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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身上的毛孔里都藏着好点

子！”提起去年毕业的学长姜奇骏，国防

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新闻中心的学员

们如此评价。

大家都说，每当搞创意或者写文章，

姜奇骏的想法往往都是最灵动、飘逸

的。在新闻中心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

毕业时，姜奇骏一个人待在新闻中

心，久久不愿出来。他说，不想离开这个

让他留下汗水、泪水和欢笑的地方。不

光是姜奇骏，该院其他32支特色俱乐部

的学员也都是这么想的。

为了让学员在课余时间学有所长，

该学院参照人才培养方案和能力素质模

型，从学员兴趣爱好和部队岗位需求入

手，设计了文化、体育、科创等三大模块，

涵盖电子设计、航模飞行、播音主持等不

同内容的33支特色俱乐部，并配套建立

了一系列“特区”政策。

给你一个巨人的肩膀，让

你眺望远方

“和课堂比起来，这里简直是一个‘特
区’。”笔者推开定向越野俱乐部的门，只
见柜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奖杯和奖
牌。墙壁正中挂着一幅合影，里面有一个
凶巴巴的黑脸老头，周围是一圈儿明媚的
笑脸。学员刘洋介绍说：“那就是‘凶老
头’老邓，我们能拿这么多奖全靠他！”

刘洋说的“特区”，就是老邓的“特别
指导区”。老邓在队员们眼中绝对是高
山一样的存在，因为他身上的光环实在
耀眼——奥运会裁判、军事体育资深教

授、无线电测向专家……用学员自己的
话说：“只要能跟着老邓练，不在全国拿
奖不正常！”

今年 2月，合肥市连降暴雪，老邓拉
着队员在厚厚的积雪里强化训练，硬生生
用双脚蹚出一条跑道来。在接下来的全
国无线电测向锦标赛中，定向越野俱乐部
一举拿下个人奖项36个、团体奖项14个。
“特区”之特，还在于有着“阵容豪

华”的指导老师团队。翻开该院特色俱
乐部的辅导老师名册，不少军地知名专
家教授、学科带头人赫然在列。在特色
俱乐部里，学员们可以经常得到名家教
授手把手“开小灶”。

学员甄桐第一次参加书法绘画俱
乐部活动就被传统文化所散发的魅力
迷住了。他是个“板绘达人”，最喜欢
的就是琢磨各式各样的绘画技法。当
得知学院邀请了国画大师高道鹏给大
家上课时，甄桐早早跑到教室占住第
一排的位置。一堂《中国画的意境美》
讲完，高老师现场挥毫教授绘画技巧，
让学员们受益多多。“仿佛站在了巨人
的肩膀上，我们站在更高处看到了以
前不曾看到的远方。”甄桐说。
“名师大家带本科学员，哪怕只是一

堂课，都会给学员的思维层次、视野眼
界、能力素质带来莫大的帮助。”在该院
党委的号召下，一批名师大家纷纷走进
特色俱乐部，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哪怕你是“菜鸟”，你说的

对就听你的

在物理教员白秀军看来，学员们喜

欢把特色俱乐部称为“特区”，是因为这
里有一种“特殊的氛围”。

物理实验俱乐部的设计讨论会很
难开：无论你是干部还是教员，是高年
级还是低年级学员，统统要做好被人反
驳的心理准备。争论的场面异常热闹：
拍桌子的、跺脚的，反正只要没有定下
最合理的设计方案，学员们就会这样一
直争论下去。

白秀军非常享受和学员自由争论的
过程。她觉得这支俱乐部好像一片原始
森林，而她是这片森林的护林人。护林
人的责任不是按一个模子打造好看的苗
圃，而是让每棵树苗都沐着阳光的方向
“自由生长”，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

她在带领俱乐部成员备战全军“八
一杯”创新大赛时，曾为一套参赛设计头
疼不已。白秀军当即决定，让在场的每
个人提出一套设计方案，放在一起比一
比！“没想到我的方案第一个被反驳掉。
不过还有什么事情比学生强过老师更让
人高兴的呢？”白秀军自豪地说。

对于“护林人”，网络技术俱乐部
的指导教员李阳有另一番理解。“电脑
硬盘可以格式化，但学员的思维不能
被格式化。”他格外注重保护学员心中
那些古灵精怪的想法和奇思妙想的点
子。2017 年底，他指导俱乐部学员制
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专题网
页，放手让学员大胆设计、创新思维。
不到一周时间，俱乐部的 32 名学员提
交了近 40 份方案。最后，他挑定了两
名大一新生的作品。“创意不看资历，
我只选最好的。”

看似随意的“放羊式”培养背后，其
实是机关、学员大队和指导老师三方精
心设计的结果。从俱乐部创办前期的筹
备会，到成员招新报名时的见面会，再到
日常运行中的工作例会，只要学员敢想
敢做，他们就大力支持；只要学员有合理
设计，他们就组织团队集智攻关。正是
在这种宽松、自由的氛围下，一支支特色
俱乐部成为该学院孕育学员创新能力的
摇篮。

见过高山和大海，你心中

才能有山河

“‘刚导’出手，票房我有。”这是视频
制作俱乐部成员的口头禅。

作为视频制作俱乐部的“大拿”，大
三学员李刚两年内打了不少漂亮的“硬
仗”，拍摄制作出“院校招生宣传片”“军
校春晚”等不少“网红”作品，被学员们亲
切地称为“刚导”。

最让“刚导”难忘的，还是第一次接
受大项任务时的情景。

当时，他所在的团队受领了制作院校
招生宣传片的任务。李刚嘴上答应得痛
快，可转过身去心里就犯了怵：“这怎么
干？”不仅是李刚，团队其他队员都有一种
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可是，他们的顾虑很
快就烟消云散——为了帮助工作室完成
好这项任务，该院进行了全方位保障：购
买的专业书籍陆续到位；工作站和摄像设
备也随之更新；负责视频制作的教员时常
到工作室辅导。直到各个院校的视频素
材陆续汇总到这间小小的工作室中，他才
恍然大悟：原来做视频只是“支线任务”，
借机磨炼能力才是题中之义。

那段时间，李刚和团队成员们每天都
加班到凌晨两三点。忙碌充实中，李刚
“出师”了：“最明显的是自己变得更沉稳
了，再接到同样的任务，我现在的第一反
应是‘怎么去干’。”接下来，工作室又制作
了一系列作品，效率和质量显著提升。

见大场面、接大任务，在该院特色俱
乐部里，随处可见这样“小马拉大车”的场
景。从院级重大活动的摄影摄像，到各项
文体赛事的裁判评委；从制作全院灯箱橱
窗，到校园网综合新闻审核，特色俱乐部
的学员独当一面的身影越来越多。

去年 11月，一次全国学术交流大会
在该院举行，在 16位院士和顶级专家面
前，新闻采编俱乐部的“小记者”们与各大
新闻媒体的记者们一道肩扛机器、手拿话
筒进行采访，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33个俱乐部撑起“育人特区”
——国防科大电子对抗学院学员课余学习生活新闻调查

■李朝林 孙程浩

很多时候，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刚刚经历调整改革、站在新起点上的

军队院校，工作可谓千头万绪，要做

的事情很多，但最重要、最迫切、最根

本的一条就是要着眼体系重塑、找准

办学定位。

定位不准，可能导致左顾右盼跟

风模仿，方向不明盲目发展。只有准

确定好位，才能从根本上找准发力

点。具体来讲，准确定位，就是要认

清院校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弄清承

担的使命任务，把握各自的性质特

点，看清充当的角色作用，找准在强

军兴军中的地位作用。

就共性而言，军队院校建设的角

色定位，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做到

“三个面向”，精准发力，持续推进。

作为军事院校，姓军为战是“主业”，

研究打仗是“本分”。军事院校要始

终把战斗力作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始终紧盯战场，时刻对接战场，全程

服务部队，努力成为军事理论现代化

的“发源地”、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的

“智囊团”、军事人员现代化的“孵化

器”、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研究院”。

在人才培养方面，军队院校要充分认

清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历史征程

中所肩负的育人使命，主动顺应时代

发展、适应形势任务，抓住当前军队

改革调整、转型重塑这一契机，培养

大量集知识型、实践型、智慧型、创新

型于一体的高素质军事人才。在创

新发展方面，军队院校体系重塑、结

构重组、任务重构后，要真正实现角

色转变、任务转换、模式转型，就必须

把创新作为院校建设发展的强大引

擎，在观念上确立注重创新驱动的理

念，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课程体系和教

学模式，在制度上创新运行机制和建

设方式，在技术上实施创新战略工

程，不断提高创新驱动对战斗力增长

的“贡献率”。

就个性而言，各军队院校的建设

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就要求有不同的

建设方向和途径。高低各异、强弱不

均的音符才能合奏出美妙的音乐。

同样，特质各异、任务互补的院校才

能共同在强军兴军中形成合力。军

队院校由于基础不同、性质不同、任

务不同，角色定位也应不同，这就决

定其建设内容、方向、重点和要求有

所不同。在加强院校建设过程中，既

要坚持开阔的眼界和海纳百川的胸

襟，充分吸纳先进的经验和做法，又

要从自身性质特点、使命任务等准确

定位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形成不

可替代的独有优势和特色。

对军事院校的定位要做到客观

准确、恰如其分，既要坚持自身使命

任务的高标准，又要克服脱离实际的

高指标；既要着眼军队建设的共性规

律，又要突出院校自身的特色，这就

必须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与

全心全意依靠广大群众相结合。在

院校定位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各

级党委的“领头雁”作用，认清形势、

找准方位，在重大问题上，切实把好

关、定好向，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依法决策。同时，还要在工作中

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使

之自觉为院校建设献计献策，在各自

岗位上履职尽责，在强军兴军伟大征

程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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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升级信息化教学与管理系统

本报讯 严立泽报道：近日，武警
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不断升级改造
以校园网为核心的信息化教学与管理
系统。他们与全校 1000 多个信息点
连接成网，实现了由传统教学向模拟
教学、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的方式
转变。各大队逐渐总结了“以网控面，
发挥主观”等一系列管理方法，并积极
在实践中运用，取得了良好成效。

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

第二课堂助推学员能力提升

本报讯 宋品璋、范子奕报道：4
月上旬，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学
员 45队利用课余时间开设 PPT、摄影
等第二课堂教学活动。他们挑选有一
技之长的学员充当小教员，结合学员
能力实际，使大家熟练掌握业务技
巧。第二课堂在丰富学员课余生活的
同时，又提升了学员基层第一岗位任
职能力。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开展“红色读书月”活动

本报讯 季艳妮报道：4月中旬，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南京教学区开
展“红色读书月”活动。各模拟连通过
组织读书交流会、读书笔记展、讲强军
故事等活动努力构建有特色的书香校
园，并推广“互联网＋图书馆”新形态
阅读方式，有效拓宽了学员的文化视
野，营造了浓厚的阅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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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炮从沉默到轰鸣，

烈火骤然喷涌，

大地飞起烟尘。

年轻的学员静静聆听，

目送弹丸飞向远方，

让青春的热能，

赋予燃烧的流星。

张钰浩、屈凯明摄于陆军炮兵

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训练场

烈焰喷涌尘飞扬

春天来了，气候渐暖，昼长夜短。小伙伴们可能会感到困倦、疲乏，上课

时一不留神便打起了盹儿。别急，这就给你支几招！让你不再受春困的干

扰，以饱满的精神学习工作。 马意东绘

熟悉古清月的人都知道，她有一帮
“穷亲戚”。“穷亲戚”既多又小——是她资
助了近十年的边远地区小朋友。在古清
月的朋友圈，有一个不变的主题，为“穷亲
戚”们分享她自己朗读的经典文章。在青
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由“金色哈达”爱
心团队援建的建设堂小学，一群小朋友每
天和老师簇拥在一起，共同分享一篇篇来
自千里之外“古妈妈”带来的温暖故事。

古清月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藏民结下不解之缘，源自一次偶然的青海
之旅。“每个孩子都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却
衣衫褴褛，拿着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他
们是藏族同胞的希望，学习和成长环境却
如此恶劣。”每每提起第一次去青海时的
经历，古清月眼里总是噙满泪水。

回到单位后，古清月立即着手募捐，
第一批资助物品一个月后就送到了贡麻
小学藏族小朋友的手中。次年，她决定再

次奔赴远隔千里的贡麻小学，亲手把后续
募捐的爱心物资送到藏民和孩子们手中。

那是一幕让古清月铭记终生的情景：
藏民们自发在蜿蜒的山路旁，排成千米长
的队伍欢迎她，争先敬献金色的哈达。

返校后，由她发起并成立的学校
第一个爱心团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
字——“金色哈达”，迅速成为搭建师
生资助藏民的一座“连心桥”。

12岁藏族女童小旺姆先天患病，长
期遭受大小便失禁的困扰。“古妈妈”心急
如焚，四处寻医问诊。当听到医治有望的
消息后，她第一时间把小旺姆接到了西
安。虽然手术风险很大，医院顾虑重重，
但古清月的热心和担当给了医院强大的
精神力量。手术持续了6个多小时，古清
月始终像守护自己的女儿一样等候在手
术室门口。手术成功了，古清月喜极而
泣，更让她激动的是医院决定和“金色哈

达”爱心团队共同承担小旺姆的所有医药
费。术后的小旺姆每天都能喝上“古妈
妈”炖的鸡汤，脸上的笑容无比灿烂。

菁菁校园，在不断汇聚向上向善的
正能量。同事、学员、亲属甚至同事的亲
人、朋友，都积极参与到爱心团队中来。
课堂上，常常有古清月讲述的“金色哈
达”故事。寒暑假，一批批学员走进青海
藏区小学送爱心。一年一年地讲，一届
一届地传，古清月的每一届学员都成了
“金色哈达”的一分子。

在古清月的努力下，爱心倡议大会、
校园网、微信公众号，处处都有“金色哈
达”捐助的身影，上千名空军官兵参与到
“金色哈达”爱心助学活动中，古清月被
评为全国拥政爱民先进模范。

一篇美文、一次朗诵、一个故事……
古清月“朋友圈”的孩子们越来越多，她
的内心也感到越来越温暖。

空军工程大学教员古清月坚持十年资助藏区儿童——

清月初心如暖阳
■陈 卓


