程，大幅
完善了“聚焦联合作战新变革、贯穿
联合作战保障全流程”的教研领域。
此外，除固定的教学课程任务外，该
院还根据陆军、海军有关单位需求，
在本学期为其开办专项培训班次，量
身定制培训方案和课程体系。

据悉，在该院新学期课程安排中，
还有一批近年来深得学员热捧的聚焦
战场谋略和情报分析的讲座课，也变得
更加系统和完备，以专业课的新面貌走
入课堂；同时，该院以教授高金虎新近
出版的《军事情报学》《中西情报史》为
代表的一批高质量专著，也成为了新学
期各班次学员争相研读的案头书……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作战保障课程再增14门—

聚焦明日战场 砥砺知敌尖兵
■果翃宇 陈 震

编者按 新学期伊始，当你再次走进课堂，是否
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踏访座座军校，一系列全新的
课程设置正引领改革塑形后军队院校课堂的新脉动。

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课程设置的走向。怎样

的课程设置才能更有利于学员的发展？才能更贴
近实战化教学？本期我们聚焦调整改革后的军队
院校课程设置新动向，展现新时代军队院校课堂
的新风貌。

聚焦办学思想大讨论

军队院校主官论办学

新体制 新实践 新风貌

来自院校改革一线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